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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南证券研究发展中心 

[Table_Summary]  稳就业已成为宏观政策的重要着力点。自 2018 年 7 月的政治局会议将“稳就

业”提高至“六稳”之首以来，政策频出以支持就业。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

更是首次提出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明确提出稳增长首要是保就

业。可见促进就业已经成为政策的主要发力方向之一。因此如何准确跟踪就业

市场形势，判断当前就业压力究竟有多大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分为三类：长期在农村的劳动力，在城乡之

间转移的劳动力，长期在城镇的劳动力。一般不考虑长期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

问题，就业压力主要表现在后两类劳动力中。城乡之间转移的劳动力如果在城

市找不到工作，则会返回农村，因而经济增速与城乡之间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有

明显的正相关性，劳动力转移量是就业压力状况有效的衡量指标之一。而长期

在城镇的劳动力如果找不到工作则会表现为失业，因而城镇失业率也与经济增

速由高度的相关性。而就业压力会表现为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以及城镇失业率

上升。劳动力转移可以通过新增非农就业、新增农民工以及新增城镇就业等观

察，而失业率缺乏序列较长的有效指标，我们通过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构

建较为有效的长序列失业率指标，来观察当前就业压力状况。 

 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非农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还是我们估算的有效的城镇

失业率，都显示就业压力较为严峻。纵向对比来看，劳动力转移略好于 2000

年左右水平，新增非农就业与城镇就业高于 1998-2002 年水平，但低于其它年

份，新增农民工与 2000 年相当。而从失业率来看，我们估算的失业率目前为

5.3%，与 1998 年水平相当，低于 2000 年 6.5%的水平，但相去并不很远。转

移量和失业率数据都显示当前就业压力严峻，目前是除 2000 年之外就业压力

最严峻时期，仅略好于 2000 年左右国企改革职工下岗就业形势严峻时期。 

 我们基于人口数据估算的新增城镇就业需求显示，这两年就业压力较大，2021

年之后就业压力可能有所缓解。我们将每年净增城镇就业拆分为新进入量、转

移量和退出量，按“新进入量+转移量-退出量”估算的新增城镇就业需求。在

近几年持续高于实际增加的城镇就业，显示近年就业机会供不应求，就业压力

较大。随着 90 年代出生人口持续下降，新进入量在未来将逐步下降。城市化

的推进带动转移量不断下降，而三年自然灾害后人口出生高峰在 2020 年后进

入退休年龄，提升了退出量。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之下，2021 年之后就业需求

下降，届时就业压力或有所缓解。 

 需要稳定经济增长来保障就业市场稳定，稳增长政策应更为有效。当前严峻的

就业形势凸显了稳就业的必要性。而稳定就业则需要稳定的经济增长。需要保

持经济增速在一定水平以上，才能够保持劳动力转移规模，避免城镇失业率持

续提升。因而稳增长对稳就业来说非常必要。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环境下，

需要更为有效的稳增长政策发力。其中关键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放松对

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等部门融资的管控，实现实体融资的有效扩张。 

 风险提示：经济下行超预期，测算主观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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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经济下行环境下就业压力上升，稳定就业成为政策首要目标。经济持续下行加剧失

业风险。2018 年 7 月政治局会提出“六稳”，并将“稳就业”放在首位。2018 年 12 月，国

务院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

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

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并明确提出稳增长首要是保就业。5 月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

组成立，以更好的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在 7 月底的国常会上，总理再次强调部署加大力度落

实就业优先政策。稳定就业已成为政策的首要目标。 

就业稳定是经济的底线，因而就业状况对判断经济和政策走势至关重要。由于就业稳定

牵涉到社会稳定，如果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不仅会对消费、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更为

重要的是会影响社会稳定。这也是为何政策将稳定就业放在如此重要位置的原因。因而市场

也普遍将稳定的就业作为政策底线看待。即经济增速下滑不能损害到就业稳定。因而就业状

况成为判断政策变化，以及经济走势的重要依据。 

虽然如此重要，但受限于统计指标以及多种原因，市场对就业市场的刻画分析并不十分

清晰。我们在本文中通过分析，主要力图回答目前就业压力到底有多大？我们每年需要多少

新增就业？就业结构如何以及就业政策如何应对等。 

1 我们的就业压力有多大 

转型过程中的我国就业市场具有独特性。一方面，二元经济下我国存在大量的转移劳动

力，这类劳动力主要是农民工，大量农民工的存在意味着如果经济下滑导致雇佣需求减少，

农民工则会返乡，形成劳动力转移减缓，而非城镇中失业，这也是我国就业市场不同于发达

国家的最根本之处。但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镇人口占比提升，同时年轻人已经

不愿意返回农村，即使经济下行压力下难以在城市找到工作，越来越多的人也愿意继续呆在

城市，而非返回农村，这意味着经济下行形成的就业压力开始越来越多的体现为失业人员的

增加。我国转型经济下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因而分析我国就业市场运行逻辑，需要同时考

虑这两种情况。 

1.1 二元经济下劳动力转移速度反映就业市场状况 

目前我国依然是二元结构，国际上关于劳动力市场周期性运行的规律可能在我国难以适

用。卢锋 刘晓光 姜志宵 张杰平（2015）
1
系统的阐述了国际上普遍存在的奥肯定律，即经

济周期与失业率之间相关性在我国并不存在，背后的原因是仅包含失业率变量的标准奥肯模

型，适用于已经完成劳动力转移的发达国家。而中国作为继续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二元经

济，经济周期与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更为相关，因而就业指标更应关注劳动力转移数量，而非

失业率指标。 

事实上，从经验数据看，我国经济增速与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基本没有相关关系，但与劳

动力转移规模却具有高度相关性。经验数据显示，无论是我国时间序列较长的登记失业率，

还是时间序列较短的调查失业率，确实与经济增速之间没有相关性，显示我国当前失业率指

标并不反映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变化。但不同的是，经济增速与劳动力转移指标之间却存在

较好的正相关性。经济增长与非农就业增量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经济增速提升 1 个百

                                                             
1
 卢锋 刘晓光 姜志宵 张杰平（2015）“劳动力市场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兼谈奥肯定律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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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能够推动每年非农就业多增加 128.3 万人。同样，GDP 增速与新增农民工之间也存

在非常高的正相关性，GDP 增速提升 1 个百分点，将推动每年非农劳动力增加 86.9 万人。

虽然 GDP 与新增城镇就业相关性略弱，但也存在明显正相关性，GDP 增速提升 1个百分点，

将推动城镇新增就业提升 45.2 万人。 

近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导致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目前已经下降至 2002 年以来最低水

平。显示就业压力虽然尚未达到 1998-2002 年国企改革职工下岗时期，但也相去不是很远。

2010年以来经济持续下滑，GDP同比增速从 2010年 10.6%的水平下滑至 2018年的 6.6%，

带动劳动力转移速度持续放缓。非农就业年增量从 2010 年 1237 万人下降至 2018 年 632

万人，下滑近一半，当前非农劳动力年增量高于 1998-2002 年水平，但低于上世纪 90 年代

以来其它年份水平。而农民工增量从 2010 年 1245 万人下降至 2018 年 184 万人，减少 8

成以上，目前每年农民工增量与历史上最低的 2000 年相当。农民工增量的大幅下降虽然存

在结构性原因，但农民工增量和工资的同时下降，显示经济放缓带动的雇工需求下降依然是

主要原因。而新增城镇就业虽然同样有所下降，但目前依然保持着较高水平，与 2002 年水

平相当。 

图 1：非农劳动力增量与经济增速  图 2：非农劳动力增量与经济增速相关性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3：新增农民工人数与经济增速  图 4：新增城镇就业与经济增速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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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经济增速较劳动力转移量更快速度的下降，看似反映单位经济增长能够拉动更大的

就业，实际上是低水平就业的反映。近年劳动力转移放缓幅度相对慢于经济增速放缓幅度，

二三产就业和城镇就业都存在此情况，特别是城镇就业，2018 年 6.6%的经济增速可以支撑

近千万的城镇净新增就业，而 2000 年 8%以上的经济增长仅能支撑不到 800 万的净增城镇

就业。从表面上看，这反映了近年以来单位经济增长能够拉动更多的就业，但如果详细观察

数据，这却是低水平就业的反映。 

个体就业比例近年占比大幅提升，但却没有带来相应经营性收入的增长，反映就业中低

水平比例在增加。个体就业占总就业比例从 2008 年以来持续提升，而 2012 年之后更是进

入加速阶段，城镇就业中个体就业占比已经从 2012 年 15.4%提升至 2018 年的 24.0%，这

也就意味着近 1/4 的城镇就业为个体从业者。农村占比虽然略低，但提升速度更快，从 2012

年 7.5%的水平上升至 2018 年的 16.4%，占比提升 1 倍以上。个体就业提升可能受互联网发

展等因素推动。但无论如何，由于个体户收入计入经营性收入，因而个体从业比例的增加将

推高居民收入中经营性收入的增速。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发生，2013 年以

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性收入增速持续低于总体收入增速，直到 2019 年 2 季度，

两者增速才持平。在个体就业比例大幅增加情况下，经营性收入增速持续低于总体收入，解

释只能是大量劳动者转为个体从业者并未带来收入的相应增加，而是较此前作为雇员，收入

相对减少了，因而是低水平就业比例增加的体现。也就是说，相较于过去，近年经济增速较

新增城镇就业等指标更快速度的下降，是低水平就业比例的增加，而非单位经济增长能够支

撑更多的就业。 

图 5：就业中个体就业比例近年在快速提升  图 6：但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速却并未相应提升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1.2 城镇就业中合适的失业率指标也反映就业状况 

我国作为转型经济，就业人口中不仅包括在城乡间转移的劳动人口，同样也包含一直呆

在城镇的劳动人口。这两者具有完全不同就业逻辑，在经济下行就业压力上升期，在城乡间

转移的劳动力则可能返乡回到农村，因而不表现为城镇失业，而表现为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放

缓。但一直呆在城镇的劳动人口，一旦找不到工作，则会表现为城镇失业。随着城市化的不

断推进，大部分人口已经进入城镇，而且年轻人在城市比例更高，这意味着就业问题会越来

越多的表现为城镇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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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年龄人口城乡分布来看，在劳动年龄段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城镇，20-40 岁人口 65%

以上的在城镇。即使 40-50 岁，也有 60%左右的人口在城镇。而 50 岁以后，城镇人口劳动

参与率明显下降，反映离退休比例的增加。因而相应的 50 岁以上人口就业压力也相应减轻。

主要劳动年龄段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而且愿意转回农村比例下降，这意味着就业问题将

越来越多的表现为城镇失业。因而，获得有效的城镇失业度量指标则显得至关重要。 

图 7：各年龄段城镇人口占比（2017）  图 8：城镇和乡村分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据来源：Wind，《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统计局，西南证券整理 

由于缺乏有效的长时间序列的官方城镇失业数据，我们尝试用现有数据构建一个失业率

指标。目前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有效性较低，且调查失业率时间序列果断，

无法做纵向对比。因而我们尝试用现有数据构建一个有效的失业率指标。由于经济活动人口

分为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而统计局每年公布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数据，那么我们就可

以根据两者之差推算失业人口，然后再用失业人口除以经济活动人口来估算失业率。需要说

明的是，这样计算出来的失业率是总体失业率，并非城镇失业率。计算城镇失业率需要将失

业人口在城乡间进行分配，2000 和 2010 年两次人口普查提供了城镇和乡村失业人口数据，

我们假定 2000 与 2010 年之间年份城镇失业人口占比线性变化，2000 年之前保持 2000 年

水平，2010 年之后保持 2010 年水平，来估算城镇失业人口，进而估算城镇失业率。 

我们构建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相关性，能够有效的反映城镇失业状况。基于上

述方法，我们能够构建长序列的失业率数据，从 1990 年以来数据看，我们估算的城镇失业

率与经济增速具有明显负相关性，相对于官方公布的城镇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我们估算的

失业率指标与经济增速相关性更高，因而更为有效。从数量关系来看，经济增速每提升 1 个

百分点，失业率将下降 0.32 个百分点，这可以认为是中国城镇就业的奥肯定律。 

从我们估算的城镇失业率来看，当前城镇失业压力非常严峻。随着经济增速下行，我们

估算的城镇失业率持续攀升，从 2007 年 3.0%的水平上升至 2016 年最高的 5.8%，而后虽

然有所回落，到 2018 年下降至 5.3%，但依然保持高位。目前的失业率水平显著高于 1990

年以来 4.1%的均值，2016 年 5.8%的水平仅低于 2000 年国企改革职工下岗时期 6.5%的峰

值，但距离也并不很远。2018 年 5.3%的失业率水平与 1998 年相当，失业压力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我们估算的城镇失业率指标显示，当前城镇失业压力虽然没有达到 2000 年国企

改革职工下岗时期，但也相去不是很远，就业压力非常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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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估算城镇失业率与经济增速  图 10：估算城镇失业率与经济增速相关关系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1.3 小结 

我国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分为三类：长期在农村的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转移的

劳动力，长期在城镇的劳动力。第一类农业劳动力中一般不考虑就业问题，就业压力主要表

现在后两类劳动力中。城乡之间转移的劳动力如果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则会返回农村，因而

经济增速与城乡之间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劳动力转移量是就业压力状况有

效的衡量指标之一。而长期在城镇的劳动力如果找不到工作则会表现为失业，因而城镇失业

率也与经济增速由高度的相关性。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非农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还是我

们估算的有效的城镇失业率，都显示就业压力较为严峻。而纵向对比来看，目前的失业压力

仅仅略好于 2000 年左右国企改革职工下岗时期，是除那个时期之外其它时期中最差的。 

2 我们每年到底需要多少新增就业 

我们在前文阐述了当前就业压力比较大，那么我们每年到底需要创造多少新增就业才能

满足就业需求呢。我们尝试通过拆借的方法来进行一个估计，并预测未来年份的就业压力分

布情况。虽然这种分析方法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大的误差，但对理解结构变化和判断趋势方面

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由于就业压力一般指城镇就业，因而我们重点分析我们需要每年新增多少城镇就业。如

果不考虑周期性带来的失业人口变化，从趋势上看，城镇就业人员变化来自于以下几部分，

一是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进入劳动力，例如毕业的学生等；另一类是有乡村转移到城市

的劳动力，如农民工等。前者可以定义为城镇就业的新进入量，而后者可以定义为城镇就业

的退出量。除这两类需求之外，每年还有部分就业人员退出劳动力市场，如退休等，提供了

部分工作岗位，我们将这部分成为退出量。因而每年需要增加的新增城镇就业可以表示为：

新进入量+转移量-退出量。我们分别基于对这三个变量的估计，来分析城镇就业需求的变化，

以及结构变迁情况。 

我们分析的基础数据 2010-2025 年城镇分年龄劳动力人口数，其中 2010-2017 年数据

为通过现有数据估算结果，即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提供的当年城镇分年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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