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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问答

日前，智联招聘发布了《2021年春
季重庆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重庆
地区企业春季招聘与人才求职计划在
第一季度迎来高峰。无论同比或环比
方面，重庆地区简历投递量增长都大于
就业市场招聘需求增长；从薪酬水平来
看，整体的平均薪酬水平环比上升。

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行业
竞争指数最高

《报告》显示，重庆地区竞争指数
45.6，位居全国第11名，且环比上升16，
同比则上升 4.5。从供需两端变化来
看，重庆地区简历投递数量同比上涨
108.7%，高于企业招聘需求增幅，带动
就业竞争形势加剧。

在当地排名前五位的行业中，房
地产/建筑/建材/工程行业的竞争指数
最高，达到102.8，绝对值同比上升17.3。

从供需两端来看，房地产/建筑/建
材/工程行业简历投递量同比扩张
128.2%，远高于招聘需求规模40.2%的
增速，因此竞争激烈程度较去年同期
加剧。竞争热度排在第二的是75.2的
航空/航天研究与制造行业，环保行业
以63.4的竞争指数排在第三，互联网/
电子商务行业和交通/运输行业的竞争
指数位列第四和第五。

财务、审计、税务
平均166.3人争抢一职

数据显示，重庆地
区2021年春

季竞争

指数排名前五的职位中，最激烈的职
业是财务/审计/税务，平均166.3人争抢
一职。

交通运输服务和土木/建筑/装修/
市政工程分别以138.8、103.7的竞争指
数排在其后，其中，交通运输服务的竞
争指数同比下降15.8。

行政/后勤/文秘、采购/贸易由于
求职行为扩张较招聘需求增速更快，
竞争指数均呈现同比上涨趋势，排在
靠前位置。

整体平均薪酬水平环比上升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重庆地区
2021年春季求职期的平均薪酬为8493
元/月，较上一季度薪酬上升2.9%，同比
则基本持平，在全国38个核心城市的
薪酬水平中排在第16名。

具体从薪酬分布情况来看，重庆
高薪群体的扩张带动薪酬增长，平均
月薪 8000 元以上的职位占总量的
39%，较上一季度高出3.2个百分点；薪
酬在6001~8000元/月的占23.9%，还有
29%月薪为4001~6000元。

具体行业方面，能源/矿
产/采掘/冶炼平均薪
酬 环 比 增 长

15.6%，仍以12976元/月稳居重庆十大
高薪行业之首；而农/林/牧/渔行业新
晋高薪行业榜单，平均月薪为 12854
元；再次是信托/担保/拍卖/典当行业，
较上一季度下滑一位，平均月薪为
10886元。一季度，旅游/度假、计算机
软件、政府/公共事业/非盈利机构行业
也新晋上榜，平均薪资环比增速分别
为46.7%、10.7%、6.2%。

据了解，2021年一季度，重庆地区
社会经济、民生发展势头良好。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趋势下，企业春季招聘
与人才求职计划在第一季度迎来高
峰。无论同比或环比方面，重庆地区
简历投递量增长都大于就业市场招聘
需求增长，就业市场竞争程度都有所
加剧；薪酬水平来看，整体的平均薪酬
水平环比上升，且高薪区间的占比有
所扩张。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在新的招聘
求职旺季，数字化转型的同时需要注
重组织内部结构优化；对于求职者来
说，应审时度势关注产业升级、技术迭
代等热点，专注技能提升和自我竞争
力，主动拥抱新机遇。 （本报综合）

随着疫情形势好转，复工复产加
速推进，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矛盾凸显，
制造业熟练工与高端人才紧缺，服务
业与互联网行业吸纳就业增多。专家
认为，年轻人就业观念发生转变、劳动
密集型产业转型缓慢是招工难的主要
原因。

据人社部发布的2020年第四季度
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排行情况显示，100
个“最缺工”的职业中，36个属于“生产
制造及有关人员”；短缺程度加大的34
个职业中，有16个职业与制造业直接
相关。“招工难”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
反应更不容小觑，最为基本的会影响
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纾解制造业“招工难”还需多方位
努力。如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

建立专业化人员培训机制；强化人力
资源服务，建立劳动力供需监测预警
平台；结合乡村振兴，进一步拓宽东西
部劳务协作。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要
将相关服务做到位，并有效扭转年轻
人“嫌弃”制造业“偏爱”服务业现象。

具体来看，需要在提升劳动者技
能上下足功夫。应看到，技术水平不
高、收入低是制造业工厂工人流失的
主要原因，而新兴服务行业也吸引了
更多年轻农民工的加入。正因为如
此，随着产业不断升级迭代，年轻人也
需不遗余力提高本领。有关部门和企
业可联合建立专业化人员培训机制，
从单一技能培训走向多样化培训，提
升劳动者综合素质。

还如上述提到的，结合乡村振兴，

进一步拓宽东西部劳务协作，这同样
亟待重视。比如，建立人才交流跨区
域协作机制，依托乡村振兴工作，进一
步实现东西部用工联动，将劳动力信
息采集工作细化到乡村，做到用工信
息对称，用工服务到企到人。这既可
以有效纾解部分人群求职就业难问
题，更可以满足企业用工问题。

此外，也需要用工单位依法诚信
用工，为劳动者提供舒适的工作及生
活环境。诚如有的“过来人”就表示，
工厂留不住年轻人的原因是工厂从没
有把人当作人看，在老板看来，工人就
是纯粹的工具而已。所以，企业面对

“招工难”也需要正视自身的问题，让
员工工作环境舒适、有奔头，才能够吸
引更多的人进入工厂。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
《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全国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对2021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赛事作出
统一安排。今年将组织开展一类职业
技能大赛10项、二类职业技能竞赛77
项，涉及224个职业（工种）。同时，还
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乡村振
兴职业技能大赛、全国新职业技能大
赛等专项赛事。

《通知》指出，2021年全国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的系
列重要指示和致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
赛贺信精神，以“新时代、新技能、新梦

想”为主题，着力提高职业技能竞赛科
学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坚持开放、
公平、绿色、廉洁的办赛理念，创新竞
赛形式、提高竞赛质量、推广竞赛成
果，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
评、以赛促建，为全面提高劳动者素
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
础，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
大的社会风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通知》明确，对一类职业技能大
赛各职业（工种）决赛单人赛项前 5
名、双人赛项前3名、三人赛项前2名
和二类职业技能竞赛各职业（工种）
决赛单人赛项前 3 名、双人赛项前 2
名、三人赛项第 1名且为职工身份的

选手，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核准
后，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对获
得相应名次的选手，晋升职业资格或
职业技能等级。

《通知》要求，各竞赛主办单位要
统筹考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和各
地对举办大型活动的要求，合理确定
各赛事决赛时间和举办地，制定卫生、
安全应急预案。强调各项竞赛要将公
平公正公开作为办赛的“生命线”，建
立健全竞赛全过程监督管理制度，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做到节
俭办赛、廉洁办赛，务求实效。同时，
要求各地人社部门将选手赛前培训纳
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范围，按规定落
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

《2021年春季重庆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发布

重庆平均薪酬达8493元/月

人社部将组织开展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 李桂杰

纾解制造业“招工难”还需多方努力
■ 杨玉龙

五级、六级伤残职工，可享哪
些工伤待遇？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
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
残的，享受以下待遇：1.从工伤保险
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标准为：五级伤残为18个
月的本人工资，六级伤残为16个月
的本人工资；2.保留与用人单位的
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
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
按月发给伤残津贴，标准为：五级
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0%，六级伤残
为本人工资的60%，并由用人单位
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
社会保险费。伤残津贴实际金额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用人
单位补足差额。

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该职工
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
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政务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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