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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形势稳中有忧 五措并举支持就业

内容摘要：2022 年以来，我国就业形势总体保持平稳，

新增就业稳定增长,调查失业率略有上升,就业主体人群保

障有力,农民工就业总体平稳,就业市场持续宽松。但服务

业用工持续弱于制造业、东北地区就业景气持续低迷、小

微企业招聘需求恢复缓慢、青年群体失业率上升明显等四

方面不均衡问题需高度关注。要从稳定经济增长扩就业、

稳住市场主体保就业、扶持创业创新带就业、瞄准重点群

体帮就业、强化就业服务促就业入手，形成全社会支持就

业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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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就业形势总体保持平稳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和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

化，党中央、国务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各地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

业，就业形势总体保持平稳。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稳定增长。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

285 万人，完成全年新增 1100 万人以上就业目标的 25.9%，符合时序

进度要求，比 2020 年和 2021 年两年平均多增 22 万人。

调查失业率略有上升。一季度，特别是 3 月份以来，受吉林、上

海等地疫情加重影响，节后生产经营恢复受到一定制约，用工需求减

弱，导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出现了小幅上升。但从一季度整体来看，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5%，同比微升 0.1 个百分点。

就业主体人群就业保障有力。一季度，全国 25—59 岁人口失业

率均值为 4.9%，同比持平，与 2020 年同期相比下降 0.3 个百分点。

主体就业人群失业率基本稳定确保了全国就业形势的基本稳定。

农民工就业状况总体平稳。一季度末，全国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

为 17780 万人，已经超过 2019 年同期外出务工人数水平；一季度农

民工月均收入 4436 元，同比增长 5.9%，比 2020 年和 2021 年两年平

均增速加快 3.5 个百分点。

就业市场仍然持续宽松。根据智联招聘发布《中国就业市场景气

报告》显示，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 指数）为 1.56，

虽然同比及环比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但需求人数仍然大于求职

人数，就业市场总体仍呈现供不应求状态。

二、就业领域四方面不均衡性突出

当前，虽然我国总体就业稳定，但就业的不均衡性仍然突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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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群体面临的失业风险上升明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受全国疫情多点散发和局部疫情形势严峻影响，服务业用

工需求持续弱于制造业

今年以来，受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扩散蔓延影响，国内疫情呈现出

多点散发和局部规模性暴发并存的特征，3 月 1 日—4 月 18 日，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近

50 万例，波及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所有省份，其中尤以吉林、上海

两地最为严重。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旅游、餐饮、住宿等接触性服务

行业受到更大冲击，对这些行业的就业产生较大影响。1—3 月份，

采购经理指数中服务业从业人员指数分别低于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

2.4 个、2.5 个和 2.0 个百分点。

（二）受地区经济发展活力影响，东北地区就业市场景气度最低

东北地区长期以来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产业转型升级面临不少梗

阻，且国有经济占比较高，疫情持续冲击下企业活力相对于东部沿海

发达地区恢复偏慢，导致招聘需求偏弱。此外，受吉林省暴发规模性

疫情影响，人流物流受到较大阻碍，也对东北地区经济和生产恢复造

成了明显影响。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

2022 年一季度东北地区 CIER 指数为 0.47，分别较东部、中部和西部

地区低 0.34、0.17 和 0.01。

（三）受抗压能力较弱影响，小微企业招聘需求恢复慢于大型企

业

在疫情持续冲击下，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小微企业能经受市场

需求收缩导致的效益下滑的时间更短，且劳动力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

的比重相对更高，因而抗压能力较弱，制约了小微企业招聘需求的恢

复。《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一季度大型企业 CIER 指数最高，

为 1.04，中、小、微型企业 CIER 指数仍相对较低，且低于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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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景气程度看，今年以来小型企业 PMI 指数持续处于低位，未来用工

需求也难以有效提振。

（四）受部分企业尚未完全从疫情冲击中恢复活力、部分毕业生

所学与社会需求不匹配、海外留学生回流、政策调整等影响，青年群

体失业率较高

一季度，全国 16—24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15.5%，不仅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0.0 个百分点，同比也上升 2.4 个百分点。疫情

之下，想就业学生出不去、招聘单位进不来，社会暂停线下招聘活动

而改为线上进行，对招聘成效造成一定影响。同时，受国际疫情影响，

这两年返回国内就业的海外留学生不断增加，叠加今年国内高校毕业

生人数同比增加 167 万人，整体来看，高校毕业生就业总量压力不减。

此外，受“双减”政策出台影响，原先高校毕业生较为青睐的教育培

训行业招聘需求缩减，也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加大。有研究表明，

校外培训市场提供约 1000 万个左右工作岗位，政策调整后，校外培

训业务锐减 70%—90%，直接影响数百万人员就业尤其是女性就业。

三、五大举措着力确保就业形势稳步向好

为了有效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确保全年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必

须从“扩”“保”“带”“帮”“促”五方面着力，在保持就业总体稳定

的同时，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一）稳定经济增长“扩就业”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好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储备，

明确拟推出的尽量提前，同时研究准备新的预案，全力以赴稳住经济

基本盘。坚持就业优先政策不动摇，财税、金融等政策都要围绕就业

优先实施，加大对企业稳岗扩岗的支持力度。找到产业转型升级与保

障就业的均衡点，合理调整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支持就业容量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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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行业优先发展。着力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

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将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充

分就业的战略重点。

（二）稳住市场主体“保就业”

降低 MLF 利率引导 LPR 下行，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增加专项

再贷款额度，助力供应链恢复和物资保供，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加

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增加支持普惠小微贷款的再贷款额度。通

过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方式，应用大数据等手段精准

锁定符合援企稳岗条件的企业名单，推进援企稳岗政策免申即享。对

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落实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放宽中小

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裁员率标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研究继续适当延长部分支持政策至疫情完全消除，提振企业发展

信心。

（三）扶持创业创新“带就业”

开展“创业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提供更多实习见习岗位，支

持大学生就业创业。提高创业扶持政策精准性，加快培育网络购物、

在线教育、在线办公、在线服务、数字娱乐、数字生活、智能配送等

新业态新模式，增强就业带动能力和就业岗位创造能力。统筹各部门

形成支持创新创业的政策合力，着力构建与创新驱动相适应的金融支

持体系，巩固提升现有双创示范基地，高标准打造一批返乡入乡创业

示范区。对符合条件退役军人个人创业、合伙和组织创业、创办小微

企业的，优先给予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引导更多退役军人向平台

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领域创业。

（四）瞄准重点群体“帮就业”

适度扩大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项目等招录规模，开发社区服务

岗位，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密切跟踪关注教育培训业、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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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业等领域人员的失业和再就业情况，适时提供必要的就业帮

扶指导。鼓励就业困难人员根据自身实际自主灵活就业，拓展社区养

老、托幼、绿化、保安等就业岗位，促进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近就业。

灵活采取订单培训、定向培训、田间课堂、线上培训、以工代训等多

种有效形式，帮助贫困劳动力培训后就业。

（五）强化就业服务“促就业”

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管理信息系统，推进各部门信息的互联互

通和数据共享，实现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即时对接，提高劳动力市场资

源配置效率。推进服务主体多元化，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广泛深入参与

就业服务，探索建立创业指导专家、就业指导专家等志愿者团队，为

劳动者多渠道提供专业化服务。根据企业实际需求，举办重点行业企

业、高校毕业生、技术技能人才等主题专场招聘会。延续执行就业创

业补贴、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新型学徒制培训等政策，支持

企业稳定就业岗位。打破以用人单位为参保主体的传统社会保障参与

渠道，增加劳动者直接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参保模式，为新就业从

业人员提供更为便捷全面的社会保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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