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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力资源的定义

人力资源又称劳动力资源或劳动力，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处于劳动年龄、

未到劳动年龄和超过劳动年龄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和。

一、人力资源的界定

第一节 人力资源信息采集标准

第二章 人力资源信息采集



2.人力资源的特征

生物性 时代性 能动性 商品性 时效性 连续性 再生性

第二部分 信息管理
第二章 人力资源信息采集



3.人力资源的构成

人力资源的构成可按人力资源的数量结构、利用状态、文化程度、年龄、城

乡、性别等分组。

适龄就业
人口

老年就业
人口

失业人口 就学人口 家务劳动
人口

军队服役
人口

其他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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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业人员的定义

就业人员是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从事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并取得合法劳

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

二、就业人员的界定

劳动报酬达到和超过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的，为充分就
业。

劳动时间少于法定工作
时间，且劳动报酬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标准，本人愿意
从事更多工作的，为不充分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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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业人员的分类

（1）按组织机构类型划分，可分为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和其他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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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就业去向划分，可分为单位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劳务输出就

业、公益岗位就业等就业人员。

（3）按产业划分，可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

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等。

第三产业除第一、二产业外的其他行业，共15个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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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失业人员的定义

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工作能力、无业且要求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人员。其中，

虽然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但劳动报酬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视同失业。

三、失业人员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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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就业转失业人员、没有就业
经历（新成长劳动力）的失业人员。

可分为大龄失业人员、小龄失业人
员。也可按设定的年龄具体划分，如
25周岁以下、35周岁以下等。

可分为城镇失业人员、农村失业人员。

可分为享受社保（失业保险金、城市
最低生活水平保障金）失业人员、未享
受社保失业人员。低保的失业人员。

可分为登记失业人员、未登记失业人员。

可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
技校）、大专（高职）、本科、研究
生及以上。

可分为一家多人失业人员、单亲失
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残疾失业人员。

可分为男性失业人员和女性失业人员。

按就业经历划分

按城乡划分

按是否进行失业登记划分

按享受社保待遇划分 按文化程度划分

按性别划分

按困难程度划分

按年龄划分

2.失业人员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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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有：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人数、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人数等。

一、就业人员统计

第二节 人力资源信息采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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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有：登记失业人员本期新增人数、就业转失业人数、高校毕业生、

残疾人、登记失业人员期末实有人数、长期失业者等。

二、 失业人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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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有：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个数、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

务机构工作人员数、专职工作人员数量、登记招聘人数、登记求职人数、应

届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者、建档立卡贫困人员、职业指导人次、职业

介绍人次、创业服务人次、代理保管人事档案人数、管理流动党员人数等。

三、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工作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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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有：就业困难人员数、就业救助对象、安置的公益性岗位人数、

零就业家庭户数、实现就业的零就业家庭成员人数、消除零就业家庭户数、

实现就业的零就业家庭成员人数

四、 就业援助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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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有：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以及其实现就业人数、新增入伍

人数、新增升学人数、新增出国（境）人数、参加就业见习人数、参加职业

培训人数、正在求职人数、自愿暂不就业人数等。

五、 离校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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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有：街道个数、乡镇个数、社区个数、行政村个数、建立劳动保

障工作机构街道（乡镇）个数、街道（乡镇）劳动保障工作人员数及有编制

工作人员数、配备劳动保障工作人员社区（行政村）个数、社区（行政村）

配备劳动保障工作人员数和专职工作人员、获得职业资格人员等。

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工作平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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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有：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返乡人数、非农就业人数、在企

业就业人数、自主创业人数、行政村总人口、劳动力人数等。

七、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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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新成立的社区

对于新成立的社区，大批量采集社区居民基本情况信息是必不可少

的一项重要工作。采集中，可以重点针对人力资源的信息加以采集。

一、 社区人力资源信息采集的程序

第三节 人力资源信息采集程序

绘制平面图 确定采集项目 入户采集信息 整理采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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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非新成立社区

对于已经掌握大量居民基本情况的社区，可通过现有的公安部门户籍管理

档案资料、人力资源调查档案资料等，对社区内人力资源情况进行分类采集、

调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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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农村人力资源信息

采集方案
即确定采集的对象、内容、方法、时间等。

2.行政村入户调查
即通过对每一户家庭入户调查，核实家庭成

员目前的就业状况。

二、 农村人力资源信息采集的程序

3.数据录入

将采集的原始信息录入信息管理系统。

4.信息汇总
汇总时要边分析、边汇总，确保不出现逻辑

性的数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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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采集目的，熟悉采集表格内容，确定采集时点。

2.根据现有档案资料，准确登记失业人员姓名、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等基本情况。

3.采集信息。对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户和低保

边缘户、残疾人等）、社区内新增人力资源（高校毕业生、复转军人、未继续升学

的初中等学历的人员、刑解释放人员等）等人员的就业情况通过入户、问卷、登记

等方式进行采集，摸清其就业状况，实行动态跟踪管理。

三、 就业信息采集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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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就业情况统计反映的各种数据是各级政府制定新时期就业扶持政策的原始依据。基层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统计工作必须做到真实准确，严禁弄虚作假。

2.报表上报前必须注明报表人、部门负责人、单位负责人以及报出日期、联系电话等。

3.报表汇总上报后，原始信息采集的数据和下级报表应保留3年备查。

四、 社区就业情况统计程序

了解内容要求 进行信息采集 统计相关数据 上报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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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 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