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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影响下城镇就业短期压力有所上升 

受此次疫情影响，短期城镇就业压力确有上升的迹象，2020 年

1-2 月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 108 万人，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较

2019 年同期减少 64 万人。同时，2 月城镇调查失业率较 1 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显示受疫情影响，城镇就业压力有所加大。“稳就业”作为“六

稳”之首，对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有非常重要额作用。而此次疫情适逢春

节期间，而节后防控疫情政策对复工、招工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我们认为目前主要体现了摩擦性失业的特征，并不是经济运行情况严

重恶化产生的影响。 

 总体就业压力逐步缓解，但城乡状况不同 

我们进一步分析社会整体就业压力，从数据上看整体压力可控，

实际上在近几年间将会逐步减轻。我们根据全社会每年经济人口数量

和每年就业人员数量，得出未就业的经济人口情况。在目前较为稳定

的经济环境下，提供的就业岗位已经基本达到峰值。在此背景下，影

响整体就业的主要是适龄人口，而我国劳动力人口的拐点确已出现，

未来整体就业压力或逐步减轻，但城镇就业压力在明显上升。 

 城镇就业压力提升大背景下，仍存结构性用工难 

在城镇就业压力逐步增大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城镇确实存在结构

性用工难的现象。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上的求人倍率一直在上升。

2009-2010 年这一数字在 0.85-1 之间振荡上行；从 2011 年开始，求人

倍率便一直稳定在 1 以上，表明雇主对员工的需求大于整个市场所能

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在城镇就业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出现这种情况反

映了，部分行业的供需出现不平衡。 

 城镇就业压力转折点或在两年内出现 

关于城镇就业压力的预测，我们从每年新增职位需求和新增职位

供给两方面来考虑。可以发现，在未来两年内，新增需求都将一直超

过新增供给，这表明城镇就业压力在这期间仍将持续上升。这一缺口

将在 2021 年由正转负，表明从这一年开始，新增供给将大于新增需

求，对城镇就业压力起到一定缓解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城镇就业

压力将在 2020-2021 年之间达到峰值，之后将会有所改善。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超预期下行；海外疫情影响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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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就业压力不轻，稳住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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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影响下城镇就业短期压力有所上升 

受此次疫情影响，短期城镇就业压力确有上升的迹象，2020 年 1-2 月的城

镇新增就业人数为 108 万人，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较 2019 年同期减少 64

万人。同时，2 月城镇调查失业率较 1 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显示受疫情影响，

城镇就业压力有所加大。“稳就业”作为“六稳”之首，对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有非常

重要额作用。而此次疫情适逢春节期间，而节后防控疫情政策对复工、招工均

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我们认为目前主要体现了摩擦性失业的特征，并不是

经济运行情况严重恶化产生的影响。 

图表 1：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情况（万人） 
 

图表 2：城镇调查失业率（%）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实际上，此次失业率提升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也是意料之中的。截止 2018

年底，国内就业人员中，第三产业总人数近 3.6 亿人，占比 46%，而在城镇就

业人员中此次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如建筑业、交运、住宿餐饮等行业的从业

人员达到 5000 万人以上。从目前疫情对第三产业及部分行业的影响看，就业

压力上升是可以预见的，但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短期影响，疫情结束后需求端应

会快速恢复。尤其是人员流动逐步恢复后，城镇失业率预计将出现明显下降。 

图表 3：2014-2018年城镇就业人数（万人） 
 

图表 4：2018年部分行业城镇就业人数（万人）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在中国经济进入存量阶段后，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增长也逐渐放缓。官

方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中，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从 2009 年的 1102 万人次，缓

慢增长至 2019 年的 1352 万人次，增速从最开始的 6%下降至目前的-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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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剔除重复统计后，2019 年城镇实际新增就业人数为 828 万人，就业岗位的

增长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而逐步下降。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目前的压力更多是短

期的，从 2 月 PMI 从业人员指数上看，市场对用工存在较为悲观的情绪。但

这也包含了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疫情导致部分行业陷入停滞，用工需求减弱，

另一方面则由于疫情隔离措施导致部分劳动力无法正常投入生产，用工供给出

现问题。疫情好转之后，用工状况预计会有明显好转，短期失业率或有提升，

但总体可控。 

图表 5：2015-2019年新增就业情况（万人） 
 

图表 6：2020年 2月 PMI从业人员指数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二、总体就业压力逐步缓解，但城乡状况不同 

我们进一步分析社会整体就业压力，从数据上看整体压力可控，实际上在

近几年间将会逐步减轻。我们根据全社会每年经济人口数量和每年就业人员数

量，得出未就业的经济人口情况。数据显示，2013 年-2018 年，尽管未就业人

数逐年增长，但经济人口总量在 2017 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且整体失业率在 2018

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预期 2019 年未就业人数将进一步减少。在目前较为稳

定的经济环境下，提供的就业岗位已经基本达到峰值，在此背景下，影响整体

就业的主要是适龄人口，而我国劳动力人口的拐点确已出现，未来整体就业压

力或逐步减轻。 

图表 7：全社会经济人口情况（万人） 
 

图表 8：劳动力人口和出生率已出现拐点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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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城镇就业压力在明显上升。据统计，在过去 4 年中，城镇新增就

业人数和毕业人数的缺口正在不断缩小。相较于 2015 年，2018 年毕业人数占

新增就业人数的比重上涨了超过 4 个百分点，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

在挤占城镇就业机会。为了预测未来四年的城镇就业压力情况，我们做了以下

三个假设：（1）当前经济情况保持不变；（2）城镇化率以每年近 1%的速度提

高，并且在 2030 年达到 70%；（3）绝大多数毕业生都留在城镇就业。根据模

型，在 2019 年，毕业生占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比重将会达到 64.7%，和 2018

年相比，再次上涨超过 1 个百分点；而接下来的四年，这一占比预计仍将以每

年 1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 

另一方面，农村就业压力也出现变化。我们根据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每年的

变化和二三产业与城镇就业人员差值的变化，推算出过去几年中，每年新增的

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数量。推算结果显示，从 2013 年 2018 年，净转移

人数上涨了约 17%。另外，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9 年第三季度，全社会

共有 1.83 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1%；2019 年以来的

同比涨幅均值在 1.2%，而 2018 年均值为 0.8%。同时，近三年农用地面积也

在以每年 20-30 万公顷的速度减少。多组数据都表明，农村就业人口正在逐渐

减少。 

三、城镇就业压力提升大背景下，仍存结构性用工难 

在城镇就业压力逐步增大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城镇确实存在结构性用工难

的现象。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上的求人倍率一直在上升。2009-2010 年这一

数字在 0.85-1 之间振荡上行；从 2011 年开始，求人倍率便一直稳定在 1 以上，

表明雇主对员工的需求大于整个市场所能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在城镇就业压力

加大的背景下，出现这种情况反映了部分行业的供需出现不平衡。 

 

图表 9：城镇就业人数和毕业生人数情况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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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9 年第三季度，互联网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远远

高于其他行业，占比 27.3%；但同时，这一行业的供给仅有 17.3%，需求超出

供给 10 个百分点。而供给位于第二名的房地产行业，则是供大于求的状态，

供给超出需求近 3 个百分点。行业供需不均的情况，也符合目前国内经济转型

的切实需求，从传统制造业转向先进制造及高新技术产业，必然会导致各行业

人才重新洗牌。 

除了各行业内的供需不平衡之外，各个城市的人才分布情况也存在不匹配

的问题。通过观察市场数据可以发现，全国人才供给最多的城市为上海，占所

有劳动力的 16.45%，而上海对人才的需求仅占总需求的 12.67%。另一方面，

在前 20 个占比最大的城市中，除了前 6 个城市的排名基本相同，剩余 14 个城

市在供需排行榜的名次有明显差别。比如，重庆的人才供给位列第 8 位，但人

才需求降至第 11 位。 

图表 10：求人倍率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图表 11：各大行业人才供需情况 

 

资料来源：猎聘研究院，华鑫证券研发部 



 

 

宏观报告·宏观专题 

 

规范、专业、创新              请阅读最后一页重要免责声明 7/11 

 

可以发现，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市场数据，都反映出当前城镇劳动力市

场上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当前就业压力确实不容忽视，

但这种压力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更具体地说，我们认为，全社会就业压力确实

在减小，但城镇就业压力正在增加；各行业、各城市之间人才分布不均，存在

结构性用工难的问题；预计在 2020-2021 年之间达到峰值，之后便出现改善。 

四、城镇就业压力转折点或在两年内出现 

关于城镇就业压力的预测，我们从每年新增职位需求和新增职位供给两方

面来考虑。需求方面，我们将每年新增职位需求拆分成当年毕业人数和当年从

农村到城镇的净转移就业人数两部分。而新增职位供给可以拆分成当年退休人

数、净转移岗位和因经济增长而自发产生的新增岗位三部分。此处我们仍假设

绝大多数毕业生都留在城镇工作。从模型推算，在未来四年，新增就业需求基

本一直保持在每年 1700-1800 万人次的水平上，而且将在 2021 年达到最大值，

之后这一数字开始缓慢下降。在考虑经济稳定增长的背景下，新增就业供给则

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均是在 1500 多万个岗位数量的

水平上，在 2021 年这一数字更是下降到 1400 万个左右；但从 2021 年之后，

新增就业供给便开始明显回升，在 2023 年上升至 1800 万个岗位。 

图表 13：未来四年城镇新增就业需求预计 
 

图表 14：未来四年城镇新增就业供给预计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图表 12：全国人才需求供给分布 TOP20 

 

资料来源：猎聘研究院，华鑫证券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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