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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任泽平团队 

 

1 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趋势 

1.1 通过跨城求职数据解密流动人才特征 

数据说明：智联招聘拥有约 2.6 亿个人注册用户，月均活跃用户数（含

登录、有求职行为的用户）约 4632 万，其中，求职人才即当年有简历投

递行为的用户中约 8 成以上为专科及以上学历，远超全国就业人口总体的

22.1%；在求职人才中，约四成为跨城求职者，即现居住城市和简历投向

城市不同的流动人才，2021 年跨城求职者比 2020 年增加 7.4%。 

从学历看，2021 年流动人才中 56%为本科及以上学历，高于求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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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 47%，高学历人才更有可能跨城求职。2021 年求职人才中初中及以

下、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占比分别 3.6%、7%、42.1%、41.8%、

5.6%，其中流动人才各学历分别占比 2.3%、4.8%、37.2%、47.8%、7.8%，

流动人才中本科、研究生学历比重均高于整体水平，2021 年流动人才中本

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55.7%，较求职总体高 8.3 个百分点。2019-2021 年流

动人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分别为 50.7%、56.7%、55.7%，流动人才

学历占比逐渐恢复至 2019 年的水平。 

 

从工资看，2021 年流动人才中 30%月收入为 8K 以上，高于求职总体

的 26.7%，收入较高者更有可能跨城求职。2021 年总体求职人才与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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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中月收入在 8K 以下占比分别为 73.4%、70.4%，月收入在 8K 以上占比

分别为 26.7%、29.6%。2019-2021 年流动人才中月收入在 8K 以上的占

比分别为 26.4%、24.4%、29.6%，高收入者更有可能跨城求职。 

从行业看，2021 年流动人才中 52%分布在 IT 互联网、制造业等。2021

年求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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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6.1%、13.9%，合计占比 49.5%；流动人

才最多的前三行业也是上述三个行业，分别占比 18.7%、19.3%、14.1%，

合计占比 52%，说明流动人才分布更加集中。 

6 月 17 日我们在泽平宏观首场年中秀“点燃希望——寻找中国经济

新机遇”提到，未来 20 年将属于“八大美好行业”，分别为：新基建、新

能源、新国潮、新消费、数字经济、生命经济、银发经济、金融经济。 

我们讲未来的八大美好行业，那么人生有没有捷径呢？如果有的话，

就是一句话，就是在一个好的赛道干十年。什么是好的赛道？好赛道就是

那些在持续高质量增长、不内卷而外卷的朝阳行业，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

的行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什么要干十年呢？因为要不断地积累专业的技

能，十年以后你就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了。择业就是选择好赛道，我说的

择业，不仅仅是指刚毕业寻找第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当你意识到你所处

的行业存在瓶颈、犹豫要不要转型换行的这个时点。 

举个例子，保险行业，就是一个正在转型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的行

业。一方面，长寿时代正在来临，康养、照护的社会需求也在增加；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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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我们生活的不确定性也将长期存在。正是因此，全社会对于保险保

障意识在增强，保险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刚需。除了承担风险保障功能外，

保险还要能提供健康管理等多样化服务，市场需求面临广度和深度上的全

面升级，保险行业也在持续地高质量发展。这就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空间

的好赛道。 

可能有些人对于保险代理人有一些刻板印象、或者说是偏见，因为在

最开始，国内寿险行业的发展实行的是粗放的人海模式。但现在人民收入

水平提升了，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也升级了，中高端客户更需要大量专

业领先、能力全面的精英代理人，由此驱动保险代理人这支队伍也面临着

转型：不再是原本的粗放式增长，而是走向专业化、精英化、能力全面化。

在保险业更发达的国家，保险在家庭的资产配置中的角色非常重要，是对

一个家庭一生的财务目标做出的合理计划，每年买多少意外险、多少年金

可以保障将来家庭的所有支出，都要经过精细的计算。而在中国，保险业

的行业变革已经在发生。 

我前些天和平安人寿的朋友聊，他和我分享了很多故事，其中一个就

是，一位姓夏的女士，遇到了传统行业的收入瓶颈和发展瓶颈，后来她下

定决心改行到保险行业，加入到了平安人寿，成为一名优+代理人。仅仅三

年时间，就从单兵独战跃升到带领百人团队，收入的增长就更不用说了，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里帮助到了很多人，实现了自我价值。现在，平安人寿

保险代理人都说自己是“三高”，大家别笑，我给大家解释下，不是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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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个三高，是这三高——高素质、高品质、高绩效。 

平安人寿这个大平台提供了非常多的加持，在平安与优秀的人同行，

会让自己变得更优秀。2019 年起，平安启动了新一轮寿险改革，通过对代

理人的“分类”“分群”经营并打造“三好五星”评价体系和一系列数字

化工具，推动代理人转型发展。为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平安人寿推

出优+人才招募计划，提供行业领先的福利待遇、多层次的培养体系、高效

高质的晋升通道、强大的平台支撑，助力有抱负、有学识、敢想敢为的青

年才俊在这里获得更好的发展。即便你之前完全没接触过保险这个行业，

只要你够优秀，站在平安人寿这个巨人的肩膀上，你也一定能够做好。 

我想和所有的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说，你真的要为自己选择一

个好赛道，不需要内卷，而是去外卷，去寻求行业的增量，而不是在存量

里厮杀。平安人寿向所有心怀梦想的人敞开大门！加入平安优+计划，让自

己成为高素质、高品质、高绩效的新“三高”一员！ 

1.2 流动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人才集聚 

1）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 TOP100 中京沪深居前三，百强中东部

城市占比超五成。 

为衡量城市的人才吸引力，定义人才吸引力指数为人才流入占比、人

才净流入占比、应届生人才流入占比、硕士及以上人才流入占比、人均可

支配收入、近十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的加权结果。人才流入占比=流入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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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人才净流入占比=（流入某城市的人才-流出

某城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分别反映该城市引得来和留得住的能

力。其中，流入某城市的人才指现居住地不在该城市、但简历投向了该城

市的人才；流出某城市的人才指现居住地为该城市、但简历投向了其他城

市的人才；全国流动人才总量指现居住地和简历投向地不一致的人才。应

届生人才流入占比=投向某城市的应届生人才/应届生求职人数总量，硕士

及以上人才流入占比=投向某城市的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才/硕士及以上求职

人数总量，分别反映城市对年轻大学生和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 

从人才吸引力指数观察，2021 年北京、上海、深圳位居前三名，北京

连续两年占据榜首，广州、杭州、成都、苏州、南京、武汉、长沙位居前

十。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市人才吸引力指数连续两年第一；

由于薪资优势明显，北京对求职者保持较高吸引力，随着人才引进政策放

松，北京人才流入增加、外流趋势缓解，人才保持净流入，近两年排名占

据榜首；上海市经济体量大且增长稳定，2017-2021 年分别名列第 1、1、

1、3、2 位；深圳则位次顺次下移，2017-2021 年深圳排名第 2、2、3、

4、3 位；广州 2017-2021 年排名第 4、4、4、5、4 位，较为稳定；杭州

因以电商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迅速，排名一直位列二线城市首位，2017-2021

年排名分别名列第 5、5、5、2、5 位；成都、苏州、南京较为稳定，成都

为 7、6、7、8、6 名；苏州为 8、9、9、7、7 名；南京为第 6、7、6、6、

8 名；武汉 2021 年跻身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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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TOP50 城市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有 34、6、

7、3 个，分别占各区域城市总数的 39.1%、7.5%、7.4%、8.8%；一二三

四线分别有 4、30、14、2 个，分别占一二三四线城市总数的 100.0%、

85.7%、17.3%、1.1%；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城市

群分别有 16、7、3、3、2 个，分别占各区域城市总数的 61.5%、77.8%、

23.1%、1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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