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职平均月薪近6000元

关于职业教育人才的薪酬数

据显示，2018 年以来，大专人才的
薪酬水平较为平稳， 当前为 7227
元/月，仅同比增长 0.12%。而中等
职业教育人才的薪酬水平虽然较

大专人群低 1500 元左右，但近两
年增势较好，当前为 5888 元/月，
同比提升 4.32%。

专家指出， 职业教育人才的
薪酬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虽

然存在一定差距， 但也在合理范
围内， 并且基于当前国内就业市
场上职业教育人才紧缺的现状 ，
职业教育人才的薪资待遇未来上

涨空间较为可观。

金融行业薪酬居首

从各行业薪资水平看， 职业教
育人才平均薪酬排名靠前的行业均

为基金/证券/期货/投资、 信托/担
保/拍卖/典当、 银行等金融行业，
这一趋势与全学历人才总体情况一

致。
中等职业教育人才薪资最高

的行业为信托/担保/拍卖/典当，

平均月薪为 7927 元。 除此之外，
紧随其后的礼品 /玩具/工艺美
术/收藏品/奢侈品行业， 月薪水
平也达到了 7389 元，值得关注。

不过，旅游/度假行业的就业
市场景气指数仅为 0.32， 需求人
数占比为 0.35%， 人才供给过剩，
竞争激烈，且 2019 年一季度平均
薪酬排名靠后，为 5037 元/月。 此
外，财务/审计/税务、行政/后勤/
文秘是职业教育人才平均薪酬较

低的职业， 在平均薪酬最低的十
个职业里几乎垫底。

对此， 专家指出， 财务和行
政岗位有一定的共性， 即根据岗
位职责和要求不同， 职业层级划
分明显， 且与薪资水平直接挂钩。
而职业教育人才涉猎行业广泛但

专业高度不足，这也导致很多从事
类似职业的职业教育人才停留在

初级岗位， 难以获得更高的薪酬。
除低薪以外，这两个职业的就业市
场景气指数也较低， 为 0.18， 竞

争激烈， 因此不管是求职者找工
作， 还是职业教育类院校培养人
才， 都应注意这类技能的市场需
求变化。

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从人才供需关系看， 当前大
专和中等职业教育人才的就业市

场景气指数分别为 3.7 和 2.3， 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即 1 个大专
学历的求职者拥有 3.7 个岗位机
会， 1 个中职学历的求职者拥有
2.3 个岗位机会。

另一个数据显示， 当前投递
面向大专和中等职业教育学历岗

位的求职者中 ， 这两类人才占
42.92%， 其余为高中、 初中、 本
科等其他学历人才。 意味着， 与
市场需求相比， 作为目标群体的
职业教育人才供给更显不足。

从变化趋势看， 中等职业教
育人才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则呈上

升趋势，由 2018 年一季度的 2.00
升至 2018 年四季度的 2.43，2019
年一季度小幅降至 2.3，仍高于去
年同期。 且 2019 年一季度企业对
中等职业教育人才的招聘需求人

数同比增幅达 50.61%， 远高于其
他学历人才。 一定程度说明更偏
技能实操的中职人才越来越热

门，人才缺口呈扩大趋势。
此外， 2017 年智联招聘曾针

对 44 万名应届生进行了一项测
试 ， 测试对象来自全国 16 个省
市的 200 所高校， 包括从中专到
博士等各学历阶段的学生， 覆盖
12 个学科专业 。 根据测试结果
发布的 《大学生就业力诊断报
告》 显示， 中专及以下学历人才
在言语理解、 数理应用、 逻辑推
理、 问题解决、 创新能力等方面
的得分均高于大专生， 可见虽然
中职人才的学历不及大专， 但各
方面能力并不差甚至更优， 对企
业来说是性价比更高的招聘对

象， 这也是导致人才需求越来越
旺、 就业景气度整体升高的原因
之一。

跳槽跨行导致“用工荒”

从跳槽周期看，智联招聘数据
显示，职业教育人才的跳槽周期高
于本科和硕士及以上人群，其中，
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周期又长于大

专。 可见，学历水平越高，跳槽周
期越短。

具体来看， 中职人才的跳槽
周期达 35 个月 ， 即一份工作平
均会做到 3 年左右； 大专人群平
均每份工作坚持 27 个月 ； 本科
人群跳槽周期为 23 个月 ； 硕士
人才跳槽周期仅为 19 个月 ， 约
一年半的时间。 说明相比更高学
历人才， 职业教育人群的工作黏
性和稳定性更强， 对风险的偏好
度更低。

值得重视的是， 当前职业教
育人才求职时投递了其他行业的

比例为 91.75%， 投递了其他职业
的比例是 72.9% ， 可见其跨行 、
跨岗位的流动性非常高。 这也从
侧面反映出， 虽然我国职业教育
人才紧缺， 但其缺少的是高素质
技能人才， 而当前国内就业市场

上供给人才质量与需求存在严重

的错配情况。 求职者求职行为冒
进 ， 且企业用人需求无法被满
足， 或综合导致企业用工荒和人
才求职难并存的现象。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郭娜 通
讯员 王治国）王先生是一名股票自
媒体写手，粉丝不少。 然而他与上
海一家传媒公司合作不欢而散后，
因为劳动关系争议而对簿公堂。 自
媒体写手认为，自己是传媒公司的
员工；传媒公司则认为，双方只是
合作关系。 那么，这位自媒体大 V
是不是合作公司的员工呢？

合作不欢而散：
大V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王先生在微博、微信公号上有
些人气， 也就是网上所称的 “大
V”。 2017 年 12 月，他和上海某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一拍即合，就自媒
体运营签了份协议。

双方约定，由王先生注册的微
信公众号、 微博等由双方共同经
营， 收益分成随着年营收变化，从
原告三成被告七成，到双方五五分
成不等。 双方还约定，王先生如全
职管理自媒体账号，公司每月支付
5000元管理费， 时间为 3个月；如
兼职管理自媒体账号，则不支付管
理费。 双方还约定了排他性合作、
保密义务、竞业限制等其余事项。

王先生称，其实际负责自媒体
的内容生产、留言回复，定期在自媒
体上发文，按公司要求每天打卡考
勤，每周提交工作计划与总结，公司
按月为其缴纳社保、公积金，故双方
有着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 其实际
接受公司的工作安排、劳动管理，并
由公司缴纳了社保、公积金，应认定
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一直未支付的
劳动报酬，应予补付；因未予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公司应支付双倍工资
差额。

传媒公司喊冤：
双方实为合作关系

2018年 5月，王先生向浦东新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工资、经
济补偿等共计 3.75 万元， 未获支
持，王先生因此向浦东法院起诉。

传媒公司辩称，双方是合作关
系，而非劳动关系。 此前的协议对
各自的职责分工、管理费用、合作
分成、 排他性合作等作了约定，这
些并非劳动关系项下的内容。 王先
生自主决定自媒体内容生产 、发
布，发给他的门禁卡仅作进出大门

使用，并非对其作考勤。 公司规定，
合作的大 V不需到公司报到，只需
在家写文章即可。 社保、公积金是
应王先生要求代缴，并在合作分成
中作了抵扣。 王先生草拟的解除协
议、发送的律师函亦确认系合作关
系。 公司因此请求法院驳回王先生
的诉讼请求。

法院：
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主审法官孟高飞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自媒体大 V和公司不存在
劳动关系。

首先，原被告之间的人身与财

产从属性较弱。
根据协议约定，双方对合作的

职责分工作了明确的划分。 为了履
行上述协议，原告可能需要进出被
告的办公场所，被告为其配备办公
区域的门禁卡，合乎情理。 从微信
聊天记录等来看，原告提交工作总
结与计划给被告，双方对发文时间
等进行交流，属于对上述协议内容
的履行。 被告确实为原告缴纳了社
保、公积金，但从缴纳前后的沟通
经过来看，系经被告建议、原告同
意后的挂靠式的代缴。 协议中约定
的排他性合作、保密义务、竞业限
制等， 并非劳动关系项下所独有，
其他法律关系中也可能存在对这

种义务的约定。 可见，双方的人身
从属关系比较松散。

协议还约定了双方对营运收

入的分成方式，该约定针对的是合
作收入的分成，不同于一般劳动关
系项下的提成工资或绩效奖金等。
而从前述营收收入、管理费的约定
及履行情况看，双方之间财产关系
中的从属性并不明显。

其次，双方无明确的建立劳动
关系的合意。

本案中，双方所签协议载明双方
本着 “利益捆绑， 长期共赢” 的原
则， 签订的是合作协议。 可见， 双
方最初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明示合

意。 从被告为原告代缴社保、 公积
金的沟通过程来看， 双方均不认为
被告负有为原告缴纳社保、 公积金
的义务， 原告明知社保、 公积金仅
是挂靠在被告名下缴纳， 由其自行
负担单位与个人负担部分。 在履行协
议过程中，无论是对工作内容进行交
流，还是对营收进行结算，双方均未
提出彼此之间建立的是劳动关系。
2018年 4月中旬， 双方已经发生争
议，原告在发给被告的协议书文本和
律师函中，均认为双方系“合作关系”，
解决的是“因合作产生的争议”。 故实
际履行的内容也未显示出双方有建

立劳动关系的默示合意。
据此， 尽管原被告均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建立劳动关系的主
体资格，原告实际从事的劳动也是
被告的业务组成部分，但双方的关
系不具有明显的人身与财产上的

从属性，也未显出明确的建立劳动
关系的合意，故不能认定双方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

据此，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
请求。 ■制图 王陆杰

综合能力优于大专生 市场需要越来越紧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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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人才平均月薪58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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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定写手和传媒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自媒体大 V算不算员工？

新 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急需大量实用技术技能人才。但目前我国高技能

人才的有效供给仍然不足，国内技术技能人才短缺问题仍较突出。

最近，智联招聘基于职业教育人才相关的招聘和求职大数据，发布了“2019年职业教育人

才就业景气度报告”，结果显示，中职人才的平均月薪为5888元，虽然低于大专人才，但就其综

合能力来看，反而优于大专生，目前市场需求越来越紧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