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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任泽平团队 

导读：人口是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青年人才更是第一资源，随着人

口红利消逝、人才价值日益凸显，前期我们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中国城

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刻画了总体求职者流动趋势。本篇报告我们聚

焦 95 后人才，探索 95 后求职者的流动趋势。我们的研究发现：95 后更向

往发达城市，一二线城市人才集聚、三四线人才流出，这预示着中国未来

人口流动尤其青年人才流动的都市圈城市群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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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解密 95 后求职人才特征：中国共有约 2.6 亿 95 后人口（199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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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人群，现 12-26 岁），劳动年龄的 95 后人口约 2 亿人（16-26 岁），

占 2020 年劳动年龄人口的 22.7%。智联招聘有约 2.3 亿个人注册用户，

日均活跃用户数（含登录、有求职行为的用户）约 630 万，其中，求职人

才即当年有简历投递行为的用户中约 85%为大专及以上学历，远超全国就

业人口的 14.6%（2015 年小普查数据）；在求职人才中，约 41%为 16-26

岁人才，即本文所指的 95 后人才；在 95 后人才中，约 48%为跨城求职者，

即现居住城市和简历投向城市不同。本文使用智联招聘统计的总体及 95 后

人才求职行为数据情况进行对比，探究 95 后求职人才特征及流动趋势。 

从性别看，95 后女性求职占比更高，95 后、总体流动人才中女性占

比分别为 49%、43%；从学历看，51%的 95 后异地流动人才为本科学历，

这一比例高于总体的 49.1%；从工资看，95 后为职场新人，工资水平低，

流动人才中月收入 6K 以下占比 74.6%，远高于总体的 58.3%；从行业看，

95 后更多分布在新兴行业，其流动人才在 IT 行业占比为 21%，高于总体

的 19.1%，而在地产、制造业合计占比 27.6%，明显低于总体的 31.1%。 

榜单概览：京深沪居前。1）中国最具 95 后人才吸引力城市 50 强：

京深沪居前。95 后年轻人才生长于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生活富足，更倾向

工作发展和享受生活的平衡，选择就业城市不仅关注薪资，还关注创新环

境和文娱产业发展情况。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每

万人专利授权数量和每百万人电影院数量作为外部指标，叠加智联招聘提

供的 95 后人才流入占比、95 后人才净流入占比、95 后应届生人才流入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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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95 后硕士及以上人才流入占比四个内部指标构建 95 后人才吸引力指

数。从结果看，北京、深圳、上海位居前三，广州、杭州、南京、成都、

苏州、武汉、郑州位居前十。2）细分指标解读：一二线城市吸引高学历人

才、粤苏创新活力高。观察各分指标排名靠前的城市，在高学历方面，一

线城市及成都、杭州等强二线城市排名靠前；在收入方面，京沪及长三角

区域城市更有优势；在创新方面，粤苏两地城市创新活力较强，深圳创新

活力突出。 

人才流动趋势：95 后更向往发达城市，一二线城市人才集聚、三四线

人才流出。分地区看，95 后人才向东部集聚更明显，人才净流入占比为

17.0%，明显高于总体求职者的 11.5%。分线看，95 后更向往一、二线城

市，一二线城市 95 后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 10.2%、8.2%，远高于总体

的 3.5%、3.4%。分城市群看，95 后更倾向往五大城市群集聚，合计净流

入占比为 14.4%，远高于总体的 7.9%，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95

后人才集聚，成渝和长江中游净流出。 

重点城市：95 后在一线城市之间、城市群内流动为主流。1）一线城

市：对 95 后聚集程度更高，95 后人才净流入占比为均高于总体；95 后人

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从广州净流向深圳，主因上海落户条件放松、深圳

经济发展潜力和创新动力高于广州。2）二线城市：杭州、成都对 95 后人

才集聚程度高，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高出总体 0.8、1 个百分点；95 后人

才大部分为城市群内部流动，由于武汉地处主要经济带中心、九省通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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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才来源地丰富，前十大城市来自 9 个不同省级行政单位。 

政策建议：一是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和城市发展的客

观规律，立足各地比较优势顺势而为；二是进一步深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消除人口自由迁徙的枷锁；三是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推动完善产业

结构和公共服务、交通设施等布局，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目录 

1 解密 95 后求职人才特征 

2 榜单概览：向往发达城市，更倾向长三角、珠三角 

2.1 中国 95 后人才吸引力城市 50 强：京深沪居前 

2.2 细分指标解读：一二线城市吸引高学历人才、粤苏创新活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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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线人才流出 

3 重点城市：95 后在一线城市之间、城市群内流动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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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 解密 95 后求职人才特征 

中国共有约 2.6 亿 95 后人口（1995-2009 年出生人群，现为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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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劳动年龄的 95 后人口约 2 亿人（16-26 岁），占 2020 年劳动年龄人

口的 22.7%。智联招聘有约 2.3 亿个人注册用户，日均活跃用户数（含登

录、有求职行为的用户）约 630 万，其中，求职人才即当年有简历投递行

为的用户中约 85%为大专及以上学历，远超全国就业人口的 14.6%（2015

年小普查数据）；在求职人才中，约 41%为 16-26 岁人才，即本文所指的

95 后人才；在 95 后人才中，约 48%为跨城求职者，即现居住城市和简历

投向城市不同。为突出 95 后人群特征，本文使用智联招聘统计的总体及

95 后人才求职行为数据进行对比，探究 95 后求职人才特征及流动趋势。 

1）从性别看，95 后女性求职占比更高，95 后、总体流动人才中女性

占比分别为 49%、43%。95 后、总体流动人才男女比例分别为 51：49，

57：43，95 后流动人才中女性占比更高。可见 95 后女性受教育程度高且

独立，求职意愿较强。 

2）从学历看，51%的 95 后异地流动人才为本科学历，这一比例高于

总体的 49.1%。95 后流动人才中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

学历占比分别为 9.5%、33.9%、51.0%、5.6%，本科及以上合计 56.6%；

总体流动人才各学历占比分别为 10.4%、33.0%、49.1%、7.5%，本科及

以上合计 56.7%。95 后本科阶段人才占比比总体多 1.8 个百分点，95 后

硕士及以上阶段流动人才占比比总体少 1.9 个百分点。 

3）从工资看，95 后为职场新人，工资水平低，流动人才中月收入 6K

以下占 74.6%，远高于总体的 58.3%。95 后、总体流动人才月收入 4K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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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占比分别为 42.3%、30.4%，月收入在 8K 及以上占比分别为 10.2%、

24.4%。95 后人才多为职场新人，收入较低，同时低收入会降低工作满意

度和在城市中的归属感，从而更倾向跨城求职。 

4）从行业看，95 后更多分布在新兴行业，其流动人才在 IT 行业占比

为 21%，高于总体的 19.1%，而在地产、制造业合计占比 27.6%，明显低

于总体的 31.1%。95 后流动人才最多的前三行业是 IT|通信|电子|互联网、

房地产|建筑业、生产|加工|制造，分别占比 21%、15.9%、11.7%，合计

占比 48.6%，总体求职人才最多的也是这三个行业，合计占比 50.3%，95

后人才行业集中度略低于总体。其中 95 后在 TMT 行业占比为 21%，高于

总体的 19.1%，而地产、制造业占比低于总体，说明年轻人选择传统行业

倾向明显降低，而对于互联网、电子、通信等新兴行业更加青睐。从二级

行业看，95 后流动人才在教培、互联网/电子商务、专业咨询、医疗美容

行业占比分别为 10%、8.9%、5.8%、4.2%，均高于总体的 7.3%、7.8%、

4.7%、3.5%，而 95 后流动人才在地产建筑领域占比为 13%，低于总体的

14.3%。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9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