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第一、二季度独立雇主数16地市环比分析，济南
反超青岛成第一

从独立雇主数来看，济南以15.84%的独立雇主数占比超过青

岛位列第一位，较第一季度增加了0.34%；青岛以15.12%的独立

雇主数占比位列第二，较一季度有明显下降，减少了1.54%；潍坊

以8.89%的独立雇主数占比排在第三，相较于第一季度略有增长，

增加了0.22%。

济青之争由来已久，根据一、二季度独立雇主数来看，济南

“强省会”战略初显成效，独立雇主数量稳步提升，超过青岛位列

第一。济南着力推动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作为我省新旧动能

转换三大核心区之一，致力于高水平规划建设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在新旧动能转换上坚持先行先试，集中突破发展了一系列高新产业

技术，吸引了一大批省内外优质企业入驻。



1.2、第二季度人才需求量行业排名（前十），机械/设备/
重工行业排名第一

从行业来看，机械/设备/重工行业人才需求量最大，为7.79%；

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紧随其后，人才需求量占比为7.34%；排在

第三位的是教育/培训行业，人才需求量为5.71%。

山东省是全国新旧动能转换的试验区，而机械/设备/重工行业

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阵地。在发展新动能过程中该行业积极推进

技术改革，不断改造旧动能，大量引进高端人才，以高度网络化、

人工智能化为主导，为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此外山东

省还积极推动“互联网+”发展，为行业内的各个企业提供了一系

列政策保障，进而提供了较多优质岗位。



1.3、第二季度人才需求量岗位排名（前十），业务员/
销售代表独占鳌头

从岗位来看，需求量排名前三的都是销售类岗位，其中业务员

/销售代表、电话销售和销售主管分别以15.47%、2.75%和2.54%

的人才需求量分列第一、第二和第三位，这意味着在2019年第二季

度每发布5个岗位就有一个是岗位需求销售类人才。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愈发激烈，许多企业的

营销组织体系已经发生改变，对销售类岗位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升，

尤其是近些年来山东“互联网+”传统行业的快速发展，相关企业

对销售类岗位的需求量不断增多。此外销售类工作也给人以压力大、

不稳定等印象，使得销售类岗位的人员流动性大，空缺岗位多，因

此也导致了销售类岗位人才需求量大。



1.4、第一、二季度人才需求量学历环比分析，大专、本
科需求增多

从学历来看，大专学历人才需求量以47.97%的占比位列第一

，相较于一季度略有上涨，增加了1.37%；本科学历以37.21%的人

才需求量排在第二位，比第一季度增加了0.51%；硕士和博士学历

的人才需求量相较于一季度均略有减少，二季度人才需求量占比分

别为10.89%和3.93%。

目前山东省仍然以传统产业为主，人才需求方面更加偏重于实

用型和技术型人才，企业对人才的学历要求还是以大专和本科为主

。而二季度恰逢毕业季，由于大专和本科毕业生数量多、供给大，

因此二季度中企业也相应的提高了大专和本科学历的人才需求量。



1.5、第一、二季度人才需求量年龄环比分析，21-24岁
求职者受青睐度提高

从年龄来看，在2019年第二季度中30岁的人才需求量最大，

为9.53%；排在第二位的是26岁，人才需求量为8.92%，与一季度

相比下降明显，减少了1.16%。此外我们还能看到21-24岁年龄段

的人才需求量出现了明显上升，25-29岁年龄段的人才需求量明显

减少。

出现这种变化同样与毕业季密切相关。本、专科应届毕业生的

年龄大都在21-23岁左右，企业对本、专科应届毕业生需求量的提

高也相应带动了这个年龄段人才需求量的上升；大多数33岁以后的

求职者相比应届生有更大的工作经验优势，因此在二季度中受到毕

业季浪潮的冲击影响较小；25-29岁年龄段的求职者就略显尴尬，

既没有30多岁求职者的工作经验优势，也没有应届毕业生的低期望

薪酬优势，因此人才需求量出现下降。



1.6、第一、二季度人才需求量工作经验环比分析，应届毕
业生需求量增势迅猛

从工作经验来看，在2019年第二季度中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

求职者需求量占比仍为最高，为43.68%，不过相较于第一季度有

明显下降，减少了13.16%；应届毕业生的人才需求量在第二季度

中增幅显著，较第一季度增长了16.75%，人才需求量为26.07%，

排在第二位；工作经验为3-5年的求职者人才需求量排在第三位，

为21.49%。

每年的第二季度都是企业招贤纳士的好时期，毕业季的到来为

企业输送了大量的“年轻血液”，大多数企业也对求职者工作经验

要求的限制有所放宽，为应届毕业生求职敞开了大门。而对于有着

一定工作经验的求职者来说，跳槽求职的时节一般都发生在“金九

银十”，因此二季度中这类求职者的需求数量也相应的有所减少。



1.7、第一、二季度人才需求量企业性质环比分析，民营企
业需求量稳中有进

从企业性质来看，在2019年第二季度中民营企业人才需求量

最高，为68.57%，相较于一季度有较为明显的上涨，增加了

2.19%。上市公司人才需求量较一季度来看没有明显变化，其他性

质企业的人才需求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山东是民企大省，民营经济为全省贡献了超过50%的GDP，

对人才需求数量庞大。在第二季度中，受到毕业生求职浪潮的影响

，民营企业继续扩大对人才的吸纳力度，人才需求量稳步攀升。股

份制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大多数在春招、秋招中已经完成

了对应届毕业生的工作签约，受到毕业季的影响较小。



1.8、第二季度民营企业独立雇主数16地市分布，三成民企
驻扎济青

由上图可见，山东二季度民企雇主数以青岛和济南最为集中，

济南民企独立雇主数占比为15.59%，排名第一；青岛紧随其后，

民企独立雇主数占比为15.15%，排在第二位。济青两地包揽全省

近三分之一的民企独立雇主数；济宁、潍坊、烟台属于第二梯队，

民企独立雇主数占比分别为8.57%、8.55%与7.4%，同样是民营企

业重要的聚集地。

济南和青岛作为我省经济的两大“龙头”，凭借其科技发展

水平较高，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基础好，商品经济发达等因素，吸

纳了大量民营企业入驻。特别是在今年的3月21日，济南市民营经

济发展局正式挂牌成立，在全国率先研究制定了《民营经济监测分

析暂行办法》，设置135个指标为民营经济“精准把脉”；采取5

项措施服务民营企业，大大提高了济南市对民营企业的吸引力。



1.9、第一、二季度人才需求量企业规模环比分析，小、
微型企业需求增大

从企业规模来看，在2019年第二季度中50-100人规模企业的

人才需求量最大，为27.43%，与第一季度有明显增长，增加了

2.33%；少于50人规模企业紧随其后，以26.46%的人才需求量排

在第二位，上涨了1.54%。除此之外其他规模企业的人才需求量均

有不同程度的减少，500人以上企业的人才需求数量降幅显著。

对于大型企业来说，由于对人才储备有着明确的规划，往往

在每年的秋招、春招中就已经完成人才布局，因此在第二季度的人

才需求中表现出较为低迷的态势。而面对着毕业季中大批毕业生的

求职需求，小、微型企业顺势而为，人才需求数量有着较大幅度的

提升。而且小、微型企业多为创业型企业，对可塑性更高的应届毕

业生青睐度更高，从而人才需求量有着较大幅度提升。





2.1、第二季度求职者数量16地市分布，济青人才聚集

山东省16地市求职者数量分布以济南最为集中，占比为

12.41%；青岛排名第二，求职者人数占比为11.19%；潍坊、烟台

分别以8.99%和8.94%的占比位列三、四位，两者之间差距较小。

首先，求职者人数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济南、

青岛作为山东省的经济“领跑者”，经济发展较快，常驻两市的求

职者和就业者相对较多，而潍坊、烟台、济宁作为山东省经济发展

第二梯队，求职人数也相对较多；其次，二季度恰逢毕业季，部分

毕业生会选择在高校所在地进行求职就业，因此城市的高校数量和

毕业生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各市的求职人数。



2.2、第一、二季度求职者数量性别环比分析，男性占比超
六成

从求职者的性别来看，男性的求职者人数远高于女性，占比超

六成，环比一季度，男性求职者数量有所上涨，女性则有所降低。

男性和女性求职者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范围会影响两者的求职者

数量，男性的工作适应性较强，就业范围更加广泛，而女性的工作

范围相对较窄，更偏向文职类工作。山东作为第二产业为经济主导

的省份，发布的多数岗位更适合男性求职者。另外女性在求职中也

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结婚、生育、二胎等都制约着女性的职场

发展。



2.3、第二季度求职者数量年龄段分布，人才市场趋于年
轻化

由图表数据可得，当前山东省的人才市场趋于年轻化，求职者

年龄主要集中在21-35岁之间，占比超八成，其中26-30岁的求职

者成为求职的中坚力量，占比达到30.21%。

随着山东省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推进以及产业

结构的调整，大量与互联网相关的岗位被发布出来，21-35岁的求

职者受互联网发展的影响，创新力较强，其具备的职业技能和素质

符合岗位预期，因此求职人数相对庞大。其次毕业季的到来，使大

量22-26岁年龄层的毕业生涌入职场，而“抢人大战”的升级，也

使企业为招揽应届毕业生而逐渐对求职者的工作经验有所放宽，为

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因此这部分年轻群体的求职

者数量相对庞大。



2.4、第一、二季度求职者数量学历环比分析，专科为求
职主力军

山东省目前的求职者学历主要集中在专科和本科两个学历层次

中，其中专科学历求职者占比最大，为58.36%，不过环比一季度，

山东省人才市场的求职者学历层次有所提高。

专科和本科学历求职者数量占比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学历层

次的人员基数不同，专科和本科生的数量远大于硕士、博士，表现

在人才市场中的情况基本相同。



2.5、第二季度求职者数量学科大类排名（前十），机械
类独占鳌头

从各个学科大类的求职者数量占比来看，机械类求职者数量最

多，人数占比达到12.91%；其次是工商管理学，占比为9.28%。总

体来看，在求职者数量较多的十个学科大类中，主要以工学学科为

主。

机械类是工学中较大的学科，也被称为“最强工科”，因此该

学科填报人数多，求职者也相对较多。另外随着山东省产业转型进

入关键时期，社会对于精通现代机械设计与管理人才的需求正逐渐

增大，岗位发布量多，相应求职者的数量也在增多。

在排名前十的学科大类中，工学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位置。主要

原因在于工学作为最大的学科门类，涵盖机械、土建、化工等多个

与社会建设发展息息相关的学科，就业机会多，所以众多大学生在

当初填报志愿的时就有了一定的偏向性，因此工学类求职者数量较

多。



2.6、第二季度求职者数量工作经验分析，应届生占比最大

由图表显示：山东省二季度求职者以应届毕业生人数最多，占

比达到28.85%；其次是具有1-3年工作经验的人群，占比皆在12%

左右；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求职者数量占比最少，不超过1%。

二季度由于恰逢毕业季，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成为了他们当前的

主要问题，因此纷纷进行简历投递，求职群体庞大，占比也相对较

大；而具有1-3年工作经验的求职者数量较多的主要原因在于这部

分求职者步入职场时间较短，未明确自身的职场定位，因此想通过

更换工作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占比也相对较高。



2.7、第一、二季度求职者意向城市环比分析，各市青睐
度差距缩小

从求职者青睐城市来看，济、青仍是最受欢迎的城市，求职

者占比为10%左右；济宁、烟台紧随其后，求职者人数占比分别为

9.74%和9.27%；环比一季度，各城市之间的青睐度差距有所减小。

在影响求职者选择就业城市的因素中，经济因素占主导地位，

济南、青岛作为山东经济发展“龙头”，经济发展速度快，就业机

会多，且各种福利体系完整，因此备受求职者青睐。

随着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推进、产业经济的结构调整，各个

城市的发展也逐渐加快脚步，为吸引人才而出台各项政策，因此当

前的求职者不再扎堆大城市，而纷纷转战其他城市，因此在二季度，

各市的人才分布相对均衡，青睐度差距缩小。



2.8、第二季度求职者青睐行业排名（前十），机械/设
备/重工备受青睐

由图表分析，最受求职者欢迎的行业仍是机械/设备/重工行业，

青睐指数为8.24；建筑/建材/工程行业为6.2；石油/石化/化工行业

排名第三，青睐度为4.91。综合来看，最受求职者青睐的行业主要

是与第二产业相关的行业。

山东作为第二产业为经济主导的省份，各行业发展速度较快

且都颇具规模，而且新旧动能的转换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撑，就业机

会多，并且机械/设备/重工和建筑/建材/工程行业等大多为国企央

企，企业实力雄厚，工作稳定性较高，薪酬福利待遇较好，因此机

械/设备/重工等第二产业相关行业备受求职者青睐。



2.9、第二季度求职者青睐岗位排名（前十），文职类岗
位受欢迎

求职者数量按岗位分析：行政/后勤成为最受青睐岗位，求职

者人数占比达到4.06%；人力资源和生产运营分别位列二三位，两

者之间差距不大。

随着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行政/后勤和人力资源岗位逐渐成

为企业必备岗位，人才需求量大，而且该岗位的办公环境较为舒适，

工作内容简单易上手，岗位择才门槛较低，学历和技能因素制约较

小，因此成为求职者的首选岗位。在求职者青睐度较高的十个岗位

中，文职类岗位占到一半的席位，环境舒适，办公轻松成为了该类

岗位吸引求职者的关键因素。



2.10、第一、二季度求职者青睐企业性质环比分析，民营
企业为求职者首选

由图表分析，民营企业的求职者数量最多，人数占比达到

53.78%；其次是股份制公司，人数占比为16.94%，与民营企业差

距较大；国有企业位列第三，占比达到13.49%。环比一季度，国

有企业的青睐人数上涨最多，增加了2.32%。

为增强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省推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若

干政策，为其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因此民营企业得到大力发展，

企业数量迅速增多，成为山东经济的主要推动者，为求职者提供了

大量岗位，成为求职者择业的主要选择；而国有企业作为产业转型

的主要阵地，对人才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多，并且国企的福利体系和

晋升体系完整，因此意向国企的求职者数量也随着岗位量的增加而

增长。





3.1、第一二季度就业难度指数环比分析，二季度就业难
度降低

注：就业难度指数=求职者人数/岗位数。就业难度指数越高代表就业

越难，反之则越容易。

就上图数据可见，2019二季度全省就业难度指数为2.19，环

比2019一季度有所降低，降幅为0.45。山东省作为我国经济总量

第三的东部沿海省份，虽然人口密集，但因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就

业机会也就相对较多，加之二季度适逢毕业季的来临，众多省内城

市也在近期纷纷出台相关人才政策，并加大了对毕业生求职者的需

求，因此二季度就业难度指数较一季度有所降低，就业压力较小。



3.2、第一、二季度16地市就业难度指数环比分析，全
省就业难度降低

2019二季度青岛、济南成为就业难度最小的城市，就业难度

指数分别为1.39和1.42。当前各地市之间的就业难度指数相差较小，

岗位需求和人才供给趋于平衡，环比一季度数据可见，16地市就业

难度指数均出现下降。

随着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的推进，山东各市的产业发展不断

加快，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其中以青岛、济南为中心的

周边城市表现最为明显，就业难度指数处于第二梯队，大城市辐射

带动周边城市的效果显著；另外全省的抢人大战还在不断升级，各

市出台的相关引人政策也使得当前的求职者不再扎堆大城市，而是

纷纷转战其他城市，使山东省的人才分布相对均衡。



3.3、第一、二季度就业难度指数学历环比分析，硕士最难
就业

就上图来看，硕士学历是最难就业的学历层次，就业难度指

数高达3.59；博士学历就业难度指数最低，为0.77；环比一季度，

大专和本科的就业难度指数均有所下降，而高学历层次的就业难度

指数有所上升。

硕士学历就业难度指数高的原因主要在于该学历层次的竞争

优势不明显，首先该学历层次的求职者在心理上比本科和专科生具

有优越感，所以在薪资、待遇、福利等方面更加挑剔，不甘于在普

通岗位就职，而硕士在科研、高级岗位上又不及博士具有竞争力，

因此在职场上形成了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就业难

度指数相对较高。



3.4、第一二季度就业难度指数企业性质环比分析，民营企业
好就业

从不同性质企业的就业难度指数来看，上市公司和中外合资

企业的就业难度指数最高，均为3.79；外资企业的就业难度指数位

列第二，为2.98，环比一季度降低了0.56；民营企业就业难度最低，

其就业难度指数为0.76，环比一季度降低了0.11。

据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民营企业占企业总数

近80%，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进一步的打开，民营企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益突显，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和增长最强

劲的一部分，因此也增加了对人才的需求，进而导致民营企业就业

难度指数最低。



3.5、第二季度就业难度指数行业排名（后十），新兴服务
行业就业压力小

从就业难度指数最低的十个行业来看，网络游戏、互联网/电

子商务、教育/培训、保险和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五个行业的就业

难度指数均小于1，表示人才供给数量小于企业需求量。其中网络

游戏行业指数最低，仅有0.64，相当于每发布两个职位才会有一名

求职者前来应聘。银行/证券/基金/期货和计算机服务行业的供求

关系相对平衡，就业难度指数接近1，分别为0.95和1.04，综合来

看，就业难度指数较低的行业以第三产业为主，占到九个席位。



3.6、第二季度就难度指数岗位排名（后十），技术类岗
位最好就业

IOS开发工程师成为最容易就业的岗位，就业难度指数为0.58，

相当于每发布两个职位才会有一名求职者应聘；其次是意大利语翻

译，就业难度指数为0.78；音乐教师位于第三，就业难度指数为

0.87。综合来看，就业难度最小的十个岗位大多是以互联网技术类

为主。

伴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优秀的技术人才已成为各大企业

争相抢夺的资源，加之该岗位的专业门槛较高，对求职者专业技能

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也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进而导致众多

互联网技术类岗位就业难度指数较低。





4.1、第一、二季度人才流动去向区域环比分析，人才留存

率下降

根据齐鲁人才网数据显示，当前有68.7%的山东人选择在省内

流动，剩下的三成多的人则选择了出省发展。相比一季度，省外流

动量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人才留存率下降了14.7%。

人才流动的发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外地优势

的吸引，另一方面是个人成长的需要。以山东上半年变化来看，在

本地环境没有较大变动的情况下，人才流动的发生多与个人发展有

关。毕业季的到来，使得山东数十万应届毕业生面临着就业去向的

抉择。根据齐鲁人才网数据统计，2019届山东毕业生中仅有

61.55%选择留在山东，剩余38.45%的毕业生则流向省外，导致第

二季度全省人才留存率出现严重下滑。



4.2、第一、二季度16地市人才吸引指数环比分析，济青吸
引过半人才

注：人才吸引指数为当地实际人才净流入量与全省流动人才总量的比值

人才吸引指数代表着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人才吸引指数越高

则该城市受人才青睐程度越高。据齐鲁人才网数据显示，2019二

季度山东省两大经济龙头济南和青岛人才吸引指数出现大幅增长，

其他各地市人才吸引指数均有不同程度下降，烟台、潍坊、临沂、

济宁、泰安等地降幅明显。

二季度济南、青岛人才吸引指数的迅猛增长与毕业生的流动密

切相关，两市岗位发布量长期位列全省前两名，对毕业生而言有着

更多的发展机会，此外，两地岗位平均薪酬也常年位列全省前列，

虽然生活成本相对较高，但对敢于尝试的大学生群体而言，济、青

成为发展优选之地。



4.3、第二季度16地市人才流动轨迹，济南强省会效应
凸显

从各地市人才流动量来看，山东省第二季度人才流动量最大的

地区仍是济南，青岛紧随其后；从全省人才流动轨迹来看，泰安、

济宁、德州、滨州、聊城、菏泽、临沂与济南间的流动最为明显，

烟台、潍坊、日照、济南则与青岛间的流动更为密切。

济南自2019年初重新进行区域规划建设以来展现出了强劲的

发展动力，为了破解“大省小省会”的发展困境，济南加强产业专

业化布局和各要素融合发展，推动省会城市做大做强，带动中西部

地区加速崛起，强省会效应凸显；受地理空间影响，人才在流动过

程中更倾向于选择与原生活地环境更为相似的城市发展，因此省内

就近流动现象显著。



4.4、第一、二季度16地市人才流入比环比分析，济青
人才流入速度加快

注：人才流入比=人才流入数量/人才流出数量。比值大于1时为人才流入状

态；比值小于1则为流失状态。

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四市的二季度人才流入比均大于1，

表明人才流入，其中济南和青岛的人才流入比超过2，这意味着在

流出一名本地人才的同时会流入两名外来人才；其余各地市均表现

为人才流失。

相较于一季度，大部分地市的人才流入比均有不同程度降低，

其中烟台、潍坊、临沂、东营降幅显著，呈现“断层式”下降。这

主要与二季度中应届毕业生群体流入济、青两地发展密切相关。



4.5、第二季度山东省内人才流出及省外人才流入分析

山东作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和人口大省，其在全国范围内的人口

流动情况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从省外流向看，北京作为全国仅

有的资源分配型城市仍是山东人才流向省外的首要选择；江苏紧随

其后，不但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并且是山东邻省，同样备受

山东外流人才青睐；上海、天津、浙江、广东等传统优势地区也吸

引了较多山东人才流入。

在省外人才流入方面，东三省仍是山东最主要的“输血基地”。

东三省受到经济转型影响，依靠资源和重工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越来越难以维持，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河南、山西、安徽等地

也是山东重要的人才流入省份，山东省的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三，

对周边省份人才的吸纳效果明显。

注：左图为本省人才外流占比，右图为外省人才流入占比



4.6、山东职场人跳槽周期按季度分析，第二季度同比稳
定

同比于2019一季度，二季度山东职场人跳槽周期仍维持在3.1

年左右，基本保持稳定；环比2019年第一季度跳槽周期有所下降，

一季度的“金三银四”是人才流动的重要节点，诸多企业招聘为待

业者、失业者以及诸多的在职者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在

职者，遇到条件更加优越的机会自然勇敢出击，跳到一个更好的平

台，实现自身的发展；三季度则恰逢秋招，规模的虽不比金三银四

时期，但也有诸多岗位空缺，为准备进入新职场的人提供机会。



4.7、第一、二季度跳槽人数性别环比分析，男性跳槽者
居多

根据齐鲁人才网发布的《2019年第二季度山东职场人跳槽报

告》显示，二季度跳槽者中男性占比达63.35%，女性占比仅为

36.65%，占比差达26.7个百分点。

男性作为家庭中的顶梁柱，一般肩负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因此对工作的要求更为严格，尤其是在薪酬待遇方面，这就需要通

过不断地更换新的工作，不断提升发展平台，找到更加合适的职场

定位；而女性在家庭中的收入主要处于辅助地位，对工作的要求不

会太高，只要能保证收入稳定和有时间照顾家庭即可，因此跳槽人

数占比相对较低。



4.8、第一、二季度16地市跳槽周期环比分析，菏泽、
临沂均在3年以下

对比各地市职场人第一、二季度的跳槽周期发现，除日照第

二季度职场人跳槽周期稍有延长之外，其他地市二季度的跳槽周期

都有所缩短。据齐鲁人才网数据显示，第一、二季度菏泽与临沂的

跳槽周期均在3年以下，这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的吸附、留

住人才的能力不足不无关系，作为我省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的两大地

市，菏泽、临沂两地的知名企业少，产业结构单一，企业对人才的

吸附能力差，职场人受工资、福利等待遇的影响不断变更工作谋求

更好的发展；淄博市的跳槽周期全省最长，这得益于当地经济的平

稳发展及产业结构改革为当地企业带来了活力与动力，更加能吸引

人才、留住人才。



4.9、第一、二季度跳槽周期婚姻状况环比分析，未婚群体
更爱跳槽

据齐鲁人才网调查数据显示，一季度未婚男性的跳槽周期约

为2.25年，已婚男性的跳槽周期为3.96年；二季度未婚男性的跳槽

周期约为2.19年，已婚男性的跳槽周期为3.93年；一季度未婚女性

的跳槽周期约为2.01年，已婚女性的跳槽周期约为3.31年；而二季

度未婚女性的跳槽周期为1.92年，已婚女性的跳槽周期为3.24年。

通过对比发现，已婚人群的跳槽周期长于未婚群体，这都源自于婚

后男女双方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生活稳定的追求，而未婚群体由于

自由度更高，跳槽成本低，往往倾向于不断更换工作直到找到适合

自己的工作岗位，因此跳槽率较高。



4.10、第二季度跳槽周期行业排名（前十），网络游戏
行业跳槽周期最短

2019第二季度网络游戏行业的跳槽周期最短，平均跳槽周期

仅为0.93年；教育/培训、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跳槽周期排名第二、

三，跳槽周期分别为1.01年和1.06年。

一般互联网产品的生命周期仅有6—12个月，网络游戏的生命

周期则更短，短暂的项目周期，必然带来快速的开发人员需求更迭，

一个项目接近尾声，有时也意味着一个项目团队的解散；再加上大

部分的网络游戏从业者大都因为喜欢玩游戏而进入该行业，但入职

后才发现工作内容与自己想的相去甚远，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网

络游戏成为跳槽周期最短的行业。





据山东市场化平均薪酬区间数据显示，山东第二季度整体薪

酬在5K以上的“高薪区间”。5K以上占比高达58.28%，其中5-7K

区间占比突出，为40.64%，其次为3-5K区间占比为36.47%；薪酬

7-9K区间位列第三；薪酬过万的占比为6.44%；薪酬不足3K的占

5.25%。

随着各省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抢人大战的不断升级，因

此大多数企业也纷纷用高薪优势来吸引求职者，未来山东市场化平

均薪酬势必将水涨船高。

5.1、第二季度市场化平均薪酬分布区间，5-7K占主流



据数据显示，2019年第一、二季度全省16地市市场化平均薪

酬均突破5000元，其中青岛、济南、临沂、潍坊薪酬均已超过

6000元，较第一季度均有所提升。青岛市凭借6407元的薪酬成功

反超济南；三、四名间的争夺同样激烈，临沂市凭借6124元的薪

酬上升至全省第三，成功反超潍坊。

当前，各城市间薪酬仍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已逐步减少，

甚至以临沂、聊城、东营、淄博为代表的三四线城市已经开始崛起，

当地薪酬已反超省内“经济大市”烟台。大部分地市薪酬呈现明显

的上涨趋势，市场人才需求不断上升，势必会开启各地之间的“薪

酬大战”。

5.2、第一、二季度16地市市场化平均薪酬同比分析，青岛
反超济南

注：左图为第一季度右图为第二季度



学历不仅是企业招聘的门槛，也是影响职场人薪资的重要因素。

在山东第二季度市场化平均薪酬按学历分析数据中，硕、博学历层

次薪酬差距最大，相差4139元，其他学历差距相对较小。

人才结构决定未来的产业结构, 2019年山东省要以人才优势打

造创新优势、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实现山东由大到强的转变，所

以更加重视高端人才的引进和留存，各城市之间为增加城市竞争力，

在薪酬待遇上也开始不惜重金吸纳高端人才，因此高学历人才薪酬

会进一步水涨船高。

5.3、第二季度市场化平均薪酬学历分析，硕博差距大



从行业排名来看，在山东第二季度市场化平均薪酬按行业排行

中,银行/证券/基金/期货行业以10060元的平均薪酬位居薪酬榜首。

信托/担保/拍卖/典当和网络游戏分别以9607元和9042元的平均薪

酬位居二、三名；投资行业以9012元的薪酬位列第四。从市场化平

均薪酬来看，金融行业已经成为山东第二季度市场化平均薪酬的领

军者。

5.4、第二季度市场化平均薪酬行业排名（前十），银行/证
券/基金/期货薪酬可观



在2019山东第二季度市场化平均薪酬岗位排行中，激光/光电

子技术以20996元位居市场化平均薪酬首位；人工智能开发以

15955元位居第二。随着工业生产技术、人工智能、AI技术的发展，

很多企业面临转型，因此高级技术类岗位人才越来越炙手可热。

在山东高薪岗位前十中，上榜者多为“高精尖”岗位，由此可

见，高新技术人才凭借其自身卓越的职业素养为各行各业争相抢夺，

薪酬也始终处于较高水平。

5.5、第二季度市场化平均薪酬岗位排名（前十），激光/
电子技术薪酬领先



据涨幅百分比数据可以看出，在山东省16地市第二季度薪酬

涨幅中，临沂成最大黑马，上涨2.95%，枣庄、菏泽也紧随其后分

别上涨2.81%、2.72%。除了这些上涨城市外，威海、德州、泰安

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泰安市下滑最多，其薪酬较一季度下降

了2.74%，德州下降幅度也相对较大，下降2.32%，日照出现了较

小的波动，下降幅度为0.15%。

5.6、第二季度16地市薪酬涨幅，临沂成最大黑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