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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24 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定不

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利用工作主线，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各项工作取得积极

进展。

一、劳动就业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3439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7345

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 64.5%。全国就业人员中，第一产

业就业人员占 22.2%；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 29.0%；第三产业

就业人员占 48.8%。

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29973万人，比上年增长 0.7%。

其中，本地农民工 12102 万人，比上年增长 0.1%；外出农民

工 17871万人，比上年增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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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五年全国就业人员产业构成情况

单位：%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256 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515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63万人。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平均值 5.1%，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1%。全年选派 4.3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三支一扶”服务。

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年末全国公共就业和人才服

务机构共 4411家，全年为劳动者提供登记求职、职业指导、

创业服务 1.45亿人次，登记招聘 1.2亿人次，为用人单位提供

用工指导 642万家次。

图 2 近五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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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近五年重点群体就业情况

单位：万人

年末全行业共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7.41万家，从业人员

109.30万人。全年为3.46亿人次劳动者提供就业、择业和流动

服务，同比增长4.6%；服务用人单位5677万家次，同比增长

1.4%。

二、社会保险

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合计85313亿元，比上年增加5603亿元，增长7.0%；基

金支出合计76118亿元，比上年增加5027亿元，增长7.1%。

图 4 近五年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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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近五年三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

单位：万人

（一）养老保险

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107282万人，比上年末

增加 639万人。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82019亿元，基金

支出 72978亿元，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87226亿元，

其中基金投资运营规模 2.34万亿元。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53452 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 1331万人，其中，参保职工 38713万人，参保

离退休人员 14739 万人，分别增加 788 万人和 543 万人。年

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47258万人，比上年末

增加 1214万人。

全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74732亿元，基金支

出 67656 亿元。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70727亿元。

年末全国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53830万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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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际领取待遇人数18039万人。

全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7287亿元，基金支出

5322亿元。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6499亿

元。

图 6 近五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单位：万人

年末全国有 15.93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 3242

万人。年末企业年金投资运营规模 3.64万亿元，2007年以来

全国企业年金基金年均投资收益率 6.17%。

年末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和中央单位职业年金投资运营规模 3.11万亿元，2019 年以

来年均投资收益率 4.42%。

（二）失业保险

年末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24589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16万人。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463万人。全年共为

905万名失业人员发放了不同期限的失业保险金。

全年向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 937亿元。失业保险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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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水平 1898元。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代缴基本医疗保险

费（含生育保险费）267亿元。

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为市场主体减负

1655 亿元。全年向 645 万户企业发放稳岗返还 372 亿元，惠

及职工 1.2 亿人；发放技能提升补贴 51 亿元，惠及职工 310

万人次。

全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1973亿元，基金支出 1842亿元，

年末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3344亿元。

图 7 近五年失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单位：亿元

（三）工伤保险

年末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30398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24万人。全国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率 99.6%。

全年有 224万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全年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1321亿元，基金支出 1298亿元，

年末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439亿元（含储备金 11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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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近五年工伤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单位：亿元

三、人才人事

全年组织实施 97 项专家人才服务基层活动，新设立 13

家专家服务基地，累计选派 1300余名专家、博士后青年人才

及合作导师，吸引参与留学回国人员近 5100人次，开展各类

服务活动近 3000场次，技术指导和联合攻关 2400余次，破解

技术难题 1300余个，培训基层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农户、养殖

户约 13.5 万人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

391万人。

年末全国共有留学人员创业园 372家，省部共建留学人员

创业园 56家。

年末全国共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4654个，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 3862个，累计招收培养博士后 40万人。

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全年举办 297期高级研

修班，新设立 25家继续教育基地，广泛开展能力提升项目，

培养培训高层次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 176.65 万人次。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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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

年）》，广泛开展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等六个专项行动，累计培

养培训数字人才 70.4万人次，数字技术工程师 1.2万余人。

年末全国共有技工院校 2440 所，在校学生 428.7 万人。

全年技工院校共招生 157.2万人，应届毕业生 126.5万人，毕

业生就业率 97%，面向社会开展培训 588.7万人次，培养培训

高技能人才 78.6万人。年末全国共有民办培训机构 28983所。

全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1425万人次，其中培训企业职

工 708万人次，培训农民工（包括在岗农民工和农村转移就业

劳动者）459 万人次，培训失业人员 50 万人次，培训毕业年

度的高校和中职毕业生 72.6万人次。

图 9 职业资格评价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取得证书情况

年末全国共有职业资格鉴定机构 2385个，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机构 41126个，职业资格评价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评人

员 82.8万人。全年共有 1528.9万人次参加职业资格评价或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1213.6万人次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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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证书，其中 32.3 万人次取得技师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

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事业单位聘用制度和岗位管

理制度基本实现全覆盖，工作人员聘用合同签订率超过 96%，

岗位设置完成率超过 97%。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除国家

政策性安置、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由上级任命、涉密岗位外，公

开招聘实现全覆盖。落实并完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培训、

奖励、处分、回避、申诉等政策。稳步推进县以下事业单位管

理岗位职员等级晋升制度实施。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一件事”改革。加强中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积极稳妥推进高校、科研院所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持

续推进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

资政策。落实并完善高层次人才绩效工资单列、科研人员职务

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等政策。建立健全联动机制，保障义务

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加强中央事业单位工资管理监督。

四、劳动关系

年末全国报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查并在有效期内

的集体合同累计 89万份，覆盖职工 8568万人。经各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查并在有效期内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企业

9.6万户，涉及职工 1500多万人。完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

布制度。指导各地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全年全国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办理

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425.7万件，涉及劳动者 454.9万人。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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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争议案件 415.6万件，结案金额 934.7亿元。全年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成功率 79.6%，仲裁结案率 98.2%，仲裁终结率

73.7%。

图 10 近五年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办理情况

全年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主动检查用人单位

64.0 万户次，涉及劳动者 2577.4 万人，查处各类劳动保障违

法案件 13.7万件，为 65.4万名劳动者解决工资 86.5亿元。督

促用人单位与 20.6万名劳动者补签劳动合同，督促 3537户用

人单位办理社保登记，取缔非法职业中介机构 293户。

五、人社帮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不断加大人社帮扶力度，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推

进乡村振兴。2024年末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达到 3305万人。及

时为 2477万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重度残疾

人等困难人员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选派 2.2万名高校毕

业生到基层从事支农和帮扶乡村振兴服务。开展专技人才服务

乡村活动，组织实施 60个专家服务基层示范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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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近五年人社帮扶情况

单位：万人

六、行风和基础建设

人社系统推进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牵头实施社会保障

卡居民服务“一件事”、退休“一件事”，全面提升人社政务服务

效能。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惠企利民政策落实落地。全面

开展人社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推进实施人社领域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制。不断拓展人社便民服务圈功能，推动更多人社服务

“就近办”。全面开展人社政务服务“好差评”。常态化开展人社

系统窗口单位业务技能练兵比武。大力推进人社政策措施“四

进两知晓”，健全政策措施直达机制。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及老年、残疾等特殊群体的个性化服务需要，实施“适老化”

改造，设置绿色通道，提供上门办、帮代办等暖心服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治工作取得新进展。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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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国务

院决定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关于实行技师

聘任制的暂行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修改《失业保险金

申领发放办法》、《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

办法》，废止《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复议办法》。

协调推进人社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实施，启动“十五五”

规划编制工作。扎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重大战略实施，

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支持东北地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等政策支持

文件。

持续开展数字人社建设行动。推进就业“一库一平台”建设

应用，拓展“就业在线”平台智能化服务。深化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业务“大管控”应用，保障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等社保领域重大

改革任务实施。积极推进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居民服务“一

卡通”应用工作，全国基本实现社会保障卡在就业和人力资源、

社保等人社领域95项应用全面铺开，实体社会保障卡在就医购

药领域应用全覆盖，交通出行和文化体验领域在所有省份开通

应用。强化人社大数据管理和应用，优化数字人社服务，推动

更多服务事项“一网通办”“跨省通办”。

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13.89亿人，覆盖98.6%人

口；领用电子社会保障卡人数达10.70亿人，全年提供线上服

务193.04亿人次。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全年访问量8.13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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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全年访问量超过17.89亿人次。就

业公共服务平台于11月底上线试运行。全国12333热线全年接

听总量超1亿次。

图 12 近五年社会保障卡持卡情况

单位：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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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全国就业人员数据、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全国农民工

数量有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4.本公报中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分项合计

与总计不等的情况；增量及增长率根据四舍五入前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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