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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经济弱而就业韧，原因何在？ 
[Table_Title2]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经济弱而就业韧的背后原因 

1）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的不断提升使得单位 GDP 带动的就业人数不断

增加，2019 年单位 GDP 带动的就业人数约是 2009 年的两倍，经济增

长就业弹性的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经济增速下行对就业的负向

影响。 

2）老龄少子化日益严峻，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占比相继见顶，就业人

员规模以及劳动参与率也逐步下降，劳动供给端的收缩能够对冲部分

失业压力，维持失业率的相对稳定。 

3）外出农民工数量及占比有所下行，城镇调查失业率等指标对于这部

分流动性较强的人口难以把握，进而造成相关指标代表性有所减弱，

无法全面刻画失业情况。 

 

► 未来就业形势分析 

1）短期失业率可能存在一定上行压力，由于失业指标滞后于经济指

标，三季度经济增速下行的影响会逐步反映到 Q4 及明年 Q1 的失业指

标上。 

2）长期总量无忧但需关注结构，受我国老龄少子化趋势加剧影响，未

来就业人口数量将持续下行，总量就业压力逐步缓解，但仍需关注大

学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结构性就业压力。 

 

► 中国就业结构的四大特征 

1）就业的城乡二元分化在 2014 年发生逆转，城镇成为就业的主要阵

地。 

2）第三产的就业占比继续攀升，2020 年达 47.70%，成为吸纳就业的

主力军。 

3）失业率年龄结构呈现明显的 U 型分布，16-24 岁以及 45 岁以上失

业率较高，中间年龄段失业率较低。 

4）就业情况区域差异较大，东、中、西、东北地区就业景气指数依次

递减，二、三线城市就业景气指数高于一线、新一线城市。 

 

► 按照侧重点不同，我国就业指标可以划分成三类 

1）就业数量指标：主要包括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人数以及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等。 

2）失业率指标：主要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和 31 个

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等。 

3）指数类指标：主要包括 PMI 从业人员指数、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

以及求人倍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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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出现超预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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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哪些指标可以反映就业状况？ 

高质量发展政策导向下，就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我经济由高速发展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目标逐步淡化，而对结构和质量的关注得到进一步强

化。就业作为反映经济发展质量、产业结构变动、居民消费水平的关键变量，其重要

性逐步凸显。2021 年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的时

候，依然坚持就业优先的政策，我们继续推动‘六稳’，实现‘六保’，还是把就业放

在之首”，就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既然就业如此重要，那么有哪些指标可以反映就

业状况呢？ 

我国就业相关的指标相对较多，按照侧重点不同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就业数量指标。这一类指标主要包括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失业人

员再就业人数以及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等三个，其中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指标最为关

键，所谓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是指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员数减去自然减员人数1。 

自 2009 年以来，每年国家都会设定年度的新增就业人数目标，2009-2013 年的

目标为 900 万人，2014-2016 年提升至 1000 万人，2017-2019 年进一步提升至 1100

万人，2020 年受疫情冲击影响，年度目标降至 900 万人，2021 年重新回到 1100 万人

的水平。从完成度来看，每年实际城镇新增就业人数都会超过就业目标，2013-2019

年基本都保持在 1300 万人以上。 

从月度变动情况来看，1、2 月份新增就业人数相对较少，3-6 月逐步增加，平均

每月新增就业人数均在 130 万人以上，7-12 月逐步递减。就今年新增就业完成度而

言，前 10 月累计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1133 万，完成全年新增就业目标，进度与往年基

本一致。 

 

图 1 实际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基本都高于目标人口  图 2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3-6 月较高，后续逐月递减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第二类，失业率指标。这一类指标主要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

和 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等三个。 

                                                                 
1 自然减员人数是指报告期内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办理正式退休手续人员和因伤亡减员的人数，包括城镇各类单位、私营个体经济组织、

社区公益性岗位及灵活就业人员中的离退休人数及在职人员伤亡减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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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登记失业率是人社部统计的劳动年龄内2有劳动能力，无业且有就业意愿，

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城镇人员比重，由于这一数据排除了流动人口、

农民工以及不去主动登记的失业人员，导致该指标失真，难以反映真实失业情况。 

城镇调查失业率反映城镇常住经济活动人口中，符合失业条件的人数占全部城

镇常住经济活动人口的比率，这一指标对于就业、失业人口的定义与国际劳工组织标

准一致，并且覆盖范围更广，将所有常住人口纳入统计，因此对于失业的刻画更为准

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登记失业率的不足。 

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是针对 31 个城市的失业调查，方法与城镇调查失业

率一致，只是覆盖范围相对较小。 

从三者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城镇调查失业率与 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变

动趋势基本一致，与 GDP 同比增速呈现明显的负向关系。而城镇登记失业率则与二者

明显不同，一方面数值偏低，均值在 4%左右，而且变动幅度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与

GDP 同比增速的负向关系并不明显，因此我们重点关注城镇调查失业率。 

从数值上看，今年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逐步下行，由 2 月的 5.5%下行至 10 月

的 4.9%，并且 6 月之后城镇调查失业率便已经低于 2019 年同期水平，与 2018 年大

致相当，表明当下就业压力相对不大。 

 

图 3 城镇调查失业率准确度高于登记失业率（%）  图 4 6 月后 2021 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 2019 同期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第三类，指数类指标。这一类指标主要包括 PMI 从业人员指数、中国就业市场

景气指数以及求人倍率。 

PMI 从业人员指数是 PMI 指标的分项，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两类，高于 50%表

示就业扩张，低于 50%表示就业收缩，从数值上看制造业与非制造业 PMI 从业人员指

数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不过 2015 年以来波动幅度明显收窄，对于就业的指示意义也

相对有限。 

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与智联招聘联合推出的反映

我国就业市场景气程度的指标，该指数是招聘需求与申请人数的比值，当这一比值大

于 1 时，表明市场对劳动力需求多于供给，就业景气度较高，而当小于 1 时则表明劳

动力供大于求，就业景气度较低。从数值来看 CIER 指数自 2011 年以来基本都保持在

                                                                 
2 年龄范围为：男性 16 岁以上，60 岁以下；女性 16岁以上，50 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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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呈现震荡上行趋势。2021 年 CIER 指数不断上行，由 Q1 的 1.66 上升至 Q3 的

2.15，高于 2019 年同期水平。 

另外一个与 CIER 指数类似的指标是求人倍率，这一指标由人社部人力资源市场

信息监测中心公布，统计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的比值，其含义与 CIER 类似。

从数值上看，自 2010 年以来求人倍率便始终大于 1，并且呈现震荡上行态势。CIER

指数以及求人倍率的震荡上行表明当下中国就业市场整体压力相对有限。 

 

图 5 PMI 从业人员指数变动幅度相对有限  图 6 CIRE、求人倍率震荡上行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2.中国就业结构有何特征？ 

以上相关的指标虽能从总量上对中国的就业情况进行分析，但难以从结构上进行

把握。接下来我们将从城乡、产业、年龄、区域等方面分析中国的就业结构特征。 

2.1.就业的城乡二元分化发生逆转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就业的城乡二元分化发生逆转，城镇成为就

业的主要阵地。建国 70 余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

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建国初期的 10.6%，提升至 2020 年的 63.89%，年均

提高 0.74%。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使得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进入城镇，城镇就业人

员数量和占比也不断提升。2013 年城镇就业人数达 38527 万人，占比 50.5%，正式超

过乡村就业人口，就业的城乡二元分化开始逆转。2020 年城镇就业人数达 46271 万

人3，占比 62%，较改革开放初期增加了 38 个百分点，成为我国就业的主要阵地，我

国就业也从过去的乡村为主，城镇为辅转变成城镇为主，乡村为辅。 

                                                                 
3 2020 年，我国就业总人数达 74630 万人，城镇就业人数 46271 万人，乡村就业人数 28359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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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快速提升  图 8 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增长明显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2.2.第三产业就业占比继续攀升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不断提高，三产的就业

占比也继续攀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在不断的转型升级，第一产业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下降，二、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2020 年三者的比重分别为 7.65%、

37.82%和 54.53%。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带动就业人员占比变化，2020 年三次产业

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 23.60%、28.70%和 47.70%，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

军。不过目前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比仍有不小的偏离，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仍

大幅高于第一产业 GDP 占比，而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则低于 GDP 占比，表明未来

就业结构转型的空间仍然较大。 

 

图 9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不断提高（%）  图 10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不断攀升（%）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2.3.失业率年龄结构呈 U型分布 

中国城镇失业率年龄结构呈现明显的 U 型分布，即 16-24 岁以及 45 岁以上失业

率较高，中间年龄段失业率较低。从人社部公布的分年龄阶段求人倍率可以看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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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岁年龄段求人倍率最高，35-44 岁次之，这两个年龄段的求人倍率基本都在 1 以上，

说明市场对这些年龄段劳动力的需求多于供给，就业景气度较高；而 16-24 岁以及

45 岁以上年龄段求人倍率则较低，基本都在 1 以下，说明市场对这些年龄段劳动力

的需求少于供给，就业景气度较低。 

这一点在城镇调查失业率中也有所体现，16-24 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明显高于

25-59 岁年龄段。16-24 岁年龄段失业率高主要是由于高校大规模扩招，高等教育培

养人才与现实经济需求不匹配所致，从求人倍率可以看出大学学历的求人倍率明显低

于职高等职业教育学生的求人倍率。而 45 岁以上年龄段失业率高则主要是由身体机

能逐步衰退，用人单位担心无法胜任相关工作所致。 

 

图 11 16-24 岁、45 岁及以上年龄段求人比例较低  图 12 16-24 岁失业率明显高于 25-59 岁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13 职高学历求人倍率最高，大学学历求人倍率最低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2.4.就业情况区域差异较大 

东、中、西、东北地区就业景气指数依次递减，二、三线城市就业景气指数高

于一线、新一线城市。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此就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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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也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数值上看，东部地区就业景气指数最高，并且近期出现

了明显的上行，Q3 达到了 1.84，较 Q2 环比增加了 40%，表明东部地区就业状况恢复

较好，岗位需求明显增多。而其他区域就业景气指数则低于东部，并且近期改善并不

明显。就不同城市而言，二、三线城市就业景气指数则要高于一线、新一线城市，主

要原因是一线、新一线城市凭借良好的教育、医疗以及公共服务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就

业人员，导致其就业竞争更为激烈，而二、三线城市竞争压力则相对较小，岗位供给

增速也大于求职人员增速。 

图 14 东、中、西、东北地区就业景气指数依次递减  图 15 二、三线城市就业景气指数高于一线、新一线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3.经济弱而就业韧的背后原因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就业却始终维持在合理区间，调查失业率基

本保持在 5%附近，就业景气指数和求人倍率更是逐年走高，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讨。

我们认为除了就业政策支持外，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断增加、劳动供给收缩对冲

部分失业压力以及外出农民工数量有所下行等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3.1.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断增加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的不断提升使得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从前

文可知，我国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逐年提升，2020 年这一占比达到了 54.53%，由于

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更强，因此其就业人员占比也不断提升，进而导致单

位 GDP 带动的就业人数不断增加。 

从数值上看，2009-2011 年单位 GDP 带动的新增就业人数在 110-120 万之间，

2012-2013 年在 160-170 万之间，2014-2017 年在 180-190 万人之间，2018 和 2019

年单位 GDP 带动的新增就业人数分别在 203 和 220 万人，2020 年这一带动数量更是

提高至 516 万人，不过这一数值明显过高，主要与受疫情冲击导致的 GDP 在短时间内

加速下行有关。但从 2009-2019 年单位 GDP 带动的新增就业变动情况推测，未来经济

增长的就业弹性还会进一步增加。 

这点从美国第三产业占比提升与单位 GDP 带动的新增就业人数增加中也可以窥得

一二，美国的第三产业占比从 1990 年的 74.51%提高至 2020 年的 81.50%，单位 GDP

带动新增就业人数也由 21.63 万人提高至 86.52 万人（2019 年），扩大了近 4 倍。就

业弹性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经济增速下行对就业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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