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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 2020 年第 3季度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
昆明市劳动就业服务局

本季度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的数据，主要采集于全

市 16个县（市、区）人力资源市场的统计数据。（求人倍率是

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它表明了人力资源市

场中每个岗位需求所对应的求职人数。理论上求人倍率可以反

应一个统计周期内人力资源市场的供需状况，当求人倍率大于

1，说明职位供过于求；如果求人倍率小于 1，说明职位供不应

求。如求人倍率为 0.8，表示 10个求职者竞争 8个岗位。）

一、供求总体情况

从总体情况看，本季度内需求总人数 44032 人，登记求职

总人数 28912 人，求人倍率为 1.52。需求人数与上季度环比、

与上年度同期同比均有大幅减少；求职人数与上季度环比有小

幅增加，与上年度同期同比均有大幅减少。
表 1. 供求总体情况

需求人数

(人)
与上季度

相比增长

与上年度同

期相比增长

求职人

数(人)
与上季度

相比增长

与上年度同

期相比增长

求人倍

率

本期有效数 44032 -12.30% -31.09% 28912 4.49% -12.43%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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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行业劳动力需求分析

从产业分组的需求人数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需求人

数所占比重依次为 1.2%、13.1%和 85.7%。与上季度环比、与上

年度同期同比, 第一、二产业的需求人数均有大幅减少。从总体

上看，第三产业仍为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的主体。
表 2. 按产业分组的需求人数

产业 需求人数(人)
需求比重

(%)
与上季度

相比增长

与上年度同期

相比增长

第一产业 517 1.17% -62.15% -69.80%

第二产业 5763 13.09% -41.77% -41.56%

第三产业 37752 85.74% -3.07% -27.85%

合计 44032 100.00% / /

从行业分组的需求人数看，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需求人

数占比 18.0%、批发和零售业需求人数占比 16.9%、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需求人数占比14.0%、制造业需求人数占比10.1%，

为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前四个行业。

需求人数与上季度环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

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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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这几个行业需求均较上季度均有大幅增

加且需求量较大；其他大部分行业需求有大幅减少。
表 3. 按行业分组的需求人数

行 业
需求人数

(人)
所占比重

(%)
与上季度相

比增长

与上年度同

期相比增长

农、林、牧、渔业 1088 2.47% -20.35% -36.45%

其中，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571 1.30% / /

采矿业 186 0.42% -32.85% 66.07%

其中，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2 0.00% / /

制造业 4429 10.06% -30.06% -33.82%

其中，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616 3.67% / /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67 1.29% -30.60% -23.38%

建筑业 2199 4.99% -10.97% -5.1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142 13.95% 80.17% 89.1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791 6.34% 12.45% -3.33%

批发和零售业 7418 16.85% -13.01% -27.64%

住宿和餐饮业 3883 8.82% -57.40% -71.29%

金融业 1272 2.89% -33.05% -4.58%

房地产业 1418 3.22% -29.42% 1.7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464 3.32% -19.47% -25.91%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217 0.49% -32.61% -70.9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64 1.51% -8.03% 2.15%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7920 17.99% 19.44% -42.86%

教育 496 1.13% -48.28% -19.48%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177 2.67% 65.54% 68.6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43 0.78% 13.95% -54.02%

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358 0.81% 817.95% -9.14%

国际组织 0 0.00% / /

合计 44032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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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人单位需求情况分析

按用人单位性质划分来看，企业为需求的主体，需求人数

为 43401人，占总需求的比重达 98.6%，其中内资企业需求 42390
人，占企业需求的 97.7%，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

企业为内资企业的需求主体。与上季度环比，除股份有限公司

的需求增加外，其他需求量大的单位类型需求均有不同幅度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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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按用人单位性质划分的需求人数

经济类型
需求人数

(人)
所占比重

(%)
与上季度相

比增长

与上年度同

期相比增长

企业 43401 98.57% -12.95% -28.63%

其中：内资企业 42390 97.67% -9.70% -26.99%

国有企业 1348 3.11% -42.05% 255.67%

集体企业 578 1.33% 46.33% -40.35%

股份合作企业 949 2.19% -56.17% -2.57%

联营企业 362 0.83% 670.21% -97.05%

有限责任公司 25232 58.14% -4.82% -6.57%

股份有限公司 5773 13.30% 55.19% 25.09%

私营企业 6519 15.02% -27.51% -27.28%

其它企业 1629 3.75% -41.59% -43.0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7 0.04% -5.56% -94.44%

外商投资企业 8 0.02% -99.21% -98.11%

个体经营 986 2.27% -47.58% -51.40%

事业 412 0.94% 435.06% 984.21%

机关 21 0.05% 31.25% -98.82%

其他 198 0.45% -22.96% -84.42%

合计 44032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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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职业供求情况分析

从职业分类的情况看，与上季度环比，本期专业技术人员、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均有大幅增加。
表 5. 按职业分组的供求人数

职业类别

劳动力供求人数比较

需求人

数(人)
需求比

重(%)
与上季度

相比增长

与上年度

同期相比

增长

求职人

数(人)
求职比

重(%)
与上季度

相比增长

与上年度

同期相比

增长

求人

倍率

单位负责人 415 0.94% 65.34% -78.05% 271 0.94% -20.06% -35.01% 1.40

专业技术人员 6378 14.48% 18.51% -16.35% 3522 12.18% -11.13% 21.83% 1.81

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
5475 12.43% 0.68% -48.13% 6150 21.27% 33.70% -12.68% 0.84

社会生产服务

和生活服务人

员

16227 36.85% -29.54% -39.01% 9918 34.30% -5.28% -19.14% 1.49

农林牧渔业生

产及辅助人员
890 2.02% -55.94% -35.27% 475 1.64% -59.40% -39.26% 1.68

生产制造及有

关人员
5460 12.40% 23.47% -38.28% 2995 10.36% -0.56% -36.33% 1.64

其他 9187 20.86% -4.97% 31.26% 2897 10.02% 28.98% -25.72% 2.66

无要求 / / / / 2684 9.28% 43.68% 164.69% /

合计 44032 100.00% / / 28912 1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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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6 需求大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十个职业看，其他住宿

和餐饮服务人员、餐厅服务员、家政服务员为需求缺口数最大

的前三个职业。

从表 7 需求小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十个职业看，建筑信息

模型技术员、事业单位负责人、幼儿教育教师为需求缺口数最

大的前三个职业。

目前市场需求状况是一方面是制造业、加工业面临熟练技

术、高新技术工种岗位需求空缺，而另一方面传统单一技能的

求职者仍占多数，就业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社会服务业普遍

存在的待遇低、流动快的特性造成每季度供需数量巨大，而制

造业、加工业的技能型、技术型的熟练技工市场需求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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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需求大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十个职业

职业 职业代码
劳动力供求人数比较

需求人数 求职人数 缺口数 求人倍率

其他住宿和餐饮服务人

员
4-03-99 3492 1325 2167 2.64

餐厅服务员 4-03-02-05 2617 963 1654 2.72

家政服务员 4-10-01-06 2532 1066 1466 2.38

营销员 4-01-02-01 1984 664 1320 2.99

保险保全员 4-05-04-02 1627 327 1300 4.98

保洁员 4-09-08-01 1703 635 1068 2.68

保安员 4-07-05-01 2100 1141 959 1.84

保卫管理员 3-02-02-00 831 54 777 15.39

保险代理人 4-05-04-01 1324 572 752 2.31

出版物发行员 4-01-05-03 952 424 528 2.25

表 7.需求小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十个职业

职业 职业代码
劳动力供求人数比较

需求人数 求职人数 缺口数 求人倍率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4-04-05-04 262 653 391 0.40

事业单位负责人 1-06-02-00 319 636 317 0.50

幼儿教育教师 2-08-04-00 630 877 247 0.72

信息通信营业员 4-04-01-01 650 896 246 0.73

后勤管理员 3-01-02-08 447 689 242 0.65

秘书 3-01-02-02 519 744 225 0.70

包装工 6-31-05-00 288 497 209 0.58

公共游览场所服务员 4-07-04-05 628 824 196 0.76

砌筑工 6-29-01-01 185 379 194 0.49

打字员 3-01-02-05 106 209 103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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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求职人员分类

从求职人员的类别来看，新成长失业青年（含应届高校毕

业生）、各类失业人员所占比重较大。与上季度环比，应届高

校毕业生、就业转失业人员、其他失业人员有大幅增加且求职

量大。
表 8. 按求职人员类别分组的求职人数

求职人员类别
求职人

数(人)
所占比

重(%)
与上季度

相比增长

与上年度

同期相比

增长

新成长失业青年 7344 25.40% 9.81% -4.45%

其中：应届高校毕业生 2383 32.45% 112.20% -20.11%

就业转失业人员 8601 29.75% 16.56% -25.42%

其他失业人员 8089 27.98% 11.70% 33.92%

在业人员 123 0.43% 55.70% 18.27%

下岗职工 629 2.18% -12.15% 115.41%

退休人员 845 2.92% 592.62% 3923.81%

在学人员 15 0.05% 0.00% -81.93%

本市农村人员 2863 9.90% -28.75% -53.40%

外埠人员 403 1.39% -71.42% -63.79%

合计 28912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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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聘、应聘条件分析

1. 性别

从性别的供求状况对比看，与上季度环比，男性、女性求职

人数有小幅增加。
表 9. 按性别分组的求职人数

性别
求职人

数(人)
求职比

重 (%)
与上季度

相比增长

与上年度

同期相比

增长

男 16,697 57.75% 3.37% -10.16%

女 12,215 42.25% 6.06% -15.35%

合计 28912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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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龄

从年龄的供求状况对比看，与上季度环比，需求人数中 35
岁以上的有小幅增加；求职人数中 35-44岁的有大幅增加。

表 10. 按年龄分组的供求人数

年龄

劳动力供求人数比较

需求人

数(人)
需求比

重(%)

与上季

度相比

增长

与上年度

同期相比

增长

求职人

数(人)
求职比

重(%)

与上季

度相比

增长

与上年度

同期相比

增长

求人

倍率

16-24岁 9717 22.07% -16.40% -15.48% 5062 17.51% -20.31% -25.60% 2.02

25-34岁 19063 43.29% -6.30% -23.48% 12138 41.98% 5.40% -26.57% 1.67

35-44岁 9437 21.43% 5.05% -24.61% 8062 27.88% 35.31% 30.20% 1.27

45岁以上 2797 6.35% 2.34% -59.18% 3650 12.62% -5.02% 4.58% 0.87

无要求 3018 6.85% -53.75% -62.83% / / / / /

合计 44032 100.00% / / 28912 1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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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程度

从文化程度的供求状况对比看，与上季度环比，需求人数、

求职人数中职高、技校、中专、大专学历的均有不同幅度增加。
表 11. 按文化程度分组的供求人数

文化程度

劳动力供求人数比较

需求人

数(人)
需求比

重(%)
与上季度

相比增长

与上年度

同期相比

增长

求职人

数(人)
求职比

重(%)
与上季度

相比增长

与上年度

同期相比

增长

求人

倍率

初中及以下 8842 20.08% -11.98% -24.59% 5952 20.59% -14.53% -29.99% 1.61

高中 11625 26.40% -11.90% -31.61% 8282 28.65% 1.46% -34.34% 1.53

其中：职高、

技校、中专
6636 57.08% 3.80% -6.52% 3119 37.66% 6.16% -26.30% 2.31

大专 12717 28.88% 7.85% 3.60% 8401 29.06% 31.31% 20.10% 1.64

大学 6833 15.52% -21.27% -34.52% 5709 19.75% 0.42% 17.49% 1.32

硕士以上 496 1.13% -28.53% -7.12% 568 1.96% 23.75% 1134.78% 0.99

无要求 3519 7.99% -39.38% -70.50% / / / / /

合计 44032 100.00% / / 28912 1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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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等级或职称
表 12. 按技术等级分组的供求人数

技术等级

劳动力供求人数比较

需求

人数

(人)

需求比

重(%)

与上季

度相比

增长

与上年

度同期

相比增

长

求职

人数

(人)

求职比

重(%)
与上季度

相比增长

与上年度

同期相比

增长

求人

倍率

职业资格五级(初
级技能)

5394 12.25% 36.83% 22.06% 3480 12.04% 47.77% 16.78% 2.26

职业资格四级(中
级技能)

3624 8.23% 39.60% 1.60% 2416 8.36% 62.26% 46.69% 2.21

职业资格三级(高
级技能)

1178 2.68% 87.58% 10.71% 691 2.39% 132.66% 15.94% 2.42

职业资格二级(技
师)

23 0.05% 475.00% -84.97% 9 0.03% 800.00% 80.00% 3.27

职业资格一级(高
级技师)

10 0.02% 900.00% -44.44% 1 0.00% / -75.00% 10.71

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10511 23.87% 26.84% -17.21% 13257 45.85% 84.74% 54.31% 1.51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2441 5.54% 35.16% -28.21% 1648 5.70% 28.65% -7.73% 2.20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189 0.43% 1160.00% 33.10% 9 0.03% -90.53% -94.48% 21.71

无技术等级或职称 / / / / 7401 25.60% -50.58% -57.08% /

无要求 20662 46.92% -37.25% -46.25% / / / / /

合计 44032 100.00% / / 28912 1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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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等级或职称的供求状况对比看，与上季度环比，需求

人数均有大幅增加；求职人数中除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外均有大

幅增加。从求人倍率可以看出，普遍具备技术等级及职称的求

职人员就业形势良好。

总观本季度供求情况，需求总数大于求职总数即提供岗位数

多于进入各级人力资源市场求职人数，本季度需求总数较上季

度有所减少，求职总数较上季度有所增加，整体供求状况仍呈

多样化态势。

一是在需求人数较上季度呈增加的情况中，随着复工复产、

经济复苏，行业分类中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卫生、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业为代表；单位性质分类中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代

表；职业类别分类中以专业技术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为

代表。均显示需求人数增加状况。

二是需求人数较上季度呈减少的情况中，继续延续“新冠疫

情”影响，行业分类中以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

宿和餐饮业为代表；单位性质分类中以国有企业、股份合作企

业、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个体经营为代表；职业类别分

类中以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

人员为代表。均显示需求人数减少状况。

三是在求职人数增加的情况中，以人员类别的应届高校毕

业生、就业转失业人员、其他失业人员为代表；以 35-44 岁年龄

段的为代表；以高中、职高、技校、中专、大专、大学为代表。

均显示求职人数增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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