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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中心发布了《乐业报告》系列之《上海市制造
业企业用工状况报告》，以上海市劳动用工登记备案数据为基础，研究分析了2012-2017年上
海制造业在劳动用工方面的特征、变化和趋势。

调查显示，2017年3月，上海制造业登记就业人员平均每月的工资收入为5816元，登记就
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合理增长。上海就业稳定程度不断提高。此外，在沪纺织、服装等
行业登记就业人数降幅较大，汽车、医药、信息技术等行业仍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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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就业人数小幅震荡下行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家

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吸纳就业的重要
渠道，关系到人力资源市场的稳定与
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提
出了“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上海

“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提出制造业增
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要力争保
持在25%左右。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3月上海
制造业登记就业人数为189.8万人，
环比减少1.0%，同比减少5.3%。从近
年来的变化趋势看，总体呈现震荡下
行的趋势。制造业登记就业人数占
上海登记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也从
2012年3月的28.4%，下降到2017年
3月的21.2%，制造业对于吸纳就业
的贡献有所下降。

专家分析指出，上海制造业登记
就业人数的减少，既有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性因素，
也有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技术进步
的客观性影响。从世界范围内的经
验来看，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的制造业基本上都经历了一段为期
二三十年左右的高速成长期，此后则
由一味追求数量增长转向更加注重
质量提升，就业人数和所占比重持续
下降，劳动者的收入和产品的附加值
则一路走高。据此预计，上海制造业
登记就业人数未来仍将保持小幅震
荡下行的态势。

外省市来沪人员数量减少
外省市来沪人员的情况来看，制

造业登记就业人数中的外省市来沪
人员共110.3万人，与五年前同期水
平相比累计减少14.8万人，下降幅
度为11.8%。

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制造业登记
就业人数中的外省市来沪人员，
95.4%在 2017年春节后的第二个月
底前返回上海继续从事制造业生
产。从近几年的变化来看，这一比例
总体保持上升趋势，这表明外省市来
沪人员节后回流的速度在加快，春节
因素对制造业稳定生产的影响有所
降低。

专家分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经历
了重大的变革，劳动力的流动性显著
增强，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上海城市人
口构成的实际组成部分。近年来，上
海持续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
等化，外省市来沪人员的劳动保障权
益得到切实保障，就业环境不断改
善。在回家过年这件事情上，来沪人
员“回家的少了，回去的晚了，返回上
海早了”，相当一部分来沪人员甚至
选择留在上海过年，就业稳定程度也
不断提高。

汽车、医药等行业仍增长强劲
从制造业的行业细分情况来看，

纺织服装、服饰业的登记就业人数从
2012 年 同 期 的 13.8 万 人 下 降 至
2017 年 3 月 的 6.4 万 人 ，降 幅 为
53.6%；纺织业的登记就业人数则由
7.8 万人下降至 4.3 万人，降幅为
44.9%。纺织、服装行业登记就业人
数的下降幅度，远远高于制造业登记
就业人数的总体下降幅度。

在制造业登记就业人数总体下
降的形势下，汽车制造业登记就业人
数由2012年同期的14.2万人上升到
2017 年 3 月的 16.8 万人，增幅为
18.3%；医药制造业由4.1万人上升
至4.4万人，增幅为7.3%；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则由27.2万
人上升至27.5万人，增幅为1.1%。

专家分析指出，新世纪以来，中
国正在成为世界汽车制造工业的集
聚中心，汽车产业蓬勃发展。与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汽车保有率仍有较大
差距，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和消
费结构的升级，我国汽车消费仍有较
大的增长空间，汽车产业正在进入快
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期。特别是“互联
网+”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所引发的
产业变革，正在形成新的生产方式、
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
据此预计，上海汽车制造业登记就业
人数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创造更多
的就业岗位。

登记就业人员的素质不断提高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3月，上

海制造业登记就业人员中，大专以上
学历的约占23.0%，同比上升1.2个百
分点，与五年前同期水平相比上升
5.8个百分点，近年来总体呈现上扬
趋势。这表明上海制造业企业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劳动者，从业人
员的素质不断提高。

专家分析指出，制造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核心在于创新，创新的关键在
于人才，只有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制
造业中来，制造业的发展才有希望。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生产一线职工
的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整体而言相
对不高，导致行业吸引力不强。近年
来上海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驱动发展的思
维深入人心，制造业已不再是人们传
统观念中所谓“脏乱差”的形象，行业
吸引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高学历
人才从事制造业，将成为行业发展的
新常态。

就业稳定程度不断提高
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制造业登记

就业人员的平均就业期限为30.4个
月，与 2012 年同期相比上升 8.6 个
月；平均年龄为36.7岁，比2012年同
期高 1.7 岁，高于全行业总体水平
0.4岁。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制
造业登记就业人员的就业稳定程度
不断提高，平均年龄也有所上升。

专家分析指出，劳动经济学研究

的成果表明，30至45岁是劳动者生
产效率最高的阶段，上海制造业从业
人员的年龄结构总体上处于较为合
理的区间。制造业是一个市场化程
度较高的行业，从业人员工作经验的
积累和沉淀，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
产品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上
海制造业登记就业人员就业稳定程
度的提高，既有利于提高劳动者个人
专业技能、职业经验的积累储备，也
有利于企业保持生产经营的稳定性。

未来发展趋势总体向好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3月，上

海制造业登记就业人员平均每月的
工资收入为5816元，2012年以来年
均增长幅度为 14.1%，既高于同期

GDP的增长幅度，也高于全市职工社
会平均工资的增速。

专家分析指出，随着本市产业结
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制造业持续转型
升级，对于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技
能水平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从业人员
的收入水平也相应的水涨船高。同
时，随着本市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
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状况也发生了
变化，愿意从事制造业的劳动者逐年
减少，客观上拉升了这类行业的月薪
水平。上海制造业登记就业人员工
资水平的合理增长，客观上有利于帮
助企业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人才，也有
利于调动职工的劳动生产积极性，从
而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行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

人数减少、素质提高、效率升级

上海制造业发展趋势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