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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 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就业结构错配 

2021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 1.71亿人，仍未达到疫情前水平。疫

后经济复苏期，农民工收入增速小于 GDP增速，生存压力变大。同时，

50 岁以上农民工占比快速增长，占比高达 26.4%，高龄农民工超过 4500

万。高龄农民工多数没有一技之长，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再就业压

力大。2022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076 万人,同比增加 167 万,规模和增

量均创历史新高。疫情对就业的影响还在持续，市场上用人需求不确定性

较大，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根据人社部发布的 2021年四季度“最缺工”的 100个职业排行中有

43 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职业，制造业招工难。近几年，国家大力发展

半导体产业、新能源产业等，用工需求旺盛，尤其是高技能型人才，但是

短期内高技能型人才培养供给跟不上需求，高技能型人才缺口较大。 

❑ 经济形势变化带来新型就业机会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 2亿人，其中大学毕业生群体是主力军。

2020年和 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 16%，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就业压力，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未来还需要政府严格监管、

企业积极配合、灵活就业者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协同引导灵活就业市

场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有效打通生产、消费、分配和流通环节，促进供给与需求精

准匹配，优化对外开放水平，实现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也带

来大量新型职业，催生出大量新的工作岗位与就业机会。其中电子商务、

内容营销、软件开发和工程等成为近年新风口，其中内容营销相关职业在

校招岗位中占比更是高达 34%以上，人才需求旺盛。 

❑ 多举措解决就业难题 

面对就业结构性错配，做好岗位需求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匹配是重

中之重，要通过加大技能培训，使劳动力逐渐适应经济转型带来的就业新

形态。另外，完善失业者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失业人员培训、失业救济、

失业保险等工共服务的覆盖度，实现精准补短板，促就业。 

同时，通过发展零工经济、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断创造新的就

业机会，是当下实现稳就业的重要手段。通过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

加值产业转向中西部，能够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也能有效缓解大量劳动

力流向东部地区的压力，用宏观调控手段有序推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全

面促进通过经济增长以带动各区域间就业发展。 

风险提示：政策变化超预期；疫情恶化超预期；产业升级进程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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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需不平衡，就业市场存在明显结构性错配现象 

1.1 农民工供给下降，新增大学生增多 

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 1.70亿人，同比下降 2.7%，

2021年上升至 1.71亿人，仍未达到疫情前水平。 

疫后经济复苏期，农民工收入增速小于 GDP增速，生存压力变大。从农

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同比和 GDP同比来看，经济复苏期外出务工人员

收入增速慢于经济增速，平稳期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同时，收入增速拐点

约滞后经济拐点一个季度。目前我国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

重压力，经济面临严峻考验，尤其 2022年以来，全国多点爆发疫情，部分企

业开工率低，部分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对工人的需求大幅度减少，同时随

着城市生活成本的增高，农民工返城务工形势严峻。 

根据教育部数据，2021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 909 万,同比增加 35 万；2022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076万人,同比增加 167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疫情对就业的影响还在持续，市场上用人需求不确定性较大，当前高效毕业生

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越来越多毕业生选择考研考公。今年，高校毕业生选择考

研的人数大幅提高，占比 40.8%，较去年增长 6.6%个百分点。同时，毕业生

企业就业率呈下降，占比从去年的 41.4%下降到 34.2%。 

 

图 1 疫情导致农村外出务工人数降低（万人，%）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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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121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 4432元（元，%）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图 3 疫后复苏期间农村外出务工收入增速小于 GDP增速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图 4 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076万人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教育部 

 



     

                                                4 

  

敬请阅读末页之重要声明 

 

  宏观研究 

图 5 2022届高校毕业生中近六成选择考研及公务员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智研资讯 

 

1.2 农民工再就业压力大，清退令雪上加霜 

高龄农民工就业难。从农民工年龄结构来看，40 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不断

加大，2020 年占比已经过半，而 20-40 岁区间农民工占比在逐渐减小。值得

注意的是，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快速增长，占比高达 26.4%，按照 2021年农

民工总数 1.71亿来算的话，有超过 4500万的 50岁以上高龄农民工。高龄农

民工多数没有一技之长，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建筑工地是多数高龄农民

工的第一选择，相对门槛较低，但是找工难，一个工程结束就要重新找工程，

流动性大，收入不稳定。从农民工行业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建筑业

上，分别占比 27.3%、18.3%，是推动我国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但是从事制造

业的农民工占比逐渐下降，主要是制造厂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日益完善，逐步

压缩着普通工人的岗位。 

今年以来，多地出台超龄农民工清退令，主要是从安全角度出发，禁止 60

周岁以上男性及 50周岁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也有地区将

年龄下调到 55 周岁、女性 45 周岁的。虽说清退令是出于健康安全考量，但

是这将直接导致工地用工荒。工地上高龄农民工占比大，年轻一代多数不愿意

选择工地工作，清退令，直接令就很可能让工地出现用工荒现象。这些被清退

的农名工也会面临无工可打的困境，也让 3月下旬出现农民工返乡潮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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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四十岁以上农民工占比过半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图 7 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制造业与建筑业（%）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1.3 制造业招工难，技能型人才紧缺 

根据人社部发布的 2021 年四季度“最缺工”的 100 个职业排行，其中，

营销员、餐厅服务员、商品营业员、车工、家政服务员、保安员、包装工、客

户服务管理员、保洁员、快递员等职业位列排行前十。值得注意的是，100个

最缺工职业中有 43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职业。具体来看，汽车生产消费领

域用工需求旺盛，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工、汽车饰件制造工、汽车维修工等职业

新进排行；智能制造领域多工序数控机床操作调整工、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等职业排位上升，缺工程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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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领域从业人员老龄化趋势显现，但是大龄职工越来越难以适应产

业升级带来的自动化、智能化相关岗位，加剧制造业用工紧张。制造业相对工

资较低，同时工厂工作较累、工作时间长，年轻人多数不愿意到制造企业工作，

缺工现象一直较为显著。近年制造业从业人员逐步向服务业转移，快递员、网

约车司机等从业门槛较低，工资水平相对更高，同时工作时间自由度大，吸引

更多的人从事服务业。 

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做强实体经济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

我国高技能人才短缺也是制约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近几年，国家大力发展半

导体产业、新能源产业等，用工需求旺盛，尤其是高技能型人才，但是短期内

高技能型人才培养供给跟不上需求，导致高技能型人才缺口较大。目前，全国

技能型人才总量占比在增高，但是跟庞大的劳动力人口相比较占比还是偏低，

还不到 30%，与德日等制造业强国 70%左右的比例还是有很大差距。 

1.4 就业难、招工难并存，就业市场存在错配问题 

疫情冲击经济，导致农民工失业增加。2021年二季度后，31个大城市城

镇调查失业率就高于全国城镇失业率，主要是因为去年教育、游戏行业等的整

顿使得大量教培及互联网工作人员失业，导致青年失业率明显高于疫情前水

平。另外，我国求人倍率处于 1.5以上高位水平，说明职位供给明显高于需求，

就业难与招工难现象并存。 

 

图 8 目前我国失业率高于疫情前水平（%）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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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求人倍率处于高位（人）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图 10 2020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达到 47.7%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中国统计年鉴 2021 

 

错配现象严重阻碍了就业市场效率，总体来看，我国存在以下就业难

题： 

1、 人才结构与产业需求错配。大学生就业中部分专业供过于求，紧缺专

业人才短缺。同时，高校毕业生技能实用性相对较弱，就业期望与市

场需求不匹配。 

2、 高技能人才紧缺。传统行业如煤炭、钢铁行业因双碳、化解产能过剩

等问题导致下岗人员较多，所拥有技能与现在仅需工人技能不匹配，

且很少有接受培训的机会，再就业压力大。另外，年轻人多不愿意做

技术，技术性人才储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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