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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昌平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条件和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从业人员稳定增长，从事行业明显合理，就业形势持续向好，2009 年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一一一一、、、、劳动力资源规模稳步上升劳动力资源规模稳步上升劳动力资源规模稳步上升劳动力资源规模稳步上升 

 

  2009 年，乡村劳动力资源规模处于上升状态，但增长幅度放缓。统计资料显示，2009 年

乡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 34.1万人，同比增长 3%。其中劳动年龄内为 31.6万人，同比增长 2.4%。

昌平区在本市农业户籍劳动力资源为 15.7 万人，同比增长 1.6%。 

 

  乡村劳动力资源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本市户籍人口的增长自然生成的

劳动力上升。2009 年末户籍人口为 31.1 万人，同比增长 3.1%。二是外来务工人员不断增加。

据统计，外来人口为 19.3 人，同比增长 6.2%。 

 

  劳动力资源规模依然为增长状态，但增长幅度有所下降。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昌平区

在本市户籍人口农转非人员增多，乡村劳动力资源规模增幅呈现减弱的趋势，2009 年比 2008

年增幅下降 9.4 个百分点。从区域增减变化来看，平原地区减幅明显，山区略有提高。 

 

  统计资料显示，平原地区乡村劳动力资源为 24.2 万人，同比增长 2.9%，增幅下降 14.3

个百分点。山区劳动力资源为 9.9 万人，同比增长 3.2%，增幅 0.8 个百分点。 

 

  二二二二、、、、就业总量持续增长就业总量持续增长就业总量持续增长就业总量持续增长 

 

  近年来，昌平区不断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扩大农民就业渠道，稳定就业岗位。

乡村从业人员保持稳定持续增长的态势。 

 

  统计资料显示，2009 年，乡村从业人员总量 30.4 万人，占全区乡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

89.3%，同比增长 3.9%。其中：昌平区在本市农业户籍从业人员为 12.4 万人，占全区从业总

量的 40.8%；外来从业人员为 14.6 万人，占全区从业总量的 47.8%，结构比农业户籍从业人

员多 7个百分点。按性别分，男性为 16.1 万人，女性为 14.3 万人，分别占从业人员总量的

53.1%和 46.9%，同比分别增长 4.5%和 3.2%。 

 

  平原和山区两个板块从业人员增长幅度发生转变。与近年相比山区劳动力就业增长相对

缓慢的状况明显改观。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设施农业开发建设力度

加大，就业岗位不断增加，就业水平提升，与此同时，也吸引了外来务工人员不断向山区转

移。 

 



 

  统计资料显示，平原地区从业人员为 21.7 万人，占全区从业人员总量的 71.3% ，同比增

长 3.5% ；山区从业人员为 8.7 万人，占全区从业人员总量的 28.7% ，同比增长 5%，增长幅

度比平原地区高 1.5 个百分点。 

 

     三三三三、、、、行业布局合理三产人员近六成行业布局合理三产人员近六成行业布局合理三产人员近六成行业布局合理三产人员近六成 

 

  随着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调整，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的力度不断加大。乡村从业人员就业结构明显优化。一产从业人员呈下降状态，三产从业人

员数量和增长幅度均处于领先位置，比重占从业人员总量的近六成(具体情况请看下表)。 

  

2009 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情况表 

  2009 年（人） 2008 年（人） 增减（%） 
2009 年比重

（%） 

从业人员 304379 292987 3.9  100 

第一产业 39651 41413 -4.3  13.03  

第二产业 86287 82008 5.2  28.35  

第三产业 178441 169557 5.2  58.62  

  

  区域就业走向与产业结构相协调。从平原和山区来看，平原地区一产从业人员为 1.4 万

人，占本地区从业总量的 6.5%，同比下降 4.7%；二产从业人员为 6.4 万人，占本地区从业总

量的 29.3%，同比增长 4.2%；第三产业为 13.9 万人，占本地区从业总量的占 64.2%，同比增

长 4.1%。  

 

  山区一产从业人员为 2.5 万人，占本地区从业人员总数的 29.2%，同比下降 4%；二产从

业人员为 2.3 万人，占本地区从业人员总数 26%，同比增长 8.2%；三产从业人员为 3.9 万人，

占本地区从业人员总数的 44.8%，同比增长 9.7%。  

 

  平原和山区两大板块一产从业人员均呈下降状态，结构比重山区高于平原22.7个百分点。

二、三产从业人员持续增长，结构比重平原分别高于山区 3.3 个百分点和 19.4 个百分点。  

 

  四四四四、、、、待转移就业规模呈下降状态待转移就业规模呈下降状态待转移就业规模呈下降状态待转移就业规模呈下降状态     

 

  在外来人口增加，劳动力资源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昌平区采取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措施，

稳定扩大就业岗位，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得到了有效控制，待转移就业劳动力不断下降。据

统计，2009 年全区待转移劳动力为 3.6 万人，同比下降 4.1%。其中平原地区 2.4 万人，同比

下降 1.8%；山区为 1.2 人，同比下降 8.6%。  

 

  昌平区本市农业户籍劳动力从业人员总量持续增长，而且就业稳定性较好。但由于外来

务工人员不断增多，而且流动性大，就业稳定性较差，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依然存在。  

 

  综上所述，2009 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昌平区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不断优化调



整产业结构，拉动内需，带动农民就业，乡村从业人员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的局面，为农民

就业增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短时期内难以得到缓解，再加上外来

人口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农民就业仍将面临压力。因此应继续加大对农民就业的支持力度。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继续稳定扩大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注：  

 

  平原地区：城北街道、城南街道、东小口、回龙观、北七家、沙河、小汤山、马池口、百善  

 

  山区：阳坊、南口、流村、南邵、崔村、十三陵、长陵、兴寿  

 

  乡村劳动力资源数：指乡村人口中劳动年龄以上（16 周岁）能够参加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  

 

  劳动力年龄内：指男劳动力 16 周岁~60 周岁，女 16 周岁~55 周岁。  

 

  乡村从业人员数：指乡村人口中 16 岁以上实际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实物或货币收入的人员，既包括

劳动年龄内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也包括超过劳动年龄但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但不包括户口在家的在外学

生、现役军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不包括待业人员和家务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