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经营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引言

通过对浙江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调查研究，呈现省

内市场全貌、深度解析产业当前的真实情况。

洞察浙江省人服产业现状

依据调查研究结果，梳理产业主要问题，展望未来发

展趋势，为我省人服产业的优化、升级提供参考。

助力产业优化与发展决策

利用优质数据支持人服机构精准识别行业格局与自身

市场地位，合理布局、科学定位，实现可持续发展。

数据支持机构的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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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20年9月6日，依据“企查查”工商登记信息，在浙江省内
注册、登记状态为“在业/存续”的主营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机构
总数为3143家，包含省内其它行业兼营人力资源、人才相关服务
业务的机构总数为13988家。

• 浙江省人服机构成立年数的总体分布基本呈现正态，中位数为4.4
年；5年大致为人服机构经营的瓶颈期，存续5年后，成立年数越
长，机构数量越少。

1-1 总量、类型与生存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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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成立年数分布情况（单位：家）

机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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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数分类型情况统计（单位：家）

• 浙江省内的3143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中，最主要的所有制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非上市民营企业），有2976家，占总数的94.69%；国有企业、集体
所有制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别有15家、17家、11家和5
家，这些类型合计数量仅占总数的1.61% 。

• 从上述数据来看，由于浙江省民营经济活跃，加上目前我国人力资源服务
行业的进入壁垒，无论从政策、资金、技术上都尚且不高，市场充斥着大
量中、小、微民营机构，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使许多非上市民营人服机构的
生存周期仅在5年以内。



• 截止2020年9月6日，依据“企查查”数据整理统计，浙江省内各地区中，宁波市和杭州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数量较多，分别有848家和691家；其次
是嘉兴市、金华市和台州市，分别有384家、265家和225家；机构数量相对较少的地区是衢州市、舟山市和丽水市，分别有97家、69家和55家。

• 我们将各地区的机构数量占全省的比重，与当地经济规模（2019年GDP总量）占全省的比重对比之后，计算出了产业发展系数，用于衡量各地人力资
源产业与当地经济规模相比的活跃度。结果显示，仅从机构数量的角度来看，省内经济规模较大的宁波市，经济规模中等的嘉兴市、金华市，以及经
济规模较小的衢州市、舟山市的产业活跃度较高；而经济规模最大的杭州市的产业活跃度仅处于中间水平，经济规模较大的温州市、绍兴市的产业发
展相对滞后于其它地区。

1-2 地区分布与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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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各地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数量（单位：家）

22%

27%

7%
12%

4%
5%

8%
3%
2%

7%
2%

杭州市, 15373

宁波市, 11985

温州市, 6606

嘉兴市, 5370
湖州市, 3122绍兴市, 5781

金华市, 4560

衢州市, 1574
舟山市, 1372

台州市, 5134

丽水, 1477

浙江省各地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比重

分布与当地2019年GDP总量对比

（单位：%，亿元）

排名 地区 产业发展系数

1 嘉兴市 1.42 

2 宁波市 1.40 

3 衢州市 1.22 

4 金华市 1.15 

5 舟山市 1.00 

6 杭州市 0.89 

7 湖州市 0.89 

8 台州市 0.87 

9 丽水 0.74 

10 温州市 0.65 

11 绍兴市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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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随机抽样的样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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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家浙江省内人服机构样本地区分布情况

（单位：家）

• 为了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浙江省内人服机构的实际经营状况，我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74家人服机构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作为省内人服机构业务经营
和公司治理情况的研究样本。调研中采集的机构信息涵盖了业务种类与经营业绩、覆盖地区与市场范围、内部控制与数字化管理、人力资源水平与劳资
关系、股权结构与高管团队等5个方面。

• 构成研究样本的74家机构中，按所属地区统计，杭州31家、宁波13家、嘉兴10家、台州8家、金华4家、温州3家、绍兴2家、衢州2家、湖州1家；按从
业人数统计，10人以下4家，10～30人21家，30～50人11家，50～100人16家，100人以上21家；按成立年数统计，5年以下9家，5～10年20家，
10～15年24家，15～20年16家，20年以上5家。总体来看，随机抽样的74家机构中不仅包含了浙江省内大部分地区，且雇员规模从小微型至中型、至
大型，成立年数从3年左右至36年，基本能够代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历史的各类人服机构，有助于较全面地揭示省内人服机构的真实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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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家浙江省内人服机构样本雇员规模分类统计

（单位：家，全部区间均含上限不含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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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家浙江省内人服机构样本的成立年数分类统计

（单位：家，全部区间均含上限不含下限）



2-3 覆盖地区与市场份额

• 我们将74家人服机构经营业务所覆盖的地区数（以县/

区为单位统计个数）、总/分公司的合计数、相对市场占

有率（近三年平均营业收入/浙江省行业中位数）分别作

为气泡图的横轴、纵轴、面积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了74

家机构的整体情况。

• 研究结果发现：人服机构为拓展市场范围，设立较多的

分支，对提升营业收入和市场份额并无显著贡献；但

是，机构经营业务覆盖的地区越广，营业收入与市场份

额随着业务覆盖地区的增加，有显著提高。而在浙江省

内市场份额较高的人服机构经营业务所覆盖地区个数集

中在7～15个。大部分机构所设立的分支数较合理，与

业务覆盖地区数基本呈现线性增长关系。

市场份额较大的机构覆盖地区数集中在7～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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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家机构的覆盖地区数、总/分公司合计数、相对市占率对比图



2-5 人力资源水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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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历持有者占比统计 8年及以上从业者占比统计 职称及资格证持有者占比统计

• 关于机构的人力资源水平，我们主要从2个视角，对74家人服机构进行信息收集与调研（4家机构未披露信息），一是从业人员中高等教育的覆盖率，即
大专及以上学历持有者占比，二是（学历/业务经验/专业知识相对较高的）高级从业者占比。

• 从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占总数的比重来看，大部分（样本总量95.71%）机构该比重大于40%；有近2/3（样本总量64.29%）的机构，该比重较高，
超过了80%；有近1/4 （样本总量24.29%）的机构，实现了从业人员高等教育全员覆盖，共有17家 。再从研究生学历持有者、8年及以上从业者、职称
及资格证持有者占比来看，通过降低离职率，稳定8年及以上从业者，应是提高机构高级从业者人数最有效、可行的途径。样本内有80%，共56家机构，
8年及以上从业者占比大于5%，其中的最大值高达65.52%；其次是通过鼓励员工获得职称及职业资格证，有38.57%，共27家机构的职称及资格证书持有
者占比大于5%，其中的最大值也高达64.52%。相比之下，通过招聘或鼓励员工获得研究生学历，由于用人成本高、投入时间长等原因，并非机构培养高
级从业者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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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资产结构与资本实力

2016.1.31 2016.12.31 2017.1.31 2017.12.31 2018.1.31 2018.12.31

货币资金% 36.26% 35.13% 52.67% 35.76% 41.00% 33.43%

应收账款% 5.85% 5.17% 5.17% 7.47% 10.03% 10.39%

其它应收款% 14.52% 22.28% 21.42% 15.05% 9.56% 24.09%

流动资产合计% 96.50% 97.52% 97.71% 96.22% 97.97% 97.72%

流动负债合计% 64.98% 60.23% 65.41% 66.52% 70.07% 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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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内机构2016～2018年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占当期总资产比重（中位数趋势）分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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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9%

34.59%

32.89%

29.93%

26.87%

样本内机构2016～2018年所有者权益占当期资产总额比重（中位数）分析

（单位：%）

由内向外的时间依次为：2016.1.31、2016.12.31、2017.1.31、

2017.12.31、2018.1.31、2018.12.31  

• 机构财务数据的研究样本，我们在74家人服机构中，选取了2016～2018年经外部审计的45家机构的财务报告，并从资产结构与资本实力、利润规模与盈利
能力、资本投资回报、营运资金管理、资产利用效率、业务成长与资本积累6个维度进行了综合分析。人服机构的资产主要以流动资产为主，45家机构
2016～2018年各年初及年末的中位数在96%～98%；构成流动资产的最主要项目为货币资金，期间的中位数在33%～53%，其次是其它应收款，在10%～
24%，然后是应收账款，在5%～10%。此外，从流动负债合计、所有者权益的比重来看，人服机构经营使用的自有资本占总资本的中间水平约为27%～
36%左右，而流动负债比重较高的特点，使机构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大，因此行业整体负债水平较高。这就对人服机构的资金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Part Four
信用与社会责任04



4-1 营业资质与行业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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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内机构持有人服行业许可证情况分类统计（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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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内机构持有人服行业许可证情况分类统计（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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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机构信用与社会责任的研究对象，与经营状况调查时的74家人服机构相同，
调研中采集的网络公共信用信息主要涵盖了营业资质与行业许可、司法与行
政处罚记录、政府荣誉与行业评价、社保纳税与社会公益等方面的信息。

• 74家机构的营业资质与行业许可全部合法。全部机构中，持有2个行业许可
证的机构数最多，有31家，占41.89%；其次是持有1个行业许可证的，有23
家，占31.08%；再次是持有3个行业许可证的，有19家，占25.68%。

• 除了对74家机构本行业许可证的分类统计，我们也梳理了这些机
构持有其它行业许可证的情况。其中，有67家机构，占总数的
90.54%，未持有其它行业的许可证；另有7家机构，占总数的
9.46%，持有其它行业的许可证。总体来看，大部分省内人服机
构主要专注于经营本行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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