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十三五”时期广东就业人员情况，指

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十三五”时期 就业情况



“十三五”时期，广东省委、省政府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出台积极的就业政策，强化政策协同和机制创新，形成就业规模

扩大、就业结构优化、工资水平提高、就业质量提升的良好局面，

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支撑作

用。

一、“十三五”时期广东劳动就业情况

（一）就业总量持续增长，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十三五”时期，全省上下围绕经济稳中有进的工作目标，

通过实施就业补贴、缓解社保缴费压力、扶持创新创业等举措，

着力帮助企业缓解面临的发展困境和压力，助力企业稳定发展，

稳定就业和促进新增就业，全社会就业人口总量保持稳定增加。

特别是 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省就业面临巨大压

力，省委、省政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强化

就业优先政策，把就业列为“六稳”“六保”之首，推出减负稳

岗扩就业一系列政策举措。随着各项稳就业政策落地见效，就业

形势逐步回稳向好。2020 年末，广东全社会就业人员总量

7201.99 万人，比 2015 年增加 560.25 万人，增长 8.4%，平均每

年增加 112.05 万人，年均增长 1.6%；城镇调查失业率运行在较

低水平，全年平均保持在 5.45%的水平。“十三五”时期，五年

累计新增城镇就业人数 717.26 万人，占全国 10.9%，城镇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 3.5%以内。



图 1 “十三五”时期全省就业人员增长情况

（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新业态就业人员快速增长。

“十三五”以来，在就业总量相对稳定的同时，就业结构不

断优化，就业人员中从事第一、第二产业的人员向第三产业转移。

2020 年，全省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为 1274.03 万人、

2468.38 万人和 3459.58 万人，与 2015 相比，第一、二产业就

业人员分别减少76.23万人和129.89万人，分别下降5.6%、5.0%；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大幅增加 766.38 万人，增长 28.5%。分产业

就业比重看，全省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分别占 17.7%、34.3%

和 48.0%，与 2015 年相比，第一、二产业占比分别回落 2.6 个、

4.8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提高 7.4 个百分点。



图 2 “十三五”时期全省分产业就业人员变化情况

“十三五”时期，现代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产业转型升级步

伐加快，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在内

的传统行业用工减少或增速放缓，而现代服务业用工快速增长。

与 2015 年比，2020 年，制造业就业人员下降 8.6%，建筑业，批

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就业人员分别

增长 19.4%、19.8%、15.6%和 9.6%。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

人员分别增长 63.4%、74.6%、58.8 和 76.9%。从占比看，2020

年全省制造业就业人员比重为 28.3%，比 2015 年回落 5.3 个百

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为 2.5%、2.9%、

5.1%和 2.1%，比 2015 年分别提高 0.9 个、1.1 个、1.6 个和 0.8



个百分点。

（三）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行业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十三五”时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劳动者报酬的长期、

合理、稳步提高，着力维护广大劳动者权益，采取有力措施提高

劳动者工资收入。尤其是 2020 年，在面对经济运行方面的压力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省委、省政府出台政策措施，

减轻企业经营负担，实现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收入稳定增长。2020

年，广东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08045元，与 2015

年相比增加 42257 元，年均增加 8451 元，年均名义增长 10.4%；

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67302 元，比 2015 年增

加 22464 元，年均增加 4493 元，年均名义增长 8.5%。2020 年，

广东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比全国平均水平

(97379 元)高 10666 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比全

国平均水平（57727 元）高 9575 元。目前，在统计的 19 个行业

门类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超过 10 万元的行业超过一

半，有 10 个。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93867 元，

采矿业 175206 元，金融业 172070 元，分别是全省平均水平的

1.8 倍、1.6 倍和 1.6 倍。

在年平均工资增长的同时，省内行业间的工资差距呈现出逐

步缩小的发展态势。城镇非私营单位行业最高的工资与最低的工

资比由 2015 年的 4.37：1 缩减到 2020 年的 3.92：1。



图 3 “十三五”时期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四）就业人员素质明显提升，劳动保障不断加强。

人口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劳动力素质的关键，提高人口素质是

从人口红利迈向人才红利的重要基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2020 年，全省 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中，每 10 万人口中

拥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 22421 人，是 2010 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96 倍；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 10.92 年，

比 2010 年提高 0.92 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0.17 年。

随着有关劳动者的各项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人群

不断扩大，保障能力不断增强。2020 年，全省参加城乡基本养

老保险人数 7528.31 万人，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

离退休）4873.04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655.27 万



人；参加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0960.37 万人，其中参加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 4547.50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6412.87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由 2015 年的 2930.13 万人增

加到 2020 年的 3603.43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由 3122.72 万

人增加到 3866.66 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由 3081.80 万人增加

到 3799.78 万人。

二、“十四五”时期促进广东就业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展望“十四五”，全省就业总量依然庞大，劳动力资源依然

丰富，同时劳动力供给还面临劳动人口老龄化、新业态就业机遇

挑战并存、促进就业的环境更加复杂等挑战，妥善应对就业问题

仍是长期任务。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这为“十四五”时期的就业工作指明了方向。全省上下要按照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推动创

业带动就业，不断提升就业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中的就

业愿景。

（一）夯实稳就业基础，努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

提升就业质量，促进充分就业。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

划，完善下岗失业人员、异地务工人员、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

业支持体系，健全就业困难人员托底帮扶机制，确保零就业家庭

动态“清零”。进一步拓宽稳就业、保就业政策的覆盖面，密切



跟踪就业政策落实服务落地实施情况，加大政策宣传和执行力

度，提升群众对于就业政策的知晓度。

（二）注重改善就业结构，壮大新动能培育就业新增长点。

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集成创新

和融合运用，加快培育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数字经济产业，加快改

造传统产业，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培育更多

的经济和就业新增长点。优化创业创新环境。深入实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促进创业带动就业。进一步完善创业服务机制，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创业。健全创业带动就业和多渠道灵活就业机

制，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三）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着力改善劳动力供给。

切实提高职业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调整高等院校学科教

育与职业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大调整学科结构力度。

积极开展创业培训、指导和服务，重点引领、扶持劳动者在各类

服务业以及新兴产业中创业带动就业。通过优惠扶持政策、改善

创业服务，提高创业成功率。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改善公

共就业服务。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探索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

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长效机制。持续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断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和居民之间的



收入差距。深化薪酬制度改革，健全工资决定和工资增长机制，

完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完善市场评价

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健全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

的新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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