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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三季度

北京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

一、供求总体情况及主要特点

本季度，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需求总量 175290 人，登记求职总量 81149 人，求人倍

率 2.16（见表 1）。

表 1.供求总体状况

需求总量(人) 求职总量(人) 求人倍率

本期有效数 175290 81149 2.16

本季度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呈现以下特征：

1.从供求总体情况看，需求总量 175290 人，求职总量 81149 人，求人倍率为 2.16，人

力资源市场需求大于供给。与上季度相比，供给量小幅度上升，环比增长 4.04%，需求总量

环比减少 9.02%。与去年同期相比，供求总量呈一降一升态势，需求总量涨势明显，同比上

升 16.06%，求职总量下降 9.41%。

2.从用人需求结构看，第三产业用人需求稳居主体地位，占比 90.39%，较上季度环比

下降 9.10%。从行业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

宿和餐饮业”用人需求过半，合计占需求总量的 53.03%。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宿和餐饮

业”本季度用人需求持续提升，环比增长 45.96%。从文化程度结构看，大专及以上学历需

求占比由去年同期的 11.51%上升至 14.23%，市场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有所增加。

3.从求职人员结构看，求职市场活跃。求职人员类别主要集中在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在业人员和本市农村人员，三者合计占比 91.49%。外埠人员流动性减弱，求职人数环比减

少 29.62%，同比减少 9.94%。在职业结构方面，“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占比保

持高位，本季度占比 70.12%，且涨势明显，环比上升 12.12%、同比基本持平，“生产制造

及有关人员”求职人数持续走低，环比减少 9.60%、同比减少 72.12%。从文化程度结构看，

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仍为公共就业服务求职人员主体，由 2021 年三季度的 35.96%上升至

40.70%。

4.从职业供求对比情况看，本季度，“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在供需两端均

占比最高，需求占比 69.29%，求职占比 70.12%。从职业看，需求大于供给缺口人数排名前

三位的职业为：邮政和快递服务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环境卫生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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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人需求总体状况

（一）按产业分组的用人需求状况

从产业分组情况看，第一、二、三产业的需求比重分别为 2.43%、7.18%和 90.39%，第

三产业用人需求稳居主体地位。与上季度相比，第一产业用人需求上升，环比增长 33.93%，

第二、第三产业用人需求有所减少，环比下降 17.06%、9.10%。与去年同期相比，整体用人

需求上升 16.06%，其中第三产业需求人数增长 32430 人，增幅 25.73%。

表 2.按产业分组的用人需求情况

产业
需求人数

(人)

所占比重

(百分比)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人数）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百分比)

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

减(人)

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减

(百分比)

第一产业 4251 2.43 1077 33.93 823 24.01

第二产业 12593 7.18 -2591 -17.06 -8991 -41.66

第三产业 158446 90.39 -15860 -9.10 32430 25.73

合 计 175290 100.00 -17374 -9.02 24262 16.06

（二）按行业分组的用人需求状况

从行业分组需求情况看，本季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住宿和餐饮业”用人需求过半，合计占总需求量的 53.03%。与上季度相比，生产性

行业中，“建筑业”用人需求呈上升态势，环比增长 23.5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制造业”用人需求环比分别下降 27.58%、26.60%；服务性行业中，用人需

求增幅排列前三位的行业为“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住宿和餐饮业”“批发

和零售业”，环比分别上升 46.19%、45.96%、44.42%，“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用人需求降幅较大，环比分别下降 33.13%、32.27%。与去年同期相比，生产性行业中，

“建筑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用人需求同比分别上升 44.22%、18.18%，

“制造业”用人需求呈下降趋势，同比减少 55.42%；服务性行业中，“住宿和餐饮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用人需求同比增幅较大，分别上升 120.55%、105.92%。“教

育”行业用人需求同比降幅明显，较上年度用人需求较少 68.46%。

表 3.按行业分组的用人需求情况

行 业

需求

人数

(人)

所占比重

(百分比)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人)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百分比)

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

减 (人)

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减

（百分比）

住宿和餐饮业 17620 10.05 5548 45.96 9631 120.55

制造业 8204 4.68 -2973 -26.60 -10197 -55.4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4885 25.61 -16942 -27.40 17108 61.5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3330 7.60 -5288 -28.40 2799 26.5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0451 17.37 1341 4.61 11656 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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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需求

人数

(人)

所占比重

(百分比)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人)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百分比)

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

减 (人)

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减

（百分比）

房地产业 7548 4.31 -857 -10.20 -58 -0.76

批发和零售业 10677 6.09 3284 44.42 -304 -2.7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3156 7.51 2178 19.84 -1309 -9.05

建筑业 3568 2.04 681 23.59 1094 44.22

教育 1450 0.83 -73 -4.79 -3147 -68.4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0265 5.86 -4891 -32.27 -2774 -21.27

金融业 1996 1.14 -989 -33.13 -275 -12.1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284 1.30 337 17.31 -409 -15.19

农、林、牧、渔业 4251 2.43 1077 33.93 823 24.0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93 0.45 -302 -27.58 122 18.18

卫生和社会工作 1895 1.08 -126 -6.23 -138 -6.7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392 0.79 145 11.63 716 105.9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497 0.85 473 46.19 -1066 -41.59

采矿业 28 0.02 3 12.00 -10 -26.32

国际组织 0 0.00 0 0.00 0 /

合 计 175290 100 -17374 -9.02 24262 16.06

（三）按职业分组的用人需求状况

从职业分组情况看，本季度“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用人需求占主体，占比

69.29%。与上季度相比，“专业技术人员”增幅明显，环比上升 25.40%；与去年同期相比，

除“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需求人数稍有下降外，其他各职业均

呈上升态势，其中“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同比分别上升 69.12%、

57.10%。

表 4.按职业分组的用人需求情况

职业分类

需求

人数

(人)

所占比重

(百分比)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人)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百分比)

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

减(人)

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

减

(百分比)

单位负责人 4810 2.74 356 7.99 954 24.74

专业技术人员 23260 13.27 4712 25.40 8454 57.10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0311 5.88 -5142 -33.28 -221 -2.10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121459 69.29 -15621 -11.40 14975 14.06

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1402 0.80 420 42.77 573 69.12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12561 7.17 -2586 -17.07 -1303 -9.40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1487 0.85 487 48.70 830 126.33

合 计 175290 100.00 -17374 -9.02 24262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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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单位（经济）类型分组的用人需求状况

从单位类型分组情况看，本季度企业的需求人数 165410 人，占需求总量的 94.36%，机

关、事业单位需求人数合计 2850 人，占需求总量的 1.63%。与上季度相比，各类企业用人

需求整体环比下降 10.70%，其中股份有限公司降幅较大，环比减少 28.08%，股份合作企业、

集体企业环比上升，分别增加 28.81%、28.13%。个体经营较上季度增长 72.54%。与去年同

期相比，各类企业用人需求总量涨势明显，环比上升 17.12%，其中集体企业增幅明显，上

升 133.12%。

表 5.按单位（经济）类型分组的用人需求情况

经济类型
需求人数

(人)

所占比重

(百分比)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人数）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百分比)

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减

(人)

与去年同

期 相比

增减

(百分比)

企 业 165410 94.36 -19811 -10.70 24179 17.12

其中：内资企业 159814 91.17 -19191 -10.72 26300 19.70

有限责任公司 66400 37.88 -1398 -2.06 4987 8.12

私营企业 24753 14.12 158 0.64 -8588 -25.76

股份有限公司 9896 5.65 -3863 -28.08 749 8.19

股份合作企业 2495 1.42 558 28.81 -868 -25.81

国有企业 19975 11.40 214 1.08 1280 6.85

集体企业 5702 3.25 1252 28.13 3256 133.12

联营企业 862 0.49 45 5.51 302 53.93

其他企业 29731 16.96 -16157 -35.21 25182 553.57

外商投资企业 2786 1.59 -4 -0.14 -1172 -29.61

港、澳、台投资企业 2810 1.60 -616 -17.98 -949 -25.25

个体经营 3927 2.24 1651 72.54 1423 56.83

事 业 2766 1.58 484 21.21 -985 -26.26

机 关 84 0.05 -270 -76.27 84 /

其 他 3103 1.77 572 22.60 -439 -12.39

合 计 175290 100.00 -17374 -9.02 24262 16.06

三、供给总体状况

（一） 按求职人员类别分组的供给状况

从求职人员类别情况看，本季度求职人员中本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在业人员所占比

重较大，分别为 33.78%、33.23%。与上季度相比，各类求职人员数量均有所上升，农闲时

节加之毕业季，使得本季度本市农村人员和新成长失业人员有所增长，环比分别上升 45.90%

和 43.64%。外埠人员和在学人员降幅较大，环比分别下降 29.62%和 22.58%。与去年同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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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除其他失业人员外，各类求职人员均呈下降趋势，总体下减少 9.41%，其中降幅较大的

为在学人员，同比减少 67.55%。

表 6.按求职人员类别分组的情况

求职人员类别
求职人数

（人）

所占比重

（百分比）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人）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百分比）

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

减（人）

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

减（百分

比）

失业人员 27413 33.78 12851 11.44 -3255 -10.61

其中：其他失业人员 7352 9.06 2929 44.10 233 3.27

就业转失业人员 19508 24.04 9859 2.08 -3355 -14.67

新成长失业人员 553 0.68 63 43.64 -133 -19.39

其中：应届高校毕业生 196 0.24 7 32.43 -178 -47.59

外埠人员 5110 6.30 4577 -29.62 -564 -9.94

本市农村人员 19864 24.48 6856 45.90 -448 -2.21

在业人员 26966 33.23 19958 -10.74 -330 -1.21

在学人员 1755 2.16 375 -22.58 -3654 -67.55

退休人员 41 0.05 32 -19.61 -176 -81.11

合 计 81149 100.00 44649 4.04 -8427 -9.41

（二） 按职业分组的求职人员供给状况

从职业分组情况看，本季度“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求职人数占比最高，达

到 70.12%。与上季度相比，“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求职人数进一步增长，环比

上升 12.12%，“专业技术人员”“单位负责人”环比分别下降 20.60%、18.73%。与去年同

期相比，“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呈涨势，同比分别上

升 8.10%、0.87%，“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降幅明显，同比减少 72.12%。

表 7.按职业分组的劳动力情况

职业类别
求职人

数(人)

所占比重

(百分比)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人）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百分比）

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减

（人）

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减

（百分比）

单位负责人 2270 2.80 -523 -18.73 -4 -0.18

专业技术人员 7926 9.77 -2056 -20.60 -238 -2.92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9886 12.18 135 1.38 741 8.10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56900 70.12 6151 12.12 488 0.87

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423 0.52 240 131.15 -475 -52.90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3484 4.29 -370 -9.60 -9011 -72.12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260 0.32 -429 -62.26 72 38.30

合 计 81149 100.00 3148 4.04 -8427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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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年龄分组的求职人员供给状况

从年龄分组情况看，本季度占比较高的依次为 45 岁以上、35-44 岁求职人员，比重分

别为 40.49%、35.10%。与上季度相比，各年龄段求职人员数量均有所上升，其中 45 岁以上、

35-44 岁求职人数呈涨势，环比分别上升 9.61%、5.10%。与去年同期相比，除 35-44 岁求

职人员同比增长 7.30%外，其他年龄段均有所下降，下降比例最高的为 25-34 岁年龄段，同

比减少 25.18%。从各年龄求职人员所占比重看，35-44 岁求职人员比重上升，占比由 29.64%

增长至 35.10%，25-34 岁求职人数占比同比下降，由 23.03%减少至 19.02%。

表 8.按年龄分组的求职人员情况

年 龄
求职人数

（人）

所占比重

(百分比)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人）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百分比)

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

减（人）

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减

(百分比)

16-24 岁 4368 5.38 -120 -2.67 -652 -12.99

25-34 岁 15437 19.02 -997 -6.07 -5195 -25.18

35-44 岁 28485 35.10 1383 5.10 1939 7.30

45 岁以上 32859 40.49 2882 9.61 -4519 -12.09

合 计 81149 100.00 3148 4.04 -8427 -9.41

（四） 按文化程度分组的求职人员供给状况

从文化程度分组情况看，本季度有近七成的求职人员为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与上季

度相比，初中及以下、高中求职人员呈涨势，环比分别上升 14.75%、9.86%。其他文化程度

求职人数均有所下降，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减少 627 人，下降 38.94%。与去年同期相

比，除高中学历稍有增长外，各学历求职人员均有所下降。同比各项文化程度所占比重，

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仍为公共就业服务求职人员主体，由 2021 年三季度的 35.96%上升至

40.70%。

表 9 .按文化程度分组的求职人员情况

文化程度
求职人数

(人)

所占比重

(百分比)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人)

与上季度

相比增减

(百分比)

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减

(人)

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减

(百分比)

初中及以下 22970 28.31 2953 14.75 -3274 -12.48

高中 33024 40.70 2965 9.86 812 2.52

其中：职高、技校中专 10164 12.53 -333 -3.17 -172 -1.66

大专 14322 17.65 -797 -5.27 -3071 -17.66

大学 9850 12.14 -1346 -12.02 -1926 -16.36

硕士及以上 983 1.21 -627 -38.94 -968 -49.62

合 计 81149 100.00 3148 4.04 -8427 -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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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排行榜

本季度，邮政和快递服务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环境卫生服务人员、道路运输服务人

员等十个职业供不应求，成为需求大于供给缺口最大的十个职业。

表 10.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缺口最大的十个职业

职业代码 职业名称 需求人数 求职人数 缺口数

402070000 邮政和快递服务人员 11382 415 10967

403020000 餐饮服务人员 8048 870 7178

409080000 环境卫生服务人员 15671 8731 6940

402020000 道路运输服务人员 10458 4987 5471

401020000 销售人员 12931 7654 5277

403010000 住宿服务人员 6783 1547 5236

407020000 商务咨询服务人员 6390 1170 5220

202100000 信息和通信工程技术人员 4686 595 4091

402060000 仓储人员 6824 2835 3989

4040500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4796 864 3932

五、热门职业薪酬情况

本季度，供需热门职业中间价位集中在 4000 元。企业负责人、生活照料服务人员、销

售人员最高价位在 1 万元以上，需求大于供给缺口最大的邮政和快递服务人员中间价位在

6000 元。

表 11.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热门职业薪酬情况

职业代码 职业名称
最低价位

（元/月）

中间价位

（元/月）

最高价位

（元/月）

106010000 企业负责人 2477 6000 19321

410010000 生活照料服务人员 2335 4000 11001

401020000 销售人员 2320 4000 10242

301010000 行政业务办理人员 2320 4000 8100

402020000 道路运输服务人员 2320 4000 8000

402070000 邮政和快递服务人员 2360 6000 8000

403020000 餐饮服务人员 2425 4000 7639

402060000 仓储人员 2320 4000 7583

403010000 住宿服务人员 2322 4000 6700

407050000 安全保护服务人员 2445 3400 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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