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 
 

 

 

 

 

  

S1130520020004）

  

 

年初以来，招工需求如何、哪些领域增长较快，映射怎样的经济逻辑？详细梳理，供参考。 

一、热点思考：招工需求有何亮点？场景修复相关、新兴产业相关招工旺盛，景气度有望延续提升 

年初全国各地招工需求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技术、传媒、运营等招工需求显著提升，生产制造、教培、物流等回

落。截至 2 月下旬，全国各岗位当年累计招工需求人数同比提升 15.2%；分具体岗位来看，传媒、运营、销售等岗位

招工需求提升较为显著、分别较去年同期提升 38%、32%、30%，教培、供应链物流招工需求明显减弱、较去年同期回

落 9%、13%。作为直接映射工业生产招工需求的两大岗位，主要分布在信息技术、通信设备、电子半导体等行业的技

术岗招工需求同比提升 24%，相较之下，分布在工程施工、机械设备、原料加工等传统生产制造岗同比回落 7%。 

在运营、销售、传媒等相对劳动密集性更大的岗位招工需求拉动下，新一线、二线城市总体招工需求好于一线城市。

新一线、二线城市总体招工需求分别同比提升 17%、15%，增幅明显大于一线城市的 14%；具体来看，新一线、二线城

市运营、销售、传媒等岗位平均占比分别为 13.2%、11.1%、6.5%、明显高于一线城市，同时这类岗位招工需求增长较

快；此外，对于同一产业而言，技术岗更多集中在核心研发方面，运营、销售岗更多集中在业务拓展方面，相较之下，

运营、销售等岗位相较技术岗劳动密集性更大，三大因素共同导致新一线、二线城市招工需求表现更好。 

招工需求变动映射当前“场景修复相关活动先行，新兴产业、产业升级相关生产好于传统投资活动”的经济主线。以

广告会展、活动策划等为代表的传媒及市场岗，以服务、汽车销售等为代表的销售岗，以业务推广拓展等为代表的运

营岗招工需求显著提升，指向当前受益于疫后线下场景修复的经济活动正在快速恢复。此外，映射信息技术、通信设

备、电子半导体、高端设备等新兴产业及产业升级相关的技术岗快速提升，指向相关行业景气度仍有支撑；相较之下，

房地产建筑、供应链物流等相关岗位招工需求走弱，或指向地产、出口等相关行业景气度仍将延续低迷。 

三、高频跟踪：地产链相关开工有所好转，市内人流维持高位、线下消费延续修复 
【节后开工】工程项目开工持续改善，截至 2 月 21 日，全国工程项目开复工率较上周提升 9.6 个百分点至 86%、已超

去年同期水平 80.4%；工程项目劳务劳务到位率达 83.9%、较上周提升 15.7 个百分点、已超去年同期的 81.1%。 

【工业生产】钢材、水泥等上游投资活动开工改善，多数中游生产提升，地产链生产改善。螺纹钢开工较上周提升 2.6

个百分点、玻璃产量较上周提升 0.3%、水泥开工率较上周提升 12 个百分点、半钢胎开工提升 2 个百分点。 

【投资需求】上下游投资需求均改善，二手房成交显著提升。建筑钢材成交较上周提升 61%、玻璃需求增长 19%、沥

青开工提升 3.5 个百分点，全国商品房成交较上周提升 17%，二手房成交较上周提升 12.4%、较去年同期提升 83%。 

【出口】韩国 2 月前 20 日出口同比回落 2.3%，半导体、家用电器出口显著回落，集装箱出口运价较上周回落 1.5%。 

【物流货运】物流延续修复，但较去年同期仍有差距。本周铁路货运量、高速公路货车通行量分别较上周提升 2%、7%、

均已恢复至春节前水平，上周整车货运流量指数较前周增长 7.3%，为去年同期水平的 83%。 

【人流消费】市内人流高于过往同期、国际跨区人流提升，线下消费延续修复。本周地铁客流较上周增长 3.8%、为去

年同期的 123%，国内执行航班架次较上周回落 1%、国际航班增长 12%，代表连锁餐饮流水恢复强度提升 8.4 个百分

点。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数据统计存在误差或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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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点思考：招工需求有何亮点？ 

1. 今年招工表现如何？ 

年初以来，全国各地招工需求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水平。通过对某代表性招聘网站招工需求
进行统计发现，截至今年 2 月下旬，全国各岗位当年累计招工需求人数为 8.4 亿人、较去
年同期提升 15.2%；分城市来看，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招工需求规模较大，分别为 3.3、
3.2 亿人，二线城市招工需求规模相对较小、为 2 亿人。 

图表1：今年年初，全国及各线城市招工需求明显高于去年同期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分岗位来看，传媒、运营、销售等岗位招工需求增长较快，教培、供应链物流等岗位招工
需求有所回落。较去年 2 月相比，今年传媒、运营、销售等岗位招工需求明显提升，招工
需求人数分别较去年同期提升 37.6%、32.3%、29.6%，招工需求人数占全部招工的比重分
别较去年提升 1.02、1.73、1.25 个百分点；相较之下，教育培训、供应链物流等岗位招
工需求人数明显减弱，分别较去年同期回落 9.1%、12.6%，招工占比分别较去年减少 1.2、
1 个百分点。 

图表2：运营、技术、销售等岗位招工需求占比较高  图表3：传媒、运营、销售、采购等同比增长力度较大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节后技术岗位招工显著提升、传统生产制造岗位招工有所回落。截至
今年 2 月，作为直接映射工业生产招工需求的两大岗位，全国技术岗位招工需求同比提升
24.1%。相较之下，生产制造岗位招工需求同比回落 6.9%；技术岗、生产制造岗在行业分
布上存在显著差异，技术岗位更多分布在信息技术、通信设备、汽车生产、电子半导体等
行业，而生产制造岗位更多分布在工程施工、机械设备、机电重工、原料加工、食品饮料、
纺织服装等领域。 



宏观专题研究报告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5 
 

图表4：技术岗位招工需求明显提升、生产制造回落  图表5：技术岗位分布在新兴产业、产业升级相关领域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2. 招工需求有何结构特征？ 

在运营、传媒等岗位招工需求的拉动下，新一线、二线城市总体招工需求明显高于一线城
市。分城市来看，新一线、二线城市总体招工需求分别同比提升 17.4%、15.3%，增幅明显
大于一线城市的 13.9%，指向新一线、二线城市生产活动活跃度提升较快；具体来看，新
一线、二线城市在传媒、运营岗位招工需求上同比增长平均分别为 42.3%、37.3%，明显快
于一线城市的 34.3%、22.8%，同时，新一线、二线城市传媒、运营岗位平均招工需求占比
分别为 6.5%、14.1%，明显高于一线城市的 5.6%、13.2%，拉动新一线、二线城市总体招
工需求好于一线城市。 

图表6：新一线、二线城市总体招工需求增长明显快于一线城市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地区分工结构存在差异下，新一线、二线城市运营、销售等岗位需求恢复比一线城市更快。
全国各线城市均展现出技术、运营、销售等岗位招工需求占比相对较大的特征，但不同地
区招工需求亦存在结构分化，一线城市全部岗位招工需求中，技术岗位占比达 22.2%、分
别超过运营、销售占比 9、11.4 个百分点；相较之下，新一线、二线城市技术岗位与运营、
销售岗位之间的占比差距明显收窄，新一线城市技术招工占比分别高于运营、销售招工占
比 1.1、3.6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分别高出 3.9、5.6 个百分点，或说明对于同一产业，一
线城市更侧重于核心技术，新一线、二线城市招工需求更侧重业务拓展。 

岗位 具体岗位内容 主要行业

技术

后端开发、移动开发、测试、
运维及技术支持、数据、项目
管理、硬件开发、前端开发、
通信、电子半导体、人工智能
等

信息技术、通信设备、汽车生产、
电子半导体、智能硬件、金融、医
疗设备、机械设备、工业自动化、
新能源、化工、机电重工等

生产制造

环保、能源地质、生产营运、
质量安全、汽车制造、机械设
计制造、化工、服装纺织、技
工普工等

工程施工、机械设备、机电重工、
仪表仪器、工业自动化、原材料加
工、建材、环保、汽车生产、化工
、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石油石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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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一线城市技术岗位招工需求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岗位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同时，一线城市技术相关岗位占比提升更为明显，新一线、二线城市则是运营岗位。除招
工规模结构分化外，不同城市的各个岗位招工需求结构变动也存在差异，截至今年 2 月，
一线城市技术岗位招工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 1.6 个百分点、明显超过其他岗位招工占比提
升幅度，相较之下，新一线、二线城市运营岗位招工占比提升幅度较大、分别为 2.8、1.2
个百分点，技术岗位招工占比提升幅度不及运营岗位、分别为 1.1、0.9 个百分点。 

图表8：一线城市技术岗位占比提升幅度较大  图表9：新一线、二线城市运营岗位占比提升幅度较大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3. 招工变化映射的经济逻辑如何？ 

年初招工需求变动映射了当下疫后场景修复仍在加快的经济逻辑，出行等中观指标也予以
印证。各岗位招工需求中，以广告会展、活动策划等为代表的传媒及市场岗位，以服务销
售、汽车销售等为代表的销售岗位，以业务推广与拓展等为代表的运营岗位招工需求均显
著提升，指向当前受益于疫后线下场景修复的经济活动正在快速恢复。中观层面也予以印
证，今年 2 月，全国商圈客流恢复强度较 1 月显著提升、已恢复至 2019 年 1 月水平的
69%；截至农历 2 月 1 日，以地铁客流为代表的市内出行指标已超过 2019 年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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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场景修复、产业升级相关招工需求增长更快  图表11：2 月，全国商圈客流显著恢复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此外，招工需求分化映射行业景气度差异，新能源、高端设备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产业
升级相关景气度仍有支撑，但地产、出口等景气度或仍将延续低迷。技术、运营、医疗健
康等岗位招工需求显著提升映射信息技术、通信设备、汽车生产、电子半导体等新能源、
高端设备相关行业景气度持续向好；比如，今年年初新能源相关行业排产显著高于过往同
期水平。相较之下，房地产建筑、供应链物流等相关岗位招工需求有所减弱，或指向地产、
出口等相关行业景气度仍将延续低迷；节后地产相关的螺纹钢产量、玻璃表观消费表现偏
弱，美国 1 月集装箱重箱进口延续低迷，均从中观层面予以映射。 

图表12：技术岗招工需求增长指向相关行业景气度提升  图表13：年初新能源相关行业排产情况好于过往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鑫椤锂电，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4：钢铁生产中，建筑相关链条开工表现偏弱  图表15：今年 1 月，美国港口重箱进口延续低迷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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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工一定程度决定新一线、二线城市产业劳动密集性高于一线城市，新一线、二线城
市招工需求提升仍有支撑。对于同一产业而言，技术岗位更多集中在核心技术研发方面、
更多分布在一线城市，运营岗位更多集中在相关产品维护、业务拓展方面、更多分布在新
一线、二线城市，地区分工结构差异决定，即便对于同一产业，新一线、二线城市劳动密
集性更大；比如：截至今年 2 月，一线城市技术岗位招工需求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 1.6 个
百分点、高于运营岗位的 1 个百分点，相较之下，新一线、二线城市技术岗位招工需求占
比分别仅较去年同期提升 1.1、0.8 个百分点、明显低于运营岗位的 2.8、1.3 个百分点。 

图表16：新一线、二线城市运营招工占比提升高于技术  图表17：新一线、二线城市运营岗招工增速高于技术岗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数字未来 Lab，国金证券研究所 

二、产需高频追踪：节后建筑行业开工恢复加快，地产链相关开工有所好转 

节后工程项目开复工情况持续改善，开工水平、劳务到位率均已超去年同期。截至 2 月 21
日，全国工程项目开复工率持续提升、较上周提升 9.6 个百分点至 86.1%、已超去年同期
水平的 80.4%，工程项目开工情况进一步好转；分地区来看，华东、华中、西南地区工程
项目开工水平较高、分别为 92.9%、90.8%、85.1%，东北、西北、华北地区开工水平相对
较弱，分别为 21.4%、63.6%、58.7%；本周全国各地工程项目劳务到位率达 83.9%、较上
周提升 15.7 个百分点、已超去年同期的 81.1%。 

图表18：本周全国工程项目开工率已超去年同期  图表19：本周全国工程项目劳务到位率已超去年同期 

 

 

 
来源：百年建筑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百年建筑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节后钢材产需持续恢复，地产用钢情况明显好转。本周（2 月 19 日至 2月 25日），钢材
总体需求持续改善，全国钢材表观消费量较上周提升 11.4%、较去年同期提升 3.4%；钢铁
生产延续恢复，全国高炉开工率较上周回升 1.4 个百分点至 81%。前期表现偏弱的地产用
钢明显改善、但仍弱于过往同期，螺纹钢开工率较上周提升 2.6 个百分点至 44.6%，建筑
钢材成交量明显抬升、较上周提升 60.8%、较去年同期回落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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