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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发布 《2021年三季度宏观经济主要监测指标数据及分析》，介绍了外部经济环境、国内宏观经济及就业的

有关情况。加强信息监测有助于动态把握各产业、各行业、各群体的就业动向，及时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对稳定就

业形势具有重要意义。本版对相关内容进行摘登，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数数””读就业形势读就业形势

宏观经济持续恢复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2021年三季度主要宏观经济和就业指标分析

声声 音音

人社部信息中心

核心提示：2021 年三季度，国内经
济继续延续恢复态势，但步伐略有放
缓。受疫情、汛情、“能耗双控”、原材
料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经济的需
求端与供给端同时呈现收缩态势，我国
外贸进出口尚保持较快增长，投资、消
费、工业、服务业等主要监测指标同比
增速均有所回落，经济恢复进程中出现
波动迹象，下行压力有所增加。城镇调
查失业率回落，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
定，与此同时，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
用工景气度下降，青年人口失业率处于
较高位，稳就业仍面临较大压力。

外部环境：世界经济在波动中
延续复苏势头，我国外资外贸运行
平稳

从外部看，世界经济在波动中延续
复苏势头。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
复苏持续，但势头有所放缓。东南亚等
国家疫情反复，经济恢复受到扰动。受
供需两端综合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总体
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监测指标显示，波罗的海干散货指
数持续回升，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较快
增长，义乌小商品市场运行景气，国内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保持稳定，显示我国
外资外贸运行平稳，拉动国内经济稳定
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全国吸收外商直接
投资增速平稳。2021年 1-9月，全国实
际使用外资 129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2% （折合 8595.1 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19.6%），增速比上月下降 2.6个百
分点，比去年同期上升 22.7 个百分点。
9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154.8亿美
元，同比增长 8.6%，增速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降 15.1 个
百分点。数据显示，受去年疫情基数波
动影响，今年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同
比增速呈下降趋势，由较高增速逐渐恢
复至常态化增长。

进、出口。外贸进出口继续保持较
快增长，出口增速高于进口。2021年 9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 5447.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3.3%，增速比上月下降 5.5个
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上升 11.9 个百分
点。其中，出口为 3057.4亿美元，同比
增长 28.1%，增速比上月上升 2.5个百分
点，比去年同期上升 18.2个百分点；进
口为 238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6%，
增速比上月下降 15.5个百分点，比去年
同期上升 4.4 个百分点。分析认为，全
球经济和贸易有所回暖，国内经济持续
恢复，带动进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同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对进出
口数值有推高作用。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义乌中国小
商品景气指数和价格指数在临界值之上
环比有所下降，同比仍处于高位。2021
年 9 月，义乌中国小商品景气指数为
1218.93 点，比上月下降 46.5 点，比去
年同期上升 155.79点，比 2019年同期上
升 52.37 点；义乌中国小商品价格指数
为 100.55点，比上月下降 1.24点，比去
年同期上升 0.08点，比 2019年同期上升
0.46点。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波罗的海
干 散 货 指 数 继 续 回 升 。 2021 年 三 季

度，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平均为 3732
点，最高为 5197 点，最低为 3039 点，
平均值比上季度高 940点，比去年同期
高 2210 点。三季度，波罗的海干散货
指 数 继 续 延 续 二 季 度 回 升 态 势 ， 为
2009 年以来最高水平，干散货航运市
场持续增温，煤炭、铁矿石等大宗商
品市场需求旺盛。

国内环境：宏观经济总体继续
保持恢复势头，经济增速放缓压力
上升

从 国 内 看 ， 宏 观 经 济 总 体 继 续 保
持恢复势头，但同时国内疫情多点散
发和汛情等自然灾害对经济运行的冲
击有所显现，受“能耗双控”、原材料
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投资、消
费、工业、服务业等主要监测指标同
比增速均有所回落，经济增速放缓压
力上升。

监测指标显示，工业增加值、全社
会用电量同比增速均有所回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也降至临界值以下，显示
工业生产经营活动有所放缓；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速明显放缓，服务业生产增速
也有所回落，显示国内需求仍待释放；
从价格看，消费者价格指数基本在低位
运行，工业出厂价格指数继续扩大，近
期煤炭、钢铁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明
显，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企业生产
经营压力增加。总体上，经济的需求端
与供给端同时呈现收缩态势，经济恢复
进程中出现波动迹象，下行压力有所加
大。

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增速略有
回落。2021年 1-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1.8%，增速比 1-8 月下
降 1.3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上升 10.6
个百分点；与 2019 年同期相比， 2021
年 1-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
增长 6.4%，比 1-8 月份微降 0.2 个百分
点。2021年 9月当月，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3.1%，增速比 8月下
降 2.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降 3.8个
百分点；与 2019年同期相比，2021年 9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2%，两
年平均增长 5.0%，较 8 月回落 0.4 个百
分点。专家分析认为，当前工业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受局部疫情、汛情等因素
影响，工业生产增速有所回落，芯片短
缺问题仍较突出。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服务业生产
指数低位回升。2021年 9月，全国服务
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5.2%，比 8月上升
0.4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降 0.2个百
分点；与 2019年同期相比，2021年 9月
全 国 服 务 业 生 产 指 数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5.3%，比 8 月份加快 0.9 个百分点。分
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
15.9% 和 4.8% ， 两 年 平 均 分 别 增 长
16.0%和 6.6%，对服务业的引领作用不
断增强。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放缓。2021年 1-9月，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397827亿
元，同比增长 7.3%，增速比 1-8月下降
1.6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上升 6.5个百
分点；与 2019年同期相比，2021年 1-9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7.7%，两年平
均增长 3.8%，比 1-8 月份下降 0.2 个百
分点。2021年 9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50914亿元，同比下降 11.8%，增速比 8
月下降 1.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降 7
个百分点。专家分析认为，1-9月投资
增速总体有所放缓，但制造业投资和民
间投资继续加快，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势头良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速低位回升。 2021 年 1- 9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318057 亿
元，同比增长 16.4%，增速比 1-8 月下
降 1.7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上升 23.6
个百分点；与 2019 年同期相比， 2021
年 1- 9 月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增 长
8.0%，与 1-8 月份持平。 2021 年 9 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6833亿元，同比
增长 4.4%，增速比 8 月上升 1.9 个百分
点，比去年同期上升 1.1 个百分点；与
2019年同期相比，2021年 9月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 7.8%，比 8 月上升 4.8
个百分点。专家分析认为，三季度受局
部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极端天气等因素
冲击，消费市场特别是住宿餐饮等接触
型消费恢复明显放缓，随着疫情的好
转，9 月消费增速低位回升，延续恢复
态势。

全社会用电量。全社会用电量。全
社会用电量增速有所回落。2021年 1-9
月，全社会用电量 61651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 12.9%，增速比 1-8月下降 0.9个
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上升 11.6 个百分
点。数据显示，1-9月 ,第一、二、三产
业及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18.9%、12.3%、20.7%和 7.0%，第二产
业用电量增长相对缓慢。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
幅略有回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
扩大。2021年 9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为 100.7%，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
点，比去年同期下降 1个百分点；2021
年 1-9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
年同期上涨 0.6%。2021年 9月，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为 110.7%，比上月上
升 1.4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上升 13个
百分点；2021年 1-9月平均，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6.7%。专家
分析认为，消费市场供应总体充足，价
格平稳运行；受煤炭和部分高耗能行业
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工业品价格同比涨
幅有所扩大。

采购经理指数。中国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降至临界值以下，非制造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回 升 至 临 界 值 之 上 。
2021年 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6%，比上月下降 0.5 个百
分点，比去年同期下降 1.9 个百分点；
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2%，
比上月上升 5.7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
下降 2.7 个百分点。专家分析认为，制
造业订单类指数继续下降，价格类指
数继续提高，受需求不足和成本上升
双重挤压，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总体放缓，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受疫
情影响因素减弱，生活消费和交通运
输相关行业明显恢复，带动服务业景
气有所改善，建筑业生产继续保持稳
定 增 长 ， 非 制 造 业 总 体 处 于 恢 复 态
势，增长仍弱于二季度，恢复力度有
待加强。

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局
部失业风险仍需进一步关注

2021 年三季度，就业形势总体保持
稳定，局部失业风险压力略有增加。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回落，就业形势总体
稳定；青年人口失业率仍较高，青年失
业风险较大；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下
降，制造业企业用工降幅有所扩大、景
气度回落，非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有所
回升，非制造业企业用工降幅略有收
窄、景气度有所回升，制造业和非制造
业从业人员指数均在临界值以下，显示
企业用工总体仍处于收缩态势。当前影
响就业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较
多，宏观经济恢复不均衡仍较为突出。
三季度部分经济指标回落，仍需进一步
观察其走势，预计未来经济下行压力将
逐渐向就业传导，给就业增长带来一定
压力，企业用工趋于谨慎，局部失业风
险仍需进一步关注。

调查失业率。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稳步回落，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仍
处较高位，高于 2019年同期水平。

2021年 9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 4.9%，环比和同比分别下降 0.2和 0.5
个百分点，比 2019年同期下降 0.3个百
分点；1-9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
为 5.2%，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与
2019年同期持平。

其中，16-24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14.6%，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下降 0.7
和 0.4个百分点，比 2019年同期上升 1.6
个百分点；1-9 月，16-24 岁人口调查
失业率均值为 14.3%，同比下降 0.4个百
分点，比 2019年同期上升 2.6个百分点。

31 个 大 城 市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为
5.0%，环比和同比分别下降 0.3和 0.5个
百分点，比 2019年同期下降 0.2个百分
点；1-9月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
为 5.3%，同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比
2019年同期上升 0.2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9月，全国和 31个大城
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全年平均水平，
失业风险总体有所下降，但 16-24岁人
口调查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表明我国就
业形势总体稳定，但青年失业风险仍较
大。（见图 1）

从业人员指数。制造业从业人员指
数在临界值之下有所回落，非制造业从
业人员指数在临界值以下略有回升。

2021年 9月，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
为 49.0%，环比和同比均下降 0.6个百分
点，比 2019年同期上升 2个百分点；1-
9 月 制 造 业 从 业 人 员 指 数 均 值 为
49.2%，同比上升 1.7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上升 2个百分点。

非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为 47.8%，
环比上升 0.8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1.3个
百分点，比 2019年同期下降 0.4个百分
点；1-9月非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均值
为 48.3%， 同 比 上 升 1 个 百 分 点 ， 比
2019年同期下降 0.2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
用工景气较去年有所回升，仍处于临界
值之下，景气度不高。9 月，制造业从
业人员指数有所回落，显示制造业企业
用工景气度有所下降；非制造业从业人
员指数有所回升，显示非制造业企业用
工略有改善。（见图 2）

今年前三季度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稳中向好，为确保完成
全年就业目标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就业形势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就业形
势总体稳定、稳中向好。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 1045 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95%，情况良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低于全年 5.5%左右的预期目标。从三季度情况看，失
业率稳中有降、趋势向好。二是重点群体就业状况基本平稳、
有所改善。三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有 18303万人，比
二季度末增加 70万人，其规模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同期水
平。6、7月份，由于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就业，短期内青年
失业率明显上升。随着毕业季结束，9月份青年失业率比 7月
份下降 1.6个百分点。下一阶段，随着高校毕业生离校后就业
工作进一步落实，毕业生就业状况有望持续得到改善。三是服
务业恢复改善为就业扩容创造了有利条件。四是居民人均工资
性、经营净收入稳步增长。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
入、经营净收入同比分别名义增长 10.6%和 12.4%。与就业关
联的收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就业质量持续改善。

不过也要看到，当前就业形势仍较复杂严峻。
一是经济恢复仍然不够稳固，稳定经济运行的困难挑战较

多。从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回落比较明显，经济运行存在
下行压力，可能会对扩大就业形成不利影响。

二是疫情发展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就业造成一
定冲击。特别是有可能对局部地区的交通运输、旅游、住宿、
餐饮、会展、娱乐等接触性、聚集性服务行业，以及中小微企
业的就业造成较大影响。

三是就业结构性矛盾愈加突显。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
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明显短缺，劳动力的专业技能素
质不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需要，进而造成劳动力
供需脱节。

四是青年就业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部分高校毕业生“慢就
业”现象有待改变等。

当前是做好全年就业工作的关键时期，必须确保就业形
势持续稳定。为此建议：一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深入落实
各项稳就业政策措施，特别是继续强化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的政策支持，稳住就业基本盘。二是坚持
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开发更多适合高素质青年群体的就业岗位，持续完善
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政策措施，提供更多进修
培训和实习机会，继续强化对重点群体的精准帮扶。三是深
入落实 《“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扎实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弥补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
才短板，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四是加快健全公共就业服务
体系。提供全方位精准就业服务，重点帮扶就业困难群体就
业。健全失业监测预警机制，制订预案，提升抵御规模性失
业风险的能力。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刘燕斌——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近期，国家公布的前三季度就业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达到 1045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95%。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2%，低于全年 5.5%左右的调控目标。
这充分说明随着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就业优先政策进一步发挥
作用，城镇新增就业不断扩大，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城镇调查失
业率稳中有降，主体人群就业基本稳定。7、8、9三个月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 5.1%、5.1%和 4.9%，在 9月份表现出
下降趋势。7、8、9三个月，25-59岁就业主体人群的城镇调
查失业率分别为 4.2%、4.3%和 4.2%，保持基本稳定。二是高
校毕业生生、农民工群体就业状况得到改善。7、8、9 三个
月，16-24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 16.2%、15.3%和 14.6%，
逐步回落。三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同比增长
2%，与 2019年同期基本持平，农民工失业率小幅回落。

我国前三季度就业形势向好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经济持续恢复带动就业岗位增加。前三季度我国经济

总量继续扩大，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9.8%，继续保持较强
的吸纳就业能力。其中，服务业复苏明显，就业容量进一步扩
大。9 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5.2%，比上个月加快
0.4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指数也比上个月上升了 0.5个百
分点。

二是国家就业优先政策进一步发挥作用。通过对重点群体
的就业帮扶，第三季度青年失业率总体回落。同时，对平台经
济、灵活就业的大力扶持，也创造了更多新的就业岗位，带动
了就业。

当前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青年群体失业
率依然较高，企业招工难问题仍然存在，不同群体就业质量差
异明显，慢就业不就业问题显现。今后要继续推动经济恢复，
为就业创造良好条件。具体要有针对性地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

一是要促进青年就业。我国青年劳动者就业规模较大 , 青
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更加突出，要加强政策服务支撑，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缓解技能型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从供需
两方面发力，多渠道促进青年就业。

二是要拓展创业机会。鼓励通过创业拓展新业态、新模
式，构建区域性、综合性创业生态系统，通过创业带动就业。

三是要继续发挥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稳就业作用。处理好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与创造就业之间的关
系，做好技术工人的数字化转岗培训工作。推动服务业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促进灵活就业，稳住就业基本盘。

四是要进一步构建劳动力市场调查和失业预警机制，增加
对重点群体、重点行业就业动态监测，为政府提供更加及时的
决策判断依据，增强就业政策的针对性，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基
础上提高就业质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
研究院教授苏丽锋——

加强政策服务支撑
推进职业技能培训

（图 1） （图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