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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源行业概况 

人力资源服务业是指劳动人才的就业和职业发展，为用人单位提供产业匹配

的服务，从而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与优化配置的服务行业，有效缓解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随着人力资源服务业正式列入国家发改委的

鼓励类产业目录，人力资源服务业作为促进就业创业和优化人才流动配置的重要

抓手已被纳入国家经济服务体系，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 

 

二、行业主管部门、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1）行业主管部门 

人力资源服务业主要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和行业自律组织

的政策影响。具体如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要负责拟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政

策，起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部门规章，并组织实施和监督

检查；负责拟订人力资源市场发展规划和人力资源流动政策，建立统一规范的人

力资源市场，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置；负责统筹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

保障体系；负责拟订劳动者平等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跨地区有序流动政

策，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以及指导和规范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管理，并指导和监

督对职业中介机构的管理。负责促进就业工作，拟定统筹就业发展规划和政策，

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拟订就业援助制度，完善职业资格制度，牵头拟定高校

毕业生就业政策，会同有关部门滴定人才培养和激励政策等。 

商务部负责服务贸易发展规划的统筹协调、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

积极推进服务贸易重点领域，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负责牵头拟订服务贸易

发展规划并开展相关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促进服务出口和服务外包发展的规

划、政策并组织实施，推动服务外包平台建设。 



行业自律组织主要包括中国人才交流协会、中国对外服务工作行业协会，各

省、市的外事服务中心和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中国人才交流协会是经民政部批准登记的，隶属于人社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

由从事人才交流服务业有关的机构、团队和个人资源组成。主要负责加强政府人

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部门与会员单位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业务联系；协调会员之

间的关系，促进人才市场同其他要素市场的相互贯通等。 

中国对外服务工作行业协会是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其政府主管部门为国

家贸促会，同时接受国家商务部的业务指导。协会主要集中了外企、外事、外航

三大涉外服务领域的旗舰和精英企业，协会的宗旨是服务会员单位、促进行业发

展。各省、市的外事服务中心为中国对外服务工作行业协会分支机构。 

 

（2）主要法律法规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文号 相关内容 颁发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2009 年修订)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2009 年修订） 

劳动关系和劳动制度的基本

法律，对促进就业、劳动合

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工资、劳动安全卫生、社会

保险及福利等方面作出了基

本规范 

1995 年 1

月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 

劳动部/（劳部发〔1995〕

309 号） 

对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和休

假、工资、社会保险、劳动

争议、法律责任及适用法律

等方面作出了基本规范。 

1995 年 8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 

促进法》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 

对政府在促进就业中承担的

重要职责作出规定，主要包

括：制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

策、规范人力资源市场、完

善就业服务、加强职业教育

和培训、提供就业援助。 

2007 年 8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 

对发生劳动争议、解决劳动

争议作出了法律规定，并对

调解和仲裁等解决劳动争议

的方式进行了规定 

2007 年 12

月 

《关于服务外包企业实行特殊

工时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商务部/人社部 

发〔2009〕36 号 

国务院批准的 20 个服务外包

示范城市，可以实施特殊工

时工作制。 

2009 年 3

月 



《关于金融支持服务外 

包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 

会、外汇局/银发〔2009〕

284 号 

努力加大对服务外包产业的

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将

非核心后台业务外包；切实

加大对服务外包企业的信贷

支持力度，以扶持服务外包

企业尽快做大做强等。 

2009 年 9

月 

《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服务外

包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商务部/（人社 

部发〔2010〕56 号） 

指出扩大服务外包企业实行

特殊工时制度的适用范围。 

2010 年 8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社会保

障法》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 

规范了社会保险关系，规定

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

与义务，强化了政府责任，

明确了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职责，

确定了社会保险相关各方的

法律责任。 

2010 年 10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2012 年修订）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2012 年修订）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

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

许可；经许可的，依法办理

相应的公司登记。未经许

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

营劳务派 

遣业务。 

2012 年 12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

复函》 

国务院/国办函〔2013〕 

33 号 

文件延续并完善了支持服务

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将从人才培养、国际营销网

络监事、促进服务外包离岸

在岸协调发展等方面加强政

策扶持。 

2013 年 2

月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 

施办法》 

人设部第 10 次部务会/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9 号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

所在地有许可管辖权的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

申请行政许可。未经许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

务派遣业务。 

2013 年 7

月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人设部第 21 次部务会/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2 号 

用工单位使用的被派遣劳动

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

的 10%；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

法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 2 年

以上的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

同； 

2014 年 3

月 

 

（3）行业政策 

人力资源服务业是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重点之一，国家已将



其列为优先发展的鼓励类项目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2010年6月，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指出“在建立统一规范、更加开放的人力资源市场基础上，发展专业性、行业性

人才市场。健全专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进一

步为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011 年 6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将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并指出十二五期

间“加快建立专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实现基本

公共服务充分保障、市场经营性服务产业逐步壮大、高端服务业务快速发展、人

力资源开发配置和服务就业能力明显提升。以产业引导、政策扶持和环境营造为

重点，规范发展人事代理、人才推荐、人员培训、劳务派遣等人力资源服务，构

建多层次、多元化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集群。实施人力资源服务品牌推进战略，

打造一批知名的人力资源服务品牌。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发展，完善人力

资源服务链，形成集聚效应。推进人力资源服务创新，提升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 

加快政府所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公共服务与经营性服

务分离。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走出国门，为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人力资

源服务”，同时指出十二五期间“全面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健全劳务派遣规定，

加强对劳务派遣用工的规范引导”。 

   2013 年 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重新修订了《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21号令），并于 2013

年 5月起施行。其中，商贸服务业的“就业和创业指导、网络招聘、培训、人员

派遣、高级人才访聘、人员测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人力

资源服务业”以及科技服务业中的“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知识流程外

包等技术先进型服务”均作为国家鼓励类项目。 

2013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

复函》，指出“近一轮政策紧扣产业发展需要，从着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完善

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国际营销网络建设、促进离岸在岸业务协调发展、加强信息

安全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出发，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 



2014 年 5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关于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

意见》。意见指出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为引领，紧紧围绕民生为本、人才优先的工作主线，注重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来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坚

持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公共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

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人力资源服务综合载体，大

力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向专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更好地满

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服务的需求。 

2016 年 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意

见指出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必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最大限度激发

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 

2017年 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

计划指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以产业引导、政策扶持和环境营造为重点，健全管理制度，完善服务体系，提高

服务质量，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快速发展，为实现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人力资源，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人力资源服务保障。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要

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推动，融合创新、集聚发展，促进交流、开放合作”的原

则，以基本建立专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为目标，

实现公共服务有效保障、经营性服务逐步壮大，服务就业创业与人力资源开发配

置能力显著提高，人力资源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步提升。预计到 2020年，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规模达到 2万亿元，培育形成 100家左右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

作用的行业领军企业，培育一批有特色、有规模、有活力、有效益的人力资源服

务业产业园，行业从业人员达到 60万，领军人才达到 1万名左右 

 

三、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之一，人力资源市场容量非常巨大。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市



场集中度较低，面临着激烈竞争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国经济

的高速发展及产业变革，人力资源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设的重要资源，而人

力资源服务也逐步在各个产业链条的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并朝着专业化、信息

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就业人数

和参加社会保险的比重逐年上升，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迅速。截止到 2017年底，

我国共建立了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3.02 万家，同比增长 12.98%；从业人员

58.37 万人，同比增长 5.58%；全年营业收入已经达到了 1.44 万亿元，同比增

长 21.87%。全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服务用人单位 3190万家次，为 2亿多人次

就业创业和流动都提供了人力资源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现场招聘会、交

流会 22 万多场，提供招聘岗位的信息超过了 1亿多条，参会求职的人员超过 1.1

亿人次，通过网络发布岗位招聘信息有 3 亿多条。（以上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

官方网站） 

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包括人事代理服务、人才招聘服务、人才测评

服务、高级人才寻访服务、人力资源外包服务等在内的服务业态；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形成了包括政府所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国有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民营企

业等在内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格局，人力资源服务业开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市场前景广阔，未来几年内都将是最大的

业务流程外包细分市场，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商将与提供类似服务的 IT 外包、客

户服务商展开正面竞争。人力资源行业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市场拓展转内涵增长，

人力资源品牌化发展成为主要趋势，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市场出现细分化、

产业结构化、人力资源服务业进一步国际化。人力资源全行业及各细分行业的发

展趋势都十分积极，市场规模稳步扩大，而且灵活用工以及外包服务等行业未来

的发展空间与增速将十分惊人，未来五年求职服务需求将强劲上升，培训服务需

求及劳动保障服务持续扩大,民营企业对人力资源行业需求旺盛，政府机关单位

购买力度增加。同时，劳务派遣法规的颁布保护了派遣员工的权利，并严格控制

派遣市场。若政府实施严格的监管，规模较小和不规范经营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商将被淘汰。 

 

四、行业内代表企业 

新三板挂市场上的人力资源行业企业数量已达 50余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



江苏、河南五大地区，部分代表企业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元） 

2017 年度净利润

（元） 

毛利率

（%） 

831235 点米科技 377,764,529.06 -36,041,620.96 16.7 

831688 山大地纬 326,161,440.96 70,399,066.22 52.59 

872522 腾飞人才 214,591,557.37 8,437,602.72 11.2 

833907 倍智测聘 36,606,589.40 1,552,211.71 50.37 

 

声明：该报告为新三板行业分析师对新三板相关行业发表的研究报告，不属于根据中国

证监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所撰写和发布的证券研究报告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