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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修复：我国就业市场分析与前瞻

[Table_summary1]
■  我国政府关于就业的两个预期目标分别为城镇新增就业数和城镇调查失

业率。近六年除 2020 年外，失业率目标均围绕 5.5%设定，今年失业率目标

表述由“5.5%以内”边际放宽至“5.5%左右”。2022 年失业率修复弱于 GDP

增速、以及青年和外来务工两大重点群体失业率上升，反映出持续疫情对就

业市场的疤痕效应。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目标自 2003 年开始设定后渐进上调，

今年首度上调至 1,200 万人，主要考虑是新成长劳动力规模达到 1,662 万人

的新高。疫前实际新增就业人数显著高于政府工作目标，但疫后新增就业

“冗余度”大幅下降。

■  今年我国整体就业状况取决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变化。劳动力市

场最主要的增量供给是毕业生和农民工。近三年高校迎来毕业高峰，今年毕

业生进一步上行至 1,158 万。疫前外出农民工逐年增长，但疫情后外出农民

工较疫前趋势水平持续存在缺口，今年一季度缺口收窄至约 297 万，或构成

年内城镇就业市场的潜在新增供给。疫情期间各行业企业用工需求受到压

制，尤其是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国有部门虽有所扩张，但可吸纳就业人数的

增量有限。

■  劳动力需求的增幅有望超过供给，就业修复将富有弹性。基于奥肯定律

的回归分析显示，若今年 GDP 同比增速能够恢复至 6.2%，则失业率有望回

落至 5.1%。我国决策部门更常用的经验法则是新增就业对 GDP 的弹性系

数。疫前单位 GDP 增长带动的新增就业在 200 万人左右，疫后出现较大波

动，主要由于服务业受到的非对称冲击。参考美国疫后劳动力市场修复情

况，伴随我国服务业重启，就业市场也有望陡峭修复。从稳就业政策来看，

除了政府和国企应继续发挥吸纳就业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激发私人部门吸

纳就业的能力。

■  做好毕业生和农民工的“稳就业”工作，对中国经济有着重要意义。从

短期看，稳定两者的就业和收入预期，是促进经济稳步向好回升的关键所

在。从长期看，这两大群体的就业正常化，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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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外需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内需特别是私人部门需求的修复，成为

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复苏的主要动力，在于居民收

入及预期的改善，而这又取决于我国就业市场的表现。“就业是民生之本”。

只有居民部门有劳有获，才能从根本上提振信心、增加开支，进而带动企业部

门生产和投资扩张，增强经济内生动能，畅通国民经济内生循环。有鉴于此，

本文从政府就业目标出发，对当前我国就业形势进行了分析与前瞻。

一、就业“双目标”：失业率与新增就业

历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及《计划报告》1中关于就业有两

个预期目标，分别为城镇新增就业数和城镇调查失业率。前者体现经济增长的

岗位创造能力，尤其是针对“新成长劳动力”（即首次步入就业市场的劳动力）
2，后者反映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总体供求状况。疫情 3 年，就业市场压力加大，

新增就业放缓，失业率中枢抬升，实际数据一度与就业目标之间产生较大分化。

今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上调 100 万人，首度达到 1,200 万人，失业率目标则由

“5.5%以内”边际放宽至“5.5%左右”，折射出当前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就业

优先政策仍在积极发力。

（一）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修复，结构分化

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自 2018 年开始公布，并同时纳入政府预期目标（之

前为城镇登记失业率）。除 2020 年受疫情冲击影响目标调整为“6%左右”，

近六年失业率目标均围绕 5.5%设定，在表述上分为“5.5%以内”和“5.5%左

右”，或反映政府对当年就业压力预期的边际变化。2018-2019 年，我国年均

失业率分别为 4.9%、5.2%，均低于 5.5%。但疫中三年，我国就业压力相较疫

前明显上升。其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2020 年和 2022 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均为 5.6%，高出 2019 年 0.4pct。2022 年失业率超出了“5.5%以内”的失业率

目标区间上限（图 1）。

持续疫情对就业市场产生了疤痕效应，体现在失业率修复弱于 GDP、以

及青年和外来务工两大重点群体就业压力持续上升。一方面，2022 年 GDP 增

速高于 2020 年 0.8pct，但失业率持平于 2020 年。2022 年 4 月和 11 月失业率

两度逆季节性上升，达到 6.1%和 5.7%。另一方面，青年和外来务工人员失业

率高企。2020 年以来，我国 16-24 岁群体失业率持续走高（图 2），2022 年

7 月达到 19.9%的历史峰值，至 12 月仍然高达 16.7%，高出 2021 年同期 2.4pct；
外来户籍人口失业率自 2022 年 2 月超过本地户人口，全年中枢达到 5.9%，高

出本地户籍人口中枢 0.5pct，也超出自身 2021 年均值 0.9pct（图 3）。

1 即《关于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2 新成长劳动力是指达到劳动年龄、在社会初次择业就业的劳动力，包括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以及高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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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中枢抬升 图 2：青年失业率仍居于高位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期间我国的真实失业水平，或高于上述统计调查数据。

过去三年，不少劳动力可能由于无法在城镇找到工作而返乡，从而退出了统计

样本 3。此外，疫情可能导致广泛的“隐性失业”，即部分劳动者并未完全进

入失业状态，但是收入大幅降低甚至停顿，特别是服务业灵活就业者、个体经

营户等。

今年一季度，失业率总体上趋于缓和，3 月顺季节性下行至 5.3%，并推动

一季度平均失业率回落至 5.5%的目标水平。不过，结构性就业矛盾仍存。一

方面，失业率下行主要受 25-59 岁人口就业改善带动，3 月降至 4.3%的历史低

位；但青年就业形势仍然严峻，3 月 16-24 岁人口失业率进一步上行至 19.6%，

季节性水平创历史记录。另一方面，3 月外来户籍人口失业率仍达到 5.6%，高

于本地户籍人口失业率 0.5pct；而在此项数据开始公布的 2021 年，外来户籍

人口失业率总体低于本地户籍人口。

图 3：2022 年外来与本地户籍人口失业率差距扩
大

图 4：城镇新增就业超出政府目标的冗余度下降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3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失业人口的定义，失业人口是指没有工作，近期寻找工作，且能立即去工作的人。我国失业率调查对失业人

口的定义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基本一致，即指当前没有工作，近 3 个月积极寻找工作，如果有合适工作能在 2 周内开始工作的

人。参见李晓超（2020），《关于我国调查失业率统计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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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压力上升

相较失业率，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岗位这一目标设定的时序更长。2003 年

《计划报告》中首度以“新增城镇就业岗位”这一口径设定预期目标，当年目

标为“新增 800 万个以上”。近 20 年来，除 2008 年和 2020 年两个特殊年份
4外，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总体渐进上调，分别于 2004 年上调至 900 万人，

2014 年上调至 1,000 万人，2017 年上调至 1,100 万人，今年则首度上调至

1,200 万人。在文字表述上，2009 年起均为“以上”，今年为“左右”。

伴随着人口增长和城镇化进程，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供给持续上升，成为

政府部门制定新增就业目标的主要考量。根据人社部相关论述，测算每年城镇

需要新增就业的人数，是通过新成长劳动力人数减去自然减员数，并为失业人

员再就业等情况留出空间。新成长劳动力数量是其中的主导因素。今年《计划

报告》中指出，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主要考虑是 2023 年需在城镇就业的新成

长劳动力规模仍然较大”。人社部表示，2023 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

动力达 1,662 万人，规模创近年新高 5。新成长劳动力与新增就业目标之间的

差值维持在 500 万人左右。

从实际完成情况看，疫前 3 年，每年实际实现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在

1,355 万左右，平均超出政府目标 255 万人（图 4）。除经济扩张外，这可能

与未披露的退伍军人数量，以及统计上再就业的重复计算等因素相关 6。不论

如何，疫前实际新增就业人数显著高于政府工作目标，可视为城镇吸纳就业的

“冗余度”。但疫情冲击下，新增就业“冗余度”大幅下降，折射出就业压力

大幅上升。2021 仅超出 169 万，2022 年压力更大，在二季度和四季度两度创

下季节性下限（图 5），全年仅超出目标 106 万。

今年我国经济全面重启，为就业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整体就业状况能

否明显改善，进而带动失业率显著下降，取决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变化。

4 2008 年目标较 2007 年上调 100 万人至 1,000 万人，设定目标时未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报告指出“国民经济连续几年保持平稳快

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国家财力进一步增强，企业效益明显提高…使我们有必要、有条件在扩大就业规模…等民生问题上迈出更大

步伐。”2009 年目标则再度下调至 900 万人。2020 年目标较 2019 年下调 200 万人至 900 万人，目标设定在新冠疫情初次冲击后，

报告指出“受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城镇新增就业压力明显攀升，但考虑到新成长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需求量，保

持相当规模的就业增量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5 每年国家领导人或人社部领导就当年就业工作所做的讲话、撰文或采访中，均会提及“当年需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情况。

2015-2021 年的表述由“1,500 万人左右”调整为“1,500 万人以上”，2022 年为“约 1,600 万人”，2023 年首次公布具体测算

数字“1,662万人”。

6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指报告期内本地区城镇累计新就业人员数减去离退休、伤亡的减员人数，基层人社部门统计的是初次就业和失

业人员再就业的人数。一段时间内，一位劳动者可能经历不止一次的失业和就业状态转变，导致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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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去年 Q2 及 Q4 新增就业创下季节性下限 图 6：今年应届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劳动力供给：毕业生与农民工

从城镇劳动力供给上看，应届高校毕业生和新增外出农民工两大群体构成

了最主要的增量。

新成长劳动力主要包括高校毕业生、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毕业生，以及退

学人群。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普及，高校毕业生在其中占比上升。2015 年

高校毕业生 749 万，占比约五成，而 2023 年高校毕业生 1,158 万，在 1,622 万

新成长劳动力中占比七成。除高校毕业生外的低学历新成长劳动力今年达 504
万，占比三成。其中，每年高校毕业生数据来源于教育部门的统计，相对确定，

而低学历新成长劳动力的估算依赖于人口结构、退学率等经验估计。从实际情

况看，低学历新成长劳动力或主要来自农民工群体。2022 年李克强总理在两

会期间披露，当年需要就业的城镇新增劳动力达 1,600 万，并提及了高校应届

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以及再就业人员。其中，前三者对应劳动力增量

供给，再就业人员或对应新增就业的冗余度。根据这一逻辑，我们主要考察高

校毕业生与农民工这两大群体的劳动力供给。

2000 年我国普通高校 7应届毕业生首次突破 100 万人，之后逐年攀升，不

断刷新历史新高。2022 年毕业生 1,076 万，较前年显著上升 167 万（图 6）。

今年，毕业生将进一步上行至 1,158 万。这主要是由于近年高校扩招，叠加疫

情造成部分学生继续求学，集中在近三年迎来毕业高峰。2019 年，普通、职

业本专科大幅扩招 124 万至 915 万，而此前每年扩招数不超过 30 万；2020-
2022 年，本专科院校继续扩招，招生数由 968 万升至 1,015 万。2020 年，研

究生扩招 19 万至 111 万，而 2018、2019 年扩招均不超过 6 万；2021-2022 年

研究生招生数也继续扩大，由 118 万升至 124 万（图 7）。

7 普通高等学校 = 本科院校（含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21所） + 高职（专科）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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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19 年以来高校明显加速扩招 图 8：农民工占据存量就业人口的四成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农民工是第二大新增就业群体。从存量看，2022 年农民工数量达 2.96 亿，

占总就业人数约四成（40.3%），其中外出农民工 1.83 亿 8，占城镇就业人口

的四成（39.8%）（图 8）。2022 年相较 2019 年，农民工总量在就业人口中的

占比上升，但外出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下降，部分源于疫情阻碍了

劳动力的城镇化迁移。从增量看，虽然自 2015 年以来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和就

业人口总体上趋于下降，但乡村劳动力迁移对城镇劳动力市场形成有效补充。

外出农民工数量逐年增长，2017-2019 年年均增长约 230 万。2020 年疫情初始

冲击造成外出农民工人数较疫前趋势水平出现 1,859 万人的缺口，这一缺口一

度快速收窄，但随后两年迟迟未能完全弥合。2022 年，外出农民工恢复至

2019 年水平，但较疫前趋势水平仍存在约 590 万的缺口。今年一季度，外出

农民工明显修复，较疫前一季度趋势水平的缺口收窄至约 297 万。这一缺口或

构成年内城镇就业市场的潜在新增供给（图 9）。

图 9：农村外出务工人数较疫前趋势水平存在缺口 图 10：疫情冲击下服务业从业人员收缩加剧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8 外出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的务工人员。绝大多数外出农民工为进城务工。农

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为季频数据，存在季节性规律，每年前三季度逐季上升，三季度达年内高点，四季度回落。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外出农民工人数年度数据取当年四季度数值。在本文分析中，我们以三季度的年内高点值代表当年外出农民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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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力需求：行业与所有制

去年失业率偏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疫情对经济活动与企业用工需求的

压制有关。从企业部门看，疫情导致人员及商品流动受限，抑制各行业供需。

服务业在就业人口总量中占比近一半 9，疫情爆发后服务业从业人员指数收缩

明显加剧（图 10），给全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就业压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除医药、电气机械、通信设备、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等少数高景气行业外，多

数行业的用工人数相较疫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图 11）。中小企业提

供了 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1 亿个体工商户带动了近 3 亿人的就业，但中

小微主体面临经济波动时更加脆弱，疫情期间用工需求下行幅度更大。从居民

部门看，旷日持久的疫情令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就业和收入预期显著恶化

（图 12）。疲弱的消费者支出和预期又进一步传导至企业部门，导致劳动力

需求进一步下降，一定程度上形成负向循环。

图 11：多数工业行业就业人数相较疫前出现收缩 图 12：疫情期间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恶化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注：气泡大小与各行业 2019 年就业人数成正比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期间，国有部门的工作岗位由于其稳定性成为就业的

首选，但其吸纳的就业容量总体有限，且呈下降趋势。国有单位 10城镇从业人

员数量在疫前持续下行，2020-2021 年小幅反弹，规模约为 5,633 万，占城镇

就业人员总量的 12%（图 13）。而在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

平均用工人数近年来波动下行，2022 年末约为 1,365 万左右，在规上工业企业

用工中占比 18.1%，相较 2019 年末下降 54 万。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稳就

业政策，支持国有企业扩大招聘规模，但考虑到国有部门吸纳就业人数的体量

和可持续性，要化解就业增长的压力，关键在于激发私人部门的活力。

9 根据 2020年的“七普”数据，服务业就业人数近 3.6亿，占我国就业总人口的 48%。

10 包括国家机关、军队、武警、公检法、人大、政协、党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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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国有部门吸纳就业人数总体有限 图 14：毕业生赛道拥挤程度大幅上升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从重点群体看，疫情下对高校毕业生的用工需求明显转弱而供给跃升，导

致升学及就业赛道极度拥挤。在升学通道上，出国留学人数在疫情中增长乏力，

2022 年在 66 万人左右，仍不及 2019 年水平（70.4 万）（图 14）。考研人数

则快速上升，今年报考人数达 474 万，较 2019 年增加 184 万人（63%）。在

去年考研录取人数由 2019 年的 81 万升至 110 万的情况下，录取率相较 2020
年仍下行 4.8 个百分点至 24.2%，创下历史新低。就业方面，初入职场的年轻

人找到合意工作本就需要更长时间，激烈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市场的摩擦。

例如，近两年考公报名人数激增 11，今年达到 260 万，相较疫前 2019 年水平

增加 122 万人（88%）。尽管在“稳就业”导向下国考计划录用数由 2019 年

的 1.45 万大幅升至 2023 年的 3.7 万，但大幅上升的报考人数仍然拉低了录取

率 12，今年国考录取率预计将连续第三年下降至 1.43%。不难想见，在疫情期

间普遍做减法的私人部门，年轻人所面临的就业竞争将更为激烈。

疫情期间各行业对农民工的用工需求也显著下行，尤其是从事服务业的农

民工数量，在 2020 年出现收缩，2021 年仅恢复至 2019 年水平。

四、前瞻：就业修复猜想

随着我国经济全面重启，今年就业市场有望显著修复，预计劳动力需求的

增幅将超过供给，就业修复将富有弹性。支撑这一判断的证据，来自于经济增

长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从理论上看，充分就业是一个经济体达到潜在经济增速的必要条件。基于

这一宏观逻辑，估算未来就业的增长/修复，有两种经验方式。一是根据奥肯

定律（Okun’s Law）考察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二是考察新增就业对

GDP 增速的弹性系数，即单位 GDP 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

（一）奥肯定律：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关系

1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有成国考，报名人数为国考报名通过资格审查人数。

12 按照计划录用数/通过资格审查报名数的比值计算。

6,208 

5,633 

15.2 

12.0 

10

11

12

13

14

15

16

5,300

5,500

5,700

5,900

6,100

6,300

%

万
人

国有部门吸纳就业
国有单位城镇从业人员
在城镇从业人员中占比(右轴)

1,778

1,365

18.2
18.1

17.0

17.5

18.0

18.5

1,200

1,400

1,600

1,800

%

万
人

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
在规上工业企业中占比(右轴)

260

474

66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20
19

20
20

20
21

20
22

20
23

万
人

万
人

历年国考报名、考研报名和出国留学人数

国考报名通过资格审查人数 考研报名人数
当年出国留学人数（右轴）



8 / 11

[Table_Yemei2] 宏观研究·深度报告

先看奥肯定律。这一经验法则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rthur Okun）于上世

纪 60 年代研究发现。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总结指出，奥肯定

律揭示了要降低失业率，经济增速需超过其潜在水平。普遍认为，对美国经济

而言，要使得失业率降低 1 个百分点，实际 GDP 增速需要超过其潜在增速 2-3
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体的人口、资本和生产力等因素变化，拟

合曲线会发生移动，回归系数会相应变化；在经济受到冲击时，会出现离群点

（outlier）（图 15）。

图 15：美国经济基于奥肯定律的回归分析 图 16：中国经济基于奥肯定律的回归分析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时序目前仅有 63 个月/21 个季度，限制了奥肯

定律的应用价值。基于有限观测的回归表明，疫后失业率变动相较 GDP 增速

的弹性（回归系数的倒数）有所上升（图 16）。根据近三年相关关系，若今

年 GDP 同比增速能够恢复至 6.2%，则失业率有望同比回落 0.5pct 至 5.1%（图

17）。

图 17：基于近三年相关关系的失业率预测 图 18：疫情下新增就业对 GDP 的弹性大幅波动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就业弹性系数：单位 GDP 增长拉动的新增就业

再看新增就业对 GDP 的弹性系数。相较奥肯定律，这是我国决策部门更

常用的经验法则，是宏观政策的重要参考。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

人黄守宏曾提到，就业“对中国政府来讲是最重要的任务”，“GDP 每增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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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大体可以带动 190 万到 200 万就业，按照 6%-6.5%的预期目标测算，

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13。2022 年，李克强总理指出

“（2021 年）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标杆是按照 6%（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来

确定的…就业等政策都要围绕着这个标杆进行”。观察历史数据，2012-2019
年，单位 GDP 增长带动的新增就业逐年上升，从 160 万上升至 225 万（图

18），很大程度上受近年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比上升推动。相较制造业，服

务业单位 GDP 增长能吸纳的就业数更高：2018-2019 年，服务业单位 GDP 增

长吸纳新增就业人数较制造业分别高出 650 万、700 万。

新冠疫情冲击较大的年份，就业弹性系数出现了较大波动。2020 年，单

位 GDP 对应的城镇新增就业跳升至 539 万、2021 年回落至 151 万、2022 年再

度升至 402 万。将观察的时间范围缩小到季度，可以发现，2020 年一季度，

GDP 负增长-6.9%，但仍实现了 229 万的城镇新增就业，似乎与常识相悖。事

实上，这很大程度上与城镇新增就业的统计方式相关。疫情冲击下，不少劳动

者能可能经历了反复失业和就业，导致新增就业统计的重复计算。更重要的是，

在疫情冲击高峰期，尽管仍然存在新增就业，但新增失业人数和临时退出劳动

力市场的人数也同时大幅上升，导致就业“净增量”远低于“新增量”。

图 19：就业“净增量”与 GDP 增速相关度更高 图 20：服务业吸纳的就业规模和占比远高于制造业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简单估算城镇新增失业人数，并将其从新增就业人数中剔除，可以估计就

业“净增量”14（图 19）。结果显示，就业“净增量”与 GDP 增速的相关度

更高。2020 年一季度失业人数同比新增约 359 万，就业净增量为-130 万，与

当季 GDP 负增长方向一致。2022 年二季度，新增就业人数 369 万，失业人数

同比新增约 406 万，就业净增量约-37 万，更贴近 GDP 当季仅小幅增长 0.4%的

走势。

事实上，城镇就业“净增量”的大幅波动，与疫情和防疫政策对经济和就

业冲击结构有关。通过接触传播的病毒/限制人员流动的防疫政策，对服务业

的生产和就业造成了更大冲击。疫前服务业所吸纳的就业规模，不论是存量还

13  参见 http://www.gov.cn/xinwen/2019-03/06/content_5371225.htm。

14 净增就业数=新增就业数-新增失业数；新增失业数为当季失业人数的同比变化；当季失业人数=当季就业人口*[当季失业率/(1-

当季失业率)]，其中，当季失业率为季度均值，当季就业人口为上年就业人口和本年就业人口的加权平均。需要注意的是，估算

的失业人数仍然属于当期截面数据而非当期流量数据，但其同比变化提供了失业人数变化的近似估计。

-130 -37

351

-6.9 

0.4 
4.5 

-7

0

7

14

21

-300

0

300

600

900

20
18

Q
1

20
18

Q
2

20
18

Q
3

20
18

Q
4

20
19

Q
1

20
19

Q
2

20
19

Q
3

20
19

Q
4

20
20

Q
1

20
20

Q
2

20
20

Q
3

20
20

Q
4

20
21

Q
1

20
21

Q
2

20
21

Q
3

20
21

Q
4

20
22

Q
1

20
22

Q
2

20
22

Q
3

20
22

Q
4

20
23

Q
1

%

万
人

GDP增速与净新增就业
新增就业数 净增就业数 GDP增速（右轴）

2.17 

3.59 

-1

0

1

2

3

4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1,0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亿
人

万
人

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存量和增量

增量:第二产业(右轴) 增量:第三产业(右轴)
存量:第二产业 存量:第三产业



10 / 11

[Table_Yemei2] 宏观研究·深度报告

是增量都远高于第二产业制造业（图 20）。疫情爆发后，二、三产业新增就

业的趋势发生逆转：第二产业新增就业人数由负转正，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人数

则大幅下降，近乎停滞，低于第二产业。服务业劳动力大规模的失业和再就业，

无疑对城镇新增就业的相关统计造成了极大扰动。

展望疫后我国就业的修复前景，可参考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经验。美联储工

作论文发现 15，2020 年新冠疫情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呈现出与以往经济

危机截然不同的特征，表现为冲击之初临时性失业上升幅度远超永久性失业。

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以临时性用工为主的服务业遭受了更大的冲击。2020 年

4 月疫情冲击高峰时，美国失业率飙升至最高点 14.7%，主要来自于临时性失

业（11.5pct）。在疫情冲击高峰过后，临时性失业的修复驱动整体失业率陡峭

下行，速率为此前危机后的四倍，主要也是由于服务业快速恢复。当前美国临

时性失业已修复至疫前水平，经济活动正常化之下永久性失业修复的速率也远

超以往（图 21）。

图 21：美国疫后失业率修复速率远超此前历次危机 图 22：青年失业率变化与服务业修复息息相关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

由此可见，伴随经济活动正常化，特别是服务业的重启，我国就业市场也

有望陡峭修复。事实上，开年以来的 PMI 数据已反映出就业市场有所回暖。考

虑到疫情冲击的结构性特征，今年就业弹性系数大概率将显著高于疫前。参考

我国一次疫情冲击时期，2020 年 1 个百分点的 GDP 增长可拉动 539 万新增就

业。高弹性可能部分受到再就业重复计算扰动，但主要源于经济特别是服务业

的修复。青年失业率也有望陡峭下行。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在

总体就业人员中占比 48.9%，而青年就业人员中从事服务业的比例更高，达到

61%。青年失业率与服务业 PMI 从业人员指数的变化高度负相关（图 22）。

五、结语：需求端“稳就业”关乎中国经济未来

二次疫情冲击导致我国就业压力大幅上升，显著超过一次疫情时期。劳动

力市场的压力使得居民的就业和收入预期转弱，进而造成消费增长乏力，企业

资本开支下降，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陷入收缩。

15 Hall, Robert E., and Marianna Kudlyak (2021), “Comparing Pandemic Unemployment to Past U.S. Recoveries”,  FRB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20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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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要追求经济发展更好结果，“稳增长”是“稳就业”的前提和基础。

我国新成长劳动力供给将在今年创下历史新高，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和外出农民

工这两大群体的增量供给。在此背景下，“稳就业”关键在于劳动力需求的修

复。从总量上看，经济活动加速正常化将带动用工需求整体扩张。从结构上看，

今年经济增长面临范式转换，劳动力需求结构也将相应调整。疫情期间，公共

部门主动加杠杆，甚至“以工代赈”，有力地稳住了经济大盘，但也造成财政

压力上升。今年，除了政府和国企应继续发挥吸纳就业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

激发私人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一季度劳动力需求已明显改善，三大行业的 PMI 从业人员指数均大幅反

弹，服务业和建筑业反弹幅度相对更大。展望年内，各行业劳动力需求修复程

度或有所分化。一是服务业用工需求有望大幅修复。服务业在就业人口中占比

48%，并且服务业吸纳就业的弹性最高。二是建筑业用工需求在一季度大幅改

善后，年内或将回落，主要由于基建投资受政策托举前置发力，下半年其用工

需求或将放缓，而房地产投资年内温和修复，用工需求难以大幅扩张。三是制

造业企业用工需求或相对稳定。一方面，内需修复以及企业家信心逐渐恢复，

有助于部分制造业企业用工扩张；另一方面，出口或将随外需走弱，外贸产业

链企业用工需求或将转弱。

做好毕业生和农民工的“稳就业”工作，对中国经济有着重要意义。从短

期看，稳定两者的就业和收入预期，是促进经济稳步向好回升的关键所在。毕

业生和农民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也是购房置业的刚需群体，特别是农

民工进城/返乡置业，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支撑。提升两者消费和

购房意愿，有助于有效稳消费、稳地产，推动经济回归正向循环。从长期看，

这两大群体的就业正常化，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一方面，研究显示，年轻人

在初入职场时遭遇经济衰退，不仅对其信心形成打击，还将对其整个职业生涯

的收入构成损失，进而拉低消费潜能。另一方面，极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深刻

影响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出农民工造就了人类历史

上最波澜壮阔的劳动力迁移，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澎湃动力。近三年

外出农民工数量已较疫前明显下滑。

因此，“稳就业”不仅是疫情冲击后的当务之急，更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

若就业压力持续，将拖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欧央行研究显示 ，疫情造

成的长时间失业可能对就业意愿造成永久伤害，降低劳动参与率及生产率，形

成劳动力市场的“永久伤痕”（permanent scars），拉低长期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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