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沪从业人员分布最多的十大行业

行业大类

制造业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

建筑与装潢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房地产业

住宿和餐饮业

2016年6月末
就业人数（万人）

116.90

89.34

66.00

43.87

22.79

21.02

19.01

17.03

10.56

10.39

从业人数同比增幅最大的五个行业

行业小类

专业技术服务业

零售业

批发业

房地产业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2016年6月末
就业人数（万人）

15.64

12.67

53.33

10.56

27.19

同比增加
（万人）

7.58

3.71

2.47

1.20

1.15

行业小类

专用设备制造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2016年6月末
就业人数（万人）

9.73

4.05

5.41

9.36

13.05

同比减少
（万人）

1.29

1.17

1.00

0.81

0.81

从业人数同比减幅最大的五个行业

来沪从业人员企业类型分布

单位性质

私营
有限责任
外商投资
港澳台
国有
股份制
个体
城镇集体
其他

2016年6月末
就业人数（万人）

154.03
131.03
74.82
23.44
16.93
16.61
7.03
5.72
6.86

占比
（%）
35.29
30.02
17.14
5.37
3.88
3.81
1.61
1.31
1.57

去年同期占比
（%）
36.31
29.09
17.60
5.53
3.73
3.66
1.64
1.53
0.90

来沪从业人员就业所在地分布

区县
浦东
黄浦
闵行
嘉定
松江
徐汇
静安
宝山

单位就业人数（万人）
93.15
42.67
39.06
35.76
32.51
28.94
26.80
22.20

区县
青浦
奉贤
普陀
杨浦
长宁
虹口
金山
崇明

单位就业人数（万人）
20.37
18.12
17.66
16.02
15.98
12.20
10.27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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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16 年 6 月末，在本
市办理就业登记的来沪从业人员
共443.38万人，同比增加21.55万
人，增幅5.11%。其中，办理单位就
业登记的来沪从业人员共 436.48
万人，同比增加20.32万人。尽管，
办理就业登记的人数仍呈继续增加
的趋势，但2016年上半年，首次在
沪就业的来沪从业人员为45.53万
人，同比减少了 3.47 万人，减幅
7.08%。除单位就业外，办理灵活就
业登记的来沪从业人员6.9万人，同
比增加1.23万人。

数据指出，截至6月末，从产业
分布特点来看，单位就业的来沪从
业人员中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占
比为66.92%，继续呈上升趋势。近
年来，随着本市加速产业结构调整
布局，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外迁，
就业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
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从业人数
占比有所下降，从 2013 年上半年
末 的 约 占 四 成 下 降 到 目 前 的
32.98%。

从行业分布来看，服务业从业
人数持续增长。其中，按照数据的
变动情况，以专业技术服务为代表
的现代服务业和以批发零售业为代
表的传统服务业同比增幅居前，而
制造业等行业的从业人数同比则出
现一定程度减少。

从企业类型的角度出发，私
营、有限责任制企业仍是吸纳就业
的主力军。私营企业的来沪人员
就业人数最多，但是所占比例较去
年同期有所下降。其他类型企业
的从业人数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
变化不大。

此外，来沪从业人员的平均年
龄达 32.24 岁，同比增长 0.46 岁。
其中，21-30岁年龄段仍然是来沪
就业人数集中年龄段，占比达到
45.92%。而按照户籍来源地的分布
特点，安徽、江苏、河南、四川、湖北
等长江流域的省份仍然是来沪从业
人员的主要户籍来源地。来沪就业
的所在地主要分布于浦东、闵行、嘉
定等近郊区。

2016年上半年本市来沪人员就业情况数据分析出炉

来沪从业人员已成上海发展生力军

来沪从业人员年龄分布

户籍来源地

据市统计局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末，上海
外来常住人口数量已达981.65万，约占常住总人
口数量的40%。目前，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来沪从
业人员数量与户籍人口几乎等量齐观，来沪从业
人员已成为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
力量。 青年报见习记者 赵颖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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