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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青年就业新态势及应对策略
王美艳

【摘要】青年就业状况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职业发展和经济状况，而且关系到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中国
青年劳动参与率近年来呈下降趋势，青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速度较男性更快。青年失业率较高，但通常
在失业后能够较快找到新工作，失业持续时间较短。青年使用网络媒体等数字化方式寻找工作的比例较高。
应根据青年就业的实际状况和面临的挑战，并借鉴国际经验，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青年  劳动参与  失业  就业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青年是最朝气蓬勃、 最 具 奋 发

精神的群体。 青 年 的 就 业 状

况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职业发展和

经济状况，而且关系到社会整体的

经济发展。青年与其他年龄劳动力

就业具有不同的特征，面临的挑战

也存在差异。需要准确把握青年就

业的独特性和存在的问题，采取有

针对性的策略加以有效应对。

从世界平均水平看，近年来青

年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青年女

性劳动参与率低于男性，而且性别

差 距持续存在。青年 失 业 率 较 高，

但通常在失业后能够更快地找到新

工作，失业持续时间较短。青年从

事非正规就业的比例较高，即使在

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后，很多青年

依然无法实现从非正规就业到正规

就业的转换。青年中有较大比例的

人使用网络和智能手机等，其使用

数字化方式寻找工作的比例较高。

本文将从劳动参与率、失业率、

就业身份和从事行业的技能水平等

角度，分析中国青年就业状况与世

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异同，考察青

年就业面临的挑战，并借鉴国际经

验，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近年来世界青年劳动参与率呈下

降趋势

从中国的情况看，人口普查和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青年劳动

参与率明显低于年龄更大劳动力。

在青年群体内部，16—19 岁群体的

劳动参与率又远低于 20—24 岁群

体。随着年龄的提高，劳动参与率

随 之 迅 速 提 高 ；从 25—29 岁 群 体

开始，劳动参与率大幅度提高并保

持稳定，这一状况大致持续到 45—

49 岁 ；之后，劳动参与率以较快速

度下降。随着年龄的变化，劳动参

与率呈现明显的倒 U 型变动。从变

化趋势看，中国劳动参与率呈现明

显的下降趋势，青年群体也不例外。

从性别角度看，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显著低于男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由于女性劳动参与率正在经历更快

速的下滑，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距

不断上升。青年劳动参与率的性别

差距也是如此。

在世界范围内，近年来青年劳

动参与率普遍呈下降趋势。根据国

际劳工组织《2020 年世界青年就业

趋势 ：科技与未来工作》（以下简称

《趋势》）的统计，从世界平均水平

看，1999—2019 年间，青年（15—

24 岁）劳动参与率从 53.1% 下降至

41.2%，下降了 11.9 个百分点。其中，

东亚地区的青年劳动参与率下降了

22 个百分点，降幅最大，远超过世

界降幅的平均水平。青年劳动参与

率的下降有双重原因 ：一方面是青

年的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相当大

规模的青年人口仍在学校接受教育，

未参与劳动力市场 ；另一方面是青

年由于家庭责任、疾病、残疾或在

劳动力市场上感到沮丧等退出劳动

力市场，造成劳动参与率下降。

从性别视角看，青年女性劳动

参与率低于男性，而且性别差距持

续存在。在世界范围内，青年劳动

参与率的性别差距 1999 年为 18.5

个百分点，2019 年为 16.2 个百分点。

青年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距存在较大

的地区差异。2019 年，阿拉伯国家

和南亚地区青年劳动参与率的性别

差距分别高达 37.3 个百分点和 33.2

个百分点，而北美地区和东亚地区

分别仅为 0.9 个和 2.7 个百分点。

就世界平均水平而言，青年劳

动参与率的性别差距近年来略有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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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1999—2019 年下降了 2.3 个百

分点。北非地区和南亚地区劳动参

与率的性别差距下降幅度均为 8.7

个百分点，是所有地区中降幅最大

的。但是，东亚地区劳动参与率的

性别差距不降反升，从 1999 年仅有

0.7 个百分点的差距上升至 2019 年

的 2.7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东亚

地区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幅度高

于男性。

中国青年的劳动参与率状况与

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

差异。相同之处主要有两点 ：第一，

青年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 ；第二，

青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于男性，而且

性别差距持续存在。不同之处在于，

近年来中国青年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

距不仅未缩小，反而有所上升。

青年失业率高是世界范围内的普

遍现象

从中国的情况看，人口普查和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16—19 岁

和 20—24 岁群体的失业率均明显

高于年龄较大劳动力。随着年龄的

提 高， 从 25—29 岁 群 体 开 始， 失

业率大幅度降低，并随年龄增长呈

逐步下降态势。青年女性失业率略

高于男性，失业率的性别差距较小。

从失业持续时间看，青年失业人员

的失业持续时间相对较短（见图 1）。

对于青年失业人员而言，失业

持续时间在 3 个月以内的比例超过

一半，是所有年龄组中最高的 ；从

25—29 岁年龄组开始，失业持续时

间大幅度延长，失业持续时间在 3

个月以内的比例大幅度下降 ；随着

年龄的提高，这一比例呈下降趋势。

失业持续时间在 4—6 个月的比例在

各个年龄组之间差异不大，大致在

16%—20%。失业持续时间在 7 个月

以上的人员比例在青年失业人员中是

最低的，仅约 30%；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一比例呈现稳定的增长态势。

从寻找工作的方式看，青年失

业人员通过市场化方式寻找工作的

比例更高（见图 2）。在 16—19 岁

群体中，这一比例为 38% ；在 20—

24 岁群体中，通过市场化方式寻找

工作的人员比例高达 57%，是所有

年龄组中最高的。之后，随着年龄

的提高，失业人员通过市场化方式

寻找工作的比例逐步下降，开始更

多地通过委托亲友的方式寻找工作。

青年失业率高是世界范围内的

普遍现象。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趋

势》的数据，从世界平均水平看，

2019 年 青 年 失 业 率 为 13.6%， 为

25 岁及以上群体失业率的 3 倍。主

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青年群

体的工作经验有限，不容易找到工

作岗位 ；二是青年倾向于寻找更好

的工作岗位，工作流动率相对较高，

在工作转换过程中可能会经历失业。

但是，青年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

相对更短，他们通常在失业后能够

更快地找到新工作。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青 年 失 业 率

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北非地区和

阿 拉 伯 国 家 青 年 失 业 率 分 别 高 达

30.2% 和 22.9%，撒哈拉以南非洲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9）》计算

图 1 失业人员的失业持续时间

3 个月以内        7 个月以上        4-6 个月

0% 20% 40% 60% 80% 100% 

55-59

50-54

45-49

40-44

35-39

30-34

25-29

20-24

16-19

年
龄

组
（

岁
）

注 ：市场化方式包括在职业介绍机构登记、直接与雇主或单位联
系、应答或刊登广告、浏览招聘广告和参加招聘会等 ；委托亲友
是指委托亲友找工作 ；其他包括为自己经营作准备和其他。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9）》计算

图 2 失业人员寻找工作方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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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北美地区分别仅为 8.7% 和

8.8%，东亚地区也仅为 9.8%。从性

别视角看，青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

失 业 率 分 别 为 14% 和 13%， 失 业

率的性别差距不大。在大多数地区，

青年失业率的性别差距均较小。但

在北非地区和阿拉伯国家，青年失

业率的性别差距较大，女性失业率

比男性分别高出 13.2 个和 22.5 个

百分点。

可以看出，中国青年的失业状

况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类似。主要

有两点 ：第一，青年失业率明显高

于年龄较大劳动力 ；第二，青年失

业人员通常在失业后能够更快地找

到新工作，失业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关于中国青年群体的失业状况还有

非常重要的一点，青年失业人员通

过市场化方式寻找工作的比例更高。

青年中使用数字化方式寻找工作

的比例较高

在中国，青年的就业身份以雇

员为主，其比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2018 年，16—19 岁 青 年 中 雇

员比例高达 87.2%，自营劳动者和

家 庭 帮 工 比 例 合 起 来 仅 为 12.1%，

雇主比例不到 1%（见表 1）。20—

24 岁群体的状况与 16—19 岁群体

非常类似，同样以雇员为主（比例

为 87.9%）。随着年龄的提高，雇员

比例逐步下降，55—59 岁群体中，

雇员比例下降至 61.9%。

我们把三个产业中全部 20 个行

业按照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分

为高技能行业、中技能行业和低技

能 行 业 三类①。分年龄组看，16—

19 岁群体在低技能行业的就业份额

是所有年龄组中最高的（81.7%），

20—24 岁群体的这一份额则大幅度

降至 67.4%，25—29 岁群体继续下

降至 65.6% ；之后，低技能行业的

就业份额又逐步上升（见表 2）。总

体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低技能

行业的就业份额呈现 U 字型的变化

趋势。

与低技能行业的就业份额状况

相反，16—19 岁群体在高技能行业

的就业份额是所有年龄组中最低的

（12.2%），20—24 岁群体的这一份

额则大幅度升至 24.5%，25—29 岁

群体进一步上升至 26% ；之后，高

技能行业的就业份额又逐步下降。

总体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高技

能行业的就业份额呈现的是倒 U 字

型的变化趋势。

从寻找工作的方式看，中国城

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表明，青年使用

网络媒体等数字化方式的比例明显

较高。在 16—19 岁和 20—24 岁年

龄组中，这一比例分别达到 25% 和

19%。随着年龄的增长，使用网络

媒体等数字化方式寻找工作的比例

逐步下降。

从世界范围看，青年从事非正

规就业的比例较高。根据国际劳工

组织《趋势》的数据，2016 年超过

3/4 的青年从事非正规就业。这并

非他们的主动选择，而是由于青年

缺少工作经验，在进入劳动力市场

初期较难寻找到合适的岗位，很多

情况下不得不从事非正规就业。即

使在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后，很多

青年依然无法实现从非正规就业到

年龄组

（岁）

雇员

（%）

雇主

（%）

自营劳动者

（%）

家庭帮工

（%）

16-19 87.2 0.7 7.9 4.2

20-24 87.9 1.3 8.2 2.6

25-29 82.9 2.7 12.1 2.3

30-34 78.3 3.8 15.6 2.2

35-39 74.6 4.9 18.4 2.2

40-44 71.9 4.9 20.9 2.4

45-49 70.6 4.6 22.1 2.7

50-54 66.4 4.0 26.5 3.1

55-59 61.9 3.1 31.3 3.6

表 1 分年龄组城镇就业人员的就业身份构成（2018 年）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9）》计算

年龄组

（岁）

低技能行业

（%）

中技能行业

（%）

高技能行业

（%）

16-19 81.7 6.2 12.2

20-24 67.4 8.3 24.5

25-29 65.6 8.3 26.0

30-34 69.1 7.1 23.9

35-39 69.9 6.6 23.3

40-44 73.2 5.9 20.9

45-49 74.7 5.9 19.4

50-54 74.8 5.9 19.3

55-59 74.8 6.4 18.9

表 2 分年龄组按技能分类的行业就业份额的变化（2018 年）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9）》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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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就业的转换。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青 年 从 事 非

正规就业比例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

差异。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和南亚地

区，青年的非正规就业比例均超过

95%，北非地区、阿拉伯国家和东

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均超过 85%。

但是，在北美地区，青年从事非正

规就业比例仅为 12.8%。

从全世界平均水平看，青年中

雇员比例约为 54%，自营劳动者与

家庭帮工比例总和约为 46%，雇主

比例仅为 1% ②。近年来公共就业服

务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化方式提供，

这已经成为一个发展趋势。青年中

有更大比例的人使用网络和智能手

机等，使用数字化方式寻找工作的

比例较高。

总体来看，中国青年群体的就

业状况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既有相

同点，又有不同点。主要相同点是：

第一，从就业身份看，青年中雇员

比例最高 ；第二，青年中使用数字

化方式寻找工作的比例较高。不同

点在于，中国青年群体中就业身份

为雇员的比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多措并举促进青年就业和减少

失业

国际劳工组织在讨论青年就业

时，通常将 15—24 岁人口称为青年。

由于就业统计体系的差异，中国劳

动 年 龄 人 口 的 起 始 统 计 年 龄 为 16

岁。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划分

年龄组时，一般将青年划分为 16—

19 岁和 20—24 岁两个组别。通过

分析可以看到，中国青年群体的就

业状况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既有相

同之处，也有不同点。应根据每个

年龄层青年人口的实际就业状况和

面临的挑战，并借鉴国际经验，采

取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与 2010 年 相 比， 我 国 16 至 59 岁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减 少 4000 多 万 人。

要增加劳动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

是一条重要的途径。青年劳动力较

年龄更大劳动力，参与率明显偏低，

而且近年来呈下降趋势。青年女性

劳动参与率比男性下降更快，主要

是由于其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如

照料婴幼儿等。

中 国 经 济 要 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

对人力资本水平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大力发展教育，让更多的青年

接受更长年限的教育，由此必然会

带来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这是正常

且合理的。但是，对于已经完成了

学校教育的青年，则需要为他们创

造更好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使其尽

快实现就业。与此同时，应不断提

高婴幼儿照护和学龄前教育等公共

服务的水平，促进女性更多地参与

劳动力市场。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劳

动参与率、增加劳动供给，而且对

青年的职业发展和成长大有裨益。

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初期缺少

工作经验，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具

有一定的难度。青年失业率明显高

于年龄更大劳动力，但通常在失业

后能够更快地找到新工作，失业持

续时间较短。为了促进青年就业和

减少失业，要创造统一开放、竞争

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公共

就业服务。青年群体普遍使用网络

和智能手机等，因此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应更加注重使用现代化数字方

式和信息技术，提供更加畅通的劳

动力市场信息，将用人单位和劳动

力双方更加高效地衔接起来。逐步

消除制度性障碍和就业歧视，创造

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保障所有青

年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在转向

创新驱动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和技

术结构变化较为迅速。劳动力市场

上不断淘汰一些原有的岗位，创造

出新的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劳动

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在不断变化和

升级。因此，要为青年提供更多的

培训机会以提升其技能，这些培训

需要充分考虑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趋

势和其对技能的需求。这不但有助

于促进青年群体实现多渠道就业创

业，而且有助于其减少摩擦性失业

和结构性失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

【注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中国刘易斯转折期间的劳资关系治理”

（项目编号 ：71473267）成果】

【注释】

①具体分类方法如下 ：受教育程度为大

专及以上的人员比例低于 30% 的行业定

义为低技能行业，在 30%—60% 的行业定

义为中技能行业，在 60% 以上的行业定

义为高技能行业。

②由于原引报告小数点后数字四舍五入，

数字总和不等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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