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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丝剥茧，就业压力并不大 

——就业报告系列之一 

 

   宏观深度  

      要点 

 近期互联网等行业减薪裁员的消息时有耳闻，但宏观就业指标仍然表

现强劲，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仍然走低。如何解释这些现象，

2019 年的就业压力到底有多大？这些问题涉及到政策制定，并影响市

场的走势。 

 中国劳动市场正经历一场“大变局”。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 

比如 15-59 岁人口自 2012 年开始下降，且下降速度有加快的趋势，

2019、2020 年预计将分别下降 180 和 300 万左右。另一方面，服务

业快速崛起，变成了吸收劳动力的“大户”。部分生活型服务业的就

业人数已经相当可观，如家政服务业由 2015 年的 2330 万人上升至

2016 年的 2540 万人。2017 年我国参与共享经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

7000 万人，比前一年增加 1000 万人。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

共有2100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近400万是去产能行业职工。

快递行业约有 300 万快递员，而外卖有接近 60 万的送餐员。这些服务

业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新技术的推动，但也跟政策的支持有关，近年

来服务业的税率下降较制造业更多，其中营改增的影响最为显著。 

 “大变局”不仅表现在劳动力的供需方面，还表现为几个结构性的趋

势变化。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倾向都

比较明显。90 后蓝领第一份工作从事服务业的比重为 30%，较 80 后

上升了 17 个百分点；2017 届毕业生进入制造业的比重仅为 19.2%，

较 2013 届下降了 6.6 个百分点。劳动力向低线城市转移也似乎成为了

一种趋势，新一线城市的人才流入率和留存率近年来都有较大幅度的

提升；而蓝领在外出打工数年后也有“落叶归根”的现象，到外省务

工的民工人数与在省内务工的民工人数的比率过去十年趋势性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 

 基准情形下，2019 年就业压力总体上不那么大，更多是结构性问题，

而本轮“稳就业”的政策也主要聚焦供应端而非大幅刺激需求。预计

2019 年城镇就业市场的仍然呈现供小于求的态势。但结构性失业问题

存在，其中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可能相对明显，但部分可通过继续深

造来解决，实际上 2018 年选择继续深造的本科毕业生的比率较 2016

年上升了 15 个百分点左右。前几年发展迅速的行业（比如互联网）面

临的压力也可能上升，而部分制造业仍然面临“招工贵”的问题。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政府一方面是通过“四万亿”刺激需求，另一

方面是从供应端解决问题。而本轮“稳就业”的重点在供应端（比如

对不裁员的企业提供税费优惠），而非大幅刺激需求。不过，如果全

球经济增速超预期下行或者贸易摩擦恶化，就业压力将可能较基准情

形下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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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市场越来越关注失业问题，不时传出的

互联网、金融等行业“裁员”的消息扰动市场情绪，而决策层也将“稳就业”

放在了“六稳”之首。但是与这些现象相悖的是，宏观层面的就业指标仍然

表现强劲，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屡创新低。 如何解释以上现象呢？

2019 年的就业压力到底有多大？这涉及到今年经济与政策，并影响资本市

场的走势。 

劳动市场“大变局” 

总量的失业率指标显示就业市场仍然比较稳健。反映城镇就业状况的登

记失业率与调查失业率不断降低，2018年第四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8%，

创 2002 年以来的新低；2018 年 12 月，31 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为 4.7%，

为 2013 年以来的新低（图 1）。值得注意的是，包含城镇和农村的整体失

业率1在 2017 年也出现了下降（图 2）。 

图 1：城镇调查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  图 2：全国劳动参与率、就业率与失业率 

 

 

 注：数据截至 2018 年 10 月 

资料来源：Wind，CEIC 

 注：数据截至 2017 年 

资料来源：Wind 

 

劳动力市场的变迁值得关注。第一个变迁是去工业化和服务业崛起。

2012 年，中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达到了最高点——30.3%，此后逐渐下

降，2017 年为 27.0%，与此相对应的是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在 2012 年后

加速上升（图 3）。第二个变迁是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由于老人越来越多、

年轻人越来越少，15-59 岁、15-64 岁新增人口分别自 2012、2015 年开始

为负，且下降速度有加快趋势：其中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 2019、2020 年

预计将分别下降 181、302 万（图 4）。 

传统的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带来的供给在减弱。一方面，与城镇一样，

农村也在面临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的状况；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收入差

距不断减小也使得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工作的意愿边际减弱：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013年的35.6%上升到了2018

年的 37.2%。两者共同作用下，2018 年的农民工人数只增加了 184 万，相

比于 2017 年的 481 万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图 5）。 

 
                                                        
1 失业率=失业人员/经济活动人口。由于中国的城镇化率以年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而城市的自然失业率高于农村的自然失业率，使得 2016 年以

前，整体失业率上升而城镇失业率却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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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三大产业就业人口占比  图 4：新增劳动年龄人口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联合国 

 

中高端劳动力市场面临压力，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仍然偏紧。经济下行，

偏向中高端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确实有所下降，但供给并未大幅上升。中国

就业研究所分析智联招聘2的数据发现，2018 年第四季度，招聘需求人数同

比下降 12%，环比上升 25%；求职申请人数同比上升 8%，环比上升 4%。

2018 年第四季度的 CIER 指数3（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为 2.38，有季

节性改善，低于 2017 年同期（2.91），但与 2016 年同期（2.41）相近。而

偏向中低端的劳动力市场仍然维持较高的景气度：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

测中心统计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4（比如地方人才市场）市场求人倍率在 2018

年第四季度创新高至 1.27（图 6）。 

图 5：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民工人数变化  图 6：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求人倍率与 CIER 指数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中国就业研究所。数据截至 2018 年 12 月。 

 

中高端劳动力市场的边际放缓与主观感受比较一致。猎聘网《2019 年

第一季度招聘趋势调研报告》显示，2019 年第一季度，对中高端人才的招

聘需求减少的企业占比为17%，较2018年第一季度的12%有所上升（图7）。

                                                        
2 智联招聘的求职人员偏向于中高端，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该数据库共有活跃建立 2130

万份，本科以上教育背景的高学历人员比重为 86.2%。 
3 CIER 全称为 China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中国就业研究所）。 
4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求职人员偏向于中低端，2018 年第一季度，进入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市场的求职者约 466.9 万人，用人需求较大的职业包括推销展销人员、简单体力劳动人

员、餐厅服务员、厨工、其他餐饮服务人员、治安保卫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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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受市场关注的互联网行业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野蛮生长后的扩张速度

有所趋缓，2018 年第四季度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的 CIER 指数为 5.61，较

2017 年第四季度的 10.24 有所下降，但较 2018 第三季度的 4.2 回升。主观

感受也可能放大了严重程度，2018 年互联网中高端人才的期望年薪和实际

年薪之间的差异较 2017 年扩大（图 8）。 

图 7：各季度招聘计划变化趋势对比  图 8：16-18 年互联网中高端人才的实际、期望年薪 

 

 

 资料来源：猎聘网《2019 年第一季度招聘趋势调研报告》  资料来源：猎聘网《2019 年人才前景趋势大数据报告》 

 

服务业：创造就业的“大户” 

从数据上来看，部分生活型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已经相当可观。其中如家

政服务业，由 2015 年的 2326 万人上升至 2016 年的 2542 万人（图 9）。

2017 年相对于 2012 年，城镇就业人数5增量从高到低的排列为：生产型服

务业、生活型服务业、制造业。虽然建筑业（+633 万人）、制造业（+373

万人）的城镇就业人数增加数排在第一、二位，但是增速的排名却排名第 4、

15 位，分别为 5.6%、1.7%。生产型服务业城镇就业人数增速最高：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12.3%）、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2.2%）、房地

产业（10.2%）；部分生活型服务业的城镇就业人数增速也要高于制造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4.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4.5%）、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3%）（图 10）。 

图 9：部分生活型服务业就业人数  图 10：2017 年相对于 2012 年的城镇就业人数变化 

 

 

 资料来源：商务部  资料来源：Wind 

                                                        
5 为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不包含私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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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的冲击加速了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互联网等新技术加速

发展：中国网民人数从 2012 年底的 5.64 亿增长到了 2018 年 6 月底的 8.02

亿，普及率从 42.1%提升至 57.7%。其中，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更为显著：中

国手机网民占整体网民的比例从 2012 年底的 74.5%增长到了 2018 年 6 月

底的 98.3%。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了共享经济的大发展，

从而带动了就业，其中许多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就业。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7 年我

国参与共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 7 亿人，比上年增加 1 亿人左右；其中参与

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 7000 万人，比上年增加 1000 万人。2017 年我国共享

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 716 万人，比上年增加 131 万人，约占当年城镇新增

就业人数（1354 万）的 9.7%（图 11）。 

共享经济在解决产能过剩行业工人再就业以及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等

方面也起到了作用。专车：以滴滴为例，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共有

2108 万6人（含专车、快车、顺风车车主、代驾司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

其中 393 万是去产能行业职工，超过 178 万是复员、转业军人，还有 133

万失业人员和137万零就业家庭在平台上实现了新就业。外卖：以美团为例，

日均活跃配送骑手数从 2015年第四季度约 1.4万人增至 2017年第四季度的 

53.1 万7人，其中有 4.6 万人来自贫困县，占比 9.2%；有 15.6 万8人曾经是

煤炭、钢铁等传统产业工人，占比 31.2%。快递：2018 年快递全行业估计

有 300 万9快递员。此外，共享住宿、家政等行业也实现了与新技术的融合

（图 12）。 

图 11：2015-2017 年我国共享经济企业员工数  图 12：部分共享经济企业带动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第一财

经&苏宁易购《2018 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滴滴政策研究院

《2017 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美团招股说明书 

 

除了信息技术的促进作用，政策也对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支持作用。单

从数量上来看，对高技术服务业的政策支持文件不断增多：据不完全统计，

中央层面发布的对高技术服务业的支持政策在 2011-2016 年就有 45 项，相

                                                        
6 数据来自《新经济 新就业——2017 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 
7 数据来自美团招股说明书。 
8 数据来自《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 
9 数据来自《2018 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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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以前年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图 13）。而措施集中的领域排名前三的是税

收优惠政策（67 项）、信息网络支持政策（59 项）、法规管制政策（33 项）

（图 14）。 

图 13：高技术服务业政策颁布时间阶段分布图  图 14：各部门颁布的政策数量及措施数量 

 

 

 资料来源：姚正海 , 姚苗苗 .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高技术服务业

政策研究[J]. 科技与经济, 2018. 

 资料来源：姚正海 , 姚苗苗 .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高技术服务业

政策研究[J]. 科技与经济, 2018. 

 

从效力最强的税收优惠政策来看，近年来第三产业的税率下降更多。

2012年第二、三产业的税率10分别为 22.4%、22.8%，2016年分别为 20.5%、

20.7%，第三产业降低的幅度（2.1 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9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中部分服务业，如住宿和餐饮业（-46.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20.7%）、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4.5%）、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2.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2.0%）的变化程

度11大于制造业（-7.9%）。 

这样的变化主要来自于营改增对服务业减税的影响。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营改增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开始，营改增政策逐步

推行至全国和所有服务业。2016 年 5 月 1 日起，所有服务业都被纳入到了

增值税的范畴中（表 1）。 

截至 2017 年，营改增已累计减税近 2 万亿元12，主要的受益13行业就是

服务业。从 2012-2016 年税率的变化来看，部分服务业实际承担的间接税税

率14下降幅度高于制造业（-0.7 个百分点），占据了整体税率下降幅度的大

部分：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5.9 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3.1

个百分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2.2 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1.7

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1 个百分点）、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0.7 个百分点）（图 15）。 

 

 

                                                        
10 我们将税率定义为税收/增加值。 
11 变化程度=税率变化/原税率。 
12 《营改增累计减税近 2 万亿元》，人民日报，2018 年 01 月 18 日。 
13 服务业营改增受益的渠道有两个：对于一般纳税人来说，营改增后增加了抵扣，应纳

税所得额减少；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增值税征收率（3%）较营业税税率（5%）有较

大幅度的下降。 
14 实际承担的间接税税率=（营业税+增值税）/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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