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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年就业状况报告出炉
关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在沪就业青年中
四成来自苏浙皖

随着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推进，在沪就业青年中四成来自苏浙
皖，在沪登记就业人数共131.7万人。这是青年报记者从7月3日上海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乐业报告》
系列之《上海市青年就业状况报告（2019）》中了解到的。在沪就业的青
年人群都有哪些“长三角一体化”特点？青年就业人群对就业岗位是否
满意？16—35岁青年就业数据有话说。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统计数据显示，从事第三产业的
青年397.7万人，约占81.4%，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长1.8万人，增幅为0.4%；
与2013年同期相比增长51.7万人，
增幅为14.9%。从事第二产业的青年
90.7万人，约占18.6%，与去年同期相
比减少8.1万人，减幅为8.2%；与2013
年同期相比减少 35.7 万人，减幅为
28.2%。

从近年来的变化趋势看，从事第
二产业的青年持续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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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观
念变化和技术进步的客观性影响。随
着上海“五个中心”建设进程的不断加
快和经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优
化，预计从事第二产业的青年人数和
所占比重未来仍将保持小幅震荡下行
的态势，具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型、技能
型青年劳动者的需求还将不断增加。

随着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推
进，制度性的、系统性的成果开始批量
出现，长三角地区人们的就业、学习、生
活的一体化进程也不断加速。统计显
示，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等长三角地区
的来沪青年，在沪登记就业人数共
131.7万人，约占在沪登记就业的来沪
青年总人数的41.9%，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2.2万人，增幅为1.7%；与2013年
同期相比增长23.7万人，增幅为21.9%。

其中安徽户籍的来沪青年在沪登
记就业的数量最多，为66.3万人，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0.8万人，增幅为
1.2%；与2013年同期相比增长8.4万
人，增幅为14.6%。其次是江苏户籍
的来沪青年，在沪登记就业的人数为
51.7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0.9
万人，增幅为1.8%；与2013年同期相
增长10.3万人，增幅为25.0%。

人才如同“螺丝钉”在长三角一体
化建设过程中起着一定作用。

记者了解到，近十年，由上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江苏省人社厅、浙江省人社厅、
安徽省人社厅每年合力主办，上海市
人才服务中心、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江苏省人才流动服务中心、浙江省人
才市场、安徽省人才服务中心承办长
三角地区人才交流洽谈会。在2018
年长三角地区人才交流洽谈会活动现
场，苏、浙、皖、沪人社厅（局）共同签署
了《三省一市人才服务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总体聚焦“人才服务协同计
划”“人才流动合作计划”“人才发展推
动计划”三大行动计划整体推进。

近年来上海不断增强“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先后出
台了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助力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发展环境。

值得关注的是，具有硕士及以上
研究生学历的青年登记就业人数为
37.7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6万
人，增幅为13.8%；与2013年同期相比
增长17.8万人，增幅为89.4%。所占比
重也由2013年同期的4.2%，增长到当
前的7.7%，几乎翻了一番。上海正吸
引着越来越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
劳动者选择在上海工作、生活、发展。

从上海16-35岁登记就业人员
的学历结构来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的291.9万人，约占59.1%，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12.0万人，增幅为4.3%；
与2013年同期相比增长80.9万人，增
幅为38.4%。

按户籍分类的统计数据显示，当
前在本市登记就业的上海户籍青年
179.1 万人，与去年同期的 193.1 万
人 相 比 减 少 13.9 万 人 ，减 幅 为
7.2%。随着上海户籍人口结构的变
化，老龄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攀升，劳动
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劳动力有效供给
不足，这是上海户籍青年登记就业人
数下降的首要原因。

为了深入研究上海青年就业的总体
规模、结构特征、流动规律和变化趋势，
以2013年至今的上海市就业登记信息
为基础，结合部分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分
析了16-35岁的上海青年就业状况。

上海市就业登记信息系统的统计
数据显示，当前在本市登记就业的
16-35岁青年共有493.8万人，与去年
同期的500.6万人相比减少6.8万人，
减幅为1.4%；与2013年同期的481.3
万人相比增加 12.5 万人，增幅为
2.6%。从所占的比重来看，16-35岁
的青年约占全市登记就业人数的
48.7%，可谓是为上海人力资源市场贡
献了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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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从业青年人数减少

统计数据显示，在沪登记就业的
16-35岁青年2018年全年平均月薪
为 7342 元，与上年相比增长了 743
元，增长幅度为 11.3%。2013 年以
来，上海青年登记就业人员的平均月
薪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年均增长
11.6%。

从青年劳动者与面上全体劳动者
月薪水平的比较情况来看，青年人的
平均月薪略低于2018年上海市职工
月平均工资7832元，但其增长幅度则
明显高于同期社平工资的平均增长幅
度9.2%。据此，相关专家预计，上海青
年的月薪水平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
态势，并逐步缩小与社平工资的差距。

相关职场专家指出，无论是用人
单位还是劳动者，都应该全面、理性地
看待薪资待遇，如果青年求职者对薪
酬的心理期待过高，不但会增加求职
的时间和成本，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企业稳定经营、扩大生产的积极性，
最终反而可能损害青年自身权益。

平均月薪

16-35岁青年平均月薪超7千

就业满意度是劳动者基于工作内
容、工作环境、劳动强度以及薪资收
入、晋升空间等相关因素的主观认识
和情感体验，对其本人当前就业岗位
作出的综合性评价，是衡量就业质量
的重要指标之一。上海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中心组织开展的专
项调查结果显示，16-35岁青年的就
业满意度指数为145.8，与上年度调
查结果相比上升了1.1点，高于上海
市总体就业满意度144.6共1.2点，处
于“比较满意”区间。

调查对象中，表示对当前就业岗
位“非常满意”的约占23.8%，表示“比
较满意”的约占68.8%，两者合计约占
92.6%，与上年度相比提高1.7个百分
点；对当前就业岗位“不太满意”或“非
常不满意”的约占1.8%，与上年度相
比下降0.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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