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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中期上海市青少年发展状况指标监测报告》发布

近六成常住青少年非沪籍 闲暇时间少了做公益时间多了

在职青年参加社会保险比例提高
青少年权益保护公共服务数

量旨在了解上海青少年维权服务

的开展情况，主要通过“ 市青保办

未 成 年 人 权 益 保 护 受 理 数 ”和

“ 1 2355青少年公共服务平台服务

人数”来反映。

根据市青保办的统计，市青保

办共办理和处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

保护的案例数量是3747件，比“ 十

一五”期末（ 3089件）增加了21%。

根据团市委的统计，1 2355青

少年公共服务平台共为1 66362人

次提供服务，比“ 十一五” 期末

（ 78305人次）增加了1 1 2.5%。

另外监测显示，上海在职青年

参加一项及以上社会保险的比例

为97.50%，比“ 十 一 五 ” 期 末

（ 97.29%）提高了0.21 个百分点；上

海失业青年参加一项及以上社会

保险的比例38.80%。与“ 十一五”期

末相比较，在职青年参加医疗保

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

险的比例均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此外，根据市综治办委托零点公

司的统计，上海青年安全感综合评价

指数为82.43分（ 总分为1 00分），比

“ 十一五”期末（ 83.45分）减少了

1.02分，但仍保持历史较高水平。

每年参加社会公益时间增加
据市人大的统计，人大代表中青

年的比例为2.09%；根据市政协的统

计，政协委员中青年的比例为0.74%，

均与“ 十一五”期末大体相当。

据市委组织部的统计，上海青

少年中党员比例为5.24%，与“ 十

一五”期末持平。根据团市委的统

计 ， 上 海 青 少 年 中 团 员 比 例 为

1 5.39%， 比“ 十 一 五 ” 期 末

（ 1 5.07%）提高了0.32个百分点。

另外，监测结果显示，上海青

少年年均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时

间为30.59小时，比“ 十一五”期末

（ 21 .91 小时）增加了8.68个小时。

从性别来看，男性青少年年均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时间（ 34.64小

时） 多于女性青少年（ 26.64 小

时）。从群体来看，在学青少年年

均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时间相对较

多（ 47.31 小时），在职青年相对较

少（ 25.49小时）。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上海青少

年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以单位或组

织的安排为主；同时，仅有1 9.2%的

受访者表示可能会在NGO等社会组

织领域中就业或创业。

周均业余学习时间有所增加
监测显示，上海青少年周均业

余学习时间为7.97小时，比“ 十一

五”期末的7.91 小时增加了0.06小

时，日均业余学习时间为1 .1 4小

时，比“ 十一五”期末的1 .1 3小时

增加了0.01 小时。从性别来看，女

性 青 少 年 日 均 业 余 学 习 时 间 为

1 .1 5小时，比男性青少年多了0.02

小时。从群体来看，在学青少年日

均业余学习时间相对较多，为2.05

小时，在职青年相对较少，为0.98

小时。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上海新增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 5.6年，

比“ 十一五”期末增加了1 .5年；其

中，男性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

限为1 5.5年，女性新增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为1 5.7年。

根据市教委的统计，上海普通

高等学校在校生中的留学生比例

为8.05%，比“ 十一五”期末的7%增

加了1 .05个百分点。

[教育学习]

[参与融合]

[维权及犯罪预防]

沪上基层团组织增加了三成
根据团市委的统计，上海基

层团组织共有671 86个，比“ 十一

五”期末的50069个增加了1 71 77

个。根据市社团局的统计，目前，

上海已经注册的青年社会组织共

有338个，比“ 十一五”期末的284

个增加了54个。根据市民政局和

市社区青少 年 事 务 办 的 联 合 统

计，上海每1 0万名青少年拥有的

青少年事务社工人数为1 0.06人，

比“ 十一五”期末的7.38人增加了

2.68人。

2009年7月，市联席会议办公

室、团市委、市社区办专门成立课

题组，研究制定《 上海市青少年发

展“ 十二五”规划》，并于2012年4

月正式面向社会发布。《 规划》围

绕“ 让青少年生活有更好憧憬”的

主题，着力促进上海青少年在公民

素养、身心健康、教育学习、就业创

业、参与融合、维权及犯罪预防等

六大领域优先发展。

本次监测历时一年，通过相关

部门提供数据和社会调查两种途

径，建立上海青少年发展状况基础

数据库。问卷调查以上海14-35周

岁常住青少年为调查对象，实际抽

取4500位青少年，回收4090份有效

问卷，有效率91%。其中男女性别

比为1:1；在职青年占56.2%，在学

青少年占30.6%，其他青少年占

13.2%。

[政策与服务]

[背景]

每周工作时间延长 8成月薪不到7000元

青年创业更加活跃
青年创业活跃程度主要通过

青年创业活动率和未来一年内青年

意向创业活动率两个指标来衡量。

根据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的统计，上海青年的创业活动率为

1 1 .7%，比“ 十一五”期末（ 9%）提

高2.7个百分点。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1 2.9%的受访者有过创业的经

历。根据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

统计，上海未来一年青年意向创业

活动率为1 6.5%，比“ 十一五”期末

（ 1 4.1 %）提高2.4个百分点。

此外，根据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的统计，上海城镇登记失业人

员中的青年比例为26.5%，比“ 十一

五”期末（ 29.3%）降低2.8个百分点。

月均收入分布区间更集中
监测结果显示，32.8%的本市

在职青年月均收入在3001 -5000

元之间，23.9%的在职青年月均收

入在1 621 -3000元之间 ，20.6%的

在职青年月均收入在5001 -7000

元之间，1 8.8%的在职青年月均收

入在7000元以上。

总体来看，上海在职青年月均收

入主要集中在1 621元-7000元之间，

与“ 十一五”期末相比较，在职青年

月均收入的分布区间更加集中。

在社会兼职方面，8.6%的上海

青年有社会兼职（ 含第二职业），

比“ 十一五”期末（ 2.7%）增加了

5.9个百分点。

每周平均工作42.38小时
监测结果显示，上海在职青年

的周均工作时间为42.38小时，比

“ 十一五”期末有所增加。其中，男

性 在 职 青 年 的 周 均 工 作 时 间

（ 43.08小时） 多于女性在职青年

（ 41 .67小时）。

青年劳动力职业流动频次比

“ 十一五”期末有所降低。在过去三

年内，没有跳槽的受访者为60%，跳槽

一次的受访者为26%，跳槽两次的受

访者为1 0%，跳槽三次及以上的受访

者为4%。与“ 十一五”期末相比较，跳

槽的受访者减少了3个百分点。

[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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