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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工难”集中于出口链部分行业，反映出口快速改善下农民工的结构性短缺 

近期东部沿海再现“招工难”，主要出现在部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反映出口快

速改善下农民工供给的结构性短缺。2 季度末，部分制造业岗位供需缺口急剧扩

大，以缝制机械装配调试工、纺纱工、染色工等岗位为典型代表，与这类行业出

口回暖有关。6 月以来，纺服、鞋靴等商品出口快速改善，相关行业生产和用工

需求明显增加；但疫情下近 3000 万农民工留乡或二次返乡，供需错配问题凸显。 

中短期来看，纺服等行业出口延续改善、居民线下消费加快修复，或带动农民工

就业进一步好转。我国农民工，近 3 成从事制造业（尤其是纺服等消费品制造）、

超过 3 成从事生活服务业，就业情况受这两类行业景气影响明显。未来一段时

间，美国等经济修复、印度等“订单转移”下，中国相关行业出口改善延续性可

能较好；与此同时，居民线下消费活动加快修复，或也将带动农民工就业好转。 

相较农民工，大学生就业压力仍在加剧，未来一段时间或将继续存在。农民工失

业率 4 月开始回落，8 月已降至 5.4%；但大学毕业生失业率逐月抬升，8 月或在

20%上下、同比升幅(5.4pct)创年内最高。代表性高校 2020 届毕业生，签约率多

较 2019 年下跌 5-15 个百分点。2020 年未就业毕业生、2021 年近 900 万新增毕

业生、2020 年高校扩招 51.1 万人延迟毕业等影响下，大学生就业压力持续存在。 

中长期来看，传统制造业工人“用工荒”、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本质上是经济

转型过程中、劳动力供需的结构错配。2011 年起，我国劳动力供给从“绝对过

剩”进入“相对不足”，以中低端劳动力最为突出。2011 年以来，我国每年新增

农民工人数从 500 万左右降至 100 万左右，而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近年来

每年都超过 800 万。近年来，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

以生活服务业为典型代表；伴随产业结构进一步向中高端迈进，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生产性服务业、互联网经济等加快发展，将成为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重点领域。 

⚫ 中观行业：商品房成交面积减少，钢铁、水泥价格普涨，国际原油结算价上涨 

【下游】商品房成交面积下降，土地市场量价齐跌。30 城商品房成交面积周环比

下降 32.3%，一、二、三线城市成交面积均下降；土地溢价率下降 11.2 个百分点。 

【中游】钢铁、水泥、玻璃价格普涨。Myspic 钢价周环比上涨 0.2%，全国水泥

价格周环比上涨 1.9%，玻璃价格上涨 0.3%。橡胶价格较前周上涨 4.6%。 

【上游】原油结算价上涨，铜、铅价格下跌，铝、锌价格上涨。布伦特原油、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环比分别上涨 0.7%、1.3%；铜、铅价格下跌，铝、锌价格上涨。 

 

⚫ 风险提示：海外宏观经济或监管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疫情出现超预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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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热点：“用工荒”再现？还原就业市场真实图景 

近期，东部沿海地区再现“招工难”，与较大的就业总量压力形成反差。年中以

来，广东和浙江等部分企业大量招聘员工或通过补贴鼓励加班，用工需求明显增加、

“招工难“问题也随之出现。与此同时，总体就业虽随经济逐渐修复，但 8 月失业率

达 5.6%、仍远高于历史同期，单月新增就业人数也仅仅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9 成左

右。就业总量压力仍然较大，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招工难”形成明显反差。 

表1：年中以来，部分沿海制造企业再现“招工难”  图1：截至 8 月，就业总量压力仍然较大 

时间 企业类型 生产用工情况/事件 

2020 年 9 月 
家纺类加工

生产 

一家位于浙江的印染厂国庆前内部
发文：10 月 1 日“国庆节”、“中秋节”
不放假，上班员工每人补贴 200元，
在当月工资中体现。 

2020 年 6 月 服装制造 
广州海珠区康乐村制衣厂服装制造
业熟练工紧缺，月工资要求一万以
上，仍只能招大学生学徒成为替代。 

2020 年 6 月 
针织面料生

产 

东莞德永佳纺织制衣有限公司紧缺
生产员工，于 6 月 12 日发布大量招
聘员工的信息。 

 

 

 

资料来源：人民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当前“招工难”更多体现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集中在部分出口导向型制

造业、以农民工为主。根据 102 个定点监测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监测数据，2 季

度末部分制造业岗位供需缺口急剧扩大，其中缝制机械装配调试工、纺纱工、纺织染

色工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紧缺程度明显上升。分区域来看，苏州、东莞这类岗位

紧缺尤为明显。PMI 生产指数与从业人员指数之差反映的生产与用工缺口，也指向

纺织服装制造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3 季度用工缺口较 2 季度进一步扩大。 

图2：到 2 季度末，纺织行业用工缺口开始显现  图3：3 季度纺织服装生产与用工缺口较 2 季度扩大1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6 月以来，我国出口快速改善、以纺织服装等为典型代表，带动相关行业用工需

求增加。6 月以来，我国出口链明显改善，其中传统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出口改善最为

 
1 生产与用工缺口，以 PMI 生产指数与从业人员指数之差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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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增速从 5 月的-30%左右大幅抬升至 9 月的 4.5%。代表性劳动密集型商品中，

家具玩具、服装鞋靴等出口改善最为显著。这类行业出口的快速改善，带动了生产和

用工需求的快速增长。东部沿海地区这类行业，对外来务工人员较为依赖，用工需求

大幅增加。 

图4：6 月以来，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加快改善  图5：家具、服装、鞋靴等出口加快改善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但在疫情背景下，部分农民工留乡或二次返乡，劳动力供给明显减少；外贸链

快速回暖下，传统制造业劳动力短缺问题加快凸显。农业农村部信息显示，截至 8 月

末，全国近 3000 万农民工留乡或二次返乡，其中 1700 多万人通过灵活就业、或在

政策支持下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或创业，跨省输送的劳动力供给明显减少。企业视角，

也能看出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现象；截至 9 月中旬，仍有 9%的企业员工未完全到岗。 

图6：2020 年上半年，外出农民工同比减少 500 万  图7：截至 2020 年 9 月，企业仍有部分员工并未返岗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智联招聘、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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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月以来，部分已返岗农民工二次返乡  图9：2020 年，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业明显增加 

 

 

 

数据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发改委、新华网、开源证券研究所 

 

中短期来看，纺织服装等制造业出口改善的持续性较好，或将带动农民工就业

继续改善。年中以来，中国总量出口高增得到“替代效应”和“需求效应”的双重支

撑，但在不同商品领域逻辑有所分化。以纺织服装、鞋靴等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出口

修复，更多得益于“需求效应”的支持。未来一段时间，伴随美欧等耐用品消费继续

修复，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改善的持续性可能较好；此外，印度、印尼等传统劳动密

集型商品出口大国疫情形势较为严峻，“订单转移”带来的份额提升或也将对我国相

关商品出口起到一定提振。 

图10：代表性国家从华进口传统消费品份额低于同期  图11：“需求效应”带动中国传统消费品出口改善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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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美国等消费修复，或将支持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  图13：印度、印尼等疫情严重，“订单转移”短期或持续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居民线下消费活动的加快修复，或也将带动农民工就业继续改善。我国农民工，

近 3 成从事制造业（尤其是纺服等消费品制造）、超过 3 成从事生活服务业，就业情

况受这两类行业景气影响明显。3 季度以来，中观视角下的住宿餐饮、居民生活服务

业景气加快改善，微观视角下国庆旅游活跃度、餐饮活跃度等也在加快好转。居民线

下消费活动的加快修复，或也将带动农民工就业进一步好转。 

图14：超过 3 成农民工就业于生活服务业  图15：餐饮和居民服务业近期景气持续改善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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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居民线下旅游活动加快恢复  图17：居民线下餐饮消费加快恢复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相较农民工而言，大学生重点群体就业压力仍在加剧；未来两届毕业生叠加就

业、2020 年高校扩招延迟毕业等影响下，保就业压力或仍将持续存在。外贸链回暖、

生活服务业改善等带动下，农民工失业率持续下降，8 月已降至 5.4%。但同样作为

重点就业群体的高校毕业生，4 月以来失业率逐月抬升。代表性高校的 2020 届毕业

生，签约率较 2019 年普遍下跌 5-15 个百分点。2020 年未就业毕业生、2021 年近 900

万新增毕业生、2020 年高校扩招 51.1 万人（18.9 万研究生、32.2 万专升本）延迟毕

业等影响下，大学生就业压力持续存在。 

图18：近期，农民工失业率持续回落  图19：8 月毕业生失业率较 2019 年同期升幅扩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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