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23年中国人力资源派遣行业运营态势及
投资价值评估报告

报告大纲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homepage}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人力资源派遣行业运营态势及投资价值评估报告》涵
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
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
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
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
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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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作为人力资源市场配置的新方式，人力资源派遣发展极为迅速。因其具有方便人事管
理、便于人才流动、增强企业活力、降低企业成本等优势，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接受与认可。

图：人力资源服务业的产业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1登记式派遣模式

登记式派遣模式运作形式极为松散，属于随机性、临时性的派遣形式。对其模式的分
析主要从组织形式、契约形式及管理形式三方面进行。

        1.1从组织形式角度

登记式派遣模式具有随机性、临时性的特点。这种模式通常是由用人单位提出用人需
求，派遣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由此，签订合同的人才方就成为该机构的员工。这种组织会随
市场变化调整员工数量与结构，威胁派遣员工的就业安全性与工作稳定性，使派遣员工承受
较大的风险。例如，用人单位正式员工的福利待遇往往高于派遣员工；用人单位与派遣员工
发生劳动争议时，申诉对象为派遣机构，而福利发放却由用人单位负责，无法保障派遣员工
的福利待遇。因此，从组织形式角度分析，登记式派遣模式降低了派遣机构的用工风险与运
营成本，但损害了派遣员工的权益。

        1.2从契约形式角度

当用人单位提出用人需求，派遣机构会将满足要求的人才派遣到用人单位，然后与之
签订人才劳动合同，同时，派遣机构会与用人单位签订派遣协议，规定支付费用及派遣员工
的职责。

        1.3从管理形式角度

登记式派遣模式下的派遣机构通常只进行选拔、招聘等工作，而员工的培训、考核与
福利标准等都由用人单位负责。根据其自身所承担的责任，确定向用人单位收取的管理费用
。若服务于管理方面的责任较低，收取的管理费用也会随之降低。若用人单位与派遣机构所
签订的内容不够完善，便可能出现一系列的交叉问题，增加管理难度。

        2雇佣式派遣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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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从组织形式角度

采用雇佣式派遣模式的派遣机构，要具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及完善的经营管理体制
。该模式下，人才结构与企业客户都比较稳定，收益来源完全依托于员工。然而用工风险与
运营成本较大，影响其自身机构的灵活性。如果经济不景气或用人单位裁员，派遣机构将面
临巨大的压力。雇佣式派遣模式有利于保障派遣员工的就业安全稳定，但增加了派遣机构的
失业风险。

        2.2从契约形式角度

雇佣式派遣模式中，合同或协议的签订比较完善，明确了派遣机构与用人单位的权利
、责任及其他特殊问题的解决策略等。派遣机构根据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对员工进行培训
，提高员工素质和服务质量，但这种方式管理费用较高。派遣机构在服务与管理方面责任较
大，用人单位面临的风险相对较低。

        2.3从管理形式角度

雇佣式派遣模式的员工，日常管理与绩效考核等都由用人单位负责，其他管理工作则
由派遣机构负责，包括职位晋升、工资支付等。在这种管理模式下，派遣机构与员工签订长
期劳动合同，提供多种福利待遇，增加了派遣员工的企业认同感与归属感。在用人单位中，
员工的身份以派遣员工为主，个人绩效考核与派遣机构的考核存在直接关系，使绩效考核具
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样用人单位与派遣机构对员工都实现了有效地管理。

        3我国人力资源派遣模式转变的策略

        3.1比较分析雇佣式与登记式派遣模式

雇佣式与登记式两种派遣模式在组织形式、契约形式与管理形式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具体表现为：（1）员工素质不同。雇佣式的派遣员工为派遣机构的收入来源，因此综合
素质高、就业潜力大。相比之下，登记式的派遣机构为降低运营成本，对员工的素质要求不
高。（2）承担的责任与风险不同。登记式模式下，除人事管理由派遣机构负责，其他工作
都由用人单位负责，相对于雇佣式模式，其承担的风险与责任较小。（3）对经营管理体制
的要求不同。由于雇佣式派遣承担的责任与风险较大，所以需具备完善的且规模较大的经济
管理体制，而登记式派遣则由于自身的短期性与随机性，不要求过高的运作管理能力。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3.2实现派遣模式转变的策略

综上所述，现阶段，要支持登记式派遣模式，以缓解就业压力，满足企业用工需求。
但长远来看，由于登记式派遣不利于员工的发展，无法满足市场竞争的基本需求，应进行一
定的限制。因此，要把握限制与放宽的尺度，促进人力资源派遣的持续发展。针对雇佣式派
遣模式，应逐渐完善人力资源派遣市场，促使其业务发展向专业化迈进。同时还需注意不同
阶段下，两种模式的应用比例，保证人力资源派遣模式的转变更加合理。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人力资源派遣行业运营态势及投资价值评估报
告》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
市场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
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
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
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
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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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猎头公司在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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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分类
二、机构规模
三、机构的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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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失业保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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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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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2018-2023年中国人力资源派未来发展方向
一、专业化
二、社会化
三、市场化
四、标准化
五、品牌化
第三节2018-2023年中国人才资源派遣市场前景展望分析
第四节2018-2023年中国人力资源派遣行业发展策略及建议

第十二章2018-2023年中国人力资源派遣市场投资规划分析
第一节2017年中国人力资源派遣市场投资概况
第二节2018-2023年中国人力资源派遣市场投资周期分析
第三节2018-2023年中国人力资源派遣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第四节2018-2023年中国人力资源派遣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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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7年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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