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 2005 年第三季度劳动力市场来京务工人员供求状况分析 

一、来京务工人员供求总体状况 

  本季度全市公共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日常接待零散来京务工人员 23871人次，办理求职登记 22692人，

推荐就业人员 16541 人，介绍成功 9254 人，中介成功率为 40.78 %；接待用人单位 4292 家，采集发

布用人岗位信息 26329 个。 

  举办各种形式洽谈会 122 场次，参会单位 2533 家， 提供就业岗位 33871 个，参会人员 58953 人

次。 

  直接从劳务基地成功招聘 7144 人，有 295 家用人单位向外埠劳务基地提供就业岗位 10419 个。  

  二、来京务工人员供求状况的主要特点 

  （一）来京务工人员供求总量均有所下降 

  二季度来京务工人员求职和用人单位招聘高峰期过后，本季度劳动力市场进入供求平稳期。日常接待

零散来京务工人员 23871 人，办理求职登记 22692 人，比上季度分别减少了 32.52%和 23.44%；进

入劳动力市场招聘的用人单位 4292 家，比上季度减少了 6.57%，采集发布招聘岗位信息 26329 个，与

上季度相比减少了 11.28%。 

  （二）来京务工人员结构趋于年轻化 

  本季度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登记的来京务工人员中，16-25 岁年龄段的人员比重从上季度的 45.23%

上升到 52.96%，增幅明显。表明未能继续升学的农村劳动力已迅速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 

  （三）市场对部分专业技术岗位需求量有所增加 

  从本期单位招聘人员的岗位需求来看，一些专业技术较强的行业需求比上季度有所增加，其中需求增

长较大的有：采掘业、建筑业等，分别比上季度增长 269.23%和 61.78%。  

  三、来京务工人员供求总量分析 

  （一）来京务工人员供给总量状况   

  1、按来京务工人员户籍分类的供给状况 

省

份 
河北 山东 河南 四川  湖 北 黑龙江 安徽 内蒙 吉林 甘肃 陕西 山西 其他 

人

数 
6733 2980 2762 1537 1186 1153 1036 912 817 767 678 641 1038 

比

例 
28.21% 12.48% 11.57% 6.44% 4.97% 4.83% 4.34% 3.82% 3.42% 3.21% 2.84% 2.69%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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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零散来京务工人员排名前四位的省份与上季度相比没有变化，后几位排名有微小变化。其中：

吉林由上季度排名第 12 位上升到第 9 位。 

  2、按求职意向分类的来京务工人员供给状况 

  

职业分类 

求职人数 

（人） 

求职比重 

（%） 

与上季度相比

增减（人） 

与上季度相比增

减        （%） 

商业、服务业人员 10021 44.16 -2886 -22.36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7903 34.83 -3512 -30.77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118 0.52 -11 -8.53 

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 2153 9.49 -268 -11.07 

其他从业人员 2497 11 -271 -9.79 

合计 22692 100 -6948 -23.44 

  本季度，商业、服务业及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依然是来京人员求职意向最为集中的岗位，占求职比

重的 78.99%。 

  3、按技术等级分类的供给状况 

技术等级 

求职人员 

（人） 

求职比重 

（%）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人）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 

无专业技能 17052 75.14 -5499 -24.38 

初级技工 4167 18.36 -1062 -20.31 

中级技工 1263 5.57 -297 -19.04 

高级技工以上 210 0.93 -90 -30 

合计 22692 100 -6948 -23.44 

  本季度来京务工人员中，具有初级技术特长的求职人员与上季度所占比重相比有所增加。  

  4、按性别分类的供给状况 

性别 求职人员（人） 求职比重（%）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人）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 

男 14965 65.95 -4336 -22.47 

女 7727 34.05 -2612 -25.26 

合计 22692 100 -6948 -23.44 

  本季度来京务工人员男女比例为 1.94：1，与上季度相比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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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年龄分类的供给状况 

年龄 

求职人员 

（人） 

求职比重 

（%）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人）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 

16-25 岁 12016 52.96 -1390 -10.37 

26-35 岁 6763 29.80 -3353 -33.15 

35 岁以上 3913 17.24 -2205 -36.04 

合计 22692 100 -6948 -23.44 

  从年龄结构上看， 本季度来京务工人员趋于年轻化。其中：16-25 岁年龄段人员所占比重从上季度

的 45.23%上升到 52.96%。 

  6、按文化程度分类的供给状况 

文化程度 

求职人员 

（人） 

求职比重 

（%）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人）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 

初中及以下 11169 49.22 -1285 -10.32 

高中 9610 42.35 -4760 -33.12 

大专及以上 1913 8.43 -903 -32.07 

合计 22692 100 -6948 -23.44 

  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来京务工人员仍是求职者的主体，占总数的 91.57%。 

（二）来京务工人员需求总量状况 

 

  1、按产业分类的需求状况 

产 业 

需求人数 

（人） 

需求比重 

（%） 

与上季度相比 

增减（人）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 

第一产业 139 0.53 -171 -55.16 

第二产业 6000 22.79 -387 -6.06 

第三产业 20190 76.68 -2791 -12.14 

合计 26329 100 -3349 -11.28 

  

 第一产业需求与上季度相比减少幅度为 0.52%，第二、三产业需求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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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单位经济类型分类的需求状况 

单位性质 

需求人数 

(人) 

需求比重 

(%) 

与上季度相比 

增减（人）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股份制企业 10326 39.22 -1796 -14.82 

私营企业 6741 25.60 -667 -9.00 

外商投资企业 1202 4.56 410 51.77 

集体企业 1091 4.14 -199 -15.43 

国有企业 882 3.35 -685 -43.71 

联营企业 728 2.77 -508 -41.10 

港澳台企业 305 1.16 -86 -21.99 

其他企业 5054 19.20 182 3.74 

合计 26329 100 -3349 -11.28 

  本季度，用工需求量增加最大的是：外商投资企业。由上季度第六位越居本季度第三位，需求比重增

幅 1.89%。  

  3、按单位所属行业分类的需求状况 

行业名称 

需求人数 

（人） 

需求比重 

（%） 

与上季度相比 

增减（人）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 

社会服务业 6382 24.24 -1007 -13.63 

制造业 4913 18.66 -414 -7.7 

住宿餐饮业 4424 16.8 -403 -8.35 

批发和零售 3828 14.54 -399 -9.44 

交通运输、仓储 

及邮电通信业 

1080 4.10 -591 -35.37 

房地产业 1296 4.92 15 1.17 

水电煤气生产业 160 0.61 -377 -70.20 

金融业、保险业 331 1.26 -183 -35.60 

建筑业 783 2.97 299 61.78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582 2.21 255 77.98 

农、林、牧、渔业 139 0.53 -171 -55.16 

计算机服务软件业 375 1.42 69 22.55 

采掘业 144 0.55 105 269.23 

其他行业 1892 7.19 -547 22.43 

合计 26329 100 -3349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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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一些行业的需求有明显上升势头。如：建筑业、采掘业、计算机服务等行业。其中：建筑业、

采掘业需求量分别比上季度增长 61.78%和 269.23%。 

  

  4、按招聘职业岗位分类的需求状况 

职业分类 

需求人数 

(人) 

需求比重 

(%)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人）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 

商业、服务业人员 12818 48.68 -737 -5.44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

人员 
8079 30.68 -1347 -14.29 

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 2140 8.13 351 19.62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139 0.53 -171 -55.16 

其他从业人员 3153 11.98 -1445 -31.43 

合计 26329 100 -3349 -11.28 

  本季度，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仍是劳动力市场需求大户，两者所占比重共计

79.36%。 

  5、按招聘岗位所属技术等级分类的需求状况 

技术等级 

需求人员 

(人) 

需求比重 

(%)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人） 

与上季度相比 

增减（%） 

无要求 21260 80.75 -3293 -13.41 

初级技工 3841 14.59 419 12.24 

中级技工 967 3.67 -458 -32.14 

高级技工 261 0.99 -17 -6.12 

合计 26329 100% -3349 -11.28 

  从技术等级的需求来看，用人单位需求的初级技工比重比上季度相比有一定的增长。 

  6、按招聘对象性别分类的需求状况 

性别 

需求人员 

(人) 

需求比重 

(%)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人） 

与上季度相比 

增减（%） 

男 16411 62.33% -2550 -13.45 

女 9918 37.67% -799 -7.46 

合计 26329 100% -3349 -11.28 

  本季度需求男性的岗位仍然较多，占总需求的 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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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按招聘对象年龄分类的需求状况 

年龄 

需求人员 

(人) 

需求比重 

(%)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人）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 

16-25 岁 12899 48.99 -99 -0.76 

26-35 岁 6916 26.27 -2507 -26.61 

35 岁以上 3491 13.26 -585 -14.35 

年龄不限 3023 11.48 -158 -4.97 

合计 26329 100 -3349 -11.28 

  本季度，16-25 岁年龄人员的需求比重与上季度相比有所增加。 

  8、按招聘对象文化程度分类的需求状况 

文化程度 

需求人员 

(人) 

需求比重 

(%)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人） 

与上季度相比增减

（%） 

初中及以下 14119 53.63 -572 -3.89 

高中 10632 40.38 -2005 -15.87 

大专及以上 1578 5.99 -772 -32.85 

合计 26329 100 -3349 -11.28 

  本季度需求量的 94.01%仍然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来京务工人员。  

  

  四、来京务工人员供求双方的对比图示 

  1、         按供求双方总量对比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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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按职业分类的对比图示 

 

 

  3、按技术等级分类的对比图示 

  

 

  4、按基本条件分类的对比图示 

  （1）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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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年龄： 

 

  （3）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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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来京务工人员供求排行榜 

  1、来京务工人员需求大于供给缺口的前十位职业 

来京务工人员供求对比 

序号 职   业 需求人数 

（人） 

供给人数 

（人） 

缺口数 

（人） 

1 餐饮服务人员 4037 2462 1575 

2 体力工人 3495 2149 1346 

3 社会服务人员 2770 2197 573 

4 安全保卫和消防人员 2754 2062 692 

5 经济业务人员 2164 628 1536 

6 机械制造加工人员 1739 1694 45 

7 饭店、旅游娱乐人员 911 190 721 

8 裁剪缝纫毛皮革制作工 697 98 599 

9 工程技术人员 602 347 255 

10 机械设备修理人员 360 239 121 

 

  本期来京务工人员需求大于供给排名变化较大。其中：社会服务人员从上季度排名第八位上升到本季

度第三位；餐饮服务人员从第七位上升到第一位；与建筑相关的体力工人从排名第四位上升到第二位。经

济业务人员、安全保卫人员、饭店旅游服务人员变化不大。通过供求对比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及部分第二

产业所需的职业是来京务工人员的主要就业岗位。 

  2、来京务工人员需求小于供给缺口的前十位职业 

来京务工人员供求对比 
序 

号 

职   业 需求人数 

（人） 

供给人数 

（人） 

过剩数 

（人） 

1 购销人员 2163 3111 -948 

2 驾驶员和运输人员 1243 2397 -1154 

3 行政办公人员 842 1585 -743 

4 机电产品装配人员 695 1241 -546 

5 仓储人员 350 824 -474 

6 企业管理人员 130 533 -403 

7 邮政电信人员 279 293 -14 

8 种植业生产人员 7 67 -60 

9 检验计量人员 41 59 -18 

10 医疗卫生辅助人员 32 5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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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需求大于供给排名相比，本期来京务工人员供给大于需求的缺口变化不大。但值得关注的是医疗卫生

辅助人员、检验计量人员等职业首次进入排行榜。表明一些特殊行业、特殊工种的岗位需求将会有所增加。 

针对上述两个供求排行，职业介绍机构一方面对来京人员进行职业指导时，应注意结合供求排行榜的供

求关系变化情况，指导来京人员参加定向职业培训，帮助求职者合理选择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指导用人

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职业需求人员条件，以满足单位对人员的需求。 

 

稿件来源： 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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