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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各地工作

在撒哈拉沙漠接听Zoom
视频电话，在东京酒店打开笔
记本电脑。过去几年，28岁的
英国平面设计师凯蒂·麦克劳
德以这样的方式在78个国家和
地区完成了诸多工作。

凯蒂是典型的“数字游
民”，她的办公地点遍布全世界
的角角落落。自2018年开始，
她便在博客上记录自己的旅
程，而她选择的生活方式也受
到大批网民追捧。“疫情之下，
远程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多。”凯蒂说。

过去二十年里，卡特里奥
娜·克里普斯一直在英国斯特
林担任商务教练，但生活在西
班牙是她多年来的夙愿。今年
6月，卡特里奥娜卖掉了自己的
房子，开始周游欧洲，在酒店和
咖啡馆处理一些线上工作。“如
果我现在不这样做，什么时候
做？”她说，“我已经六十多岁
了，没有年迈的父母，孩子也都
长大了，我的牵绊少了。”

大卫是格拉斯哥的一名作
家兼记者，2017年卖掉房子，开
始在全球各地旅行并写作。今
年冬天，他计划前往西班牙创
作下一部小说。他甚至写过一
篇关于“数字游民”的短篇小
说，他说：“当数字通信革命到
来时，当我们拥有强大且免费
的网络时，我看到了远程旅行
和工作的机会。”

拖家带口环游全国

在“数字游民”的队伍中，
有人独自上路，也有人拖家
带口。

“孤独星球”网站的一项研
究显示，在接受调查的来自67
个国家的1400人中，有54%属
于“在任何地方工作的人”，其
中7 0%是带着孩子上路的
父母。

38岁的美国人乔尔·杨远
程经营着自己的影视制作公
司。近年来，他和妻子珍娜每
年都要花上约六个月时间，开
着房车，载着他们三个8到14岁
的孩子环游美国。今年，他们
要从辛辛那提出发，跋涉2424
公里，取道蒙大拿州的黄石国
家公园，再去浏览落基山脉和

犹他州的国家公园。
“珍娜和我在俄亥俄州的

农村长大，直到17岁我才坐上
飞机。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做
出重要的人生选择之前，能够
看到和经历更多。”乔尔认为，

“在路上”能提供不同的学习体
验，会让学习成为生活中自然
的一部分。

住在奥斯汀的霍利2020年
创立了一个远程工作平台，他
的妻子则经营着一家个人成长
咨询公司。他们每年要花两个
多月时间旅行，今年他们带着
年幼的儿子再次上路，去往澳
大利亚和巴厘岛。他们希望旅
行的经历能培养孩子的好奇心
和情绪适应能力，并提升跨文
化理解能力。

常带着孩子一起旅行办公
的露西·斯宾塞认为，这种工作
和生活方式给她和孩子提供了
自由思考的时间，“这能让人意
识到世界是多么广阔，存在各
种各样的机会，也让人意识到
学无止境”。

“数字游民”潮流来袭

无数个人或家庭“走向远
方”的背后，是数字游牧般的生
活方式逐渐被人们接受和实践
的现实。

《福布斯》杂志报道指出，
近年来这种新工作方式的流行
度正在美国呈爆炸式增长。仅
2020年，美国的“数字游民”数
量就增长了近50%，达到约
1100万人。一些研究预计，到
2025年将有多达3570万美国
人、22%的劳动力是工作场所
不固定且依赖于网络技术的远
程工作者。与此同时，类似趋
势也在欧洲、亚洲等地“崭露头
角”。

除了网络技术高度发达以
外，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走出熟悉稳定的环
境，选择游牧般的工作方式？
或许，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寻找
答案。

一方面，一些国家和企业
创造了可以开启“数字游民”生
活的客观条件。

最新调查显示，80%的美
国求职者认为，新工作为他们
提供能在各地生活的机会很重
要。包括爱彼迎、3M、声田在

内的一些公司也开始实行随时
随地办公的政策，转向永久灵
活的工作模式。例如，声田公
司的“随处办公”模式允许员工
在特定范围内灵活选择地点和
方式。如果某个职位位于瑞
典，那么员工可以在欧洲任何
地方远程办公。

相关数据显示，随着越来
越多国家推出“数字游民签
证”，这一词条的搜索量在过去
五年中增长了2400%。《福布
斯》统计，迄今共有46个国家推
出“数字游民签证”，包括克罗
地亚、爱沙尼亚、葡萄牙、冰岛、
希腊等国。

西班牙计划明年1月开始
实施“数字游民签证”，包括给
申请人提供税收优惠、可续签
长达5年、配偶子女也有资格加
入等内容。但西班牙同时也列
出必须是非欧盟公民、能够证
明自己已经远程工作至少一
年、有足够多的收入可以自给
自足等条件。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合租
空间和联合办公空间、负责后
勤保障的旅游服务专业人士、
在线人才市场和远程求职网站
的出现，都在客观上给实现“数
字游民”生活提供了便利与
可能。

另一方面，“数字游民”群
体人数的增长也与人们的观念
转变息息相关。

“近年来，一部分人已经从
重视财产转向注重体验，尤其
是千禧一代正在推动这一趋
势。”《福布斯》报道说，“与其花
钱购买昂贵的手表或豪车，年
轻一代更愿意将钱花在音乐
会、攀岩、烹饪等体验上。”

调查显示，千禧一代中超
过四分之三的人宁愿将“血汗
钱”花在体验或活动上，而不是
购买产品。《福布斯》认为，比起
被束缚在办公桌前，更多年轻
人希望有可以环游世界、结识
各行各业的人、随时随地自由
办公等体验。

梦想与现实有差距

然而，工作方式的自由往
往也需要在另一些方面付出一
定代价。一些对“数字游民”存
有质疑的人士认为，签证规定、
税收问题、医疗保障、缺乏归属

感以及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状
况等，都有可能让这种看似自
由自在的生活变得压力重重。

英国人本用亲身经历讲述
了一波三折的“数字游民”
生活：

本当初以背包客的身份，
持着工作假期签证从英国来到
澳大利亚一个农场工作。在澳
大利亚期间，他从一个介绍“数
字游民”的博客上看到一个去
泰国旅行赚钱的机会。于是，
他又拿着旅游签证前往泰国，
在一个联合办公空间通过网站
设计赚了一些钱。

可接下来，一个又一个问
题接踵而来。先是澳大利亚追
着他缴纳逾期逗留的税款，后
是泰国表示持有旅游签证的人
直接与泰国客户合作是违法行
为，联合办公空间如果接纳非
法外来工作者则会被起诉甚至
关闭。

泰国有着相当严格的签证
规定，在泰国工作的外国人需
要持有合适的签证，获得工作
许可证，并缴纳相应税款。于
是，本的“数字游民”梦在与现
实碰撞之后，无奈破碎了。

医疗保障同样是值得重视
的一点。在旅行途中，谁也无
法预言自己会否面对健康以及
生命安全问题，但为“数字游
民”提供的长期医疗和旅行保
险至今仍然是市场空白。

此外，旅行中大大小小的
突发情况也时常扰乱工作和生
活的节奏。设计师凯蒂就承
认，不断移动可能会遭遇各种
麻烦。“我睡过数不清的机场地
板，还要一直努力去寻找畅通
的网络。我曾因为是外国人而
被骗花了更多的钱，食物中毒
也有几次。”

不过大卫认为，选择做一
名“数字游民”，多少得有点冒
险精神，并且愿意在没有稳定
的家的情况下，应对环境的不
断变化。

其实，“数字游民”的真实
生活往往并不像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的那样光鲜亮丽，必须探
索出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的工
作和生活方式。兼顾工作和旅
行虽然是很多人想走的精神之
路，但它同样伴随着一定的困
难和挑战。

告别朝九晚五的坐班工作，一边环游世界，一边远程办公。近年来，这种游牧般的跨国
界工作和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很多“打工人”和家庭的选择。

一些媒体称这种人为“数字游民”，专指那些不需要到固定地点上班、依靠互联网便可
谋生的人群。一项研究表明，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的“数字游民”增加了一倍多，而类
似趋势也发生在欧洲、亚洲等地。

当越来越多人背起行囊四处“流浪”，他们寻求的到底是什么？这种看似美好的自由，
是否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和压力？

■ 相关链接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
发展研究院与智联招聘联
合发布《2022雇佣关系趋
势 报 告》。数 据 显 示 ，
76.4%的“00后”愿意成为

“数字游民”，高于总体的
73%。

像“数字游民”这样依
托互联网的新型工作和生
活方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
年轻人的选择。“数字游
民”完全依靠互联网创造
收入，并借此打破工作与
地点的强关系，达成地理
位置自由和时间自由。目
前，许多“数字游民”生活
在二、三线城市，赚取一线
城市的工资，并可将旅行、
居住、工作、游玩结合起
来，享受边工作边休假的
生活。这种全新工作和生
活方式，更能得到年轻人
的喜爱。

对此，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教授刘爱玉提到，在
数字化的浪潮下，未来
40%—60%的全职岗位将
被兼职替代。如何对工作
进行全新的组织，是企业
HR面对的新挑战。智联
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认
为，这种趋势不是坏事，同
过去的雇主模式相比，未
来，合同将不容易锁住人
才，职场的天平向求职者
倾斜，雇佣关系可能会变
成合作关系，甚至“雇主”
这个词也将消失。

在数字化的浪潮下，
各行各业都在加快数字化
进程，从办公自动化、供应
链数智化，到居家办公、灵
活就业，企业生产经营方
式和职场形态收到数字化
的深刻影响，大批企业通
过数字化能力的提升，令
不同用工方式、工作模式
下的员工高效协同、发挥
优势。

本报综合

76.4%“00后”
想当“数字游民”

一边环球旅行 一边远程办公

“数字游民”：
有惬意也有隐忧

凯蒂难
忘在土耳其乘
坐 热 气 球 的
经历。

“数字游民”联合
办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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