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主办单位/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出版单位/青年报社 ■社址 ／上海市闸北区梅园路 77号 �■社长/李学军 �■主编/谢庆甫 ■邮编 ／ ２００070 ■总机 ／ ０２１—61176117 ■网址/www.why.com.cn
■编辑部电话 ／61177876 ■发行部电话 ／61177866 ■广告部电话 ／61177871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0420080052 ■零售价 ／1.50元 ■本期 16版 ■每周广播电视报社印刷厂承印 地址/古浪路 451号

本报上周五 14 点付印

编
辑

郭
颖

2012

年4

月23

日

/

生
导
报

学
习
周
刊·

职
场

上海市统计局近日公布了 2011
年上海市职工平均工资统计数据，
其中，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51968 元，
与 2010 年的 46757 元相比 ， 增加
5211 元，同比增长 11．1％。

数据显示，2011 年，上海全市从
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52655 元，与
2010年的 47478元相比，增加了 5177
元，同比增长 10．9％。在岗职工年平均工

资为 53402元，与 2010年的 48867元
相比，增加了 4535元，同比增长 9．3％。

分行业看，金融业，电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从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最高 ， 分别为
167173 元、99457 元和 95958 元。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住宿
和餐饮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最低， 分别为 23242

元、30439 元和 31765 元。
从三大产业看， 第三产业从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最高，为 60341 元；
第一产业平均工资最低， 为 31765
元；第二产业平均工资为 44598 元。

职工工资是指工资、奖金、津贴
和补贴、 加班加点工资等所有工资
性收入。 一般来说，实发工资数约为
统计的应发工资数的 80％。

本市近日举行了扶持失业青年就

业“起航”计划启动仪式暨首场招聘活
动。

近年来，本市城镇登记失业青年人
数及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2011 年底，城
镇登记失业人员中，35 岁以下青年约 8
万人，约占登记失业总人数的 30%。 全
市失业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青年群体

的总量约在 2 万人左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网专门针

对失业青年启动了专项网上调查。截至
目前约有 1400 多名失业青年参与调
查，失业青年最倾向于网络求职，他们
求职时最注重的是 “工资福利待遇”和
“上班的远近”。 同时，青年人自己认为
的主要求职障碍在于“岗位薪资低于自
己的期望”。在本次调查中，失业青年在
被问及“家长对您求职的影响”时，选择
“几乎完全包办或干预较多 ” 的约占
12.8%。

杨浦、宝山等 8 个区级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及近 60 家用人单位， 在活动现
场提供千余个岗位，当天，4 名“起航导
师”代表与 4 名长期失业青年现场签订
“一对一”指导服务协议。

在招募“起航导师”方面，目前，人
保部门已确定了首批 100 名 “起航导
师”。从即日起，还将在社会上聘用一部
分了解职场需求、具备较强沟通能力的
企业经理、人事主管、专家学者等热心
促进青年就业的相关人员。

今后，企业职工可自主
选择当年度补贴培训目录

内的培训项目，在经认定可
承担补贴培训任务的社会

培训机构参加社会化培训，
鉴定合格的可按规定享受

培训费补贴，补贴经费直接
拨付给职工本人。 日前，上
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本市
企业职工职业培训工作的

实施意见 》 及相关操作办
法，并于 4 月 1 日起实施。

新政惠及面扩展到本

市所有有职工培训需求的

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涵
盖了凡在企业工作的本市

户籍劳动者和外省市来沪

从业人员。 最高补贴标准为
1900 元/人。

市教委近日发出通知：为提高本市
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就业能
力和创业能力， 经与 2012 年上海市职
业技能竞赛组委会研究， 决定 2012 年
在上海高等职业院校开展职业技能竞

赛活动。 此次高职学生“大比武”共为
四个项目：机械类（数控加工）、汽车类
（汽车维修）（汽车营销）、护理类和经济
类（外贸），相关专业的高职学生将在两
个月的时间里一分高下。

2011年上海职工
年平均工资近 5.2万元

四成职场人望 2012年薪酬涨 30%
关注职场人的生存和发展， 智联招聘推出了职场人 2011 年整体满意度调查及 2012 年

整体期待调查。 在为期一个月的调查中，共有 8000 余名职场人参与了调查。

本市扶持
失业青年“起航”就业

本市高职学生
将开展“大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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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职场人
心理情绪得分最低

2011 年职场人的满意度
较低于 2010 年， 仅三成人表
示比较满意或满意，有四成人
没有明确的满意度判断，认为
自己这一年的状况一般，还有
三成人对自己 2011 年整体状
况并不满意， 给了自己一个
“不及格”的分数。

具体来看，职场人对自己
2011 年哪方面的表现最不满
意呢？ 调查显示，超五成职场
人最不满意的是自己的前途

发展，比例为 47.62%。
2011 年最令职场人不满

意的方面，心理情绪突破历年
的数据，排在了第二位，比例
达到了 21.14%。 而薪酬状况
排在了第三位 ， 比例仅为
16.95%。

2011 年， 人们获取信息
的方式发生着更迭，越来越公
开透明。 2011 年诸多事件的
曝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职场人心理情绪。人们在如何
正确处理信息的吸收与过滤，
以及如何正确调整心理状况

等方面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进

行磨合。

半数职场人

2011年没有获得加薪
调查显示，职场人 2011 年的

薪酬满意度较低， 其中仅两成职
场人对薪酬状况表示非常满意 ，
为自己打了一个漂亮的 5 分。

尽管职场人对这一年的薪酬

状况满意度较高 ， 然而仍然有
54.8%的职场人在 2011 年没有获
得加薪。 对 2012 年的薪酬期望上
涨幅度， 调查显示职场人普遍持
谨慎乐观的态度 ，30.67%的职场
人表示期望自己在 2012 年有
10%—30%的涨幅 ，24.19%的职场
人薪酬期望涨幅在 30%-50%以
上。 总体来看，四成职场人期望薪
酬有 30%以上的涨幅， 具体比例
为 41.33%。

职业顾问表示， 薪酬固然是
一份工作重要的考虑因素， 但却
并不是衡量工作好坏的唯一标

准。 如果认为目前的薪酬确实低
于本身的工作价值，专家表示一是
希望职场人对目前工作做一个总

结和思考， 通过完整的工作方案，
在恰当的时候向领导提出加薪要

求。二是如果从长远角度来考虑该
职位确实有不错的晋升空间，建议
职场人可以有所忍耐，努力提高工
作能力以待更好的发展。

2011年职场人
仅有 26.35%表示快乐

调查显示，职场人对自己身体
状况整体较为满意。 只有不到两成
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表示不满意，
整体好于往年水平。调查显示，2011
年职场人的整体心情得分较低，表
示快乐的仅有 26.35%。 职场人不快
乐的原因除了工作压力大以及薪酬

带来的失落感（比例分别为 22.67%和
22.10%）外，来自时代的压力也成为了
导致人们心情糟糕的重要原因。

21.71%的人希望
2012年有一份好工作

调查数据显示 ，2011 年职场
人对职业发展的满意度较为平均。
整体满意度水平并不高，超过三成
职场人对自己 2011 年的职业发展
表示不满。

新的一年，职场人在职业发展
方面都有哪些期待呢？ 调查显示，
22.34%的人期待能够得到个人能
力等多方面的成长，得到更多的锻
炼机会。 20.95%的职场人希望自己
在 2012 年获得加薪 ，21.71%的人
希望能够拥有一份好工作，这可能
是对目前工作略有不满或是失业

人的首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