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才市分析

受经济复苏和年中大促的影响，实体经济和线下
消费回暖，招聘需求增多，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
进步，二季度全省招聘市场呈现出持续回暖趋势。
2023年二季度，中国海峡人才市场通过网络招聘、现
场招聘会、报纸招聘等方式，共在全省发布提供
515509个需求职位数，登记求职者达580510人，求人
倍率0.89︰1。与一季度相比，本季度需求职位数和
登记求职者均环比下降，降幅分别为8.94%%和21.9%；
与去年同期相比，本季度需求职位数和登记求职者分
别上涨56.82%和52%。数据表明，二季度全省人才市
场呈回暖向好趋势，但供求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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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10行业提供53.8%需求职位数

二季度人才需求较旺盛的前 10个行业（见图1）
依次是：教育/培训/科研院所（7.95%）、医疗/美容保
健/卫 生 服 务 业（7.47%）、互 联 网/电 子 商 务 业
（6.75%）、生产/制造/修饰加工业（5.76%）、纺织品业
（5.56%）、金融业（5.09%）、机械制造/机电设备/重工
业（4.16%）、建筑/装潢业（3.99%）、计算机业（3.68%）
和批发零售业（3.38%）。前 10名行业为整个就业市
场提供了53.8%的需求职位数。

图1

教育/培训/科研院所需求上涨，以 7.95%的需求
占比高居榜首。需求排名前 10的行业中，与一季度
相比，排名前三的行业：教育/培训/科研院所、医疗/
美容保健/卫生服务业和互联网/电子服务业，需求分
别上涨13.58%、65.26%和2.76%；其余7个行业需求均
下降，尤其是纺织品业降幅达 34.39%，但需求依然相
对旺盛，列居榜上第5位。

与去年同期相比，榜上 7个行业需求上涨，其中
金融业需求上涨最大，涨幅高达 142.34%；3个行业需
求下降，其中建筑/装潢业需求降幅较大，下降
43.67%。

本季度制造业、与房地产相关行业对人才需求，
环比、同比均呈下降趋势。

●TOP10职业需求同比全线上涨

二季度需求较旺盛的前 10名职业（见图2）依次
是：普工/技工（9.21%）、销售（7.50%）、管培生/储备干
部（3.88%）、工程开发技术人员（3.29%）、医生/药剂师
（2.70%）、机械设计/制造（2.59%）、餐饮服务（2.17%）、
客户服务（1.92%）、财务（1.89%）和中小学教师
（1.57%）。前 10 名职业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达
36.73%。

图2

需求排名前10的职业中，与一季度相比，中小学
教师、医生/药剂师、餐饮服务、客户服务和销售的需
求职位数分别上涨 71.54%、69.73%、10.13%和 6.56%；
机械设计/制造、财务、工程开发技术人员、管培生/储
备干部和普工/技工的需求职位数则分别下降23.9%、
22.51%、16.47%、16.11%和7.6%。

与去年同期相比，需求排名前 10 的职业全线
上涨。

●大专需求占比近“半壁江山”

在需求学历层次分布上，本季度用人单位对大专
学历需求最多，占比为 48.31%（见图3）；其次是本科
学历，占比 21.57%；其余依次是中专/中职（14.81%）、
中专/中职以下（13.00%）、硕士研究生（1.88%）、博士
（0.43%）。

图3

●沿海地区需求占比逾七成

在需求地区分布上，省内地区职位需求占总需求
的 98.74%，省外占 1.26%。省内各设区市按职位需求
大小依次为：福州、厦门、莆田、泉州、漳州、三明、南
平、宁德、龙岩。其中沿海地区需求占比高达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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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历求职者超六成

在求职者学历层次分布上，本科学历求职者最
多，占比为 61.88%；其次是大专学历，占比 27.79%；其
余依次是：硕士研究生（4.76%）、中专/中职（4.62%）、
中专/中职以下（0.84%）、博士（0.11%）。与上季度相
比，本季度本科学历求职者减少 6个多百分点，大专
学历求职者增加7个多百分点。

●大量应届毕业生涌入市场

在求职者的工作年限分布上，有“10年以上”工作
经验的最多，占比达 67.21%；其次是“0-3年”，占比
21.13%；其余的依次是：“4-6 年”的占 5.86%，“6-10
年”的占5.80%。与上季度相比，“0-3年”的求职者增
加近2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大量应届毕业生涌入市
场找工作。

●求职者主要向沿海城市流动

在人才求职意向地区分布上，省内地区按求职人
气高低依次是：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宁德、三
明、南平、龙岩（见图4）。沿海城市因经济恢复势头相
对强劲、就业机会多，得到更多求职者的青睐。

图4

●职能类职业竞争日趋激烈

人才求职意向前 10名职业（见图5），依次是：财
务（4.29%）、行政（3.33%）、工程管理（2.56%）、人力资
源（2.17%）、文员/助理（2.1%）、中小学教师（1.76%）、
软件研发（1.08%）、工程开发技术人员（1.08%）、医生/
药剂师（1.08%）和电商运营（0.94%）。前 10名职业求
职人气占比为 20.38%。其中，财务、行政、工程管理、
人力资源、文员/助理等职业竞争日趋激烈；中小学教
师的求职人气也大增，成为供求两旺的职业。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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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美容保健/卫生服务业毕业生需求多

二季度，毕业生需求较多的前10名职业（见图6）
依次是：管培生/储备干部、主播、美容师、销售、物流
专员/助理、产品经理、解决方案工程师、护士、生产技
术员和市场专员。

图6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需求较旺盛的前 10 个行业
（见 图 7）依 次 是 ：医 疗/美 容 保 健/卫 生 服 务 业
（11.19%）、建筑/装潢业（6.97%）、生物工程/制药/环
保业（6.75%）、电力/能源/矿产业（6.39%）、计算机业
（5.73%）、批发零售业（5.36%）、电子/微电子技术业
（5.21%）、互联网/电子商务业（4.7%）、生产/制造/修
饰加工业（4.38%）和教育/培训/科研院所（4.02%）。
前10个行业毕业生需求占毕业生需求总量的60.7%。

图7

综合毕业生需求行业、职业排行榜来看，本季度医
疗/美容保健/卫生服务业对毕业生需求最多，尤其是美
容师和护士职业。海峡人才网的数据显示，该行业用人
单位对这两个职业学历要求不高，一般只要求中专/中
职以上学历，但侧重于要求专业技能和学习能力。

●本科毕业生成市场供求主力

在毕业生需求学历层次分布上，用人单位对本科

学历毕业生需求最多，占 49.74%，较上季度减少近 9
个百分点；其余依次是：大专学历（39.55%）、硕士研究
生（4.37%）、中专/中职（3.97%）、中专/中职以下
（2.28%）、博士（0.09%）。

二季度求职毕业生中，本科毕业生最多，占比
65.95%，较上季度减少近 14个百分点；其余依次是大
专（25.78%）、硕 士 研 究 生（6.72%）、中 专/中 职
（1.28%）、博士（0.15%）和中专/中职以下（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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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原因刺激教培业人才需求

从行业看，二季度，金融业、教育/培训/科研院
所、医疗/美容保健/卫生服务业需求职位数同比增速
位居行业榜前三（见图8），分别达到142.34%、91.88%、
69.49%。

图8

海峡人才网的数据显示，二季度高居榜首的教育/
培训/科研院所，其需求职位总数中，中小学教师的需
求占比高达64.35%，招聘月薪中位数高达7000元；在
学历要求上，本科及以上学历需求占比达53.04%。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K12教培企业逐步转型、职
业教育相关利好政策发布，兼之今年以来疫情过去，教
育/培训业市场逐渐复苏，主要源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技能人才缺口大，职业技能培训需求提升。
据人社部、工信部公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
显示，中国制造业 10大重点领域 2025年人才缺口接
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企业对员工的职业技
能水平要求不断提升，将进一步拉动对职业技能培训
的需求。

二是职业考试培训需求较为稳固。近年来，考公
热不断攀升。2023国考报名总人数达250万人，创历
史新高。与此同时，十年来教师资格证报考人数增长
超 65倍，跃升至今年的 1144.2万人次。这对职业考
试培训机构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

三是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需求持续旺盛。继“双
减”政策后，考虑到众多家长需求，教育部联合民政
部、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关于将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的通知》，进一步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明确培训机
构取得办学许可证后，到相关部门登记为民办非企业
单位法人，依法依规可开展补习培训活动。这样既可
有效杜绝培训机构乱收费，也可满足家长对孩子的教
育需求，还能减轻家长的教育支出压力。

教育/培训/科研院所行业的复苏发展，也极大刺
激了该行业人才需求。

●医卫健康类、零售业人才需求上升

值得关注的是，医疗/美容保健/卫生服务业以
7.47%的需求占比，位居二季度行业需求排行榜第 2
名。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居民对于医药医疗
服务需求上升，同时，国家政策给予大力支持，为该行
业带来良好发展前景。海峡人才网的数据显示，该行
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中，医生/药剂师需求占比
42.06%，护士需求占比23.81%，美容师需求占比8.2%，
康复师需求占比8%。

批发零售业以 3.38%的需求占比，从一季度的榜
上无名跃升至二季度的榜上第10名。疫后消费复苏
仍在延续，线下实体经济活跃度提升，生活性服务业
恢复明显，得益于“五一”、“520”、端午节、母亲节、父
亲节等节日消费，以及“6.18”年中大促，居民消费和
企业福利市场均有所提振，从而使该行业人才需求占
比进位，其需求职位数同比增速达43.14%，排名第四。

●互联网企业招聘重点转向校招

此外，互联网/电子商务业需求职位数同比增长
35.01%，排名第五。去年受到疫情和经济双重影响，
互联网企业面临行业紧缩，许多企业为了保证正常运
作，选择裁员。根据国外一家第三方机构统计的数据
显示，2022年全球有930家互联网及科技公司裁员超
过 14万人。但与此同时，这些互联网公司又宣布诸
如“今年将扩大校招名额”等扩招消息。互联网企业

“一边裁员，一边招人”，这其中主要是因为企业招聘
重点从社会招聘转移到校招。

一家互联网公司的HR表示，他们在新阶段的招
聘方向已经发生变化，通过社招或猎头引进来招聘员
工的方式将减少，重点是内部培训和选拔。内部培养
的目的是，通过一次次部门轮转，新人更熟悉公司各
种业务活动，适应公司发展需求，对公司也会更加忠
诚，与企业现有的业务适配性更高。此外，就性价比
而言，校招比社招更“实惠”。

因此，互联网行业今年以来需求职位增长，主要
集中在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需求上。

●线下服务类职业需求明显上涨

从职业看，二季度线下服务类职业的需求职位数
同比增速较高。其中，中小学教师、餐饮服务需求职
位数同比增速最高（见图9），分别达188.38%、89.19%。

图9

二季度居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接触型、聚集
型的服务性消费增长较快，带动餐饮服务等职位需求
明显上涨。本季度餐饮服务需求持续上涨，以 2.17%
的需求占比，列居职业需求排行榜第8位。餐饮服务
相关职业中，除了服务员外，厨师、茶艺师、烧烤师傅、
面点师、烘焙师等职位需求也均有所增长。同时，许
多餐饮企业为了尽快招到员工，采取放宽招聘条件、
提升福利的措施。海峡人才网的数据显示，餐饮企业
招聘对员工的工作年限和学历要求较为宽松，超七成
企业不限制工作年限，92.3%的企业在招工时没有学
历要求。在福利方面，餐饮企业普遍会提供包吃住。

此外，经济恢复持续回暖，各行各业中对销售类、
客户服务类人才的需求也广泛增长，二季度销售、客
户服务职业的需求职位数同比增速分别达 62.16%、
39.71%，分居职业增速榜第四、五位。

●民营企业释放大量管培生/储备干部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管培生/储备干部的需求职位数
同比增速高达 85.79%，高居榜上第三位（见图9）。海
峡人才网的数据显示，该职业的职位需求主要来源于
金融、批发零售、快消、物流等行业企业。其中，民营
企业展现出蓬勃生机和创新活力，作为社会就业的重
要“蓄水池”，释放出大量针对毕业生的新增岗位，对
管培生/储备干部职位需求增长尤其强劲。本季度民
营企业需求占比较上季度增长5.5个百分点。二季度
入市招聘的用人单位中，民营企业最多，占68.87%（见
图10），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

图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回暖，经济基本面的增长也
带动了就业的复苏。虽然总体就业形势向好，但 24
岁以下青年失业率首破20%，压力依然较大。对于今
年的毕业生就业而言，较为有利的因素是随着疫情结
束，经济陆续恢复，不少行业的用人需求增长。

放眼目前的就业市场，一方面是企业用人需求增
大却招不到人，另一方面是毕业生找不到适合的工
作。招聘难与就业难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这
背后与经济结构转型、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信息不
对称等因素密切相关。

综合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对应届毕业生的具体要
求，我们发现，相较于专业技术水平，一般用人单位更
看重应届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如学习能力、沟通能力、
抗压能力、为人处世能力。因此，就业专家建议毕业
生，应紧跟就业市场趋势，及时转变自己的就业观，提
升综合素质，抓住就业机会尽早尽快就业。

促进更高质量就业，背后离不开政府、高校、企业
和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努力。为缓解毕业生供需结构
性矛盾，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都相继推出促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支持举措，政策保障持续发力，多
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千方百计拓展就业岗位，形成
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的合力。

●普工/技工需求依然最旺盛

二季度需求最旺盛的职业，依然是普工/技工，以
9.21%的需求占比稳居职业需求排行榜榜首。

海峡人才网的数据显示，我省智能制造业（机械
制造/机电设备/重工业、生产/制造/修饰加工业、纺
织品业等）需求职位中，普工/技工需求占比较大，这
也是近年来普工/技工职业一直稳居职业需求排行榜
榜首的原因所在。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逐渐渗透制造业，企业对于普工/
技工的需求也从量的需求，转变为对质的需求，普工/技
工岗位对人才学历、技术等综合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但让企业感到棘手的是，具有一定专业基础、学
历在中专及大专以上的技术工人也很难招，既有相对
专业的知识背景，又具一线作业经验，还懂得一点数
字化知识的技术型人才，更是少之又少。

目前，企业一般有两条招工路径：一方面从外部招
聘；一方面内部培养为主，从现有的员工中选出有发展
潜能的人才作为储备。一般这类员工进入工厂后主要
从工艺员、维修员等岗位做起，也是作为班组长的人才
储备。同时，建立员工技能矩阵，动态掌握所有员工技
能变化，为员工培训认证计划安排提供数据参考。

对企业来说，培养一名技术工人需要花更多的时
间和成本。但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表示，即使难也要
继续在这上面花心思，这是市场的大趋势。

适应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具有创新意识、掌握新技
术新技能，是新产业工人需要具备的重要特质。这也是
企业内部培养和院校培育相关技能人才的主要方向。

（本文数据由中国海峡人才网提供，如需转载，须
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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