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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眼下招聘市场行情怎么
样？哪些行当最缺人？

11月1日，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发布 2022
年 第 三 季 度 全 国“ 最 缺
工”的 100 个职业排行。
其 中 ， 营 销 员 、 车 工 、
餐 厅 服 务 员 、 快 递 员 、
保洁员、保安员、商品
营 业 员 、 家 政 服 务 员 、
客户服务管理员、焊工
等职业位列前十。

该排行是由中国就
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组
织102个定点监测城市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收集
汇总 2022 年第三季度人
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较
为紧张的招聘、求职需
求职业岗位信息，综合
考量岗位缺口数量、填
报城市数量等因素，经
加工汇总整理形成。

哪些类别的职业缺
人现象最集中？

根据最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
大典，中国现有职业共
分八大类，总数为 1639
个。此次公布“最缺工”
的100个职业中，超七成
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
人员”和“社会生产服
务和生活服务人员”两大
类，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部分工种缺工现象比较
集中。

看制造业，与第二
季度相比，缺工状况持
续，技术工种岗位缺工
较为突出。铆工、锻造
工、模具工等职业新进

“最缺工”100 个职业排
行，车工、焊工位列排
行 前 十 ， 电 机 制 造 工 、
仪器仪表制造工、汽车
生产线操作工等缺工程
度较二季度有所增加。

制造业技术工种缺
工现象，也直接反映了
技能人才的缺口。中国
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
员吴帅认为，当前就业领域的矛盾突出表现为“就
业难”与“招工难”并存。其中，“招工难”主要体现为
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短缺。人社部此前发布
的数据显示，高级技师求人倍率达到3.11，即3个多
岗位才有1个符合条件的求职者。

吴帅认为，中国技能人才队伍结构呈现“四多四
少”的特征：初级工多、高级工少，传统技工多、现
代型技工少，单一型技工多、复合型技工少，短训速
成的技工多、系统培养的技工少。“提高劳动者技能
是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吴帅说。

再看服务业领域，营销员今年以来一直高居
“最缺工”100个职业的榜首。排名靠前的还有商品
营业员、市场营销专业人员等。为什么这些岗位总
缺人？有分析认为，这些岗位招工门槛相对较低，
且收入一般与业绩挂钩，工作稳定性相对较弱、压
力较大，同时，一些企业建立的淘汰机制也会加
剧人员的快速流动，容易出现这些岗位经常缺工
的情况。

此外，本期排行显示，物流及运输行业缺工程
度有所增加，邮政营业员、道路客运服务员新进排
行，快件处理员、道路货运汽车驾驶员、装卸搬运
工等职业缺工程度加大。

据人社部近日发布的三季度就业数据，1至9月
城镇新增就业 1001万人，三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均值为5.4%，比二季度下降0.4个百分点，就业形
势总体稳定。

多位专家同时表示，作为拥有 14亿多人口的发
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着不小的就业总量压力，而

“最缺工”职业排行，则将就业领域中存在的供需矛
盾清晰体现出来。对企业来说，如何进一步增强岗
位的吸引力？对劳动者来说，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
素质？对政府来说，如何做好服务，为劳动就业提
供更大空间和更多选择？多方合力解决，才能让“招
工”与“求职”更好匹配起来。

坚守主业稳中求进

哪些行业的上市公司业绩表现好？哪些上市公司利润
增长快？

分行业看，19 个国民经济门类行业中，11 个行业
前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
增长超 40%。

光伏、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业绩亮眼。
光伏产业链随着产能释放，硅料、硅片、组件公司频现百
亿订单，各环节开工率均有所提升，光伏上市公司普遍维
持高景气，通威股份、晶科能源等多家上市公司前三季度
净利润同比翻倍。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出口创历史新
高。产业链公司比亚迪、金力永磁、恩捷股份前三季度净
利润同比增203%、95%、84%。受益于下游高景气度，动
力电池产业链公司呈现繁荣景象，天齐锂业、宁德时代营
收同比增536%、187%，净利润同比增2705%、115%。

值得一提的是，实体类上市公司营收增速持续高于金
融类，第三季度非金融上市公司营收同比增长9%。

扎扎实实做好主业，成为不少实体类上市公司实现稳
健经营的重要法宝。

从需求侧看，上市公司普遍强调掌握市场动态。内蒙
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乳制品企
业之一。前三季度，伊利股份实现营业收入超 930 亿元，
同比增长10.42%。伊利股份董事会秘书邱向敏说，国内乳
制品行业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企业正积极推出多样化产
品矩阵，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细分需求。

从供给侧看，打造差异化优势成为多家上市公司的选
择。深圳市富安娜家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型家
居企业。前三季度，尽管企业营业收入下降 0.36%，但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实现了3.24%的同比增长。“公司
的产品个性化强，今年的新品赢得了经销商的一致好
评。”富安娜董事会秘书龚芸说，作为行业龙头，企业更
关注如何利用独特的优势去争取市场份额，实现持续稳健
增长。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说，中国的
上市公司往往是各行各业和所在产业链上的关键性企业，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从上市公司‘三季报’
来看，今年前三季度上市公司整体表现较为稳健，不少身
处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实现了较为显著的营
收增长甚至利润增长。这是来之不易的成绩。”董登新对
本报记者说。

研发投入明显增长

培育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是经济高
质量发展必须具备的微观基础。“三季报”显示，上市公
司研发投入、研发强度都有明显提升。

前三季度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达0.94万亿元，同比增长
20%。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增速分
别为 32%、54%、43%，研发强度分别为 4.59%、8.68%、
4.30%。三个板块中，宁德时代、迈瑞医疗等15家公司研
发投入在 10 亿元以上，191 家公司研发强度超 20%，271
家公司研发投入同比增速逾 50%。前三季度创业板、科
创板、北交所上市公司资本开支同比分别提升 17%、
42%、64%。

研发立身、苦练内功成了不少企业的发力点。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科创板上市公司，
主要从事电子内窥镜设备及内窥镜诊疗手术耗材研发、生
产和销售。前三季度，澳华内镜实现营业收入 2.81亿元，
同比增长22.55%。在澳华内镜总经理顾小舟看来，目前公
司规模较小，研发投入增加容易引起利润波动。但有了过
硬的产品，企业的营收才会有长远保障。“公司前三季度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21.19%，比上年同期增加
5.81个百分点。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力度，不断提
升竞争优势。”顾小舟说。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31.23 亿元，同比增长 101.96%，已超越去年全年。主营
业务上台阶的背后，是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的巨大投入：
过去 6年，赛力斯累计研发投入超 100亿元，研发投入长
年占营收的10%以上。赛力斯规划战略总部副部长张有洪
对本报记者说，赛力斯目前在汽车整车、电驱动、智能互
联等领域取得了多项技术创新成果，有力支撑了企业发
展。“未来，企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靠科技创新和产品研
发驱动高质量发展。”

“短期看，不少上市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或许会减少当期
利润和报表表现。但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
企业苦练内功必将为长期发展攒足后劲。”董登新说。

上市公司“国际范儿”更足

上港集团、宁波港、青岛港前三季度合计集装箱吞吐
量 8668 万标箱，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在肝癌
领域的全球Ⅲ期临床已顺利达到试验终点，利扬芯片完成
全球首颗北斗短报文SoC芯片的测试方案开发并进入量产
阶段……今年前三季度，上市公司在国际舞台中的表现也
愈发抢眼。

一方面，上市公司目光向外，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今
年第三季度，钢材市场销售价格下跌，原料端价格降幅远
低于销售端降幅，考验钢铁企业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的能力。“公司通过稳定产销、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提
质降本增效，有效对冲市场不利因素，三季度实现归母净
利润微利。”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辉说，为
应对铁矿石市场价格高位波动存在的不确定性，首钢构建
内部市场化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相关资源一体
化运作，积极开展贸易矿采购、进口矿波段采购，从而降
低采购成本。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格局更大，主动参与全球竞
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前三季
度，国内汽车企业出口汽车211.7万辆，超过2021年全年
出口量。海外市场的畅销，直接体现在车企的业绩上。
长安汽车“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长安汽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近 69 亿元，同比增幅超过 130%。在
长安汽车国际销售服务公司副总经理尹童看来，中国汽
车如今在电动化、电气化、智能化方面的优势日益突
出，在海外市场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2021年，长安汽
车出口突破了 10万辆，今年全年出口有望突破 15万辆。”
尹童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海外业务成为上市公司“三季报”的亮
点，这是值得关注的信号。“上市公司‘国际范儿’更足，原

因在于中国产业正在持续升级的进程中，中国企业的比较
优势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方向升
级，进口议价能力、出口产品的档次和质量都在不断提
高。”崔凡说，庞大的国内市场培育了这些企业，为其研
发创新活动提供支撑，进而促其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表
示，上市公司“三季报”稳中有进的表现，不仅充分体现出
中国实体经济复苏情况，而且反映了中国产业链所具有的
强大韧性和升级潜力。“未来，随着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中国经济复苏态势有望进一步巩固，上市公司也将释放更
大的发展带动效应。”赵锡军对本报记者说。

4945家上市公司前三季度共实现营业总收入52.37万亿元，同比增长8.51%——

上市公司“三季报”释放哪些信号
本报记者 王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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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运行情况是观察

中国经济的窗口之一。中国上

市公司协会近日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截至 2022年 10月 31

日，沪深交易所和北交所共有

4945 家公司披露三季度报告，

前三季度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52.37 万亿元，占 GDP 总额的

60.18%，同比增长 8.51%；实

现净利润4.75万亿元，同比增

长2.46%。总体来看，尽管面临

多重压力，但上市公司前三季

度依然交出了一份来之不易的

成绩单。

宋 博制图 （新华社发）宋 博制图 （新华社发）

本报上海电（记者沈文敏） 11月4
日，中国石化与壳牌、宝钢股份、巴
斯夫在沪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四方
将开展合作研究，在华东地区共同启
动中国首个开放式千万吨级CCUS（二
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推动
华东地区现有产业脱碳，打造低碳产品
供应链。该项目将引领国内CCUS产业
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CCUS，即二氧化碳捕集、利用
与封存，通过从工业排放源中捕集二
氧化碳并加以利用或注入地质构造封

存 ， 以 实 现 二 氧 化 碳 减 排 的 过 程 。
CCUS 是一项具有大规模减排潜力的
技术，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技术组成
部分。

该项目将长江沿线钢材厂、化工
厂、电厂、水泥厂等工业企业的碳
源，通过槽船集中运输至二氧化碳接
收站，用距离较短的管线再把接收站
的二氧化碳输送至陆上或海上的封存
点，为华东地区长江沿线工业企业提
供灵活、有效的一体化二氧化碳减排
方案。

本报大连电（记者胡婧怡） 11月 1日，
辽宁红沿河核电站核能供暖示范项目正式
投运供热。作为东北地区首个核能供暖项
目，该项目可惠及当地近2万居民。

红沿河核电站核能供暖示范项目以大
连市瓦房店红沿河镇为试点，规划供热面
积 24.24 万平方米，最大供热负荷为 12.77
兆瓦，利用红沿河核电站汽轮机抽汽作为
热源，替代原有的 12 个燃煤锅炉房。项目
新建一次管网近 10 公里，二次管网 5.7 公
里，新建换热站4座。

据测算，红沿河核电站核能供暖示范

项目投产后，每年将减少标煤消耗 5726
吨，减排二氧化碳 1.41 万吨、烟尘 209 余
吨 、 二 氧 化 硫 60 余 吨 、 氮 氧 化 物 85 余
吨、灰渣 2621 吨，将有效改善供暖区域
大气环境，环保效益显著。作为目前国
内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站，红沿河
核电站年度发电量可达 480 亿千瓦时，约
占辽宁省全社会用电量的 20%。与同等规
模燃煤电厂相比，红沿河核电站等效于每
年减少标煤消耗约 1452 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约 3993 万吨，相当于种植 10.8 万公顷
森林。

东北首个核能供暖项目正式投运东北首个核能供暖项目正式投运中国首个开放式千万吨级CCUS项目启动

10月11日，海南省海口市某汽车基地的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在新能源车生产线上作业。 袁 琛摄 （人民视觉）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镇启动“招聘会进社区”
活动，打通服务群众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图为日前，
该社区工作人员向居民介绍企业用工情况。

胡朝群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