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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与需求间的距离  

  2008-10-10 

自2004年本市实施人才强市战略以来，全市人才规模有了可观的增长。为了解本市企业人才的构成和

需求状况，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近期在本市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

产，社会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等八个行业门类的1500多家企业中开

展专项调查。从岗位来分，企业中的人才可分为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调查中，企业

对各类人才的拥有状况进行评价，分为“太多”、“偏多”、“合适”、“偏少”和“紧缺”五个等级。

调查结果如下：  

一、企业人才现状  

1、近七成企业缺少高技能人才  

调查显示，近七成企业缺少由高级工、高级技师、技师组成的高技能人才（认为“偏少”或“紧缺”

的比重之和，下同），其中24.9％的企业表示高技能人才紧缺（见图1）。  

■  

图1“缺少”各类人才的企业比重（单位：％）  

（1）建筑业和工业企业中高技能人才紧缺程度较高。八个行业门类中，建筑业缺少高技能人才的企

业比重最高，为86.6％，其中33.3％的企业高技能人才紧缺；工业中高技能人才“紧缺”问题也相当普

遍，有73.2％的企业缺少高技能人才，其中27.8％的企业高技能人才紧缺，按紧缺程度依次为：有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58.3％）、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52.9％）、专用设备制造业（46.2％）。  

（2）大部分服务型行业的高技能人才缺口较大。除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外，交通运输和仓储业、

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中均有超过六成的企业表示缺少高

技能人才。其中，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83.4％）、道路运输业（78.6％）、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

服务业（73.1％）、餐饮业（72.4％）和零售业（72.1％）中均有超过七成的企业缺少高技能人才。  

2、半数以上企业缺少专业技术人才  

有53.6％的企业缺少专业技术人才，其中6.9％的企业表示专业技术人才紧缺；44.2％认为数量合

适；只有1.4％认为专业技术人才过剩。  

八个行业门类中，有71.4％的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企业缺少专业技术人才。航空运输业企业反映，由于

行业的特殊要求，培养飞行员、机务人员需要的成本高、周期长，且无法从人才市场上直接获得需要的人

才，现有的用人制度难以满足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的需要；铁路运输企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此外，道路运

输业、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中分别有71.4％和83.3％的企业表示缺少专业技术人才。  

制造业中，超过六成的原材料、能源类企业和设备制造类企业缺少专业技术人才；而生活用消费品类



制造业中，超过七成的企业认为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合适（见表1）。  

3、经营管理人才数量适中  

企业普遍对经营管理人才的拥有量较为满意。近三分之二的企业认为数量合适；认为缺少的企业占

28.7％，其中只有3.6％的企业表示经营管理人才紧缺；还有5.1％的企业认为经营管理人才过剩。  

二、企业人才需求热点  

1、经营管理人才中，市场开发人才需求最广  

在各类经营管理人才中，市场开发人才的需求面最广，其次为国内高级管理人才。投融资管理和供应

链管理成为企业人才需求的关注点。相比之下，人力资源及财务管理人才在企业中相对饱和。而跨国高级

管理人才使用单位的局限性较强，总体需求不高（见图2）。  

■  

图2“缺少”各类经营管理人才的企业比重（单位：％）  

（1）市场开发人才需求面最广。有46.7％的企业缺少市场开发人才，其中10％的企业紧缺并急需增

加。八个行业门类中，除房地产业外，其他行业的经营管理人才中，需求度最高的均为市场开发人才，其

中超过六成的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企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企业缺少市场开发人才，其中表

示紧缺并急需增加此类人才的企业比重分别达到13.1％和12.7％。  

（2）高级管理人才需求度较高，国内高级管理人才更受欢迎。高级管理人才向来是企业人才需求的

热点。而本国高级管理人才由于熟悉本土市场、社会和人文环境，对多数企业更具实际意义。调查中，有

36.6％的企业缺少国内高级管理人才，其中5.5％的企业表示“紧缺并急需增加”。  

分行业来看，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国内高级管理人才需求

较高，分别有52％、45.9％和41.3％的企业需要增加这类人才；消费服务型行业对国内高级管理人才的需

求相对有限，有36.5％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46.8％的社会服务业企业和34％的住宿餐饮业企业认为不需

要国内高级管理人才。  

（3）跨国高级管理人才总体需求较弱。由于引进方式和使用单位较为特殊，企业总体需求较弱。有

58％的企业表示不需要跨国高级管理人才。而大型企业中，除46％的企业无此需要外，30.1％的企业表示

缺少跨国高级管理人才，其中6.6％表示紧缺并急需增加。  

（4）投融资管理人才受企业关注。随着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的逐步成熟，越来

越多的企业将资本运营列为经营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投融资管理是一项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的特殊

工作，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调查中，有三分之二的企业需要投融资管理人才，其中

34.2％的企业缺少此类人才，5.5％表示此类人才紧缺并急需增加。分行业来看，近九成房地产企业需要

投融资管理人才，其中48.8％的企业表示缺少此类人才，11.6％表示此类人才紧缺并急需增加。  

（5）供应链管理人才存在空缺。科学有效的供应链管理能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已经逐步成为企业

的共识。真正意义上的供应链管理人才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采购、物流、仓储等单一角色的管理人员，因

此存在相当大的人才空缺。调查显示，八成企业需要供应链管理人才，其中30％认为此类人才短缺。  

2、专业技术人才中，企业最缺总体设计开发人才  

在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中，总体设计开发人才的需求度最高，节能和环保应用技术研究人才位列第二。

分行业来看，制造业企业对工艺、工装设计人才和专用设备、关键零部件开发设计人才的需求度较高；服

务型企业则需要增加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人才（见图3）。  



（1）近半数工业企业缺少总体设计开发人才。在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中，总体设计开发人才最为紧

缺，有38％的企业缺少此类人才。分行业来看，45.9％的工业企业、40％的建筑业企业、38.1％的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企业缺少总体设计开发人才。  

（2）三分之一企业缺少节能和环保应用技术研究人才。随着循环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要求的不断提

高，企业对于相应人才的需求也显得越来越迫切。调查中，有34％的企业表示缺少节能和环保应用技术研

究人才。分行业来看，工业和建筑业中均有超过四成的企业缺少此类人才。  

在部分节能减排任务较重的制造业企业，此类人才的需求更为强烈。超过六成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

燃料加工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企业和超过半数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企业需要增加节能和环保应用技术研究人才。  

（3）制造业缺少工艺、工装设计和专用设备、关键零部件开发设计人才。除了需求度较高的总体设

计开发人才（45.9％）和节能和环保应用技术研究人才（41.9％），分别有38％和37.1％的制造业企业缺

少工艺、工装设计和专用设备、关键零部件开发设计人才。设备制造类企业（包括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

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需求尤为强烈，超过半数企业缺少这两类人才，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

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中超过10％的企业表示这两类人才“紧缺，急需增加”。  

（4）服务业行业普遍缺少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人才。服务业网络建设和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

高，带动了相应人才的需求。服务业企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集中在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人才。有

45.9％的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企业、31.8％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21.3％的社会服务业企业和35.9％的住宿

餐饮业企业缺少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人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中也有46％的企业缺少本行

业的专业技术人才。  

3、年轻员工受欢迎，经验丰富的“年长”人才也受青昧  

企业对于各个年龄段人才的需求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具体表现为：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企业需

求较旺，有42.4％的企业认为此年龄段的员工有缺口；而对于31—45岁及46—55岁年龄段的员工，只有

23.9％和20.3％的企业认为有缺口；对于55岁以上年龄段员工，企业的需求出现反弹，有28.3％的企业认

为此年龄段员工短缺（见图4）。  

■  

各年龄段人才的需求具有一定的行业和企业类型特征：  

（1）30岁以下人员的需求集中于体力投入较大的行业。在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批发和零售

业等行业中，年轻人才需求量较大，半数以上企业表示缺少30岁以下员工。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企业中，年轻员工相对饱和，仅有18％的企业表示缺少，还有27.9％的企业表示此年龄段人才过剩。  

（2）制造业企业青睐“老”员工。有31.8％的制造业企业认为55岁以上员工偏少。缺少比例最高的

行业大类依次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50％）、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48.1％）、黑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47.1％）、食品制造业（46.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44.3％）、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44.2％）和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41.7％）。  

（3）外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欢迎“老”员工。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在人才使用上注重实效，

青睐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员工。有36.8％的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表示缺少55岁以上的员工。  

4、国有企业人才需求更为迫切  

（1）国有企业中各类人才短缺程度均偏高。国有企业中各类人才紧缺的比重明显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有6.6％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紧缺（全市3.6％）；10.7％的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紧缺（全市6.9％）；

11.7％的企业紧缺技能人才（全市6.2％），37.8％的企业高技能人才紧缺（全市24.9％）。  



六成国有企业表示30岁以下人员偏少，近四成认为31—45岁人员偏少，近一半认为46—55岁人员过

多，逾三成认为55岁以上人员过多。  

（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各类人才规模相对合理。有75.4％的企业认为经营管理人才数量合

适（全市66.2％），53.8％的企业认为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合适（全市44.2％），58.6％的企业认为技能人

才数量合适（全市47.6％），29.4％的企业认为高技能人才的数量合适（全市23.7％）（见图5）。  

■  

三、企业引进、培育人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合理配置与使用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越来越多的企业把人才视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把人才工作

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常反映“合适的人进不来”、“需要的人留不

住”，主要障碍为：  

1、政策性限制  

人才流动的政策性限制是企业进人时最头疼的问题，有46.1％的企业有此反映。而户口落实难和家属

安置及子女教育问题也是企业进人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见图6）。此外，上海房价高、生活成本高等现

实问题也是造成企业所需要的人才望而却步的重要因素。  

■  

图6“人难进”的最大障碍（单位％）  

2、待遇低，缺乏激励机制  

调查中，有43.4％的企业坦言，待遇低是人才流出的最主要的原因。国有企业反映尤为强烈

（56.8％）。一些国有企业抱怨，由于历史负担重，提供待遇往往低于同行业其他性质企业，致使年轻、

高学历的人才引进数量无法满足企业需求。用人制度上的一些不合理规定也是导致待遇偏低的主要原因。

企业反映，由于缺乏激励机制，收入分配中存在贡献与薪酬不匹配现象，有能力的人才不愿意留。  

3、没有足够的个人发展空间  

有31.5％的企业表示缺乏人才发挥所长、施展才能的空间是人才流出的首要因素，有17.3％的企业表

示内部提升通道狭窄是企业留不住人的主要问题（见图7）。  

此外，年轻员工缺乏归属感、离职率高；学校提供课程与企业实务无法紧密衔接；培养人才方面存在

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现实矛盾，企业无法提供足够的培训资源和条件等等，都是企业在人才培育和储备

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