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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或是明年稳就业关键 
——2023 年度展望之就业篇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核心观点：今年以来多次重要会议上均提及平台经济稳就业的作用，预示着明年平

台经济或是稳就业的关键。从具体目标来看，2023 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目标预计

仍为 1100 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以内。三条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判断

2023 年就业市场的压力：一是流入就业市场的大学生数量将显著增加；二是制造

业就业的结构性问题短期内难以改善；三是关注消费性服务业的修复情况。 

 青年失业率高企是失业率走高主因：从结构上看，青年失业率的大幅走高是造成今

年就业市场面临较大压力的主要原因。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 大学生就业力调

研报告》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应届生选择“自由职业”和“慢就业”，而这两

类就业方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后续青年失业率仍面临持续居于高位的

风险。 

 互联网和教培行业吸纳就业缩量：截止最新的 2022 年中报，教育行业雇员人数较

去年同期下降了 58.8%，其中包括新东方在线和好未来教育在内的多家大型教培

机构雇员人数更是缩减了四分之三以上，人员优化以及招聘岗位的锐减使得教育

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大打折扣。 

 制造业缺口较大凸显就业结构性问题：尽管制造业就业在需求端快速增长，但供给

端的不足表明目前制造业就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仍然严峻，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细

分领域均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此外今年 7-8 月份制造业用工人数罕见的出现了

负增长，也印证了目前制造业正经历了供不应求的缺工状态。而整体薪酬较低以及

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是制造业就业出现结构性问题的重要原因。 

 平台经济稳就业作用凸显：2022 年以来，平台经济监管已经步入常态化阶段，国

家对于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度发生了一定转变，在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多部门

开始强调平台经济对稳就业的作用。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灵活就业市场的规

模不断增加，截止 2021 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突破了 2 亿人次，预计随着

平台经济的发展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将保持稳定增长，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条重

要途径。 

 风险提示： 疫情形势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变化；宏观政

策收紧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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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年就业市场面临较大压力 

1.1. 青年失业率高企是失业率走高主因 

从总量来看，今年就业市场受疫情影响再遇“寒冬”，在总量上较往年同期有

显著下滑。根据人社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我国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 1001

万人，累计同比减少 4.2%，是除 2020 年以外过去十年来的新低。从城镇新增就

业人数的节奏来看，今年前两个月城镇新增就业延续了去年以来的复苏态势，但

在 3 月份上海疫情爆发后显著下滑，而后在 6 月份疫情缓解后下行趋势才有所缓

解。从城镇调查失业率来看，今年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较去年有显著回升，平均

来看已经接近了 2020 年的水平，31 个大城市失业率的上升幅度更加明显，其中

3~5 月份 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录得 6.0%、6.7%和 6.9%，连续 3 个

月创下历史新高，体现了此轮疫情对主要城市就业造成的较大冲击。因此，从表

征就业情况的核心指标来看，今年以来就业市场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疫情冲击的双

重影响下，压力进一步凸显。 

图 1：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不及去年同期（万人）  图 2：主要城市调查失业率显著走高（%）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3：疫情较重月份新增就业人数不及历年同期（万人）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从结构上看，青年失业率的大幅走高是造成今年就业市场面临较大压力的主

要原因，尽管青年失业率在 7 月份达到峰值后连续两个月回落，但 9 月青年失业

率仍录得 17.9%的高值，远高于历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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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流入就业市场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大幅提升，教育部预计今年普通高校毕

业生为 1076 万人，较去年多增 167 万人，增幅为此前历年的 4~5 倍。而根据智

联招聘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 届毕业生对于薪资的期望较去年明显下降，但截至

4 月中旬在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中仅有 46.7%已获得了 offer，15.4%已经与

用人单位签订了合约，这两个数据分别较去年回落了 16.1%和 2.9%，一定程度上

反映导致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并非是毕业生求职意愿不强，而是实际招聘岗位的大

幅减少。 

图 4：高校毕业生人数较去年多增 167 万（万人）  图 5：青年失业率持续位于历史高位（%） 

 

 

 

资料来源：教育部，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除了“毕业即失业”的群体以外，众多毕业生选择“慢就业”也是造成青年失

业率提升的重要原因。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

2022 届毕业生中选择“慢就业”的比例从去年的 12.8%进一步提升到了 15.9%，

已经接近于疫情前的两倍（2019 年为 8.0%），而选择单位就业的比例已经跌落至

50.4%。此外，选择“自由职业”和“慢就业”的应届生比例合计超过三分之一，

而这类就业方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后续青年失业率仍面临持续居于高

位的风险。 

图 6：“自由职业”和“慢就业”使青年失业率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 

 

资料来源：《2022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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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收入增速放缓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放缓 

农村劳动力市场方面，从总量来看，前三季度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达 1.83

亿人，在规模上继续保持稳定，但同比增速自二季度以来就已经转负。3 月份爆发

的上海疫情对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造成了一定扰动：一方面，我国农村外出务工

劳动力有 20%左右从事建筑业相关工作，今年地产市场开工放缓对于农村外出务

工劳动力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背景下企业缩减工资支

出使得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增速显著放缓，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农村劳动力

外出务工的积极性。但综合来看，制造业投资在今年以来一直保持较高增速且频

超预期，对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起到了重要的托底作用。 

图 7：农村外出务工劳动人数有所放缓  图 8：收入水平回落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积极性降低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9：制造业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起到了托底作用（%）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注：数据为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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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业情况的四条线索 

2.1. 互联网和教培行业吸纳就业缩量 

我们在此前的报告《青年失业率背后的就业结构转型》中曾提到，过去十年

大量的青年就业人口流向了服务业，有4个行业吸纳青年就业比例增加超2个点，

其中教育业和信息技术吸纳的青年就业比例增长较快，分别提升 5.3%和 2.8；此

外，建筑业和房地产吸纳青年就业的比例也超过 1 个百分点。 

图 10：2010-2020 年各行业吸纳的青年就业人口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测算 

而自去年三季度以来，受政策层面的影响教培行业和互联网行业均经历了较

大规模的调整，景气度显著下行，大幅缩减的用工需求以及部分公司进行的“裁

员”是青年失业率走高并位于高位的重要原因。 

从教育行业来看，自去年 7 月双减政策落地以来，教培行业尤其是在线教育

行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双减政策的落地使得过去几年正在加速的教育资本化基本

出清，大量资本撤出教育行业，多家机构进行了人员优化并暂停了应届生的招聘

工作。从上市公司披露的雇员人数可以大致反映教培机构在吸纳就业方面的显著

变化，新冠疫情爆发至双减政策落地前教育行业雇员人数尤其是在线教育行业雇

员人数经历了快速的扩张，大量的新增岗位吸纳了应届毕业生就业，使得期间青

年就业率一直维持在较低的区间。而双减政策落地以来，教育行业雇员人数直接

“腰斩”，截止最新的 2022 年中报，教育行业雇员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58.8%，

其中包括新东方在线和好未来教育在内的多家大型教培机构雇员人数更是缩减了

四分之三以上，大规模的人员优化以及招聘岗位的锐减使得教育行业吸纳就业的

能力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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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教培行业雇员人数显著下降（人）  图 12：上半年上市公司雇员人数较去年同期“腰斩”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而互联网行业受到监管政策趋严以及流量红利逐渐消退的影响也进行了大规

模的调整。一方面，2020 年底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对互联网平台的垄断

行为进行整治，期间也出台了数据安全法，对互联网公司的安全监管也趋于严厉，

受此影响互联网公司股价自 2020 年底以来一直处于波动下行的态势；另一方面，

互联网公司面临的用户竞争也日趋严峻，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网民规

模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手机网民规模增速已经显著放缓，曾经互联网公司赖以发

展的流量红利已经逐渐消退，互联网公司不得不面临与其他公司的存量竞争，为

了降低成本互联网公司不得不进行人员优化。 

图 13：互联网公司股价趋于下行（点）  图 14：用户“流量红利”逐渐消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德邦研究所 

但与教育业所不同的是，互联网企业在裁员的同时仍保持着一定的招聘力度，

网信办 4 月份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显示，2021 年 7 月到 2022 年 3 月中旬，腾讯、

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美团、拼多多、快手、百度、京东、网易、微博、哔哩哔哩、

蚂蚁集团等 12 家企业总离职人数 21.68 万人，总招聘人数 29.59 万人，净增用工

7.91 万人，其中 11 家企业招聘人数多于离职人数。从互联网公司春招的结果来

看，目前互联网公司对于核心业务岗和技术岗的招聘增多且薪资有所提升，对于

职能岗位的招聘显著减少，但整体的招聘规模增速仅录得 13%，处于 19 年以来

的低点。而从互联网上市公司的雇员人数来看，多家互联网公司在二季度经历了

人员调整，其中贝壳、快手和腾讯的雇员人数均下降超过 2000 人，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目前互联网公司在吸纳就业方面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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