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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过分“鹰派”判断 
——宏观经济研究周报 

 

投资摘要： 

美国 1 月非农就业数据大超预期，就业市场的紧张状况并未按市场预测的路径缓

解，薪资对通胀中服务价格的贡献使市场担忧美联储可能再次激进加息。但我们认

为此次就业数据存在结构性差异：服务生产中与商品相关的行业，如批发零售业，

对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贡献不小。同时最直接的工资价格中，与商品相关的行业时薪

增速提升，而服务行业时薪增速普遍下降。 

综上我们判断本次就业数据会使美联储态度转鹰，但在实际行动上，对利率高点和

持续时间不易作过分鹰派判断。 

 

就业人数超预期增长 

服务业支撑新增就业人数超预期增长。1 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51.7 万人，前值

22.3 万人，预期 18.5 万人，环比增长 131.8%，增速结束了自 2022 年 7 月以来的

下行趋势。分行业来看，商品生产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4.6 万人，较 12 月增长 0.3 万

人；服务生产新增 40 万人，较 12 月增长 17 万人，是超预期增长的主要原因。 

失业率和就业率指示就业市场紧张程度加剧。1 月末美国失业率 3.4%，前值 3.5%，

预期 3.6%，创疫情以来的新低，就业市场的紧张状况有加剧的趋势；1 月末就业率

60.2%，前值 60.1%，低于 2020 年 2 月 0.9 个百分点。 

 

商品行业就业情况显著修复 

与商品相关行业新增就业人数环比回升显著。服务生产新增就业人数中，与商品生

产相关的行业就业人数环比显著回升，1 月合计新增 6.4 万人，环比多增 4 万人。

其中零售业环比多增 2.9 万人，运输仓储业环比多增 1 万人。 

公共事业和信息业就业人数减少，商业服务业和休闲酒店业新增就业人数修复幅度

较大。与商品生产相关性不大的服务业就业情况也不遑多让，1 月合计新增 33.3 万

人，环比多增 13.2 万人。  

 

薪资持续小幅增长 

非农企业员工平均时薪增速有下行趋势。1 月非农企业员工平均时薪 33 美元，前

值 32.9 美元，环比上涨 0.3%，增速较 12 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

时薪上涨 4.4%，在增速确认下行趋势的基础上斜率有抬升的迹象。 

商品生产与服务生产时薪增速分化。分行业来看，1 月从事商品生产员工的平均时

薪为 33.2 美元，前值 33.1 美元，环比上涨 0.4%，增速较 12 月上升 0.06 个百分

点；从事服务生产员工的平均时薪 33 美元，前值 32.9 美元，环比上涨 0.27%，增

速较 12 月下降 0.13 个百分点。 

时薪环比下降行业较上月减少，时薪增速趋缓行业较上月增加。从行业时薪水平来

看，在全部 14 个行业中，1 月仅有运输仓储业平均时薪较上月下降，而 12 月耐用

品制造业和零售业平均时薪环比下降。从环比增速水平来看，1 月共有 8 个行业时

薪环比增速较上月下降，而 12 月则共有 5 个行业时薪环比增速较上月下降。通常

来讲，薪资水平下降的难度较大，因此对比薪资增速的相对变化可能更有意义。 

 

企业劳动力需求回暖 

劳动参与率继续修复，劳动力人口完成修复。1 月美国劳动参与率 62.4%，前值

62.3%，仍低于 2020 年 2 月劳动参与率 0.9 个百分点。从绝对规模来看，1 月美国

劳动力人口 1.66 亿人，前值 1.65 亿人，高于 2020 年 2 月 0.1 万人。劳动力规模

修复，退出劳动力大军的人口逐步回归有望进一步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况。 

企业招工需求再度回暖，职位紧张程度再次上升。12 月美国非农职位空缺率 6.7%，

较 11 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职位空缺数 1101.2 万个，前值 1044 万个。我们用职

位空缺数与失业人口比值表征职位缺口与失业人口的相对强弱，12 月比值为 1.91，

即一名失业者对应 1.91 个职位空缺，前值为 1.76。 

 

风险提示：服务价格上行超预期、美国就业市场紧张程度超预期、商品价格超预期

变动。 

 

 

2023 年 2 月 5 日 

  

曹旭特 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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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2021-23 年 1 月失业率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相关报告 

1、《探底途中——宏观经济研究周报》

2022-12-18 

2、《站在新一轮周期的起点——宏观经济

研究周报》2022-12-25 

3、《超季节性收缩——宏观经济研究周报》

2023-1-2 

4、《紧张状态下的弱松动信号——宏观经

济研究周报》2023-1-10 

5、《整体较弱但仍有结构亮点——宏观经

济研究周报》2023-1-15 

6、《出口继续承压——宏观经济研究周报》

2023-1-29 

  



宏观定期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2 / 9 证券研究报告 

 

内容目录 

1. 每周一谈：美国 1 月非农就业数据点评 .................................................................................................................................. 3 

1.1 核心观点....................................................................................................................................................................... 3 

1.2 就业人数超预期增长 ..................................................................................................................................................... 3 

1.3 商品行业就业情况显著修复 .......................................................................................................................................... 4 

1.4 薪资持续小幅增长 ........................................................................................................................................................ 5 

1.5 企业劳动力需求回暖 ..................................................................................................................................................... 6 

2. 风险提示 ................................................................................................................................................................................. 7 

 

图表目录 

图 1： 2019-23 年 1 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 3 

图 2： 2021-23 年 1 月美国商品和服务生产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 3 

图 3： 2019-23 年 1 月美国失业率与就业率 ............................................................................................................................... 3 

图 4： 2021-23 年 1 月美国商品生产各行业非农新增就业人数 .................................................................................................. 4 

图 5： 2021-23 年 1 月美国服务生产各行业非农新增就业人数 .................................................................................................. 5 

图 6： 2021-23 年 1 月非农企业平均时薪增速 ........................................................................................................................... 5 

图 7： 2021-23 年 1 月商品生产与服务生产平均时薪增速 ......................................................................................................... 5 

图 8： 2021-23 年 1 月美国各行平均时薪及增速 ........................................................................................................................ 5 

图 9： 2020-23 年 1 月美国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 ........................................................................................................................ 6 

图 10： 2020-23 年 1 月美国劳动力人口 .................................................................................................................................... 6 

图 11： 2020-23 年 1 月美国职位空缺数与空缺率 ...................................................................................................................... 7 

图 12： 2020-23 年 1 月美国职位空缺数与失业人口比值 ........................................................................................................... 7 

  



宏观定期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3 / 9 证券研究报告 

1. 每周一谈：美国 1 月非农就业数据点评 

1.1 核心观点 

美国1月非农就业数据大超预期，就业市场的紧张状况并未按市场预测的路径缓解，

反而有反弹的趋势，薪资对通胀中服务价格的贡献使市场担忧美联储可能再次激进

加息。但我们认为此次就业数据存在结构性差异：服务生产中与商品相关的行业，

如批发零售业，对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贡献不小。同时最直接的工资价格中，与商品

相关的行业时薪增速提升，而服务行业时薪增速普遍下降。 

根据以上数据，通胀中最具粘性的服务价格上行幅度应小于预期，同时高位利率对

房地产市场持续施加压力。与商品相关行业的薪资普遍反映在商品价格中，但商品

价格（尤其是非耐用品价格）的通胀粘性有限。综上我们判断本次就业数据会使美

联储态度转鹰，但在实际行动上，对利率高点和持续时间不易作过分鹰派判断。 

1.2 就业人数超预期增长 

服务业支撑新增就业人数超预期增长。1 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51.7 万人，前值

22.3 万人，预期 18.5 万人，环比增长 131.8%（图 1）。2023 年伊始美国就业市场

就传递出强劲信号，1 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大超预期，并结束了自 2022 年 7 月以

来延续的下行趋势。分行业来看，商品生产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4.6 万人，较 12 月

增长 0.3 万人；服务生产新增 40 万人，较 12 月增长 17 万人，是超预期增长的主

要原因。 

图1：2019-23 年 1 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图2：2021-23 年 1 月美国商品和服务生产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失业率和就业率指示就业市场紧张程度加剧。1 月末美国失业率 3.4%，前值 3.5%，

预期 3.6%，创疫情以来的新低，就业市场的紧张状况有加剧的趋势；1 月末就业率

60.2%，前值 60.1%，低于 2020 年 2 月 0.9 个百分点，就业率仍未恢复至疫情前

水平（图 3）。 

图3：2019-23 年 1 月美国失业率与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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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1.3 商品行业就业情况显著修复 

采矿业、建筑业和耐用品制造业就业人数较上月下降，非耐用品制造业新增就业人

数环比走高。1 月采矿业新增就业人数 0.2 万人，环比少增 0.3 万人；建筑业新增

2.5 万人，环比少增 0.1 万人；耐用品制造业新增 0.4 万人，环比少增 2.1 万人；非

耐用品制造业新增 1.5 万人，环比多增 2.8 万人。通常来说，耐用品消费中分期付

款的比例较高，因此社会借贷成本的上升对需求的压缩或在耐用品消费上先行显现

（图 4）。 

图4：2021-23 年 1 月美国商品生产各行业非农新增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与商品相关行业新增就业人数环比回升显著。服务生产新增就业人数中，与商品生

产相关的行业就业人数环比显著回升，1 月合计新增 6.4 万人，环比多增 4 万人。

其中零售业环比多增 2.9 万人，运输仓储业环比多增 1 万人（图 5）。非耐用品制造

业新增就业人数环比多增 2.8 万人，其就业市场的回温传导到了相关服务业。 

公共事业和信息业就业人数减少，商业服务业和休闲酒店业新增就业人数修复幅度

较大。与商品生产相关性不大的服务业就业情况也不遑多让，1 月合计新增 33.3 万

人，环比多增 13.2 万人，其中公共事业和信息业就业人数连续两个月下降，而商业

服务业和休闲酒店业就业市场较为强劲，新增就业人数分别环比多增 4.3 万人、6.4

万人（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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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21-23 年 1 月美国服务生产各行业非农新增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1.4 薪资持续小幅增长 

非农企业员工平均时薪增速有下行趋势。1 月非农企业员工平均时薪 33 美元，前

值 32.9 美元，环比上涨 0.3%，增速较 12 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

时薪上涨 4.4%，在增速确认下行趋势的基础上斜率有抬升的迹象（图 6）。时薪上

涨叠加当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规模的大幅增长说明美国就业市场仍然较为紧张，但

未来增速在高基数的作用下有望持续下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CPI 同比增速的

上行压力。 

图6：2021-23 年 1 月非农企业平均时薪增速  图7：2021-23 年 1 月商品生产与服务生产平均时薪增速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商品生产与服务生产时薪增速分化。分行业来看，1 月从事商品生产员工的平均时

薪为 33.2 美元，前值 33.1 美元，环比上涨 0.39%，增速较 12 月上升 0.06 个百分

点；从事服务生产员工的平均时薪 33 美元，前值 32.9 美元，环比上涨 0.27%，增

速较 12 月下降 0.13 个百分点（图 7）。 

图8：2021-23 年 1 月美国各行平均时薪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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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平均时薪环比下降行业较上月减少，时薪增速趋缓行业较上月增加。1 月多数行业

平均时薪较上月上涨，商品生产中，非耐用品制造业平均时薪环比上涨 0.5%，涨幅

最高；服务生产中，批发业和公共事业平均时薪分别环比上涨 1%、0.8%（图 8）。 

 从行业时薪水平来看，在全部 14 个行业中，1 月仅有运输仓储业平均时薪较上月

下降，而 12 月耐用品制造业和零售业平均时薪环比下降。时薪环比下降行业减

少。 

 从环比增速水平来看，1 月共有 8 个行业时薪环比增速较上月下降，而 12 月则

共有 5 个行业时薪环比增速较上月下降。通常来讲，薪资水平下降的难度较大，

因此对比薪资增速的相对变化可能更有意义。 

1.5 企业劳动力需求回暖 

劳动参与率继续修复，劳动力人口完成修复。1 月美国劳动参与率 62.4%，前值

62.3%，仍低于 2020 年 2 月劳动参与率 0.9 个百分点，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图

9）。从绝对规模来看，1 月美国劳动力人口 1.66 亿人，前值 1.65 亿人，高于 2020

年 2 月 0.1 万人（图 10）。劳动力规模修复，退出劳动力大军的人口逐步回归有望

进一步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状况。 

图9：2020-23 年 1 月美国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  图10：2020-23 年 1 月美国劳动力人口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企业招工需求再度回暖，职位紧张程度再次上升。12月美国非农职位空缺率 6.7%，

较 11 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职位空缺数 1101.2 万个，前值 1044 万个，环比增加



宏观定期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7 / 9 证券研究报告 

57.2 万个（图 11）。 

 从职位空缺率来看，企业招工需求较上月提升，再次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紧张状态，

高息环境对企业需求的制约尚未显著发力。 

 我们用职位空缺数与失业人口比值表征职位缺口与失业人口的相对强弱，12 月比

值为 1.91，即一名失业者对应 1.91 个职位空缺，前值为 1.76（图 12）。从趋势

来看，职位空缺数/失业人口的下降趋势于 12 月中断，劳动力市场供需再次错位

说明未来薪资仍有上行动力。 

图11：2020-23 年 1 月美国职位空缺数与空缺率  图12：2020-23 年 1 月美国职位空缺数与失业人口比值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2. 风险提示 

服务价格上行超预期、美国就业市场紧张程度超预期、商品价格超预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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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体系 

申港证券行业评级体系：增持、中性、减持 

增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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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