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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就业情况如何？国内就业形势严峻，多数行业用工需求均有收缩。从整

体就业形势来看，就业压力较大，短期内或难以有效化解。一方面，4 月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6.1%，创 2020 年 6 月以来新高；另一方面，4 月就业人员

平均工作时间出现显著下滑，反映出企业裁员的可能性增加，失业风险将进一

步上升。从行业就业形势来看，各大类行业用工人数均有显著下降，疫情对小

型企业用工情况的负面影响更显著。  

 另外，就业压力已扩散至不同年龄群体，且重点人群就业压力明显增大。第

一，我国 4 月不同年龄段失业率均有所上升，不仅出现在青年群体中，还包括

企业裁员等原因。第二，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情况将更加严峻。全国

2022年高校毕业生数量约为 1076万人，同比增长 18.2%，毕业生数目的绝对

量与同比增长速度均为历年来最高，企业用工需求减少，致使高校毕业生就业

形势愈发紧张。 

 为何当前保就业的重要性上行？扩大有效需求。当前经济的症结在于需求不

足，疫情加剧了原有经济下行带来的融资需求不足，居民收入锐减，一季度城

镇储户倾向于选择“更多储蓄”的占比为 54.7%，背后反映的是居民消费能力

和意愿不足。解决这个问题，最终依赖于两条路径：1）撬动居民消费；2）

保护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且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为消费—>生产—>

就业—>收入—>消费。从前者来看，2021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贡献率为

65.4%，拉动经济增长 5.3 个百分点，其中居民需求中住房和汽车消费占比重

较大，不仅对拉动总需求存在较大的“乘数效应”和“连锁反应”，且能够将

居民储蓄从“财富贮藏”进入“持续消费”状态。从后者来看，撬动居民消费

需要保证收入的可持续性，主要由于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和结构能够引发消费的

变化。数据显示中小企业资产占整体的 53.6%左右，贡献了将近 80%的城镇

劳动就业，保中小企业则成为了保就业的重要抓手。 

 所以政策端来看，近期 “稳就业”与“保民生”已经成为多项会议与政策的

关键词。从“稳就业”政策方面看，国常会多次提出的政策方向主要有两方

面：1）加大对企业的纾困力度，尤以中小微企业为主，包括加快落实留抵退

税减税、缓缴社保费、“点对点”帮扶等支持政策；2）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就

业支持和兜底保障，包括免除今年应偿还的国家助学贷款利息、支持自主创

业、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网上签约系统等。从“保民生”政策来看，也指明要

促进消费、释放消费潜力，同时稳就业也能够促进消费。 

 往后看，保就业保消费等“增量”政策会继续推进。本次国常会提出新增

1400 亿元留抵扣税、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 600 亿元以及缓缴社保

3200 亿元，财政发力继续为促进消费做支撑。往后看，一方面随着服务业场

景修复，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出现边际好转，能够对存量就业和消费形成支撑，

另一方面相关政策会继续推出促进消费，对增量部分形成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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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何保就业是当前政策的“重中之重”？ 
 

当前就业情况如何？国内就业形势严峻，多数行业用工需求均有收缩。从整体就业形势来看，就

业压力较大，短期内或难以有效化解。一方面，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6.1%，创 2020年 6月以来

新高，并且由于上海等城市受疫情影响，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更为突出，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的缺口也在不断扩大，大城市所呈现吸纳就业的能力已有所下降；另一方面，4 月就业人员平均工作

时间出现显著下滑，反映出企业裁员的可能性增加，失业风险将进一步上升。从行业就业形势来看，

各大类行业用工人数均有显著下降。受疫情影响，4月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PMI从业人员指数分

别为 47.2、43.1 和 45.8，均低于 50 的荣枯分水线，表明各大类行业用工情况环比恶化，其中以建筑

业最为显著。从不同规模企业来看，疫情对小型企业用工情况的负面影响更显著。以制造业为例，制

造业小型企业 PMI为 45.9，低于大型和中型企业的 47.5和 47.7，反映出小型制造业企业在 4月用工收

缩的情况更为明显。 

 

图表 1：4 月城镇失业率继续上升 图表 2：4 月就业人员平均工作时间有所下滑 

  

来源：Wind，莫尼塔研究                              来源：Wind，莫尼塔研究   

 

图表 3：制造业、建筑业与服务业的用工情况恶化 图表 4：不同规模制造业的用工情况 

  

来源：Wind，莫尼塔研究                              来源：Wind，莫尼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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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业压力已扩散至不同年龄群体，且重点人群就业压力明显增大。第一，我国 4 月不同年

龄段失业率均有所上升，表明就业压力已不仅出现在青年群体中。16-24 岁、25-59 岁在 4 月的人口调

查失业率分别为 18.2%和 5.3%，除去疫情因素外，不同年龄段就业局势的恶化可能还包括企业裁员等

原因。第二，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情况将更加严峻。全国 2022 年高校毕业生数量约为 1076 万

人，同比增长 18.2%，毕业生数目的绝对量与同比增长速度均为历年来最高，企业用工需求减少，致

使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愈发紧张。 

 

图表 5：不同年龄段失业率均有所上升 图表 6：2022 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创新高 

  

来源：Wind，莫尼塔研究                              来源：Wind，莫尼塔研究   

 

为何当前保就业的重要性上行？扩大有效需求。当前经济的症结在于需求不足，目前疫情加剧了

原有经济下行带来的融资需求不足，居民收入锐减，一季度城镇储户倾向于选择“更多储蓄”的占比

为 54.7%，为 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最高水平，背后反映的是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不足。解决这个问题，

最终依赖于两条路径：1）撬动居民消费；2）保护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且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为消费—>生产—>就业—>收入—>消费。从前者来看，2021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贡献率为 65.4%，

拉动经济增长 5.3 个百分点，其中居民需求中住房和汽车消费占比重较大，不仅对拉动总需求存在较大

的“乘数效应”和“连锁反应”，且能够将居民储蓄从“财富贮藏”进入“持续消费”状态。从后者来

看，撬动居民消费需要保证收入的可持续性，主要由于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和结构能够引发消费的变化。

数据显示中小企业资产占整体的 53.6%左右，贡献了将近 80%的城镇劳动就业，保中小企业则成为了

保就业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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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最终消费支出/GDP 占比最大   图表 8：居民储蓄倾向较高  

 
 

来源：Wind，莫尼塔研究                              来源：Wind，莫尼塔研究   

 

所以政策端来看，近期 “稳就业”与“保民生”已经成为多项会议与政策的关键词。从“稳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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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稳定物价和打通交通物流循环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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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4 月以来有关“稳就业”的会议与事件总结  

时间 会议事件 “稳就业”政策总结 

2022/04/06 国常会 

必须针对突出困难加大纾困和就业兜底等保障力度。 

①缓解特困行业的资金压力，特别是这些行业中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②延续执行失业保险保障阶段性扩围政策，向参保失业农民工发放临时生活补助。 

③提高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并允许地方再拿出 4%的失业保险基金结

余用于职业技能培训和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2022/04/07 
经济形势专家和

企业家座谈会 

①要上下协同加快增值税留抵退税进度，让资金尽早落到市场主体账上。 

②要落实落细企业稳岗政策，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 

2022/04/27 国常会 

稳就业是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关键支撑，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采取更

有力举措稳就业。 

①推进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复工达产，对困难大的要采取“点对点”帮扶。 

②拓展就业岗位，做好就业服务和兜底保障。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落实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相关政策。 

2022/04/29 中央政治局会议 
①要加快落实并实施好退税减税降费等政策，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 

②对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 

2022/05/05 国常会 

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稳经济的重要基础、稳就业的主力支撑。 

①抓紧把已确定的退税减税降费、缓缴社保费、物流保通保畅、推动企业复工达产等

政策举措落实到位。 

②加大政策扶持特别是金融扶持。 

③在 5 月底前全面排查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拖欠的中小企业账款，无分歧欠款发

现一起清偿一起，确有支付困难的 6 月底前明确还款计划。 

2022/05/07 
全国稳就业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 

李克强总理指出：稳就业事关广大家庭生计，是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关键支撑。 

①推进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复工达产，加快落实退税减税降费等减负纾困政

策，帮助尽可能多的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②强化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和服务，做好困难人员就业帮扶，切

实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继续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 

确保完成全年就业目标任务。 

2022/05/11 国常会 

财政、货币政策要以就业优先为导向。 

①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为帮扶他们减负和就业，会议决定，免除今年及

以前年度毕业生今年应偿还的国家助学贷款利息，免息资金由国家财政承担；本金可

申请延期 1 年偿还，不计复利。 

2022/05/18 
稳增长稳市场主

体保就业座谈会 

①落实落细留抵退税减税等组合式纾困政策，着力支持市场主体稳岗，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留工补助、留工培训等政策要加大力度。 

②引导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缓交利息。 

③加大双创支持力度，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面向农民工扩大以工代赈。 

2022/05/19 
李克强总理云南

考察 

加大市场主体纾困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稳就业稳物价保民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 

2022/05/23 国常会 

着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 

①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 

②对中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的，加大扩岗补助等支持。 

③各地要加大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水电气费、房租等支持。 
 

来源：莫尼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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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4 月以来有关“保民生”的会议与事件总结  

时间 会议事件 “保民生”政策总结 

2022/04/07 
经济形势专家和

企业家座谈会 

对零售、餐饮、旅游等与消费密切关联的行业，要进一步加大纾困力度。对耐用消费

品消费、受疫情影响还贷困难的消费者，要研究相应的金融支持政策。 

2022/04/13 国常会 

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协同发力、远近兼顾，努力稳定当前消费，综合施策释

放消费潜力。应对疫情影响，促进消费恢复发展；促进新型消费；扩大重点领域消

费；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加强保障，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消费的障碍。 

2022/04/25 

《关于进一步释

放消费潜力促进

消费持续恢复的

意见 

①围绕保市场主体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做好基本消费品保供稳价，创新消费业态和模

式。 

②积极推进实物消费提质升级，加力促进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持续拓展文化和

旅游消费，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 

③推进消费平台健康持续发展，加快健全消费品流通体系，增加就业收入提高消费能

力，合理增加公共消费。 

④破除限制消费障碍壁垒，健全消费标准体系，加强消费领域执法监管，全面加强消

费者权益保护。 

⑤加强财税支持，优化金融服务，强化用地用房保障，压实各方责任。 

2022/04/27 国常会 
交通物流是市场经济经脉，也是民生保障重要支撑。保障交通骨干网络高效运行；打

通物流微循环；强化重点区域、行业和企业物流保障；加强对货运经营者帮扶。 

2022/04/29 中央政治局会议 
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稳定和扩大就业，组织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保障城市核心

功能运转，稳控安全生产形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2022/05/11 国常会 

确保物价稳定。我国基本民生需求品供应是充裕的，但不可掉以轻心。要抓实粮食生

产，确保粮食产量和供应稳定，夯实稳物价基础。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进一步畅通物

流特别是重点地区物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2022/05/23 国常会 

①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货车车贷、暂时遇困个人房贷消费贷，支持银行

年内延期还本付息。 

②促消费和有效投资。放宽汽车限购，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 600 亿元。因城

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③保障基本民生。做好失业保障、低保和困难群众救助等工作，视情及时启动社会救

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来源：莫尼塔研究            

 

往后看，保就业保消费等“增量”政策会继续推进。本次国常会提出新增 1400 亿元留抵扣税、阶段性

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 600亿元以及缓缴社保 3200亿元，财政发力继续为促进消费做支撑。往后看，一方

面随着服务业场景修复，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出现边际好转，能够对存量就业和消费形成支撑，另一方

面相关政策会继续推出促进消费，对增量部分形成提振。 

 

 

二、高频数据跟踪 
 

实体经济：房地产行业表现不佳，黑色金属涨跌互现。本周，土地和房地产市场表现低迷。黑色

系金属价格有涨有跌。短期供需持续收紧，对矿价仍有支撑，铁矿石价格环比上涨 2.2%至 960.5 元/吨。

由于夏季工地等用钢产业施工放缓，钢材季节性需求下降幅度大，本周螺纹钢价格下降 2.8%。 

 

食品价格：猪肉价格继续上涨。本周食品价格涨跌互现，豆粕、玉米等饲料原料价格不断抬升，

继续提高养殖成本，猪肉价格延续上涨趋势，本周猪肉价格上涨 1.2%至 21.2 元/公斤。农产品批发价

格 200 指数环比下跌 1.9%，鸡蛋价格环比回调 1.5%，蔬菜价格环比下降 3.9%，水果价格维稳不变。 

 

大宗商品：原油价格继续走高，铜价小幅上涨。本周，因欧盟接近达成禁运俄油协议、委内瑞拉

增产空间有限和俄罗斯石油产量下降等因素，布伦特原油上涨 6.1%至 119.4 美元/桶，WTI 原油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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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至 115.1 美元/桶。受美元走弱和需求回暖预期影响，LME 铜价小幅上涨 0.8%至 9359 美元/吨。

此外，LME 铝价小幅下跌 0.02%至 2825.5 美元/吨。 

 

金融市场：全国稳大盘会议提振信心，A 股表现先跌后涨。本周 DR007 上涨 13bp 至 1.71%，资

金面整体仍然较为宽裕。另外，本周稳增长政策接连推出以稳定市场情绪，但实际经济面整体修复程

度仍需观察。从数据来看上证指数小幅下跌 0.5%至 3130.2 点，创业板指下跌 3.9%至 2322.5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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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高频数据跟踪 

 
来源：Wind，莫尼塔研究 

 

 

 

 

 

 

 

 

单位 当周值 环比 上周值 4月 3月 2021年 2020年

综合平均价格指数:环渤海动力煤 元/吨 735 0.0 735 735 738 737 585

期货结算价(连续):铁矿石 元/吨 960.5 2.2 939.5 944.5 945.5 1381 788.5

期货结算价(连续):螺纹钢 元/吨 4683 -2.8 4817 5152 5115 4548 4220

库存期货:螺纹钢 吨 7200 -7.7 7800 1200 14188 30233 31557

唐山钢厂：高炉开工率 % 57.9 1.4 57.1 52.4 52.4 39.7 74.6

水泥价格指数:全国 / 162.3 -0.5 163.2 168.1 172.8 184.3 154.6

南华工业品指数 / 3960.9 1.2 3914.6 3988.7 3999.8 3210.8 2550.5

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 万平方米 183 -19.3 227 824 978 18420 17541

100大中城市:供应土地占地面积 万平方米 1463 -19.7 1822 3283 3386 130413 146817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占地面积 万平方米 921 -29.9 1313 2883 2679 103835 110375

100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 % 2.2 -22.1 2.8 6.1 15.1 2.9 6.6

当周日均销量:乘用车:厂家批发 辆 41047 21.6 33748 53129 121114 102139 140067

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 119.8 -1.9 122.1 128.3 136.1 126.5 130.3

平均批发价:猪肉 元/公斤 21.2 1.2 20.9 19.79 18.25 23.08 45.4

平均批发价:鸡蛋 元/公斤 10.4 -1.5 10.5 10.8 9.5 9.9 8.5

平均批发价:28种重点监测蔬菜 元/公斤 4.2 -3.9 4.4 4.8 6.0 5.0 5.3

平均批发价:7种重点监测水果 元/公斤 7.4 0.0 7.4 7.8 7.0 6.4 6.0

RJ/CRB商品价格指数 / 318.7 1.9 312.7 308.3 295.2 232.4 167.8

期货结算价(连续):布伦特原油 美元/桶 119.4 6.1 112.6 109.3 107.9 77.8 51.8

期货结算价(连续):WTI原油 美元/桶 115.1 4.3 110.3 104.7 100.3 75.2 48.5

现货结算价:LME铜 美元/吨 9383.0 1.0 9287 9820.5 10337 9692 7741.5

现货结算价:LME铝 美元/吨 2825.5 0.0 2826 3039 3503 2806 1978

DR007 % 1.71 8.2 1.58 2.01 2.24 2.29 2.46

R007 % 1.82 8.2 1.69 2.03 2.75 2.55 2.59

SHIBOR:隔夜 % 1.36 3.2 1.32 1.84 2.01 2.13 1.09

货币净投放 亿元 0 / -100 -6400 -3000 -7566 8940

国债到期收益率：1年 % 1.91 -2.2 1.96 2.03 2.13 2.24 2.47

国债到期收益率：10年 % 2.70 -3.3 2.79 2.84 2.79 2.78 3.14

上证指数 / 3130.2 -0.5 3146.6 3047.1 3252.2 3639.8 3473.1

创业板指 / 2322.5 -3.9 2417.3 2319.1 2659.5 3322.7 2966.3

即期汇率:美元兑人民币 / 6.71 0.5 6.67 6.59 6.34 6.37 6.54

USDCNH:即期汇率 / 6.72 0.3 6.70 6.64 6.35 6.36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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