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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

按照 2017 年《第一财经周

刊》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新

分级名单”对 55 个样本城市

进行分类，得到不同城市等级

2017 年第三季度 CIER 指数。

2017 年 第 三 季 度 的 CIER

指数呈现一线、新一线、二线

以及 三 线 城 市依次 递增的趋

势，并且一线 城市的 CIER 指

数环比有所下降，而二线和三

线城市等级 CIER 指数的环比

均有所上升。其中，一线城市

的 CIER 指数 为 0.68， 表明目

前在一线城市就业市场相对饱

和，企业招聘需求人数要少于

求职申请人 数；新一 线 CIER

指数为 1.31，表明企业招聘需

求人数多于求职申

请人数；而在二 线

和三线城市中，CIER 指数平均

值超过 2 甚至三线城市接近于

3，表明在这些城市中，企业招

聘需求人数要明显多于求职申

请人数，就业形势相对较好。

值得关注的是，从智联招

聘全网数据看，一线城市用人

需求也首次出现同比负增长，

为 -7%，随着一线城市资源优

化，户口指标压缩，落后产业

外迁，用人需求持续减少的趋

势继续存在。

而二线和三线城市纷纷制

定引才计划，提出丰厚的待遇

条件，以及吸引百万大学生就

业创业的扶持政策，未来人才

流动有望进一步向新一

线城市加强。

——基于智联大数据的分析与预测

2017 年第三季度，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态势持续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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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联合推出 CIER（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反映就业市场的整体走势。该指标采用智联招聘（zhaopin.com）全站数据分析而得，通过不同行业、
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等级、不同企业类型等供需指标的动态变化，来反映就业市场上职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例变化，进而起到监测中国就业
市场景气程度的作用。

一、 2017 年第三季度就业景气指数稳中有升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

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

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

标。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邢

志宏在发布前三季度 GDP 时表

示：从宏观经济主要指标来看，

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呈现了增

长平稳、就业扩大、物价稳定、

国际收支改善的良好运行的格

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的

韧性明显增强。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17 年前三个季度，我

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趋于明显，

其中一季度和二季度的国内生产

总值同比增长均为 6.9%，而第

三季度为 6.8%。

从就业市场的景气指数来

看，一季度 CIER 指数为 1.91，

虽呈现季节性回落，但要高于

去年同期水平；二季度受企业

用工需求增加，以及求职申请

人数下降的影响，CIER 指数

上升至 2.26；进入第三季度，

受宏观经济增长的持续影响，

企业招聘人数出现小幅上升，

而同期的求职申请人数出现一

定程度的回落，使得 CIER 指

数上升为 2.43，表明当前就业

形势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较为

明显。

另外，根据智联招聘此次

选取的大类样本来看，2017 年

第三季度全站在线招聘职位同

比增长了47%，同样反映出就

业形势的明显好转。

二、不同行业就业形势分析
总体来看，本季度不同行业

之间的就业景气极化现象较为

明显，CIER 指数最高和最低行

业之间的差别倍数，由上季度

的 26 倍上升为本季度的 28 倍。

由排名结果显 示，2017 年第三

季度就业景气最好的仍为互联

网 / 电子商务行业，CIER 指数

由上季度的 9.06上升为本季度的

12.62，主要是因为该行业的招

聘需求人数上升了 31.7%，而求

职申请人数下降了 5.5%。其它

就业景气较好的行业为交通 / 运

输、保险和中介服务 等，这些

行业与上季度相比，排名变动较

小。值得注意的是，与 2017 年

前两季度相比，专业服务 / 咨询 

( 财会 / 法律 / 人 力资源等 ) 行

业的就业景气排名有明显提高，

CIER 指数上升为 3.6，这一现象

表明企业增加了对专业管理咨询

业务的需求，可能预示着现代

服务业的发展开始提速。

在就业景气较差的行业中，

电气 / 电力 / 水利、航空 / 航天

研究与制造、检验 / 检测 / 认证

和印刷 / 包 装 / 造 纸 等 行 业 的

CIER 指数仍然偏低，这些多属

于传统制造业等，在产业升级

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企

业转型升级进程缓慢，企业对于

人才的招聘需求较小，造成了就

业形势相对较差的局面。值得注

意的是，本季度能源 / 矿产 / 采

掘 / 冶炼并未出现在就业景气

较差的行业中，CIER 指数由上

一季度的 0.60 上升为本季度的

1.84。 造 成 该 行 业 CIER 上 升

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煤

炭钢铁价格的回升，使得招聘

需求人数增加，行业就业形式

短期好转较为明显；另一方面，

随着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

政策的实施，以及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进，相关行业的就业

形势在逐渐好转。

三、区域及一二线城市就业形势分析
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对智联招聘全网数据55个样本城市进行分类，

得到不同行政区域2017年第三季度CIER指数。

（一）中部地区继续崛起，东北地区就业形势持续好转

2017 年 第 三 季 度 的 CIER

指数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以

及东北地区依次 递减的趋势。

其中，东部地区城市的 CIER 指

数为 2.14，表明平均一个求职

者对应两个招聘岗位；而中部

和西部地区 CIER 指数较为接

近，分别为 1.92 和 1.63；东北

地区就业形势持续好转，CIER

指数从上季度的 1.33上升为本

季度的 1.42。

根 据 智 联 招 聘 全 网 数 据

显示，三季度中部地区用工需

求同比上涨最高为 81%，西部

为 78%，东北为 57%，东部为

33%。其中，在互联网 /IT、房

地产、交 通 / 运输领域，中部

地区增速均超 过了其他地区。

这也是我国区域协同发展的效

应进一步增强的体现。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中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前三季度的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比全国高

1.2 和 0.2 个百分点，同时西部

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要

快于全国 1.9 个百分点。从这一

角度讲，中西部也正在成为具

有吸纳就业潜质的沃土。

（二）一线城市需求首现负增长，三线城市释放更多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