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1 年第一季度

佛山市公共人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报告

（统计周期：2020 年 12 月 21 日~2021 年 3 月 20 日）

按照人社部市场供求统计工作的文件精神，市场供求信

息要涵盖辖区内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做到数据全

覆盖，可探索扩大供求信息来源，更加全面地反映辖区内人

力资源的总体状况。为此，2021 年第一季度，佛山市人力资

源公共服务中心探索将本市机关事业单位的编制岗位供求

信息纳入统计，以更全面地反映本地公共人力资源市场供求

状况。本季度的供求状况分析如下：

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本市招工需求旺盛，供求差距明显，

缺工情况持续。第三产业的招工需求占比与第二产业的占比

几乎持平，分别是 49.44%和 50.15%。第一季度多个行业的

招工需求同比都有大幅度的提升。应届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增

长明显，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求职者占比为 69.18%，34 岁

以下的求职者占比为 69.76%。从紧缺职业来看，本季度“生

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类的招工缺口最大，分别是排第一的其

他生产辅助人员和排第二的包装工，排第三的是“社会生产

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类的营销员。

一、求人倍率状况

本季度登记的招聘求职数据显示，招工需求 55,354 人，

求职 29,314 人，求人倍率为 1.89，招工需求旺盛。与 2020

年同比，招工需求人数大幅度上升，升幅为 135%；求职人数

上升了 106%。与 2019 年同比，招工需求人数上升了 51%；

求职人数上升了 19%。详见表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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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除去机关事业单位的编制岗位供求数据，本市各

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工需求 54,723 人，求职 14,795 人，

求人倍率为 3.70。与 2020 年同比，招工需求人数升幅明显，

为 133%；而求职人数略涨 4%。与 2019 年同比，招工需求人

数上升了 49%；求职人数下降了 40%。供求差距呈两极发展

趋势，详见表 1B：

二、产业招工需求状况

从产业的招工情况来看，本季度第三产业的招工占比与

第二产业的招工占比几乎持平，分别是 49.44%和 50.15%。

与 2020 年同比，第三产业上升了 162%，第二产业上升了

113%，三大产业的招工需求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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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招工需求状况

从行业的招工情况来看，本季度第二产业中制造业招工

需求占比最大，为 26,750 人，占招工总人数的 48.33%；与

2020 年同比上升了 108%；与 2019 同比上升了 81%。第三产

业中多个行业的招工需求与 2020 同比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详见表 3：

注：按人社部的统计指标

1.本表的“农、林、牧、渔业”行业归属“第一产业”；

2.本表的“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建筑业”行业归属“第二产

业”；

3.本表的其他行业归属“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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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工单位性质状况

从单位性质的招工情况来看，本季度内资企业的招工需

求最大，为 45,203 人，占 85.32%，同比增长了 135%；内资

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招工需求为 39,394 人，占企业招

工的 74.35%，同比增长了 162%；外商投资企业招工需求为

3,628 人，同比增长了 177%；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招工需求为

4,150 人，同比增长了 89%。本季度首次把机关事业单位的

供求信息纳入统计后，机关事业性质的单位招聘需求得到了

大幅度的提升，详见表 4：

五、求职人员类别状况

从求职人员类别所占比重来看，本季度在业人员求职占

比最大，为 10,910 人，占 37.22%；就业转失业人员为 6,018

人，占 20.53%。本季度首次把机关事业单位的供求信息纳入

统计后，应届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大幅上升，为 5,382 人，占

求职人员的 18.36%,占新成长失业青年的 99.7%。详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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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按人社部的统计指标

1.新成长失业青年是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从未就业，目前正以某种方式寻找工作的人员，包括初高中、

职业高中、技校及大中专毕业生中未能升学、参军、被国家统一分配或单位录用的人员。

2.就业转失业人员是指在登记的失业人员中，从就业状态转为失业状态的人员。

六、市场求职性别状况

从求职人员的性别来看，本季度男性求职者 14,761 人，

占比为 50.35%，同比上升了 83.14%；女性求职者 14,553 人，

占比为 49.65%，同比上升了 137.14%，女性求职者大幅增加。

详见表 6：

七、市场供求年龄状况

从求职者的年龄来看,本季度首次把机关事业单位的供

求信息纳入统计后，本市公共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的年龄结

构有较大变化，34 岁以下的求职者提升至 69.76%。其中，

25-34 岁的求职者占 38.53%，同比上升了 430%；16-24 岁的

求职者占 31.23%，同比上升了 461%。35 岁以上的求职者同

比皆下降，其中，35-44 岁的求职者同比下降了 12%，45 岁

以上的求职者同比下降了 17%。详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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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市场供求文化程度状况

从文化程度的供求情况来看，本季度首次把机关事业单

位的供求信息纳入统计后，本市公共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的

文化程度结构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求

职者占比 69.18%，其中，大学文化程度的求职者占 56.21%，

与 2020 年同比上升了 961%。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的求人

倍率最高，为 5.23。详见表 8：

九、市场供求技术职称状况

从技能职称的供求情况来看，本季度求人倍率最高的是

高级技师，求人倍率为 24.46；其次是初级技能的求人倍率，

为 20.84；96.96%的招聘单位对技能职称无要求。详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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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职业供求状况

（一）职业大类的供求状况

从职业大类来看，本季度“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大类

的招工占比最大，为 40%，同比上升了 120%，环比上升了 76%；

其次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大类的招工占比，

为 32.18%，同比上升 161%，环比上升了 50%。“生产制造及

有关人员”大类的求人倍率最高，为 5.48。详见表 10：

（二）缺工职业的供求状况

本季度最为紧缺的是其他生产辅助人员，招工缺口数为

2,421 人；第二是包装工，招工缺口数为 2,328 人；第三是

营销员，招工缺口数为 2,303 人。最为紧缺的前二十个职业

按缺口数排序详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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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按人社部职业分类大典分类体系表（2015 年版+2019 新职业+2020 新职业）

佛山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2021 年 3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