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统计局 

 

2008 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地按照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进

一步加大就业工作力度，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

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稳步推进工

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人事制度改

革，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和

基础建设，各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劳动就业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7480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490 万人。

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30654 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

39.6%；第二产业 21109 万人，占 27.2%；第三产业 25717

万人，占 33.2%。年末城镇就业人员 30210 万人，比上年末

净增加 860 万人。其中，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12193 万人，比

上年末增加 169 万人。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在岗职工

11515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88 万人。 

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2542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

量为 14041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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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五年全国就业和城镇就业人数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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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近五年全国就业人员产业构成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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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1113 万人，有 500 万下岗失业人

员实现了再就业，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 143 万人。年末城镇

登记失业人数为 886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2%。年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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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有 99.65 万户零就业家庭实现每户至少一人就业，占零

就业家庭总数的 99.9%。组织 3.4 万名大学生从事“三支一

扶”的工作。 

图 3  近五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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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近五年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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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近五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及登记失业率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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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共 21.7 万人，

持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在内地工作的台港澳人员共 8.9 万人。 

加强了对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督管理，探索对网络招聘市

场的引导规范，积极推进人力资源区域性的开发与合作。年

末全国共有各类职业介绍机构 37208 所，其中公共职业介绍

机构 24410 所。全年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介绍成功 2020 万人

次，比上年增长 2%。 

二、社会保险 

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各项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

大，参保人数和基金规模持续增长。全年五项社会保险基金

收入合计 136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884 亿元，增长率为

26.7%。基金支出合计 99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37 亿元，

增长率为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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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近五年社会保险参保人数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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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近五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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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老保险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21891 万人，比

上年末增加 1754 万人。其中，参保职工 16587 万人，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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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人员 5304 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1404 万人和 350

万人。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 2416 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 570 万人。年末企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19951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716 万人。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提高，且全部按时足额发

放。年末纳入社区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共 3461 万人，占企

业退休人员总数的 73.2%，比上年末提高 2 个百分点。 

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 9740 亿元，比上年

增长 24.3%，其中征缴收入 80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4 %。

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1437 亿元。全年基金总支

出 739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9%。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

计结存 9931 亿元。 

年末辽宁、吉林、黑龙江、天津、山西、上海、江苏、

浙江、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等 13 个做实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省份共积累基本养老保险个

人账户基金 1100 多亿元。全国已有 18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出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在山西、上海、浙江、

广东、重庆等 5 个省市开展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试点准备工作。 

年末全国有 3.3 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缴费职工人

数为 1038 万人。年末企业年金基金累计结存 1911 亿元。 

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 5595 万人，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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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增加 424 万人。全年共有 512 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比上

年增加 120 万人。全年共支付养老金 56.8 亿元，比上年增加

42%。年末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499 亿元。年末有 27

个省份的 1201 个县市开展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1324

万被征地农民被纳入基本生活或养老保障制度。 

（二）医疗保险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 31822 万人，比

上年末增加 9511 万人。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人数 19996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976 万人；参加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 11826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7535 万人。

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中，参保职工 14988 万人，参

保退休人员 5008 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1568 万人和 408

万人。年末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 4266 万人，比上

年末增加 1135 万人。 

全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 3040亿元，支出 2084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34.7%和 33.4%。年末城镇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3432 亿元，其中统筹基金结存 2290 亿元，

个人账户积累 1142 亿元。 

（三）失业保险 

年末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 12400 万人，比上年末增

加 755 万人。其中，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 1549 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 399 万人。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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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61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25 万人。全年共为 93 万名劳动

合同期满未续订或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支

付了一次性生活补助。 

全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585 亿元，支出 254 亿元，分别

比上年增长 24%和 16.5 %。年末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1310

亿元。  

（四）工伤保险 

年末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 13787 万人，比上年末增

加 1614 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 4942 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 962 万人。全年认定工伤 95 万人，比上

年增加 19 万人；全年评定伤残等级人数为 38 万人，比上年

增加 2 万人。全年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为 118 万人，比上

年增加 22 万人。  

全年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217 亿元，支出 127 亿元，分别

比上年增长 30.9%和 44.4%。年末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335

亿元，储备金结存 50 亿元。 

（五）生育保险 

年末全国参加生育保险人数为 9254 万人，比上年末增

加 1479 万人。全年共有 140 万人次享受了生育保险待遇，

比上年增加 27 万人次。 

全年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114 亿元，支出 71 亿元，分别

比上年增长 36.0%和 28.6%。年末生育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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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六）社会保险基金监督 

基金监督工作得到加强，基金管理进一步规范。推进企

业年金基金市场化管理，年末已认定了 38 家机构的 58 个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资格，机构管理运作的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组

合数 588 个，基金金额 975 亿元。 

三、劳动关系与劳动者权益维护 

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普遍建立了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

继续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实施三年行动计划，促进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依法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订率稳步提

高。 

年末已审核批复了 76 户中央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方

案，涉及改制单位 5315 户，分流安置人员 88.7 万人。 

全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办理劳动争议案件

96.4 万件（含上年未结争议案件）。其中，当期立案 69.3 万

件，当期案外调解 23.7 万件。当期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上

年增长 98.0%，涉及劳动者 121.4 万人。其中，集体劳动争

议案件 2.2 万件，涉及劳动者 50.3 万人。仲裁机构当期审结

案件 62.3 万件，结案率为 86%。年末累积未结案件 10.4 万

件。 

截至 2008 年末，全国共有劳动保障监察机构 3291 个，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组建率为 94.7%。各级劳动保障部门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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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障专职监察员 2.3 万人。 

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开展了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清理整

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和用人单

位遵守《劳动合同法》情况等专项检查活动，全年主动检查

用人单位 180.8 万户，对 171.2 万户用人单位进行了书面审

查，调查处理举报投诉案件 48.1 万件，查处各类劳动保障违

法案件 48.3 万件。通过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责令用人单位为

1561.7 万名劳动者补签了劳动合同，责令用人单位为 698 万

名劳动者补发工资等待遇 83.3 亿元，督促 16.4 万户用人单

位补缴社会保险费 49 亿元，督促 12.6 万户用人单位办理了

社会保险登记、申报，取缔非法职业中介机构 7192 户，责

令用人单位退还收取劳动者的风险抵押金 0.89 亿元。 

四、工资分配 

全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 29229 元，比上

年增长 17.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11.0%。国有单位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31005 元，城镇集体单位为 18338 元，

其他单位为 28387 元。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为

111.99 元，比上年增加 12.68 元。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

指导意见，进一步推进了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继续规范

了公务员津贴补贴。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共解决国有企业历

史拖欠工资 349 亿元，基本解决了国有企业工资历史拖欠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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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全年有 28 个省份发布了工资指导线，有 20 个省份调整

了最低工资标准。 

五、人事管理与人才队伍建设 

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以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

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履行政府表彰奖励职能，认真做好政府表彰奖励工作。

组织承办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 319 个“全国抗震

救灾英雄集体”和 522 名“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的评选表彰

工作。配合有关部门组织承办了党中央、国务院对 339 个“北

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和 566 名“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

进个人”的评选表彰工作。全年共会同 36 个部门开展部级

荣誉称号评选表彰工作 49 次，表彰先进集体 1190 个，先进

个人 1968 名。 

截止 2008 年底，全国已有 27 个省市出台了事业单位聘

用制实施意见或办法，实行聘用制度的单位占事业单位总数

的 74%。全年有 84%的新进人员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进入事

业单位。 

2008 年度安置军队转业干部 5.6 万名。选拔了 3997 名

政府特殊津贴人选，首次将 400 名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享受范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总人数达到 15.8 万

人。选拔培养了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3307 人。2008

年度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 6.93 万人。年末，博士后科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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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站总数达到 1670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占总数达到 1794 个。

全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8241 人，比上年增长 4.3%。专业

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取得新进展。 

年末全国共有技工学校 3075 所，在校学生 398 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 31 万人。全年技工学校面向社会开展培训 400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5%。年末全国共有就业训练中心 3019

所，民办培训机构 2.1 万所，全年共开展各类职业培训 2053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2.9%。全年共有 600 万下岗失业人员参

加了再就业培训，81 万人参加了创业培训，900 万农村劳动

者参加了技能培训。  

年末全国共有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9933 个，职业技能鉴

定考评人员 20 万人。全年共有 1337 万人参加了职业技能鉴

定，比上年增长 9%；1132 万人取得不同等级职业资格证书，

比上年增长 14%。其中取得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有 38.1

万人，比上年增加 6 万人，增长 19%。 

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积极贯彻落实劳

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公务员法等

法律。社会保险法制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

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2008 年 9 月，国务院公布施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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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部门规章公布实施，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

法》，《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公务员

调任规定（试行）》、《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公务

员培训规定（试行）》、《公务员奖励规定（试行）》、《公务员

申诉规定（试行）》等公务员法配套规章以及与有关部门联

合公布《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违反土地

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海域使用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

规定》、《现役部队预编预备役军官工作暂行规定》等规章。 

七、基础建设 

不断加强能力建设和基础建设，通过实施劳动保障“十

一五”规划项目和人才创新、三支一扶、引智、学术带头人、

留学人员创业园等重点工程，有效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事业发展。其中，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确

定的城乡统筹就业和培训、社会保障服务管理能力建设和劳

动保障基础能力建设三个系统工程 13 个项目，截止 2008 年

底，已有 12 个立项并基本落实资金，共约 113.2 亿元。 

金保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年末全国有 25 个省份实

现了与全部所辖地市的联网，有 87.3%的地级以上城市实现

了与省数据中心的联网，城域网覆盖到 85%的经办机构。各

地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上传的基本养老保险联网监测月

度数据涉及参保人员已达到 1.68 亿人，上传的失业登记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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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保险联网监测数据涉及参保人员已达到 380 万人。年末全

国已有 229 个地级以上城市开通了 12333 劳动保障咨询服务

电话。 

 

 

注： 

1.本公报中的各项统计数据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2.本公报中的有关数据为正式年报数据，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 200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部分数

据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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