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20243056 号提案的答复

何文祥委员：

《关于在全省开展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星级评定的提案》

（20243056 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省人力资源行业的关心关注，您提出的“关

于在全省开展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星级评定的提案”很有针对

性，对我厅及时关注新时期劳动者就业观念的变化，思考如何满

足各类主体用工需求，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一、针对您提出的“人工成本上升，物业行业用工成本压力

大”的问题

受人口增长放缓和居民收入提升 2 大因素影响，企业获取低

廉劳动力的难度更大，人工成本上升成为企业发展进程中必须面

临的挑战。部分企业人力资源组织管理能力不足，组织设计不当、

岗位设置重叠、分工不明，引发劳动效率低下和管理成本攀升，

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人工成本。为帮助企业正确应对，我们主要

从以下 2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及时发布工资指导价位，帮助企业合理确定职工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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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门定期组织企业薪酬调查，对企业中不同职业劳动者工资

报酬水平和不同行业企业人工成本状况进行抽样调查，及时反映

我省劳动力市场价格状况。2023 年，我们进一步健全薪酬调查和

信息发布制度，对全省 8968 户企业开展薪酬调查，涉及劳动者

92 万余人，向社会公布 2022 年企业薪酬调查信息，发布 2023 年

全省企业工资指导线和省属企业工资指导线。企业可参照发布的

工资价位和人工成本信息，客观把握企业人工成本的真实情况和

水平，有针对性地改进和加强人工成本管理工作，有效控制人工

成本总水平，实现控制人工成本和促进企业健康长远发展的有效

平衡。

（二）提供企业用工指导，帮助企业增强用工科学性和稳定

性。人社部门定期发布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帮助企业了解市

场供需状况，科学设置岗位，制定招聘计划，做好岗位需求特征

描述和企业文化、工作环境宣介，引导其理性招聘。指导和督促

企业依法合规用工，切实履行用工主体责任和吸纳就业困难人员

等群体就业的社会责任，依法保障职工劳动安全、劳动报酬、休

息休假、社会保险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指导企业强化人文

关怀，主动关心关爱劳动者，改善劳动条件，合理确定劳动报酬，

拓展劳动者职业发展空间，增强用工稳定性。

二、针对您提出的“青壮年对工资需求高，物业行业招用老

龄员工，专业化服务质量下降”的问题

年轻一代劳动者成长于物质更加富裕、信息传播更为扁平化

的环境中，数字化技能更强，也更加向往自由和灵活的工作方式，

选择从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业态的人员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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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毕业生和青年宁可“等岗位、迟就业”，也不愿意进入缺工严

重的产业、行业，技能水平与社会需求出现脱节。这种情况下，

物业等行业不得已招用大龄甚至老龄员工，该类群体现有技能水

平不足，导致专业化服务能力不足。

围绕上述情况，我们主要从强化职业指导，帮助树立正确就

业观开展工作。各级人社部门免费向求职者推送诚信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和招聘网站信息，帮助其掌握正规求职途径，筛选适合的

岗位信息。向劳动者客观宣传解读就业形势，引导其树立正确的

就业观、择业观，组织参加现场观摩、模拟实践、就业见习等体

验式就业活动，帮助其熟悉工作环境和岗位流程，增进求职者与

企业相互了解。强化优先推荐，“点对点”推荐大龄劳动者、就业

困难人员、残疾人、登记失业人员、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到

适合的企业应聘求职，及时落实社会保险补贴等就业政策。

三、针对您提出的“招工难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瓶颈”的问题

企业出现招工难的主要因素是用工双方对接缺乏有效对接渠

道，企业反映通过网上发布免费招聘信息成功招聘到所需员工的

概率不高，不少企业招聘员工仍是通过以老带新、劳务中介推荐

等传统手段。围绕上述情况，我们主要从以下 3 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实施就业扶持政策，缓解企业用工压力。2023 年 12

月 25 日，我厅出台“就在八闽”拓岗稳工促发展六条措施，给春

节期间连续生产企业实施一次性稳就业奖补，给为各类企业引进

劳动力的社会机构、个人给予一次性用工服务奖补，延续实施阶

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 1%。各地人社部门迅速响应，结合实际

“提标”“扩围”，千方百计减轻企业负担，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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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发展预期，稳定岗位需求，提升员工待遇。

（二）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各级人社部

门定期组织开展“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

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为劳动者求职和用人

单位招工搭建人力资源供需对接平台。积极推进直播带岗、用工

调剂平台、“淘宝式”零工市场等新型平台建设，满足企业即时快

招需求。2023 年，全省共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4841 场，提供岗位

216.65 万个，达成就业意向 23.31 万人次。全省已建成零工线上

服务平台 12 个，线下零工市场（驿站）523 个，覆盖省内 71 个

县（市）区及开发区。

（三）开展省际劳务协作，扩宽劳动力引入渠道。组织人社

部门及重点企业赴劳务输出省份开展劳务（校企）对接活动，提

高劳务输转组织化程度，促进省外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来闽。2023

年，我省与贵州省毕节县、云南省保山市、云南省楚雄州、河南

省洛阳市、贵州省黔南州、湖北省十堰市等 6 地新建立劳务协作

对接机制，新签订劳务协议 59 份。截止 2023 年底，全省签订省

际劳务协议增至 363 份，覆盖 18 个合作省份。2024 年一季度，

各级人社部门赴外省开展招聘活动 300 余场次，新招用省外员工

9800 余人，“点对点”接回员工 14000 余人。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我们将按照建议要求，紧扣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主题主线，

以人社部门“10+3”重点工作项目为抓手，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

向，加快完善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一是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重点强化政策协同联动，围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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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领域，拓展新就业空间，挖掘就业增长点。健全公共服务

体系，加强基层就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全面推进零工平台建设，

加密开展“10+N”就业服务活动，提高市场热度。二是强化数字

赋能和基层治理。推进全省统一就业信息资源库和就业信息平台

建设，优化岗位信息、求职信息汇集方式，打破求职招工信息不

对称。三是推动人力资源产业发展。加快我省人力资源市场立法，

培育人力资源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人力资源服务业，降低各类招

聘会入场门槛，降低中小微企业招聘成本。四是完善职业技能培

训机制。构建需求端牵引、供需两端有机衔接的职业培训体系，

提升技能水平，打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掌握新质生产要

素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见证补贴”直

补企业制度，助力企业加强高技能人才自主培养。

感谢您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领导署名：孔繁军

联 系 人：张 健

联系电话：0591-87602854/18060636978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4 年 4 月 17 日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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