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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总体失业率下降、而青年失业率明显上升，部分观点将此归因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或低估了庞大低学历就业

群体压力。本文系统梳理青年就业情况、政策应对及潜在影响，可供参考。 

一问：青年失业率逆势上升，主因高校毕业生拖累？低学历人群就业拖累或更大 

高校毕业生就业承压、但集中体现在 7 月前后，并不能解释当前青年失业率的逆势上升。3 月，城镇调查失业率较 2

月回落 0.3个百分点至 5.3%、与 2021年同期水平相当，而 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较 2月上升 1.5个百分点至 19.6%、

创历史同期新高。部分高校数据显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近年来呈下滑态势，某专业招聘网站显示，多数行业计划减

招 2023 年应届生；但高校毕业生对失业率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毕业季，使得青年失业率往往在 7 月前后出现明显抬升。 

相较于高校毕业生，低学历青年人数更多、或是拖累当前青年失业率的重要因素。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6-24

岁人口中，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占比达 60%，剔除在校生后，高中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占比接近 70%；按照青年人口

数和调查失业率推算，青年失业人口可能超过 2400 万人；而 2022 年高校毕业生剔除研究生录取人数后求职毕业生理

论上不到 950 万人、即使都计入失业，也不及青年失业人数的 40%，皆指向低学历就业人群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问：青年失业率逆势上升，哪些行业拖累较大？服务业拖累或大于制造业出口链 

青年人就业超 3 成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且呈现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特征。第七

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青年人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21.4%）、批发零售（17.6%）、住宿餐饮（9.2%）、教育

（7.1%）、建筑（5.8%）、居民服务（5.5%）等，其中低学历青年集中在偏劳动密集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建筑、 

制造等行业；相较于第六次人口普查，青年就业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住宿餐饮等占比明显提升，而制造业大幅下降。 

青年失业率逆势上升，受服务业的拖累或大于制造业出口链。一季度制造业从业人员数较去年同期减少 56 万人，其

中青年就业比重高达 5.6%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人数下降最多、达 31 万人，而电气机械、通用和专用设备、汽车制造等

行业就业趋于改善；纺织服装等出口依赖度较高、劳动密集行业就业持续下滑，但占青年就业比重不超过 4%。线下活

动恢复过程中，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服务业招工有所增多，但春节后劳动力供给快于需求修复，推升青年失业率。 

三问：破解青年就业问题，有哪些“积极”信号？政策“对症下药”、服务业修复滞后效应 

近期，政策对稳就业重视度明显提升、尤其关注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重点加强中小微企业和国企吸

纳就业等支持。4 月以来，关于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就业群体稳就业会议和举措明显增多，举措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一是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加大对吸纳就业企业的政策支持、助力企业稳外贸订单等，支持国企扩大招聘、实

施百万青年见习计划等；二是加大就业、创业培训等政策支持；三是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强化返岗合作和协同等。 

政策加大稳就业、经济持续修复等，有望缓解就业压力，带动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和消费修复。稳就业措施主要是阶段

性缓解就业压力，经济活动修复带动就业需求增多才是根本解决之道。某招聘网站数据显示，企业招工需求在逐步修

复、制造业快于服务业。伴随低学历人员就业集中的服务业进一步修复，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收入将修复，部分收入

水平偏低的中、西部省市收入增长和追赶已开始显现，有利于提振中低收入群体消费。 

 

风险提示：经济修复和政策效果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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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青年失业率逆势上升，主因高校毕业生拖累？低学历人群就业拖累或更大 

总体就业边际改善下，结构性就业压力有所加大，青年失业率逆势上升。2023 年 3 月，
城镇调查失业率较 2 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至 5.3%，与 2021 年同期水平相当、明显低于
2022 年同期水平；但结构性就业压力进一步凸显，16-24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较 2 月抬升
1.5 个百分点至 19.6%、创历史同期新高，相较之下，25-59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较 2 月下
降 0.5 个百分点至 4.3%、已处于近年来低位。 

图表1：城镇调查失业率季节性下行  图表2：青年失业率逆势上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高校毕业生就业承压、但集中体现在 7月前后，并不能解释当前青年失业率的逆势上升。
近几年高校就业压力明显加大，部分高校披露的就业报告显示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率整体呈
下滑态势。专业招聘网站数据显示， 截至 4 月中旬，2023 届毕业生和 2022 届毕业生获
得 offer 的比例均明显低于 2021 届同期，而多数行业计划减招 2023 年应届生，指向高校
毕业生就业承压。但高校毕业生对失业率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毕业季，使得青年失业率往往
在 7 月前后出现明显抬升。 

图表3：部分高校就业率普遍下滑  图表4：毕业生签约和获得 offer 的比重下滑 

 

 

 

来源：重点高校信息公开网、就业质量报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智联招聘，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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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高校毕业生招聘仍相对低迷  图表6：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集中在 7 月前后 

 

 

 

来源：前程无忧，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相较于高校毕业生，低学历青年人数更多、或是拖累当前青年失业率的重要因素。第七次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6-24 岁人口中，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占比达 60%，剔除在校生后，
高中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占比接近 70%；按照青年人口数和调查失业率推算，青年失业人
口可能超过 2400 万人；而 2022 年高校毕业生剔除研究生录取人数后求职毕业生理论上不
到 950 万人、即使都计入失业，也不及青年失业人数的 40%，皆指向低学历就业人群的影
响不容忽视；2022 年工作岗位不太固定、就业更容易受到短期经济波动影响的 16-24 岁
农民工约 2800 万人，青年农民工就业问题值得关注。 

图表7：青年中低学历人员比重占比接近六成  图表8：剔除在读生后，青年求职中低学历占比达七成 

 

 

 

来源：第七次人口普查，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第七次人口普查，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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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高校毕业生对青年失业的解释有限  图表10：低学历就业人员是青年就业主力 

 

 

 
来源：Wind、教育部、第七次人口普查，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教育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二问：青年失业率逆势上升，哪些行业拖累较大？服务业拖累或大于制造业出口链 

青年人超 3成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就业，且呈现制造业
向服务业转移的特征。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青年人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21.4%）、
批发零售（17.6%）、住宿餐饮（9.2%）、教育（7.1%）、建筑（5.8%）、信息软件（5.5%）、
居民服务（5.5%）等，其中制造业就业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通用设备、纺
织服装等；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对集中在信息软件、金融、房地产、教育、中高端制造等行
业，低学历青年集中在偏劳动密集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建筑、制造等行业；相较于上
次普查，青年就业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住宿餐饮等占比明显提升，而制造业占比下降最多。 

图表11：青年就业集中在制造、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  图表12：青年人制造业就业集中在计算机通信、电气等 

 

 

 
来源：第七次人口普查，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第七次人口普查，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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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岁就业中主要制造业行业就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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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青年就业中，租赁服务、住宿餐饮等增加较多  图表14：对高校发布岗位集中在信传、制造、金融等 

 

 

 
来源：第七次人口普查、第六次人口普查，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重点高校信息公开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过去几年青年失业率中枢明显抬升，既受疫情对经济冲击、尤其是场景相关服务业，也与
制造低端岗位替代及教育、地产等行业不景气有关。2018 年有数据以来，城镇调查失业
率中枢逐步抬升、疫后加快，青年失业率抬升尤为显著，与城镇就业人数逐年下滑等表现
一致。从城镇分行业就业来看，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等行业就业明显下降，其中制
造业中纺织、服装、橡胶塑料等劳动密集制造业吸纳就业趋势性下降，或与低端制造外迁
以及机器替代等有关，对低学历青年就业形成一定拖累；教育、地产等行业景气大幅回落，
导致招工需求收缩、甚至大幅裁员，也加大青年就业压力。 

图表15：城镇就业中制造、批发零售、建筑等下滑明显  图表16：制造业中计算机、通信等吸纳就业增加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7：纺织、服装、橡胶等制造业行业吸纳就业减少  图表18：教育、地产等行业上市公司员工数量下滑明显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青年失业率逆势上升，受服务业的拖累或大于制造业出口链。一季度制造业从业人员数较
去年同期在走弱、减少了 56 万人，其中青年就业比重高达 5.6%的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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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下降最多、达 31 万人，而电气机械、通用和专用设备、汽车制造等行业就业趋于改善；
纺织服装服饰、皮革毛皮、文体娱用品等出口依赖度较高、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弱于以往
同期，但这些行业青年就业比重相对较低、合计比重不超过 4%。 

图表19：2023 年一季度制造业从业人员数较去年走弱  图表20：2023 年一季度计算机通信行业就业弱于去年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21：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青年就业比例不高  图表22：出口依赖度高于 10%制造业行业青年就业分布 

 

 

 
来源：Wind、第七次人口普查，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第七次人口普查，国金证券研究所 

经济修复过程中，青年失业率却逆势攀升，或缘于春节后劳动力供给快于需求修复。去年
底外出务工者较往年提前返乡，节后集中返城带来劳动力集中供给，以农民工为例，1 季
度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员同比增加 415 万人、高于去年的 375 万人和历史平均的 242 万人；
招工需求虽在改善、但修复需要一定过程，过去几年企业报表受到的损伤，决定了企业招
工能力和意愿的修复不会“一蹴而就”，尤其是青年就业中比重高达 26.8%的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等行业、受疫情冲击尤为严重，服务业就业供给修复滞后于企业招工需求修复，
或导致供需错配、影响青年就业修复进度。 

图表23：一季度农村外出务工数增加、收入增长放缓  图表24：青年就业集中在受场景有关的服务业 

 

 

 
来源：Wind、第七次人口普查，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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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破解青年就业问题，有哪些“积极”信号？政策“对症下药”、服务业修复滞后

效应  

近期，政策对稳就业重视度明显提升、尤其关注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重
点加强中小微企业和国企吸纳就业等支持。4 月以来，关于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就
业群体稳就业会议和举措明显增多，部委和地方层面亦积极加大稳就业力度。举措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一是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加大对吸纳就业企业的政策支持、助力企业稳外
贸订单等，支持国企扩大招聘、实施百万青年见习计划等；二是加大就业、创业培训等政
策支持；三是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强化返岗合作和协同等。 

图表25：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稳就业措施增多 

 

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民政府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政策加大稳就业、经济持续修复等，有望进一步缓解青年就业压力。稳就业措施主要是阶
段性缓解就业压力，经济活动修复带动就业需求增多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当前经济已开启
复苏之路，BCI 企业招工前瞻指数、大型招聘网站数据显示，企业招工需求正在逐步修复，
与场景相关的批发零售、餐饮等服务业边际修复、但程度相对弱于制造业。伴随经济继续
复苏、尤其是场景相关活动持续修复，服务业、消费制造业相关招工需求有望进一步修复，
进而带动相关就业的持续修复。 

图表26：企业招工、经营景气均开始恢复  图表27：多数行业招工需求边际改善，制造业快于服务业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第七次人口普查、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青年人就业改善，有助于带动中低收入人群收入修复，进而助力消费进一步修复。过去几
年青年就业承压、收入下滑，尤其是低学历青年就业集中的服务业、消费制造等受冲击更

主要内容事件日期

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工作报告》2023.03.05 

中央

以中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就业政策落实行动、公共部门稳岗扩岗行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业服
务支持行动、青年专项技能提升行动等10个行动为重点，开展2023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推进计划。

人社部部署开展2023年高校
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推进
计划

2023.04.07

外贸对稳增长稳就业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要实施好稳外贸政策组合拳，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
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已进入关键阶段，加大对吸纳高校毕业生数量多的企业的政策、资金支持，
推动应届毕业生多渠道就业。

国务院常务会议2023.04.07

认真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采取务实管用措施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
就业规模，突出就业导向优化高校专业设置，面向市场需求提升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质量。

国务院常务会议2023.04.14

联定于4—5月在全国开展2023年民营企业服务月活动，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脱贫劳动力、
登记失业人员、农民工为重点，同时面向各类求职人员，旨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和
扩大就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6部门
关于开展 2023年民营企业服
务月活动的通知

2023.04.20

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稳岗扩岗服务和贷款业务，支持国有企业扩大招聘规模、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岗
位规模，并动员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募集不少于100万个青年见习岗位；聚焦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等群体创业需求，支持其创办投资少、风险小的创业项目；加大技能培训支持力度。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优
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
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

2023.04.26

会议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稳定农民工
等重点群体就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2023.04.28

全面落实社保费缓缴、稳岗返还、留工培训补助、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重点支持农民工就业集
中的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企业渡过难关；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务工；持续开展省内区域性结
对帮扶，深化京津冀劳务协作。

河北《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
工就业创业的十八条政策措
施》

2023.01.05 

地方

鼓励农民工自选机构并垫付培训费参加高技能人才培训，取得证书的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对吸
纳外来农民工较多的县域给予财政倾斜支持；将符合条件的进城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保障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学位供给等。

《关于开展县域农民工市民
化质量提升行动的通知》

2023.03.29

积极推进吸纳农民工就业数量较多、成效较好的项目落地；及时提供就业岗位信息，帮助有意愿
的本市户籍农民工有序外出务工。

天津2023.04.03 

开展 “春暖农民工”等专项活动，提供灵活多样的就业、创业、培训等服务；开展农牧民工返岗
复工“点对点”直达运输服务，组织农牧民工返岗复工13.23万人。

内蒙古自治区人社部门2023.04.18 

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通过实施创业环境优化、创业主体培
育等八项行动计划释放创业创新动力；用好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引导金融机构重点支持小微企业，
特别是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政策倾斜。

新疆八部门联合下发《方案》
八项行动推进重点群体创业
就业

2023.04.24

35

45

55

65

75

85

2
0

1
1
-0

9

2
0

1
2
-0

3

2
0

1
2
-0

9

2
0

1
3
-0

3

2
0

1
3
-0

9

2
0

1
4
-0

3

2
0

1
4
-0

9

2
0

1
5
-0

3

2
0

1
5
-0

9

2
0

1
6
-0

3

2
0

1
6
-0

9

2
0

1
7
-0

3

2
0

1
7
-0

9

2
0

1
8
-0

3

2
0
1

8
-0

9

2
0

1
9
-0

3

2
0

1
9
-0

9

2
0
2

0
-0

3

2
0

2
0
-0

9

2
0

2
1
-0

3

2
0
2

1
-0

9

2
0

2
2
-0

3

2
0

2
2
-0

9

2
0
2

3
-0

3

企业招工、经营状况前瞻指数

BCI企业经营状况指数 BCI企业招工前瞻指数

(%)

制造业

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

教育

建筑业

居民服务

租赁商务

交运仓储

房地产

公共管理

科学技术

文体娱

金融业

农林牧渔

电热燃
水利环境

采矿业

0

2

4

6

8

10

12

14

-30 -20 -10 0 10 20 30

2
0
2
3
年

一
季

度
招

聘
需

求
环

比
(%

)

2023年一季度招聘需求同比(%)

某招聘网站招工需求变化

（气泡大小为七普披露的16-24岁就业分布）



宏观专题研究报告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0 
 

大，拖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领先指标显示，青年就业压力有望缓解。伴随低学历人
员就业集中的服务业修复，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收入将修复，部分收入水平偏低的中、西
部省市收入增长和追赶已开始显现，有利于提振中低收入群体消费。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1）青年失业率逆势上升，低学历人群就业拖累或更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承压、但集中
体现在 7 月前后，并不能解释当前青年失业率的逆势上升。相较于高校毕业生，低学历青
年人数更多、或是拖累当前青年失业率的重要因素。 

（2）青年失业率逆势上升，服务业拖累或大于制造业出口链。城市青年人超 3 成在批发
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就业，且呈现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特征。
青年失业率逆势上升，受服务业的拖累或大于制造业出口链。 

（3）破解青年就业问题过程中，政策“对症下药”、服务业修复或相对滞后。近期，政
策对稳就业重视度明显提升、尤其关注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政策加大稳
就业、经济持续修复等，有望缓解就业压力，带动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和消费修复。 

 

风险提示 

1、 经济修复和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经济修复结构分化，带来就业拉动弱化，或影响青年
就业；稳就业措施推进和落地进度偏慢，对就业的支持不及预期。  

图表28：疫后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受冲击更大   图表29：服务业从业人员景气度滞后于失业率变化 

 

  

 
来源： 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30：一季度，中低收入地区收入增长相对更快  图表31：低收入人群收入改善对消费的提振更明显 

 

 

 

来源： 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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