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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广州人力资源市场发展情况

及2019年展望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调查评估小组❋

摘　要：　 ２０１８ 年广州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情况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与

上年同期相比， 供需总量基本平稳。 二是供给偏紧态势有

所加剧， 求人倍率上扬； 制造业、 房地产业和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是用工需求占比上升排名前三位的

行业。 三是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数量增长显著， 尤其是民办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数量快速增长。 四是本市城镇在岗职工

占比上升； 在穗累计工作 ７ 年及以上异地务工人员占异地

务工总数近五成。 五是企业用工大龄化趋势未变， 高学历

员工占比持续上升。 六是企业用工缺口有所收窄。 展望

２０１９ 年， 建议创新思路， 促新业态健康发展； 加大培训力

度， 提升职业技能水平； 政策驱动，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推动 “双创”， 促进更高质量就业； 精准帮扶， 增强市场平

衡能力； 双线融合， 构建统一招聘平台。

关键词：　 人力资源市场　 供需分析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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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评估小组组长： 李汉章，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主任； 罗明忠： 华南农业大学经

管学院教授、 人力资源和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劳动经济研

究。 调查评估小组成员： 黄惠嫦、 冯颖晖、 刘伟贤、 骆婧彦、 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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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面对

新形势， 广州市委、 市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和经济组织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精神， 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与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积极应对国际经济环

境不确定性对广州经济和就业领域带来的新挑战， 把 “稳就业” 作为民生

之本， 着力稳定和促进就业。 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发表重要讲话

后， 全市上下， 精神振奋， 更加坚定了走高质量和创新发展之路的决心和信

心， 着力解决就业和社保等重大问题， 确保了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基本平

稳。

一　2018年广州人力资源市场总体情况

（一）基本情况①

1 市场供需总量基本稳定

根据 《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综合情况表》 统计， ２０１８ 年广州 ４５６

家定点抽样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其中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１９９ 家， 民办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２５７ 家） 进场登记供需总量为 ３０２ ７ 万人次， 比 ２０１７ 年

减少 ２ 万人次， 下降 ０ ６％ 。 其中， 需求人数 １８１ ７ 万人次， 较上年增加

２ ０３ 万人次， 增长 １ １３％ ； 供给人数 １２１ 万人次， 比 ２０１７ 年减少 ４ ０３ 万

人次， 下降 ３ ２２％ 。

2 人力供给偏紧态势延续

２０１８ 年， 广州反映人力资源市场供需状况的重要指标———岗位空缺与

求职人数比率为 １ ５０， 较 ２０１７ 年上升 ０ ０６， 显示广州劳动力供给偏紧态势

延续。

3 线上线下招聘平行发展

２０１８ 年， 广州参加现场招聘的求职者 ６２ １４ 万人次， 占求职总人次的

６３１

① 本节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８年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综合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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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７７％ ； 用人单位通过现场招聘方式发布招聘岗位 １０３ １６ 万个， 占招聘总

需求的 ５１ ３６％ 。 ２０１８ 年， 用人单位通过网络渠道发布了 ７８ ５４ 万个招聘岗

位， 占招聘总需求的 ４３ ２３％ ， 通过网络求职的劳动者为 ５８ ８６ 万人次， 占

求职者总人次的 ４８ ６４％ ， 网络供求渠道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为

１ ３３。

4 人力资源机构增长显著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广州登记在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 １３０８ 家， 其中，

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１９９ 家， 与上年同期持平；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１１１１ 家， 同比增幅为 ３４ ０２％ ， 呈现显著增长态势。

（二）需求特点①

1 第三产业用工需求占据主导

２０１８ 年广州纳入就业培训信息系统发布的岗位需求信息中， 第一、 第

二、 第三产业用工需求占比分别为 ０ １９％ 、 ３７ ９８％ 、 ６１ ８３％ ， 第三产业

用工需求占主导。 与上年相比， 第一、 第二产业用工需求分别上升 ０ １０ 个、

３ ０９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用工需求减少 ３ １９ 个百分点。

2 行业用工需求集中度较高

用工需求占比前 ５ 位的行业依次为： 制造业 （３６ ５５％ ）、 批发和零售

业 （１１ ４９％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１ ０３％ ）、 房地产业 （８ ７５％ ）、 住宿

和餐饮业 （７ ８６％ ）， 五大行业用工需求占登记招聘总量的比例合计超过七

成五 （７５ ６８％ ）， 表明广州行业用工需求集中度仍然较高。 与上年相比，

用工需求占比变化最大的前 ３ 位分别是制造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3 一线生产人员需求占比上升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人、 商业及服务业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分别占用工

需求的 ３６ ６５％ 、 ３０ ３９％ 、 １３ ７２％ ， 反映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人、 商业及

７３１

① 本节数据来源于广州市就业培训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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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是市场需求大类。 与上年相比， 生产及运输工人、

商业及服务业人员的用工需求占比分别上升 ２ ５０ 个、 １ ６７ 个百分点。

4 前5位紧缺工种基本稳定

排名前 ５ 位的紧缺工种依次为营业人员、 部门经理及管理人员、 餐厅服

务员、 行政事务人员、 治安保卫人员。

（三）供给特点①

1 女性求职者占“半边天”

２０１８ 年进场求职者中女性占比为 ５２ １３％ ， 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２ ２４

个百分点。 近几年来， 广州人力资源市场上女性进场求职者占比稳步上升，

已经占据职场 “半边天”。

2 求职者年龄呈大龄化态势

从进场求职者年龄分布看， ３４ 岁及以下占比为 ２８ ５７％ ； ３５ ～ ４４ 岁占

比为 ２９ ２９％ ； ４５ 岁以上占比为 ４２ １４％ 。

3 中等教育水平求职者占多

２０１８ 年， 中等教育水平进场求职者仍是广州人力资源市场的主要组成

部分。 其中， 高中 （含职高、 技校、 中专） 学历求职者占 ３８ ６２％ ， 与上年

相比， 占比下降 ５ ８７ 个百分点； 初中及以下学历求职者占 ３８ ０７％ ； 大学

本 （专） 科及以上学历者占 ２３ ３１％ 。

4 无职业类别要求的求职者比重较高

从职业大类看， 无职业类别要求人员、 商业及服务业人员、 办事人员、

生产及运输工人占比排在前列， 分别为 ３８ ６８％ 、 ２６ ４８％ 、 １４ ２５％ 、

１１ ５２％ ， 四者共计 ９０ ９３％ ， 其中无职业类别要求人员为求职主体。 与上

年相比， 商业及服务业人员占比大幅下降 ２４ ３８ 个百分点， 生产及运输工人

占比下降 ４ ９２ 个百分点。

８３１

① 本节数据来源于广州市就业培训信息系统。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
广
州
市
社
会
科
学
院
下
载
使
用

2018年广州人力资源市场发展情况及2019年展望

二　企业用工定点监测分析①

（一）经营状况

1 企业整体经营状况保持平稳

２０１８ 年， 广州企业总体经营状况平稳， 企业现状景气和预期景气水平

基本稳定， 市场环境优良， 但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第四季度企业现状景气指

数②为 ０ ５９， 环比持平， 同比亦持平； 企业预期景气指数③为 ０ ５２， 环比下

降 ０ ０３， 同比持平。

2 行业预期景气指数偏向谨慎

以 ２０１８ 年第四季度各行业的景气指数为例 （见图 １）， 大部分行业对预

期经营状况均持相对谨慎态度， 除采矿业， 其他各行业的预期景气指数均低

于现状景气指数。

（二）用工结构

1 技术及管理人员占比略升

２０１８ 年第四季度， 在岗职工中普工、 技工、 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的占

比分别为 ６２ ７２％ 、 １３ ８１％ 、 ２３ ４７％ 。 与上年同期相比， 普工占比上升

１ ８４ 个百分点， 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占比略微上升 ０ ５１ 个百分点。 值得注

意的是， 技工占比下降了 ２ ３５ 个百分点。

2 企业用工大龄化态势未变

企业员工年龄以 ３５ 岁及以上居多。 ２０１８ 年第四季度， ２４ 岁及以下、

９３１

①

②

③

本节数据来源于广州市用工企业定点监测数据。
根据企业对当季经营状况判断， 企业现状景气指数 ＝ “良好” 比例 × １ ＋ “正常” 比例 ×
０ ５ ＋ “困难” 比例 × ０。
根据企业对下一季度经营状况走势的判断， 企业预期景气指数 ＝ “转好” 比例 × １ ＋ “持
平” 比例 × ０ ５ ＋ “困难” 比例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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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８ 年第四季度不同行业企业现状景气指数与预期景气指数

２５ ～ ３４ 岁、 ３５ 岁及以上的在岗职工 占 比 分 别 为 １６ ３９％ 、 ３７ ６８％ 、

４５ ９３％ 。 与上年同期相比， ２４ 岁及以下的、 青年劳动力比重上升 １ ８８ 个

百分点。

3 本市城镇在岗职工占比上升

２０１８ 年第四季度， 在被监测企业在岗职工户籍构成中， 广州本市城镇

人员占比 （３４ ９９％ ） 首次超过外省人员 （３４ ５０％ ）。 与上年同期相比， 本

市城镇在岗职工占比上升 ３ ５０ 个百分点， 本市农村人员占比 （１１ ４３％ ）

基本持平， 本省外市 （１９ ０８％ ）、 外省人员占比分别下降 ２ ０２ 个、 １ ３４ 个

百分点。

4 高学历员工占比持续上升

企业在岗职工高中 （中专及中技） 及以下学历人员占比有所下降， 本

科及研究生学历占比有所上升。 ２０１８ 年第四季度， 本科及研究生学历占比

为 １９ ０８％ ， 同比上升 ０ ２８ 个百分点。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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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工稳定性

1 年末员工流失率和新招聘率最低

２０１８ 年广州企业员工流动性呈波动式下降， 用工稳定性进一步增强。

２０１８ 年第四季度， 企业员工流失率①、 员工新招聘率②均为全年最低 （见

图 ２）。

图 ２　 ２０１８ 年广州企业员工流失率和员工新招聘率

2 行业间用工稳定性呈现明显差异

制造业， 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的用工稳定性较差， 员工流失率均位于 ６ ００％ 以上， 其中， 制造业企

业员工的流失率 （８ ２５％ ） 最高。 相反， 建筑业 （１ ９１％ ）， 信息传输、 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 ３３％ ） 用工稳定性较高。 多个行业的员工新招聘

率高于员工流失率， 形成了 “人员稳进” 的良好局面。
3 企业用工缺口呈下降趋势

２０１８ 年， 广州企业总体用工缺口率整体呈下降态势。 第四季度企业

１４１

①

②

员工流失率 ＝ 员工流失人数 ／ （期初员工人数 ＋ 本期增加员工人数） × １００％ 。
员工新招聘率 ＝ （本期新招人数 ／在岗职工人数） ×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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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缺口率①为 ３ ４１％ ， 同比下降 ２ ７８ 个百分点， 用工缺口整体状况有

较大改善， 其中房地产行业的缺工情况改善最大， 同比下降 １２ ４５ 个百

分点。

（四）招聘难易程度

1 招工难度总体有所下降

２０１８ 年第四季度， 广州企业的招聘难易程度指数 （０ ２８）② 较上年同期

上升 ０ ０７。 相对而言， ２０１８ 年企业总体 “招聘难” 情况有所改善， 招工难

度有所下降。

2 住宿和餐饮业招聘困难

以 ２０１８ 年第四季度各行业的招聘难易情况为例， 招聘难度较小的行业

分别为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０ ３７）， 批发和零售业 （０ ３４） 以及房地

产业 （０ ３２）， 招聘难度最大的行业为住宿和餐饮业 （０ １７）。 其中， “招聘

难” 前两位原因是应聘者对薪资要求与企业给付的薪资水平有差距、 缺乏

工种所需人才。

（五）薪酬待遇

1 薪资水平稳步上升

２０１８ 年第四季度， 用工定点抽样监测企业在岗人员中， 普工、 技工、

专业技术及管理人员的工资中位数与上年相比， 总体平稳上升 （见表 １）。

同时， 各技能等级及职称等级人员工资中位数均有所上升。

２４１

①

②

企业用工缺口率 ＝ 预计下期招聘人数 ／ 在岗职工人数 × １００％ 。
根据企业用工定点监测调查问卷相应问题的调查结果计算得到企业招聘难易程度指数， 该

指数数值越大、 越靠近 １， 表明招聘越容易； 数值越小、 越靠近 － １， 则表明招聘越困难。
计算公式为： 招聘难易程度指数 ＝ “招收不到” 的比例 × （ － １） ＋ “很困难” 的比例 ×
（ － １） ＋ “困难” 的比例 × （ － ０ ５） ＋ “比较困难” 的比例 × ０ ＋ “容易” 的比例 ×
（０ ５） ＋ “很容易” 的比例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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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用工定点企业在岗人员工资中位数情况

单位： 元 ／月

调查

期别
普工

全体

技工

全体专

业技术

人员

管理

人员

按技能等级 按职称类别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

技师

初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高级

职称

２０１７ － １ ３０２０ ３６６８ ４８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８００ ４２５０ ４５００ ５５１０ ４２１５ ５５００ ６６００

２０１７ － ２ ３２００ ３８００ ４９７９ ５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８００ ４５００ ４８００ ５５３０ ４５００ ５５００ ６８７２

２０１７ － ３ ３２００ ３８６８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５０８ ４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４８００ ５７９５ ４５００ ５７７８ ７０６０

２０１７ － ４ ３２６４ ３９２７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６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５５０ ５０００ ５５８４ ４５００ ５５４１ ６８７４

２０１８ － １ ３３５０ ３９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６５０ ４０００ ４６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８００ ４５００ ５９０４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８ － ２ ３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０３６ ５０００ ３８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４８７０ ５５３０ ４６５６ 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８ － ３ ３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１１０ ５１１０ ３８００ ４２０８ ４６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８００ ４８００ ６０００ ７０５０

２０１８ － ４ ３５００ ４１００ ５１６４ 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３９５ ４６２５ ５０００ ５５９４ 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８１２

　 　 资料来源： 广州市就业培训信息系统———用工定点企业监测数据。

2 行业间薪资差异大

行业工资薪酬中位数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８ 年第四季度不同行业月工资中位数

单位： 元 ／月

所属行业
被调查企业员工

月工资中位数
所属行业

被调查企业员工

月工资中位数

金融业 １１０４３ 房地产业 ３９０３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６４４２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７４１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５１９２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３６７５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４９４４ 采矿业 ３６７０

建筑业 ４８７７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３６５２

教育 ４５９８ 农、林、牧、渔业 ３６２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４５３８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３５６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４１１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３２２４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９６１

制造业 ３９４０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

组织
２４７２

　 　 注： 国际组织由于缺少样本， 暂无相关数据。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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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求职者问卷调查分析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 １２ 月， 课题组以随机抽样方式， 向 ２５００ 名求职人员分期

分批发放问卷进行调查， 回收有效作答问卷 ２１４６ 份， 调查有效回收率

８５ ８４％ 。 在 ２１４６ 个有效样本中， 男女比例为 １ ∶ １ ４； ２４ 岁及以下的占

２２ ９７％ ， ２５ ～ ３４ 岁的占 ２５ ４４％ ， ３５ ～ ４０ 岁的占 ２１ ７６％ ， ４１ 岁及以上的

占 ２９ ８３％ ； 本市户籍人员、 本省外市户籍人员、 外省户籍人员分别占

６２ ６７％ 、 ２４ ６１％ 、 １２ ７２％ ； ３８ ４９％的受访求职者为有工作经验的离职人

员， ３７ １９％为在职谋求跳槽者， 应届生初次就业占 ２４ ３２％ ； 高中 ／中专 ／

技校和大专学历人员分别占 ３１ ７３％ 和 ３４ ６２％ ， 大学本科学历占 １６ ７３％，

初中及以下和研究生及以上人员分别占 １５ ８９％和 １ ０３％； 未曾在本市就业群

体占 １２ ９１％， 曾在本市短期就业 （１ 年以内） 的占 １４ ６５％， 在本市就业

１ ～７年的占 ３９ ６９％， 长期就业 （７ 年以上） 的占 ３２ ７５％。 具体分析如下。

（一）就业状态与就业收入

1 六成半求职者过去半年具有稳定收入

当问及 “过去半年是否有持续性工作收入” 时， 回答 “是” 与 “否”

的比例依次为 ６４ ４０％和 ３５ ６０％ 。 可见， 在年末进场求职者中， 近六成半

求职者处于工作转换期， 仅约三成半的求职者属于持续性失业群体。

2 失业人群中45岁以上受访者占比较高

４５ 岁以上受访者在受访样本中失业比例较高 （见表 ３）， 占失业群体的

２４ ８２％ 。 这类求职者寻找工作的动机主要是摆脱失业状态， 获得收入来源，

但由于年龄劣势， 在市场上的就业竞争力明显较弱， 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就业

帮扶。

3 25 ~34岁黄金年龄层处于跳槽活跃期

２５ ～ ３４ 岁黄金年龄层求职者在职跳槽占比最高 （见表 ３）， 为 ４１ ６０％ ，

反映黄金年龄段劳动力谋职跳槽最为活跃， 流动性较高。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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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求职者年龄与就业状态的交叉分析

年龄
失业 应届生 在职跳槽

人数 占比（％ ） 人数 占比（％ ） 人数 占比（％ ）
总样本

１８ ～ ２４ 岁 ９９ １１ ９８ ３０６ ５８ ６２ ８８ １１ ０３ ４９３
２５ ～ ３４ 岁 １７８ ２１ ５５ ３６ ６ ９０ ３３２ ４１ ６０ ５４６
３５ ～ ４０ 岁 １５５ １８ ７７ １３４ ２５ ６７ １７８ ２２ ３１ ４６７
４１ ～ ４５ 岁 １８９ ２２ ８８ ７ １ ３４ １０２ １２ ７８ ２９８
４６ 岁以上 ２０５ ２４ ８２ ３９ ７ ４７ ９８ １２ ２８ ３４２

　 　

4 六成求职者过去半年月薪低于4000元

月薪在 ４０００ 元以下的求职者占比为 ６２ ３７％ ， 与 ２０１７ 年度广州在岗职

工月平均工资的 ８２１８ 元①相比， 大部分求职者工资收入并不高， 寻求更高

水平收入成为离职的可能诱因。

5 追求职业发展与更高收入是离职主因

有 ５８ ３９％的求职者为具备工作经验的非首次就业人员。 其中， 因 “谋

求更好发展而主动辞职” 的占 ３０ ５７％ ， 因 “工作收入与期望不符” 离职的

占 ３０ １７％ ， 因 “不适应工作环境” 离职的占 １０ ２２％ ， 有 ４ ６２％的受访对

象则因其他原因选择离职， 因 “原单位用工不规范” “合同到期与原单位解

聘” “原单位裁员、 搬迁或倒闭” 等客观原因失去工作的占 ２４ ４２％ 。

（二）求职途径和方式

1 公共人力资源机构为主，民办中介起重要补充

４６ ９２％的求职者选择通过公共人力资源市场求职。 民办中介以

２９ ５９％的比例成为求职者寻找工作的重要中介。 另外， 约 １４ ８１％ 求职者

表示主要通过校园招聘等途径寻找工作信息。

2 现场招聘广受认同，网络招聘与熟人介绍次之

４２ ５０％的求职者认为通过现场招聘方式求职最有效； ２６ ５６％的求职者

认为通过网络招聘搜寻工作很有效果 （包括微信及其他 Ａｐｐ）。 可见， 尽管

５４１

① 数据来源于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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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求职因其随时随地的便利性日渐成为人们求职的重要方式， 但是现场招

聘会因其直接、 有效的沟通仍广受认同。 此外， 求职者通过亲戚、 熟人等介

绍 （２５ ８６％ ） 的方式获取工作信息的比例也较高， 表明社会资本在求职过

程中仍发挥重要作用。

（三）求职期望与选择

1 四成求职者评价当前求职难度一般

求职者评价当前求职难度为 “容易” 和 “较容易” 的合计占比为

２７ ８１％ ， 评价当前求职难度 “一般” 的占 ４１ ８０％ ； 评价当前求职难度

“较难” 和 “非常难” 的求职者占比 ３０ ３８％ 。

2 经济收入与职业发展主导就业选择

个人发展机会与经济收入成为求职者择业过程中最重视的因素， 其占据

求职考虑因素的比例分别为 ２７ ０３％和 ２３ ６７％ ， 与离职原因相契合。

3 国企与事业单位仍为理想就业去向

２９ ５６％的求职者将国企作为最希望进入的单位， 紧随其后的是事业单

位及政府机关 （２９ ３７％ ）， 反映大部分求职者依然重视风险规避的求稳心

态。 但同时， 民营 （私营） 企业 （２３ ８２％ ） 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１３ ６１％ ） 也占有较高比例。

4 行政及管理人员就业意向较为集中

求职者期望就业的岗位类型以行政及管理人员居首位 （４０ １２％ ）。 其

次依次为专业技术人员 （２３ ４９％ ）、 商业服务人员 （１１ １４％ ）、 生产一线

操作工 （１０ ２０％ ）、 农林牧业渔人员 （０ ９３％ ）。 而希望自主创业或从事自

由职业者占 １１ ７０％ ， 其他占 ２ ４２％ 。

5 超八成求职者的薪酬收入预期上升

期望月薪在 ４０００ 元以上的求职者占比为 ８２ ２５％， 与调查显示 ６２ ３７％的求

职者月薪在 ４０００ 元以下相比， 表明求职者对未来薪酬收入有更积极的预期。

6 最盼免费技能培训与优先推荐就业

求职者最希望获得的就业帮扶措施是 “免费技能培训”， 占比为 ５４ ９９％，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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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 “优先推荐就业”， 占比为 ５４ ７５％ ， 排在第三、 第四位的是 “免费

职业介绍” 和 “免费职业指导”， 占比分别为 ５０ ０９％和 ４４ ２２％ 。

（四）就业满意度

1 就业环境满意度大幅度上升

从就业环境满意度看， 求职者对广州就业环境的综合评价等级为 “满意”

与 “较满意” 的占比分别为 ２５ ９５％ 与 ３７ ４２％， 较上年分别提高 １４ ５３ 个、

５ ４１ 个百分点， 广州就业环境在从求职者评价的 “一般” 向 “满意” 等级转变。

在就业环境满意度评价中 （见图 ３）， 满意度最高的前三个维度分别为：

劳动保障 （６２ １６％ ）、 居住生活环境 （５８ ０６％ ）、 人力资源市场活跃性

（５６ ９０％ ）； 而满意度相对较低的三个维度分别为： 就业收入 （４８ ８４％ ）、

收费的民营人力资源服务 （４９ ２８％ ）、 专业的发挥 （５１ ８２％ ）， 说明求职

者除关注工作外， 开始注重对生活层面的追求。

图 ３　 就业环境满意度

2 求职者更看好中长期在穗就业

有 ５０ ５６％的求职者对未来 ６ 个月就业前景预测一般， 仅有 ３９ ７０％ 的

７４１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
广
州
市
社
会
科
学
院
下
载
使
用

广州蓝皮书·经济

求职者对未来 ６ 个月的就业前景预期表示为 “乐观”。 从中长期来看， 有

６６ ７３％的求职者计划未来 １ ～ ３ 年留在广州就业， 表明大部分求职者更看好

在广州长期就业的前景。

（五）留穗就业意向

1 在穗工作年限越长，留穗意愿越强

选择在春节后仍留穗工作的求职者中， 在本市就业 ７ 年以上的求职者

（７９ ５７％） 留穗意愿最强 （见表 ４）； 其次为本市就业 ４ ～ ７ 年的群体

（７７ ７８％）， 表明留穗群体具有 “落地生根” 现象， 在穗工作年限越长， 其

留穗意愿越强。 相较而言， 在本市就业 ３ 年及以内的群体选择到粤港澳大湾

区其他城市就业创业的概率较高， 反映了在未产生城市归属感的情况下， 就

业群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

表 ４　 在穗就业年限与留穗意愿

单位： 人， ％

工作地点选择 样本量 未曾就业 １ 年以内 １ ～ ３ 年 ４ ～ ７ 年 ７ 年以上

留穗就业创业 １３７６ ５５ ５３ ４５ ２６ ４８ ９５ ７７ ７８ ７９ ５７

大湾区其他城市就业创业 ２４８ ８ ３０ ２０ ４９ ２３ ８４ ４ ７６ ３ ９１

　 　

2 具有持续性收入群体留穗意愿较强

选择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就业创业的群体中， 无持续性收入及无收

入群体占据主导地位 （见表 ５）。

表 ５　 各收入分层人员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就业意愿

单位： ％ ， 元 ／月

意愿地
无持续

性收入
无收入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１ ～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１ ～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１ ～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 ～
１２０００

＞ １２０００

留穗 ７５ １７ ５９ ３８ ８９ ８０ ９２ ８９ ９１ ４４ ８９ ８３ ９１ ３０ ８８ ２４ ８５ ００

其他城市 ２４ ８３ ４０ ６３ １０ ２０ ７ １１ ８ ５６ １０ １７ ８ ７０ １１ ７６ １５ ００

小　 计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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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异地务工人员就业登记情况

据纳入广州市人社局就业培训信息系统的实名制就业登记备案数据， 截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广州异地务工人员登记量为 ６２９ ４２ 万人， 其中， 省

内异地务工人员登记量为 ２２６ ４９ 万人， 占比为 ３５ ９８％ ， 省外异地务工人

员登记量为 ４０２ ９３ 万人， 占比为 ６４ ０２％ 。

（一）登记总量

1 异地务工人员登记总量保持增长

２０１８ 年， 广州实名制登记异地务工人员数量由上年的 ５９５ ５９ 万人上升

至 ６２９ ４２ 万人， 同比增长 ５ ６８％ 。

2 异地务工人员增速有所回落

与总量增长相比， ２０１８ 年广州异地务工人员的增幅较上年下降 ０ ６１ 个

百分点。

（二）结构特征

1 中青年异地务工人员为求职主体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５ 岁以下、 ２５ ～ ３４ 岁、 ３５ ～ ４４ 岁、 ４５ 岁及

以上异地务工人员分别占 ９ ６３％ 、 ４９ ７０％ 、 ２６ ２６％ 、 １４ ４１％ 。 与上年相

比， ２５ 岁以下、 ２５ ～ ３４ 岁的异地务工人员占比分别下降 ０ ３３ 个、 ０ ９１ 个

百分点， ３５ ～ ４４ 岁、 ４５ 岁及以上的异地务工人员占比则分别上升 ０ ３９ 个、

０ ８５ 个百分点， 异地务工人员逐渐呈现大龄化 （４５ 岁以上） 发展趋势， 但

２５ ～ ４４ 岁年龄层依旧是异地务工人员的中坚力量。

2 跨省入穗异地务工人员占比下降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来自广东省内和省外的异地务工人员占比分

别为 ３５ ９８％和 ６４ ０２％ ， 其中， 省外人员较多来自湖南、 广西、 湖北、 四

川、 河南和江西等省 （区）， 分别占 １５ ８２％ 、 ８ ５６％ 、 ７ １５％ 、 ６ 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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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９７％和 ４ ７２％ 。 近年来， 来自广东省内的异地务工人员占比呈现稳步上

升趋势。

3 异地务工就业分布继续侧重服务业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广州从事第一、 第二、 第三产业的异地务工

人员占比分别为 ０ １４％ 、 ３３ ９２％ 、 ６５ ９４％ ， 相较于 ２０１７ 年， 从事第一、

第二产业的人员占比略有下降， 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占比上升 １ ７５ 个百分

点。

4 行业分布集中在制造业等五大行业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广州异地务工人员占前五名的行业分别为制造

业 （３０ ９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１ ９７％）， 批发和零售业 （９ １８％）， 居

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７ ０１％ ），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４ ４９％ ）。

与上年相比， 排位第五的行业由 “住宿和餐饮业” 转变为 “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 表明科技行业重要性愈发凸显。

5 工作年限累计7年以上人员占比大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广州累计工作 ７ 年以上、 ６ ～ ７ 年、 ４ ～ ５ 年、

１ ～ ３ 年、 １ 年 以 内 的 异 地 务 工 人 员 占 比 分 别 为 ４８ ８６％ 、 １４ ８１％ 、

１３ ８５％ 、 １５ １７％ 、 ７ ３１％ ， 累计工作 ７ 年以上的异地务工人员占异地务工

总数的近五成， 反映异地务工人员对工作城市逐渐拥有归属感。

五　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就业服务情况

（一）现场招聘基本情况

1 招聘场次与企业数双增

２０１８ 年， 广州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举办现场招聘会 ６７７ 场次， 较

上年增长 ０ ５９％ ； 参与现场招聘会的企业数量较上年增长 １ ５８％ 。

2 供需总量双向共同增长

２０１８ 年， 广州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 进场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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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为 １２１ ３０ 万人次， 较 ２０１７ 年 （１０７ ８６ 万人次） 同比增长 １２ ４６％ 。 其

中， 企业提供岗位数量增长 １５ ２９％ ， 进场求职人数增长 ７ ２６％ 。 现场招聘

会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为 １ ９７， 同比上升 ０ １３， 说明企业用工需

求扩张快于求职者增长。

3 供需匹配错位现象持续

２０１８ 年， 广州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 达成就业

意向人数占总进场求职人次比为 １８ ０７％ ， 与上年 （２６ １２％ ） 相比下降了

８ ０５ 个百分点， 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意向 “错位” 现象加剧。

（二）网上求职者基本情况①

1 男性占比远高于女性

网上登记求职者中， 男性占比高达 ６８ ８２％ ， 超过女性求职者人数的 ２

倍。

2 求职者以年轻人为主

网络求职者规模排前三位的年龄段依次是 ２１ ～ ３０ 岁 （５３ ３８％ ）、 ３１ ～

４０ 岁 （２２ ５２％ ） 和 ４１ ～ ５０ 岁 （１４ ４５％ ）， 其中 ３０ 岁以下的求职者累计占

６０ ７９％ ， 超过网络求职者总数六成。

3 省内求职者占大多数

从网上求职者地域分布看， 省外求职者占 ３４ ４６％ ， 省内求职者占

６５ ５４％ ， 相差高达 ３１ ０８ 个百分点。 省外网上求职者来源省份排在前 ５ 位

的依次是湖南、 广西、 湖北、 江西和河南， 占比分别为 ２２ １７％ 、 １５ ２７％ 、

１０ ５３％ 、 ９ ８０％和 ７ ７３％ 。 省内异地网上求职者以粤西、 粤北地区为主。

（三）网上招聘企业及岗位相关情况②

参与网上招聘的企业所在行业排前三位的依次为批发和零售业、 制造

１５１

①

②

本节数据来源于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网站。
本节数据来源于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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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房地产业， 占比分别为 １８ ６１％ 、 １８ １７％ 、 １２ ８６％ 。

1 营销人员居网上招聘用工需求首位

营销人员处于网上招聘用工需求岗位首位， 占 ２０ ０９％ ， 排前十位岗位

用工需求合计占总用工需求的比例为 ６９ １６％ 。

2 供需双方薪酬水平多低于5000元

排名前三位的岗位工资区间为 ３５００ ～ ５０００ 元、 ５００１ ～ ８０００ 元、 ２５００ ～

３５００ 元， 占比分别为 ４８ ３６％ 、 ２１ ６７％ 、 １９ ２１％ ， 合计岗位工资水平在

５０００ 元以下的占比为 ６７ ５７％ 。 在求职者方面， 期望月薪在 ５０００ 元以下的

人数占比为 ８２ ５０％ ， 表明供需双方在薪酬水平上具有一定契合度。

六　2019年广州人力资源市场展望与对策建议

展望 ２０１９ 年， 中国经济深耕以待春来， “减速提质” 将向纵深发展，

中国经济虽有短期调整， 但长期向好方向不变。 越过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里程

碑再出发， 广州就业工作既面临国际经济贸易不确定性及经济转型发展、 经

济增速放缓等不利因素， 就业存有隐忧； 也面临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新旧

动能转换的重大机遇， 需进一步优化广州营商环境，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增

强广州人力资源市场的竞争力， 吸引人才， 服务人才； 尤其要把握新时代，

树立新理念，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

话精神， 坚持稳就业总基调， 通过全方位就业创业制度创新， 持续减轻企业

负担， 增强企业活力， 推进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促进劳动力市场平衡

性和更高质量就业。

（一）创新思路，促新业态健康发展

1 发挥新就业形态功能

根据新业态发展趋势和行业特征， 及时调整培训和就业援助等相关扶持

政策， 加强相关创业就业培训、 技能培训， 培养专业人才， 通过培训带动创

业就业， 实现新业态高质量稳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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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政府监管与执法

针对新业态的多样性、 复杂性， 与时俱进地调整监管政策， 尤其是在劳

动关系、 劳动安全保障、 税收等方面要加大监管力度。 要加强市场改革， 挖

掘新业态就业潜力。 整合各部门资源， 依据重点企业用工需求进行用工招

聘， 打通政府服务平台最后一公里。

（二）加大培训，提升职业技能水平

1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开展培训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衍生出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因此， 技能培训应

该以转型企业需求为导向展开， 培养高技能人才， 促进就业结构性矛盾的解

决。

2 以精准落实为原则提高效率

建立健全以技能为重心、 以市场为核心的职业技能培训市场运行机制，

让劳动者能够就近地得到职业培训； 科学评估现有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的绩

效， 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效能， 优化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教

育培训服务， 进一步做强广州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

（三）政策驱动，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1 切实落实稳企保岗相关政策

积极向招聘企业和求职者宣传最新政策， 进一步简化相关办事流程， 协

助符合条件的招聘企业申报相关补贴， 降低企业社保成本， 为实体经济健康

发展保驾护航， 提供持续支持； 鼓励企业积极用工， 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

公里， 加大就业促进的公共服务力度； 切实帮扶实体经济发展， 促进就业岗

位有效增长。

2 积极培育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一是加快建设国家级人力资源产业园。 进一步提升广州人力资源服务业

发展水平， 发挥人力资源产业园区在稳定与促进就业创业方面引领作用。 二

是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互联互动。 充分利用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多年来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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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人才资源， 逐步实现统一招聘会计划、 统一办会流程、 统一信息库、

统一数据分析 “四个统一”， 形成全市人力资源市场的互联互动模式。 三是

完善专业性人力资源市场建设。 运行模式上， 既可以采取政府主导模式， 也

可以实行市场运营模式， 或者采取二者相结合的混合运营模式。

3 加大重点用工企业服务力度

全面贯彻落实就业新政， 对重点用工企业设立就业服务专员， 全程提供

用工政策对接和协调服务。 深入开展重点用工企业人力资源需求摸查， 按照

已建成、 新开工、 新投产、 新规划进行分类， 建立台账和数据库， 实行动态

管理。 落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重点用工企业介绍员工补贴， 增加他们服务

重点企业的积极性。

（四）推动“双创”，促进更高质量就业

1 推进“双创”基地建设

一是深入调查挖掘潜力载体。 广泛走访考察创新创业 （孵化） 平台，

切实帮助解决存在的实际困难； 重点扶持有潜力有意向的载体平台建设。 二

是贴身服务营造便利环境。 在创业 （孵化） 基地内建设完善创业就业服务

工作站， 进一步创新服务模式， 拓展服务功能。 三是搭建平台促进资源流

动。 打造辖内创业 （孵化） 基地联盟， 定期举行沙龙分享会， 组织走访调

研优秀基地， 分享管理经验和发展思路， 促进资源共享。

2 强化“双创”资源共享

加强与港澳的科技合作， 共同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技术基础研究攻关

计划， 开展重大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协同攻关； 探索建立稳

定增长的投入机制， 加强对高校、 科研院所基础研究的支持； 推动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开放共享服务体系； 支持中小微企业购买科技成果、 技术创新服

务， 共享仪器设施。

3 营造良好“双创”环境

重点是优化营商环境，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支持银行

机构探索投贷联动业务， 支持银行机构参与设立各类产业投资基金； 深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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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科技信贷风险补偿工作， 建立融资担保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 深入推进专利

保险试点， 推广 “政府 ＋保险机构 ＋服务机构” 联动模式； 引导和支持金融机

构按市场化方式建立 “贷款 ＋保险 ＋财政风险补偿” 专利权质押融资模式。

（五）精准帮扶，增强市场平衡能力

1 鼓励毕业生多渠道就业

健全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激励政策和服务保障机制， 引导鼓励高校

毕业生到城乡基层、 中小微企业就业。 落实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

单位就业学费补偿政策。 探索通过购买服务方式， 开发基层公共管理服务岗

位， 吸纳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2 完善就业援助长效机制

合理确定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和程序， 强化分类帮扶和实名制动态管

理。 统筹叠加相关扶持政策， 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和诚信人力资源企业， 搭建

集聚高校毕业生、 退役军人、 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帮扶 “一站式” 服务周

转中心。

3 帮扶困难职工稳岗转岗

进一步加大援企稳岗力度， 建立健全享受扶持政策的困难企业和困难职

工实名制管理服务信息系统， 完善认定标准和流程， 做好动态管理和跟踪服

务， 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劳动关系和社保转移接续等工作， 及时提供求职指

导、 岗位信息、 技能培训和创业支持等服务； 依法依规调处劳动争议， 预防

化解矛盾纠纷， 确保稳定。

（六）双线融合，构建统一招聘平台

1 整合线上线下资源

进一步整合线上线下平台资源， 发挥线下平台审核严、 交流细致和线上

平台信息传播广的优势， 促进线上线下招聘平台的融合发展。

2 推进信息平台建设

加快构建全市统一的市场管理信息平台， 推进人力资源市场监管全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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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和智慧化。 建立部门信息共享协作机制， 逐步完成人社、 工商、 税务等

信息系统的信息共享， 为市场监管提供基础信息保障。

3 加快新工具的应用

既要加大对人流聚集地的公共就业品牌宣传和服务指引力度， 又要充分

利用移动互联网便利， 加强微信公众号平台、 门户网站等信息化建设， 加大

对微信、 移动客户端的应用力度， 开发求职者和用人单位互动功能。 主动升

级软件服务， 开发适应实际人力资源市场需求、 互联网安全需求的网络平

台。 切实实现人力资源服务一站式服务， 真正做到办理人力资源业务只需跑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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