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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愈演愈烈 

——就业报告系列之二 

 

   宏观动态  

      要点 

中国劳动市场正经历一场“大变局”。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 

比如 15-59 岁人口 2019、2020 年将分别下降 180 和 300 万左右。另一方

面，生活型服务业快速崛起，成了吸收劳动力的“大户”，比如滴滴、快

递和外卖等创造了近 2500 万左右个就业机会。  

“逃离”制造业而奔向服务业的现象比较明显，尤其是年轻人。不少

服务业收入平均而言高于制造业。农民工在制造业的就业占比不断下降，

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和蓝领都有弃制造业、选服务业的趋势。

2017 届本科毕业生进入制造业的比重仅为 19.2%，较 2013 届下降了 6.6

个百分点。90 后蓝领第一份工作从事服务业的比重为 30%，较 80 后下降

了 17 个百分点。 

沿海地区制造业企业面临的“招工难”现象愈演愈烈。有技术的工人

难招，无技术的普通工人照样难招，这个情况似乎一年比一年严重。这个

现象跟劳动力年龄人口逐步下降、生活型服务业迅速崛起、制造业内迁都

有关系。为了招工，除了工资维持一定的年度增幅（7%-10%）以外，部分

制造业企业还提供多种福利来吸引工人，比如为职工子女提供作业辅导，

提供生日蛋糕等。 

总体而言，就业压力主要是结构性，而非全局性。政府本轮“稳就业”

的政策更多是从供应端着手，而非重走大力刺激需求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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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4岁新增 15-59岁新增 千人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把“稳就业”抬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有两段话强

调“稳就业”的重要性，并大力发展培训和职业教育，2019 年分别对 1500

万人次以上的职工进行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高职院校扩招 100万人1，

在提升人力资本的同时稳定就业、辅助经济结构转型。 

2019年的就业压力到底有多大？我们在 2019年 2月 22日《抽丝剥茧，

就业压力并不大》的深度报告中有非常详细的分析。我们最近在沿海某省进

行了为期一周的深入调研，跟近 20 余家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制造业零距

离接触。实际上，制造业普遍反映“招工难”现象愈演愈烈。这进一步印证

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就业压力主要是结构性，而非全局性。实际上，政府“稳

就业”的政策更多是从供应端着手，而非重走大力刺激需求的老路。 

劳动力年年减少 

15-59 岁、15-64 岁新增人口分别自 2012、2015 年开始为负，且下降

速度有加快趋势：其中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在 2019、2020 年将分别

下降 181、302 万（图 1）。传统的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带来的供给在减弱。

一方面，与城镇一样，农村也在面临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的状况；另一方

面，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减小也使得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工作的意愿边际

减弱：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 2013 年

的 35.6%上升到了 2018 年的 37.2%。两者共同作用下，2018 年的农民工人

数只增加了 184 万，相比于 2017 年的 481 万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图 2）。 

图 1：新增劳动年龄人口  图 2：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民工人数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  资料来源：Wind 

 

逃离制造业，奔向服务业 

除了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过去数年，生活型服务业快速发展，创造了大

量就业机会。比如家政服务业，由 2015 年的 2326 万人上升至 2016 年的

2542 万人（图 3）。共享经济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专车：以滴滴为例，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共有 2108 万2人（含专车、快车、顺风车车主、

代驾司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 393 万是去产能行业职工，超过 178

万是复员、转业军人，还有 133 万失业人员和 137 万零就业家庭在平台上实

                                                        
12017 年高职（专科）学校在校生 925 万。 
2 数据来自《新经济 新就业——2017 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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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新就业。外卖：以美团为例，日均活跃配送骑手数从 2015 年第四季度

约 1.4 万人增至 2017 年第四季度的 53.1 万3人，其中有 4.6 万人来自贫困

县，占比9.2%；有15.6万4人曾经是煤炭、钢铁等传统产业工人，占比31.2%。

快递：2018 年快递全行业估计有 300 万5快递员。此外，共享住宿、家政等

行业也实现了与新技术的融合（图 4）。 

图 3：部分生活型服务业就业人数  图 4：部分共享经济企业带动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商务部  资料来源：《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 快递员群体洞

察报告》 

 

许多服务业平均工资高于制造业。比如，2017 年顺丰快递员工平均年

收入为 12.2 万，而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年收入为 6.4 万（图 5）。新职业人

群的工作满意度也较高。根据《2018年新职业人群工作生活现状调研报告》，

2018年新职业人群月收入高于5000元的已过半数，达到52.8%，而且50.5%

的人对工作表示“非常喜欢”，对工作表示“喜欢”的有 33.6%；对当前工

作表示不喜欢的，占比仅有 1.8%（图 6）。 

图 5：各平台就业人员年收入  图 6：2018 年新职业人群对当前工作的热爱程度 

  

 资料来源：Wind，《中国共享住宿发展报告 2018》，《2018 年新

职业人群工作生活现状调研报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2018 年新职业人群工作生活现状调研报告》 

 

农民工向服务业转移的现象比较明显。近年来，农民工在制造业的就业

占比不断下降，而不断向建筑业、服务业转移。与制造业之间替代性较高的

                                                        
3 数据来自美团招股说明书。 
4 数据来自《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 
5 数据来自《2018 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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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包括：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 

“逃离”制造业而奔向服务业的现象在年轻人中间尤其明显。以新增劳

动力供给的两大人群来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和蓝领都有弃制

造业、选服务业的趋势。2017 届本科毕业生进入制造业的比重仅为 19.2%，

较 2013 届下降了 6.6 个百分点（图 7）。90 后蓝领第一份工作从事服务业

的比重为 30%，较 80 后下降了 17 个百分点（图 8）。 

图 7：进入制造业的大学毕业生比例  图 8：蓝领第一份工作从事服务业的比例 

 

 

 资料来源：麦可思研究院  资料来源：58 蓝领数据研究院 

 

制造业“招工难”愈演愈烈 

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的“招工难”现象愈演愈烈。有技术的工人难招，

无技术的普通工人照样难招，这个情况似乎一年比一年严重。这一方面因为

劳动力年龄人口逐步下降、生活型服务业迅速崛起吸收了很多劳动力，另一

方面跟制造业内迁也有关系。随着沿海地区环保力度加大，以及土地成本上

升，内地省份承接了一部分从沿海过来的制造业。出省务工的民工越来越少。 

无论是中低端还是中高端劳动力市场，都呈现出劳动岗位供给和需求向

中西部、低线城市回流的趋势：2018 年第四季度，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

的用人需求中，东部地区下降最多（-0.4%），而西部地区用人需求增加最

多（+10.1%）（图 9）；三线城市的 CIER 指数最高（2.27），一线城市最

低（0.88）。外出和省外农民工比例的下降趋势很明显（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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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018Q4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同比变化  图 10：外出和省外农民工比例持续下降 

  

  

 
资料来源：人社部  资料来源：中国就业研究所 

 

供需关系的逆转带来了劳资双方谈判能力的变化。过去是工人看老板脸

色，现在是老板看工人脸色。曾几何时，工人加班加点干活，以致老板担心

工人加班时间太长而身体状况难以承受，不让加班但工人抢着加班。现在是

工人挑企业，年龄大的工人吃苦耐劳，但年轻人不乐意加班的现象比较普遍。

劳动力流动性大的特点也愈发显著，部分企业的工人到岗后工作了半天就辞

职，去了另一家条件更好的企业，以致对开工都产生影响。 

除了工资维持 7%-10%
6的年度增长以外，企业还提供多种福利来吸引工

人。下面是某个县级工业园区的一个企业在招聘广告中列出的公司福利，包

括为职工子女提供作业辅导。 

 

 

 

 

 

 

 

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判断 2019 年就业压力不大。我们估算基准情形下，

2019 年城镇就业市场的需求7大约增加 919 万，而供给大约增加 603 万，缺

口达 300 万以上，较 2018 年只是下降 30 万左右。详细测算过程可见我们

前期发布的报告《抽丝剥茧，就业压力并不大》。 

但结构性就业确实可能存在，比如大学毕业生就业，部分可通过继续深

造来解决。大学毕业生作为就业的重点群体，“找工作难”的情况由来已久，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 2012 年所做的调查，虽然总体失业率随着学历

提升而逐渐降低，但是对于 21-25 岁的人群来说，失业率随学历提升反而有

所升高。一大原因是工作技能要求与学习内容的不匹配，结构性因素占据了

主导地位。从 2018 届毕业生的情况来看，理学、工学、医学类的就业状况

较好，而经管、艺术类的就业状况较差（图 11）。这种状况一方面可以通过

                                                        
6
数据来自中国就业研究所《2018 年第四季度中国就业季度分析会成功举办》。 
7
为城镇就业人员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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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福利： 
 

公司设有食堂，提供住宿；设有乒乓球室、篮球场、

图书馆、健身吧等；可享受节日礼品、生日蛋糕；工

龄工资逐年增长，可享受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职工

子女作业辅导；春节回家可报销车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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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政策的帮扶来缓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继续深造的方式来延缓大学毕业

生的就业压力（图 12）。 

图 11：2018 届上海高校毕业生落实去向及求职成功率

主要专业 

 图 12：上海高校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重 

 

 

 资料来源：蔡晗昀. 2018 年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报

告[J]. 统计科学与实践, 2018(9). 

 资料来源：蔡晗昀. 2018 年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报

告[J]. 统计科学与实践, 2018(9). 

 

针对结构性就业压力，政府本轮“稳就业”的政策更多是从供应端着手，

而非重走大力刺激需求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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