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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稳就业：新增和净增的缺口解析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过去几年，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一直稳定在

1100 万以上，而我国净增就业则在持续下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此外，当

前就业压力渐增，尤其是青年较为严峻，就业问题如何解决？本篇专题拟对

这些问题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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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业：新增≠净增 

我们在之前的专题《“就业”知多少？》中指出，实际的就业情况与经济增长往往

是密切相关的。理论上来说，当经济周期处于扩张阶段时，企业往往扩大投资带动就业

增加，反之亦然。例如，我们看美国新增就业走势与经济增长走势是高度一致的，每一

轮经济衰退都伴随着新增就业的大幅回落，而经济扩张又伴随着新增就业的大幅回升。 

图1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走势与经济增速走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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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因而，稳增长与保就业其实同等重要。我国每年两会除了拟定经济增长等目标之外，

也会拟定就业相关的目标，主要落脚在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和失业率上。具体来说，自 2017

年以来，每年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目标均为 1100 万人（除 2020 年外，当年就业目标降

至 900 万人）。并且，每年都能超额完成，过去 10 年平均完成度达 130.0%。城镇调查

失业率目标均为 5.5%（除 2020 年外），也都能顺利完成。 

不过，我们发现，与美国不同的是，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走势与经济增长走势并不完

全一致，关联度相对不高。例如，我国实际经济增速自 2010 年起整体呈现下行趋势，

而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2 政府预期目标与实际新增就业人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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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 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走势与经济增长走势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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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2021 年经济增速为两年平均。 
 

之所以如此，或与我国新增就业和净增就业不完全等同有关。从美国来看，新增非

农就业走势与净增非农就业走势是完全一致的，而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走势与城镇净增就

业走势则不太一致。 

例如，从 2010 年开始，我国城镇净增就业规模持续下降，2021 年净增就业仅 502

万人，为 1995 年以来新低；而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规模持续上行，基本都在 1100 万人以

上，且从 2013 年开始，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规模持续高于城镇净增就业规模，尤其是 2021

年二者差距高达 767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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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美国新增就业与净增就业基本一致（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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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5 我国城镇净增就业与城镇新增就业明显背离（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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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 缺口：源自哪里？ 

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与城镇净增就业人数之间的缺口，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城镇新

增就业和城镇净增就业统计口径不同有关。 

我国城镇净增就业人数主要由国家统计局根据劳动力调查数据推算得出，而我国城

镇新增就业人数则主要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得出。具体来说： 

根据 2004 年发布的《城镇就业人员变动数据测算暂行办法》，城镇净增就业人数为

报告期末城镇就业人数与报告期初城镇就业人数之差，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报告期内

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减去自然减员人数。 

其中，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为报告期内城镇各类单位（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

位、其他经济类型单位）、私营个体经济组织、社区公益性岗位累计新就业的人数，以及

通过各种灵活就业形式新就业的人数总和。既包括初次就业的各类人员，也包括实现再

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但不包括从其他单位调入的人员；自然减员人数是报告期内按

照国家政策规定办理正式退休手续人员和因伤亡减员的人数，包括城镇各类单位、私营

个体经济组织、社区公益性岗位及灵活就业人员中的离退休人数及在职人员伤亡减员人

数。（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和自然裁员人数通常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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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城镇就业人员变动数据测算表 

 
资料来源：人社部，国家统计局，海通证券研究所 

基于以上统计口径，我们来进一步探析可能造成缺口的原因。 

首先，灵活就业应当不是造成缺口的关键因素。过去几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经

济面临下行压力，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仍保持较高水平，社会公益岗位和灵活就业逐步

成为市场关注焦点。不过，我们从定义来看，无论是城镇就业人员总数还是城镇累计新

就业人数均包含了社会公益岗位和灵活就业在内。因此，这应当不是造成城镇新增就业

和城镇净增就业缺口的关键因素。 

其次，失业再就业对缺口有一定影响，但不宜高估。从定义来看，城镇新就业人数

不仅包括初次就业人员，还包括实现失业再就业的人员。例如，城镇失业再就业人数走

势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走势较为一致。考虑到同一名劳动力可能在一年内重复就业，这

会统计在城镇新就业里面，而不会统计在城镇就业人数里面，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缺口。

不过，官方在测算新就业人数时，为避免重复计算，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按照一定比

例剔除重复就业的人数。因此，失业再就业的影响不宜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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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和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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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最后，新增失业可能是造成缺口的关键因素。从定义来看，城镇净增就业在统计时

剔除了失业的影响，相对来说，或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就业情况。例如，疫情冲击（2020

年）之前的多数年份，我国城镇净增就业人数走势与经济增长走势是较为一致的。 

而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在统计时，并未剔除新增失业的影响。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劳

动力在当年就业，城镇新就业和城镇就业都会相应增加；当该劳动力失业后，城镇就业

会相应减少，而城镇新就业则不会相应减少，这或许是造成缺口的关键原因。例如，2021

年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平均达到 269 万人，比 2020 年增加 18.0%。 

图8 城镇净增就业走势与经济增长走势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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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2021 年经济增速为两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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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城镇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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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而新增失业变动可能与多重因素有关，如疫情影响、房地产周期下行以及服务业受

到影响等等。我们在之前的专题《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关键是服务业“政策”》曾指出，

在 2014-2019 年间，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增加就业最多，其次是金融业，

再之后是卫生、教育、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而自 2020 年以来，服务业受到的冲击

较大，相关就业或受到影响。 

例如，2021 年第三产业净增仅 62 万人；据 CIER 统计，2021 年 4 季度教培等行业

就业景气度从 3 季度的榜首下降至第 6 位，招聘需求减少了 30.8%，到今年 1 季度教培

等行业就业景气度就已经掉出前十；据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统计，破产案件数

量从 2021 年 4 月再度上行，而破产往往也意味着裁员和失业。 

图10 城镇部分行业的非私营单位新增就业（万人，201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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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1 近几年破产案件数量不断上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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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海通证券研究所 
 

 

3. 分化：青年压力大 

就业压力渐增。近期受疫情干扰，经济修复再度受损，城镇失业率再度回升。截至

11 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回升至 5.7%，31 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回升至 6.7%，均为

今年 5 月以来高点。其中，25-59 岁人口失业率也从低点的 4.3%回升至 5.0%。 

而 16-24 岁人口失业率虽然回落至 17.1%，但仍位于历史高位；并且显著高于往年

同期水平，表明青年群体就业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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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就业人员调查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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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青年就业严峻，一方面或与高校毕业季有关。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076 万人，

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然而，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度却在持续下滑，截至今年 3 季

度，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为 0.57，明显低于全国 1.63 的水平。 

进一步来看，2 季度高校毕业生求职申请人数同比增长 135%，而招聘需求人数同

比则下降 19%；3 季度求职人数同比增长 91.3%，而需求人数同比下降 12.2%。 

图13 高校毕业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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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政府网、经济日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4 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度（CIER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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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智联招聘苏州分公司公众号，CIER，海通证券研究所，注: CIER

指数是指岗位需求人数与招聘申请人数之比。 
 

另一方面，或与灵活就业稳定性不足有关。受政策推动以及企业组织变革与用工模

式创新等因素影响，我国灵活用工市场不断发展，各种灵活的就业模式也吸纳了许多劳

动力就业，在 2021 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前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 2 亿人左右，占总就业比重高达 26%以上。 

不过，我国灵活就业呈现“年轻化”、“服务业为主”以及“保障性低”等特征，受

疫情干扰以及经济下行的影响，灵活就业受到一定冲击，可能增加了青年就业压力。 

例如，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我国接近 5 成（48.3%）灵活

用工人员分布在 30 岁及以下；据《2021 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

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人数为 4853 万人，占参保总人数的比重仅 13.7%。 

进一步来看，《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非灵活用工缴纳五险一金的

比重平均为 88.4%，而灵活用工平均仅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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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灵活用工人员集中分布的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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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1，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6 灵活用工人员上一份工作所在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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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海通证券研究所 
 

此外，当前青年人进入到劳动力市场，更多倾向于稳定性比较强的岗位，求职期待

和现实岗位需求存在落差，也影响了青年人的就业入职。例如，根据千龙网、咸宁新闻

网援引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 应届生调研报告》显示，2023 届应届生计划毕业后企业

就业的比例，较 2022 届下降 7.1 个百分点；18.1%计划参与公务员/事业单位/教师等考

试，较 2022 届上升 3.6 个百分点；继续求学深造以及慢就业比例进一步提升，较 2022

届分别上升 2.6 个百分点和 1.1 个百分点。 

图17 灵活用工和非灵活用工人员四险一金缴纳情况（%） 

0

20

40

60

80

100 非灵活用工人员 灵活用工员工

 
资料来源：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海通证券研究所 

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我们在专题《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关键是服务业“政策”》指

出，从中长期趋势来看，要最终解决就业问题，势必要从经济基本面的内生增长规律出

发，在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继续关注和支持服务业的发展，优化服务业的结构

布局。从近期的表态来看，服务业的支持政策，或许值得慢慢期待。 

 

                                                        
1 杨伟国、吴清军、张建国等：《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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