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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在各行业的合理分布及劳动者素质提高，有利于实现劳动力资源更有效的配置，

有利于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市在经济

结构调整加速，城镇化进程加快过程中，积极推进产业政策对人口分布的引导，建立市场导

向的就业机制，努力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在总体上保持了就业形势的基本稳定，就业结构日

趋合理，劳动者素质大大提高。  

    一、就业总量略有增长 

    2005 年我市 16 岁及以上就业人口为 753.7 万人，与 2000 年相比增加了 39 万人，增长 5.5
％，年均增长 1.1％。其中，男性就业人口为 440.5 万人，比 2000 年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

女性就业人口为 313.2 万人，比 2000 年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 

    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上升 

    2005 年我市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 61.3 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的 8.1％，比 2000 年下降 4.9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为 199.1 万人，占 26.4％，比 2000 年下降 4.5 个百分点；第三

产业就业人口为 493.3 万人，占 65.5％，比 2000 年上升了 9.4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已经成为

我市就业的主要载体。 

    三、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集中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 

    在产业政策调整下，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尽管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制造业仍是我市就

业人口最多的行业，为 126.6 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16.8％；其次为批发和零售业，就业

人口 121.7 万人，占 16.1％；第三位是建筑业为 61.3 万人，占 8.1％；第四位的是农、林、

牧、渔业为 61 万人，占 8.1％。以上四个行业就业人口占全市就业人口的 49.1％。 

    2005 年就业人口行业分布   

行业名称 

合计

（万

人） 

比重

（％）
行业名称 

合计

（万

人） 

比重 

（％）

全市 753.7 100.0       

一、农、林、牧、渔业 61.3 8.1 十一、房地产业 22.9 3.0 

二、采矿业 3.1 0.4 十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9.4 3.9 

三、制造业 126.6 16.8 十三、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9.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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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8.4 1.1 十四、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9.6 1.3 

五、建筑业 61.0 8.1 十五、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9.8 4.0 

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4.3 7.2 十六、教育 36.7 4.9 

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2.8 3.0 十七、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20.8 2.8 

八、批发和零售业 121.7 16.1 十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1.5 2.8 

九、住宿和餐饮业 45.7 6.1 十九、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43.6 5.8 

十、金融业 14.5 1.9 二十、国际组织 0.4 0.1 

  

    四、就业市场格局呈现多样化 

    按就业人口工作类型分组，在全市就业人口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口居各种工

作类型之首，为 170.9 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的 22.7％；位居第二的是私营企业，占全市就

业人口的 20.5％，居第三位的是个体工商户，占 15.9％，第四位是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占

15.7％。以上四类占全市就业人口的比重近 75％。多样化的经济组织扩展了就业渠道。 

就业人口工作类型分布 

 

    五、就业人口年龄缓慢增长，非公经济就业人口呈年轻型，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人口呈成

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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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我市就业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 36.3 岁，比 2000 年的 36.1 岁上升了 0.2 岁，就业

人口年龄呈上升趋势。其中，50 岁及以上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重 12.5％，比 2000 年上

升了 1.7 个百分点。从登记注册类型单位看，非公经济年龄在 39 岁及以下就业人口比重占

70％，大大高于国有经济和机关事业单位，其中，私营企业占 77.3％，年轻化比例最高，其

29 岁及以下就业人口比例达到了 48％；其次为各类合资合作、股份制等企业，年龄在 39
岁及以下就业人口占 74.4％，个体工商户占 70％；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年龄在 39 岁及以下

的占 47.1％，比私营企业低 30.2 个百分点，年龄在 40 岁及以上的达到 52.9％，趋于成年化。 

    六、近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 

    2005 年我市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1.5 年，比 2000 年增加了 7 个月。具有大专

以上文化程度的就业人口达到 30.8％，比 2000 年提高了 9.3 个百分点，其中，具有大专和

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别提高 3.4 和 5.9 个百分点；具有高中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分别下

降 1.2 个和 5.3 个百分点；小学、文盲的就业人口分别下降 2.3 和 0.6 个百分点。我市就业人

口素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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