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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 2023 年第 3季度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
昆明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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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人社部通用

分析模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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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供求总体情况

从总体情况看，本季度内需求总人数 72221 人，登记求职

总人数 40766 人，求人倍率为 1.77。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与

上季度环比、与上年度同期同比均有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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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21 20.64% 27.19% 40766 11.42% 23.81%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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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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5.8%和 83.3%。需求人数与上季度环

比、与上年度同期同比，第三产业有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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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0.88% 12.06% -32.19%

第二产业 11445 15.85% 1.77% 7.78%

第三产业 60144 83.28% 25.16% 32.97%

合计 7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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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需求人数

占比 15.2%、批发和零售业需求人数占比 11.6%、制造业需求人

数占比 10.3%、，为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前四个行业。绝大部分

的需求人数与上季度环比均有不同幅度增加；需求人数与上季

度环比、与上年度同期同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

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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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增幅巨大且需求人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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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 1.50% 8.63% -26.19%

其中，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450 0.62% 4.17% -15.73%

采矿业 317 0.44% 77.09% -7.85%

其中，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135 0.19% 8.00% -10.60%

制造业 7432 10.29% -8.05% -4.82%

其中，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728 1.01% -9.11% -33.76%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848 1.17% 43.49% -40.66%

建筑业 3711 5.14% 11.81% 62.1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942 15.15% 33.44% 30.6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5966 8.26% 16.27% 52.86%

批发和零售业 8371 11.59% 9.40% 16.86%

住宿和餐饮业 3896 5.39% 33.47% 85.26%

金融业 2340 3.24% 42.68% 91.80%

房地产业 2481 3.44% 60.06% 78.8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151 5.75% 15.11% 64.79%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630 0.87% 8.43% 54.0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566 2.17% 98.73% 34.77%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4778 20.46% 39.93% 53.94%

教育 1652 2.29% -34.47% -58.30%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498 0.69% -7.78% 74.1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388 1.92% 56.31% 17.13%

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172 0.24% 43.33% 1.78%

国际组织 0 0.00% / /

合计 7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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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需求

的比重达 98.9%，其中内资企业需求占比达 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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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

分的需求人数与上季度环比、与去年同期同比，均有不同幅度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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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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12 98.88% 19.94% 26.68%

其中：内资企业 66666 93.35% 19.55% 31.29%

国有企业 2355 3.30% 13.44% 11.56%

集体企业 2589 3.63% 74.81% 44.80%

股份合作企业 1641 2.30% 572.54% 180.51%

联营企业 424 0.59% 25.07% 25.07%

有限责任公司 35903 50.28% 4.03% 24.42%

股份有限公司 12855 18.00% 81.62% 47.30%

私营企业 5868 8.22% 5.86% 18.47%

其它企业 5031 7.05% 12.02% 47.11%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4 0.03% 2300.00% -44.19%

外商投资企业 1827 2.56% 51.37% 34.54%

个体经营 2895 4.05% 12.65% -30.92%

事业 156 0.22% 97.47% 56.00%

机关 12 0.02% -20.00% 100.00%

其他 641 0.89% 179.91% 110.86%

合计 7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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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人数与上季度环比除办事人员

和有关人员均有不同幅度增加；求职人数与上季度环比除第一

产业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第二产业生产制造及有关人

员均有不同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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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 1.57% 56.47% 88.70% 2095 5.14% 74.00% 62.40% 0.53

专业技术人员 8750 12.12% 29.42% 13.71% 6571 16.12% 15.10% 32.88% 1.33

办事人员和有关

人员
8149 11.28% -14.79% 7.88% 8099 19.87% 3.85% 19.75% 0.97

社会生产服务和

生活服务人员
21204 29.36% 56.33% 37.26% 11802 28.95% 31.88% 24.01% 1.70

农林牧渔业生产

及辅助人员
2488 3.44% 23.41% -6.33% 1498 3.67% -29.51% 22.99% 1.57

生产制造及有关

人员
20998 29.07% 29.08% 29.08% 4993 12.25% -41.11% -0.20% 3.69

其他 9496 13.15% -13.41% 44.80% 3301 8.10% 61.73% 22.94% 2.63

无要求 / / / / 2407 5.90% 747.54% 59.83% /

合计 72221 100.00% / / 40766 1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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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6需求大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 20个职业看，营销员、

保卫管理员、家政服务员、保安员、其他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

为供需缺口数最大的前五个职业。

表 6.需求大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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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销员 4-01-02-01 4586 1354 3232 3.39

保卫管理员 3-02-02-01 2440 657 1783 3.71

家政服务员 4-10-01-06 2639 889 1750 2.97

保安员 4-07-05-01 2021 586 1435 3.45

其他住宿和餐饮服务人

员
4-03-99 2494 1244 1250 2.00

保洁员 4-09-08-01 1890 701 1189 2.70

信托业务员 4-05-05-01 1574 603 971 2.61

装卸搬运工 4-02-05-01 925 308 617 3.00

理货员 4-02-06-02 672 116 556 5.79

保险代理人 4-05-03-01 804 257 547 3.13

其他农业生产人员 5-01-99 621 171 450 3.63

辅警 3-02-02-02 792 403 389 1.97

保育师 4-10-01-03 765 384 381 1.99

餐厅服务员 4-03-02-05 709 358 351 1.98

其他生产辅助人员 6-31-99 624 330 294 1.89

会计专业人员 2-06-03-00 892 620 272 1.44

智能楼宇管理员 4-06-01-04 300 50 250 6.00

采购员 4-01-01-00 294 48 246 6.13

信息通信营业员 4-04-01-01 2294 2062 232 1.11

商品营业员 4-01-02-03 346 136 210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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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7需求小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 20个职业看，后勤管理

员、其他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装配式建筑施工

员、其他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社会团体负责人为供需缺口数

最大的前五个职业。

表 7.需求小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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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勤管理员 3-01-02-08 586 1558 972 0.38

其他农、林、牧、渔业生

产及辅助人员
5-99-00 86 702 616 0.12

装配式建筑施工员 6-29-01-06 162 623 461 0.26

其他生产制造及有关人

员
6-99-00 1602 1980 378 0.81

社会团体负责人 1-04-02-00 682 1025 343 0.67

初级中学教师 2-08-02-03 141 476 335 0.30

其他批发与零售服务人

员
4-01-99 3004 3265 261 0.92

仓储管理员 4-02-06-01 281 453 172 0.62

无人机驾驶员 4-02-04-06 32 182 150 0.18

打字员 3-01-02-05 235 372 137 0.63

幼儿园教师 2-08-03-00 196 330 134 0.59

村务和社区工作者 3-01-04-01 3 92 89 0.03

婴幼儿发展引导员 4-10-01-01 386 458 72 0.84

电力电气设备安装工 6-29-03-08 128 196 68 0.65

房地产经纪人 4-06-02-01 200 266 66 0.75

其他文化和教育服务人

员
4-13-99 34 96 62 0.35

其他金融服务人员 4-05-99 145 203 58 0.71

急诊护士 2-05-08-03 5 60 55 0.08

外科护士 2-05-08-04 5 60 55 0.08

文职人员 7-04-00-00 41 92 51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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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与求职缺口情况可以看出，目前市场岗位需求量大的

仍集中在第三产业社会服务业，以简单型服务岗位居多，高新

技术型岗位及熟练技工类岗位严重匮缺；另一方面单一技能的

求职者仍占多数，难以满足新形势、新业态下的用工需求。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劳动者对就业预期逐步

提高，特别是 95后、00后劳动者大量进入人力资源市场，慢就

业、缓就业现象增多。传统产业吸纳就业能力有限，新材料、

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大健康、文创等新兴产业

还没有形成完整产业链，吸引人才、解决就业作用还不明显，

当前时期就业结构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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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人员、本市农村求职人员、外地户籍求职人员所

占比重较大，其中，随着毕业季的到来，应届高校毕业生占新

成长失业青年比重近一半。与上季度环比、与上年度同期同比，

应届高校毕业生求职人数有巨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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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1 32.60% 102.82% 71.06%

其中：应届高校毕业生 6523 49.08% 260.59% 169.21%

失业人员 16168 39.66% -0.11% 12.58%

在业人员 1392 3.41% -68.67% -47.75%

退休人员 126 0.31% 110.00% -24.55%

在学人员 111 0.27% 33.73% -46.89%

本市农村求职人员 4309 10.57% -12.84% -1.17%

外地户籍求职人员 5369 13.17% 24.25% 58.10%

合计 40766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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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聘、应聘条件分析

1. 性别

从性别的求职状况对比看，与上季度环比、与上年度同期同

比，求职人数均有不同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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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52 55.81% 9.04% 29.62%

女 18014 44.19% 14.56% 17.17%

合计 40766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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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龄

从年龄的供求状况对比看，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与上季

度环比、上年度同期同比，16-34 岁年龄段均有不同幅度增加。

需重点关注青年群体尤其是应届高校毕业生求职者的供求状

况、帮助解决其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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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6 18.20% 21.67% 10.91% 7160 17.56% 9.23% 29.95% 1.90

25-34岁 38460 53.25% 29.75% 61.59% 16738 41.06% 13.66% 15.95% 2.36

35-44岁 14032 19.43% 7.62% 0.96% 10154 24.91% -0.37% 24.62% 1.45

45岁以上 3907 5.41% 9.62% -26.00% 6714 16.47% 31.26% 38.89% 0.65

无要求 2676 3.71% -4.97% 37.37% / / / / /

合计 72221 100.00% / / 40766 1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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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程度

从文化程度的供求状况对比看，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与上

季度环比、与上年度同期同比，绝大部分均有不同幅度增加。

大学、大专学历的高校毕业生供求数量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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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1 12.70% 5.41% -13.55% 8308 20.38% 8.91% 15.79% 1.16

高中 20874 28.90% 37.89% 59.43% 13547 33.23% 10.19% 18.56% 1.60

其中：职高、

技校、中专
12413 59.47% 48.09% 63.59% 5374 39.67% -10.21% -7.10% 2.40

大专 20298 28.11% 31.17% 53.96% 9762 23.95% 4.51% 24.18% 2.14

大学 18095 25.06% 14.41% 35.55% 8647 21.21% 25.65% 42.81% 2.15

硕士以上 1299 1.80% 25.75% 12.08% 502 1.23% 13.06% 22.44% 2.65

无要求 2484 3.44% -32.94% -53.90% / / / / /

合计 72221 100.00% / / 4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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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7 15.02% 36.03% 41.62% 5559 13.64% 59.06% 45.75% 2.45

职业资格四级(中
级技能)

5230 7.24% 5.59% -3.56% 1674 4.11% 4.36% -23.60% 3.63

职业资格三级(高
级技能)

2328 3.22% -4.28% -11.92% 542 1.33% -35.63% -11.73% 4.80

职业资格二级(技
师)

832 1.15% 5.99% 26.64% 138 0.34% -16.36% 245.00% 6.53

职业资格一级(高
级技师)

4408 6.10% 572.98% 658.69% 2516 6.17% 2576.60% 19253.85% 2.25

初级专业技术职

务
25119 34.78% 23.62% -0.02% 14198 34.83% -0.50% -6.25% 2.27

中级专业技术职

务
2442 3.38% -34.32% -52.55% 1119 2.74% -23.77% -39.12% 2.68

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
524 0.73% -20.12% 32.66% 2318 5.69% 758.52% 134.62% 0.73

无技术等级或职

称
/ / / / 12702 31.16% -11.68% 53.33% /

无要求 20491 28.37% 11.53% 123.92% / / / / /

合计 72221 100.00% / / 40766 100.00%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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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等级的供求状况对比看，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与上

季度环比、与上年度同期同比，大部分均有不同幅度增加。随

着技能培训及技能提升的深入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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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昆明市“稳就业、保就业”系列

政策措施的持续推进，相较于 2021、2022年的人力资源市场供

求状况已持续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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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届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本市农村求职人员、外地

户籍求职人员几类重点求职人群的求职情况走势来看，失业人

员求职需求占比较大；同时，本季度应届高校毕业生求职人数

增幅较大，外地户籍求职人员的求职人数也呈平稳增长趋势，

需要进一步做好重点求职人员的就业创业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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