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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总量稳中承压，供需两端变动有别 

——2021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 

                 

摘要：随着国内疫情反复、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2021 年四季度高校毕业

生景气指数 CIER 降至 0.88，这是自 2020 年 1 季度疫情爆发以来，该指数的次

低点（最低点为 2020 年二季度的 0.79）。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总量稳中承

压，且结构矛盾依然存在。 

2021 年全年来看，高校毕业生供需两端及 CIER 指数变动有别。从招聘需

求来看，2021 年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在 1~6 月均高于去年同期，3 月~4 月份

达到最高，7 月份有所下降，8、9 月份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10、11 月份有所

下降；在求职供给方面，高校毕业生工作搜寻具有周期性，在 3 月份达到最高，

而 8、9 月份与去年同期持平，与去年相比，本年度高校毕业生可选择参加线下

校园招聘会等渠道，在线求职人数在 2~6月份均低于去年同期；就景气指数CIER

观察，2021 年 2~6 月份均高于去年水平，8、9 月份与去年基本持平，10、11

月则低于去年同期。 

分行业和职业来看，基金/证券/期货/投资景气环比回升，互联网/电子商务

景气下降明显。分区域来看，本季度东部地区的景气指数 CIER 最高，中部、东

北地区接近，西部就业景气相对较低。分经济圈来看，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就

业景气指数 CIER 接近，而京津冀城市经济圈相对较低。分城市等级来看，一线

城市和二线城市的就业景气指数 CIER 相同，新一线城市最低。分企业规模与性

质来看，大型企业就业景气指数 CIER 较高，中小微型企业就业景气较低，但从

同比来看，大型企业景气指数 CIER 有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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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总体情况 

高校毕业生因其规模巨大，其就业问题成为我国就业市场监测的重点群体。

据相关数据显示，2022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076 万人，同比增加 167 万人。

为准确刻画和客观反映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状况，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

与中国领先的职业发展平台智联招聘开展深度合作，联合推出我国《2021 年高

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本报告采用智联招聘（zhaopin.com）全站大数

据分析而得，通过不同行业和职业、不同地区和城市、不同企业类型等供需指标

的动态变化，来反映 2021 年度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职位空缺与求职人数

的比例变化，并对未来就业市场景气程度进行总体分析和研判1。 

（一）2021 年四季度毕业生景气指数同环比均下降 

图 1 为 2019 年以来，全国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指数的对比情况。结

果显示，2021 年第一至第四季度的全国 CIER 指数分别为 1.66、2.09、2.15 和

1.99，而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则要低于同期全国水平，分别为 1.34、1.52、1.24

和 0.88。表 1 为 2021 年四季度供需端及 CIER 指数变动情况。从环比变动来

看，本季度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人数下降 8.2%，求职申请人数上升 29.9%，使

得 CIER 指数环比下降；从同比变动来看，本季度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人数下降

11.2%，求职申请人数上升 37.8%，使得 CIER 指数出现同比下降。 

                                                             

1 本报告中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的识别，是将企业招聘职位和名称描述中有“应届”字

段视为毕业生的需求端数据；求职供给的识别是将最高学历为大专以上，且毕业时间为两年

之内无工作经验的求职者，均视为高校毕业生供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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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和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对比 

表 1 2021 年四季度供需端及 CIER 指数变动情况 

 

（二）2021 年全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总体趋稳 

2021 全年高校毕业生就业供需两段总体趋稳，四季度在供需两端下行压力

下景气指数有所回落。分月份来看，在招聘需求方面，2021 年 1~6 月均高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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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3 月~4 月份达到最高，7 月至 9 月份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之后有所

下降；在求职供给方面，高校毕业生工作搜寻具有周期性，与去年相比，本年度

高校毕业生可以选择参加线下校园招聘会等渠道，在线求职人数在 2~6 月份均

低于去年同期，在 3 月份达到最高，而 8、9 月份与去年同期持平，10~12 月高

于去年；在 CIER 指数方面，2021 年 2~6 月份均高于去年水平，8、9 月份与去

年基本持平，10 至 12 月低于去年同期。具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逐月变化 

 

（三）2021 届毕业生逐渐下降，2022 届毕业生进入求职市场 

从供给端来看，不同届别高校毕业生求职人数变动具有周期性特征。以

2021 届毕业生为例，在 3 月份春季招聘季、6 月份毕业季求职人数达到高峰，

7 月之后本届毕业生人数逐渐下降，而 2022 年的毕业生进入求职市场，并且

求职人数逐月攀升，在 2021 年 10 月份逐渐趋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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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届别高校毕业生求职人数变化 

 

二、不同职业和行业 

（一）2021 年四季度基金/证券景气环比上升，教培景气下降明显 

表 2 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较好和较差的行业排名。本季度高校毕业生就

业景气最好的行业为中介服务业，CIER 指数为 13.3。此外，基金/证券/期货/

投资、教育/培训/院校、互联网/电子商务、仪器仪表及工业自动化等行业的就

业景气也相对较好。从环比来看，本季度基金/证券/期货/投资、仪器仪表及工

业自动化的就业景气环比上升，主要得益于当前“数字人民币”等数字金融领

域迅速崛起，以及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等行业快速发展，对相关行业的高校

毕业生就业也带来利好。 

本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指数最低的行业为航空/航天研究与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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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R 指数为 0.12。此外，能源/矿产/采掘/冶炼、礼品/玩具/工艺美术/收藏品

/奢侈品、租赁服务、旅游/度假等行业的 CIER 指数也相对较低。这些行业的就

业景气相对较差，意味着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也较为激烈。 

 

表 2 2021 年第四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较好和较差的行业 

 

（二）2021 年全年分行业就业形势 

从 2021 全年分行业就业形势来看，招聘需求最多行业为教育/培训、互联

网/电子商务、中介服务、房地产/建筑、专业服务/咨询业；求职人数最多行业互

联网/电子商务、房地产/建筑、专业服务/咨询、教育/培训、计算机软件业；CIER

指数最高的行业为中介服务、教育培训院校、互联网/电子商务、房地产/建筑、

专业服务/咨询业。 

2021 年 7 月国家“双减”政策正式出台，各地方政府也陆续发布了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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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件，图 4 刻画了教育/培训行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供需变化。可以看出，进

入 2021 年第四季度，教育/培训/院校行业的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人数 10 月至

12 月逐月下降，而求职申请人数在 11 月份有小幅回升。从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

来看，CIER 指数从年初的 19.49 下降至 11 月份和 12 月份的 1.32 和 1.25，表

明“双减”政策下对该行业的就业造成很大冲击和影响。 

图 4 教育/培训/院校行业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逐月变化 

 

（三）2021 年四季度普工/技工宽松，中小学课程辅导明显降温 

表 3 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较好和较差的职业排名。本季度较好的职业为

房地产交易、普工/技工、销售顾问、演艺人员/经纪人等，这些职业的 CIER 指

数排名相对较高，但与上季度相比，除了普工/技工、证券/基金/期货环比上升之

外，其他职业均环比下降。当前，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新兴岗位对

技术人才的需求迫在眉睫，普工/技工职业的出现较大的供给缺口。而对于中小

学课程辅导业，与三季度相比，本季度就业景气程度大幅度下降，说明在“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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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背景之下，该职业的就业景气有了明显的降温。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较差的职业中，信托/担保/拍卖/典当、舞美设计、广

告、场务/剧务、社工等职业的 CIER 指数相对较低，并且从环比来看，这些职业

的就业景气均环比下降，需要进一步关注。 

表 3 2021 年第四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较好和较差的职业 

 

（四）2021 年全年分职业就业形势 

从 2021 全年分职业就业形势来看，招聘需求最多职业为销售顾问、中小学

课程辅导、房地产交易、管培生/储备干部、客户服务；求职人数最多的职业为

行政、管培生/储备干部、财务、销售顾问、人事；CIER 指数最高房地产交易、

中小学课程辅导、销售顾问、职业培训、演艺人员/经纪人等。 

“双减政策”实施后，对中小学课程辅导职业的高校毕业生带来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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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显示，从招聘需求来看，2021 年 10 月到 12 月，中小学课程辅导的招聘需

求人数连续下降，特别是在 11 月份下降人数较为明显；而从求职供给来看，四

季度求职投递人数出现小幅回升。从就业景气来看，12 月份景气指数下降为 1.31，

为今年所有季度以来最低。 

 

图 5 中小学课程辅导职业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逐月变化 

 

三、不同区域和城市 

（一）东部就业景气程度较高，西部地区就业景气程度较低 

图 6 显示，分区域来看，本季度东部地区的 CIER 指数最高，为 0.83，中

部、东北地区的 CIER 指数接近，分别为 0.59 和 0.56；而西部就业景气相对较

低，为 0.47。从同环比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 CIER 指数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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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行政区域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 

图 7 列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重点地区高校毕业生的 CIER 指数。具

体来看，本季度长三角城市经济圈、珠三角城市经济圈的 CIER 指数接近，分别

为 0.89 和 0.88；而京津冀城市经济圈就业景气相对较低，为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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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 

 

（二）四季度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指数相同，三线城市同比下降明显 

图 8 显示，2021 年四季度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基

本接近，其中，一线和二线城市的 CIER 指数相同，都为 0.77，三线城市 CIER

指数为 0.74，而新一线城市 CIER 指数为 0.60。从同比变动来看，三线城市的就

业景气同比下降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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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城市等级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 

（三）分城市就业形势 

从 2021 全年分城市就业形势来看，招聘需求较多城市为北京、深圳、上海、

成都、广州等；求职人数较多的城市为行北京、成都、广州、上海、深圳；CIER

指数最高城市为咸阳、大庆、嘉兴、中山、宁波。以上分析表明，从招聘需求和

求职投递的绝对数量来看，一线城市和部分新一线城市招聘和需求总量仍然处于

领先优势，而就业景气较好的城市为二线和三线城市。 

图 9 为一线城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供需情况及 CIER 指数变动。结果显示，

从招聘需求和求职供给来看，一线城市的招聘需求和求职投递人数均上升，但

后者上升幅度明显更大，使得 CIER 指数下降。具体来看，北京招聘需求人数

和求职投递人数绝对值都要高于其他一线城市，但从就业景气指数来看，在四



 - 13 - 

个一线城市中，深圳和上海的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相对较高。 

 

图 9 一线城市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逐月变化 

 

四、不同企业规模和性质 

（一）大型企业就业景气较好，企业间就业景气差距缩小 

图 10 列出不同规模企业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的环比和同比变化情况。结

果显示，四季度大型企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对景气较好，CIER 指数为 0.98，

表明供需基本平衡；而中型和小型企业 CIER 指数接近，分别为 0.60 和 0.56，

微型企业的 CIER 指数较低，为 0.45，表明这些类型的企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

相对激烈。但同比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型企业 CIER 指数出现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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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企业规模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 

 

图 11 为不同企业规模就业供需情况及 CIER 指数变动。结果显示，从招

聘需求来看，小型企业招聘需求人数相对最多，而微型企业的招聘需求人数基

本稳定，而大型企业招聘需求人数略高于中型企业，但在 9 月份之后，大型企

业招聘需求人数出现下降，特别是 11 月份下降人数较为明显，而中型企业招

聘需求保持平稳；从求职来看，进入 9 月份之后，不同企业规模的求职人数都

有明显上升；在需求保持平稳或下降，供给有所上升的作用下，CIER 指数出现

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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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不同企业规模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逐月变化 

（二）民营、上市公司等景气较好，国有企业竞争激烈 

图 12 为不同企业性质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结果显示，本季度民营、上

市公司、股份制企业就业景气较好，国有企业就业竞争激烈。具体来看，民营企

业、上市公司、股份制企业的就业景气相对较高，分别为 0.79、0.76 和 0.74；

其次是外商独资和合资企业，CIER 指数分别为 0.53 和 0.47；而国企就业景气

指数相对较低，为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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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企业性质高校毕业生 CIER 指数 

2021 年全年，从需求端来看，国企和外商独资企业高校毕业生的招聘需求

均上升，但民营企业需求略有下降；从供给端来看，国企、民营和外商独资性质

企业的求职投递人数上升更明显，在供需两侧的作用之下，使得 CIER 指数均呈

现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