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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

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进入新世

纪以来，中国跃上了更高的

台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显著提升。“00后”群体出生

和成长在新世纪，近年来开

始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00

后”群体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初

期遭遇新冠疫情，其就业受到

疫情的冲击。新一轮科技革命

使得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

化，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技

能需求在不断变化和升级，这

对“00后”群体的人力资本也

提出了较高要求。本文分析了

“00后”群体的就业和失业状

况，讨论“00后”群体就业面

临的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

“00后”群体的成

长环境和受教育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

镇化水平迅速提高。根据国

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历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数据，1980年我

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

为19.4%，1990年为26.4%，

2000年提高至36.2%，2022

年达到65.2%。1980—1990年

城镇化水平每年大约提高0.7

个百分点，1990—2000年每

年大约提高0.98个百分点，

2000年以来提高幅度达到每

年1.3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

出，“00后”群体成长于城

镇化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与

“90后”和“80后”相比，

“00后”群体在城市成长的

比例更高。从教育质量看，就

平均水平而言，城市地区的教

育质量比县城、镇和乡村更

“00 后”群体就业面临的
挑战及应对建议

◇ 王美艳

内容提要：

“00后”群体成长于城镇化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近年来开始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

与“90后”和“80后”相比，“00后”群体在城市成长的比例更高，接受了质量更高的教

育，受教育水平显著高于“90后”和“80后”。目前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城镇“00后”

群体，其从事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比例均远高于“90后”和

“80后”，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远高于“90后”和“80后”。“00后”群体的城镇调查

失业率远高于年长群体。本文分析了“00后”群体就业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应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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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上城乡教育质量的普遍

提高，“00后”群体接受了质

量更高的教育。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关于入

学年龄的相关规定推算，大多

数人在16岁以前可完成初中

教育。因此，小学学校和16

岁以前主要居住地的地理位

置，基本能够反映一个人接受

小学和初中教育时所处的地

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

动经济研究所2016年进行的

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显

示，在城市居住的“00后”

群体中（在城市居住的人口既

有城市本地人口，也有迁移到

城市的外来人口），94.4%的

人在城市上小学，而“90后”

和“80后”的这一比例分别仅

为62.4%和52.1%；94.2%的人

在16岁以前主要居住在城市，

而“90后”和“80后”的这一

比例分别仅为62.9%和52.5%

（见表1）。由此可见，“00

后”群体在城市接受小学教

育和初中教育的比例远高于

“90后”和“80后”。

诸多文献表明，父母的受

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和成长

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城市劳动

力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在城市

居住的“00后”群体中，母

亲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

例达到35.8%，“90后”和“80

后”的这一比例分别仅为7.3%

和4.5%。父亲的受教育状况与

母亲类似。“00后”群体中，

父亲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

比例达到42.7%，“90后”和

“80后”的这一比例分别仅为

10.1%和7.7%。“00后”群体父

母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比例也均

高于“90后”和“80后”群

体父母。由此看来，“00后”

群体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远高于

“90后”和“80后”群体父

母（见表2）。

从受教育水平看，第七

表 1 小学学校和 16 岁以前主要居住地的地理位置（%）

年龄群体
小学学校的地理位置 16 岁以前主要居住地的地理位置

城市 县城或镇 乡村 城市 县城或镇 乡村

00 后 94.4 3.2 2.4 94.2 3.0 2.8

90 后 62.4 14.6 23.0 62.9 14.4 22.7

80 后 52.1 17.0 30.9 52.5 17.2 30.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表 2 母亲和父亲的受教育水平（%）

年龄群体
母亲的受教育水平 父亲的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00 后 7.6 32.6 23.9 35.8 6.5 25.2 25.6 42.7

90 后 47.9 28.4 16.4 7.3 32.1 32.6 25.3 10.1

80 后 50.3 28.1 17.2 4.5 37.7 32.3 22.4 7.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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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在16岁及以上的“00后”群

体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于2020年进行，此表中分析

的“00后”是指在2020年16岁

及以上的“00后”，即16—

20岁人口），接受高中及以上

教育的比例达到78.8%，“90

后”和“80后”的这一比例分

别为64.1%和48.8%，“00后”

比“90后”和“80后”分别高

出14.7个和30.0个百分点（表

3）。与此相反，“00后”群体

中接受小学及以下教育的比例

仅为2.7%，低于“90后”和

“80后”；接受初中教育的比

例为18.5%，远低于“90后”

和“80后”。从中看出，“00

后”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显著高

于“90后”和“80后”。

需要说明的是，2020年

在16岁及以上“00后”群体

中，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

例低于“90后”群体。这是因

为，这个群体还包括高中年龄

段人口，其中将有一部分在完

成高中阶段教育后继续接受大

专及以上教育。此处使用2020

年“七普”数据分析“00后”

与“90后”、“80后”的受教

育水平差异，高中及以上教育

比例是更好的衡量指标。

“00后”群体的就

业状况

本部分着重从行业、职

业和工作时间等方面，讨论

城镇地区“00后”群体的就业

状况，并考察其与“90后”和

“80后”的异同。对于这个群

体中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及

以上）而言，部分人口已经进

入劳动力市场，还有一些仍在

接受教育。需要指出的是，目

前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00

后”群体，受教育水平相对

较低。目前能够用于分析“00

后”群体求职择业的数据非常

有限，笔者使用《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的年龄分组方式为

16—19岁、20—24岁、25—

29岁、30—34岁、35—39岁

等，依次类推。显然，这种年

龄组划分方式难以对“00后”、

“90后”和“80后”进行准确

区分。例如，2020年20岁人口属

于“00后”，本应与16—19岁共

同属于“00后”群体，但在数

据中20岁被划分在20—24岁年

龄组。基于数据的限制，我们

将16—19岁组大致等同于“00

后”群体，将20—24岁和25—

29岁两个年龄组大致等同于

“90后”群体，将30—34岁

和35—39岁两个年龄组大致

等同于“80后”群体。

在城镇“00后”群体中，

就业占比最高的行业从高到

低分别为制造业（21.2%）、

住宿和餐饮业（19.4%）、批

表 3 受教育水平分布（%）

年龄群体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其中：高中 大专及以上

00 后 2.7 18.5 78.8 45.5 33.3

90 后 3.9 32.0 64.1 21.2 42.9

80 后 7.4 43.7 48.8 19.9 28.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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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零售业（16.4%）、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1.8%），四类行业合起来

占比接近70%（见表4）。“00

后”群体从事制造业、批发和

零售业的比例与“90后”和

“80后”差别不大，从事住

宿和餐饮业以及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的比例均远高

于“90后”和“80后”。在

“90后”和“80后”群体中

就业占比最高的行业均为制造

业，位居第二位的行业均为批

发和零售业。

在城镇“00后”群体中，

就业占比最高的职业为商业、

服务业人员（56.3%），接下来

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

关人员（22.3%），两类职业占

比合计接近80%（见表5）。

“00后”群体中的商业、服务

业人员比例远高于“90后”和

“80后”。但是，在“90后”

和“80后”中，商业、服务业

人员所占比例也均是最高的。

在“90后”中，占比第二位的

为专业技术人员；在“80后”

中，占比第二位的为生产运输

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国家实行劳动者每

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

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

小时的工时制度。”据此，

每周工作时间在44小时以上

即为超过法定工作时间。城

镇“00后”群体每周工作时

间在48小时以上的比例达到

42.3%，在41—48小时的比

表 4 分年龄组城镇就业人员的行业构成（%）

年龄群体（等同） 年龄组（岁） 制造业 住宿和餐饮业 批发和零售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其他行业

00 后 16—19 21.2 19.4 16.4 11.8 31.2

90 后
20—24 18.3 7.4 15.3 5.9 53.1

25—29 17.9 5.6 16.6 5.1 54.8

80 后
30—34 20.3 5.4 18.7 4.8 50.8

35—39 19.8 5.8 19.0 4.9 50.5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1）》数据整理得出。

表 5 分年龄组城镇就业人员的职业构成（%）

年龄群体
（等同）

年龄组
（岁）

单位
负责人

专业
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
有关人员

商业、服务业
人员

农林牧渔水
利业生产人员

生产运输设备
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其他职业

00 后 16—19 0.1 8.5 7.2 56.3 5.4 22.3 0.1

90 后
20—24 0.6 20.6 17.8 42.2 2.1 16.5 0.2

25—29 1.6 20.1 18.8 40.8 2.2 16.4 0.1

80 后
30—34 2.6 16.0 18.2 41.4 2.8 18.9 0.1

35—39 3.6 15.5 18.5 40.4 3.2 18.6 0.1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1）》数据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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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23.9%，在40小时以内

的比例为33.9%（见表6）。

“00后”群体每周工作时间

在48小时以上的比例比“90

后”和“80后”分别高出约

12个和9个百分点；在40小时

以内的比例比“90后”和“80

后”均低11个百分点左右；在

41—48小时的比例与“90后”

和“80后”差别不大。由此来

看，“00后”群体的工作时间

比“90后”和“80后”更长。

总体来看，对于目前已经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城镇“00

后”群体，占比最高的行业从

高到低分别为制造业，住宿和

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四

类行业合起来占比接近70%。

占比最高的职业为商业、服务

业人员，接下来为生产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两类

职业占比合计接近80%。“00

后”群体每周工作时间在48小

时以上的比例达到42.3%，在

41—48小时的比例为23.9%，

在40小时以内的比例为33.9%。

“00后”群体的失

业状况

本部分着重从调查失业

率、失业人员的失业时间和失业

人员寻找工作方式等方面，讨

论城镇地区“00后”群体的失

业状况，并考察其与“90后”

和“80后”的异同。在分析调

查失业率时，笔者使用的数据

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月

度城镇调查失业率，包括16—

24岁和25—59岁两个年龄组。

在分析失业人员的失业时间和

失业人员寻找工作方式时，

使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数据。

图1给出了2018年以来全

表 6 分年龄组城镇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

年龄群体
（等同）

年龄组（岁） 40 小时以内 41—48 小时 48 小时以上

00 后 16—19 33.9 23.9 42.3

90 后
20—24 44.3 26.1 29.6

25—29 45.6 23.8 30.5

80 后
30—34 43.8 22.7 33.5

35—39 46.0 21.6 32.4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中国劳动

统计年鉴（2021）》数据整理得出。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月度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绘制。

图 1 分年龄组月度城镇调查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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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分年龄组月度城镇调查失

业率。我们看到，16—24岁

人口的调查失业率远高于25—

59岁人口。16—24岁人口的调

查失业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而25—59岁组的调查失业率较

为稳定。2023年“00后”群体

年龄处于0—23岁范围，我们

可以将16—24岁组大致等同于

“00后”群体。从图中可以看

出，“00后”群体的城镇调查

失业率远高于年长群体。

从城镇失业人员的失业

时间看，“0 0后”群体失业

时间在1个月之内的比例为

36.7%，在2—3个月的比例为

41.8%。两者加总，失业时间

在3个月以内的比例接近80%

（见表7）。“00后”群体失

业时间在1个月之内的比例远

高于“90后”和“80后”，

均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00

后”群体失业时间在2—3个月

的比例也高于“90后”和“80

后”。与此相反，“00后”群

体失业时间在4—6个月和7个月

以上的比例分别仅为12.7%和

8.7%，远低于“90后”和“80

后”。显然，“00后”群体失

业人员的失业时间比“90后”

和“80后”更短。

城镇失业人员寻找工作的

方式可以归纳为三种：委托亲

友介绍、市场化方式和其他方

式。对“00后”群体而言，

通过委托亲友介绍寻找工作

的比例最高（44.4%），接下

来是通过市场化方式寻找工

作（38.3%），两者合起来占

到80%以上（见表8）。对于

“90后”而言，通过市场化

方式寻找工作的比例最高，占

表 8 分年龄组城镇失业人员寻找工作方式（%）

年龄群体（等同） 年龄组（岁） 委托亲友 市场化方式 其他方式

00 后 16—19 44.4 38.3 17.3

90 后
20—24 24.6 45.7 29.7

25—29 35.1 43.3 21.6

80 后
30—34 46.6 39.0 14.5

35—39 51.7 36.0 12.3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1）》数据整理得出。

表 7 分年龄组城镇失业人员的失业时间（%）

年龄群体（等同） 年龄组（岁） 1 个月 2—3 个月 4—6 个月 7 个月及以上

00 后 16—19 36.7 41.8 12.7 8.7

90 后
20—24 28.0 41.1 18.8 12.1

25—29 24.2 39.8 17.5 18.5

80 后
30—34 23.9 37.7 20.8 17.6

35—39 23.5 36.6 21.7 18.2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1）》数据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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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左右，接下来是通过委托

亲友介绍；对于“80后”而

言，通过委托亲友介绍寻找工

作的比例最高，占50%左右，

接下来是通过市场化方式。

总结来看，我国“00后”

群体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远高

于年长群体。“0 0后”群体

中，失业人员的失业时间在

3个月以内的比例接近80%。

“00后”群体失业人员通过

委托亲友介绍寻找工作的比例

最高，接下来是通过市场化方

式寻找工作，两者合起来占到

80%以上。

主要结论和应对建议

本文综合利用中国城市劳

动力调查数据、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中国劳动统计

年鉴》数据和全国月度城镇调

查失业率数据等，分析了“00

后”群体的成长环境、受教育

状况、就业和失业状况。囿于

数据的限制，有些分析无法

精确识别“00后”群体，但这

些分析至少能从一些视角提供

有价值的信息。特别需要指出

的是，对于“00后”群体中的

劳动年龄人口（16岁及以上）

而言，部分人口已经进入劳动

力市场，还有一些仍在接受教

育。本文关于就业和失业状况

的分析结论适用于已经进入劳

动力市场的“00后”群体。

研究发现，“00后”群体

成长于城镇化水平提高最快的

时期。与“90后”和“80后”

相比，“00后”群体在城市成

长的比例更高，接受了质量更

高的教育。“00后”群体父母

的受教育水平远高于“90后”

和“80后”群体父母，其自身

的受教育水平显著高于“90

后”和“80后”。对于目前已

2024 年 3 月 16 日，山东烟台“千企万岗进校园”系列招聘会烟台大学专场。 图 /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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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城镇“00

后”群体，其从事住宿和餐饮

业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的比例均远高于“90

后”和“80后”群体，商业、

服务业人员比例远高于“90

后”和“80后”群体。“00

后”群体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远

高于年长群体。“00后”群体

主要通过委托亲友介绍和市场

化方式寻找工作，共计占到

80%以上。“00后”群体的工

作时间比“90后”和“80后”

更长，失业人员的失业时间比

“90后”和“80后”更短。

笔者发现，尽管“00后”

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更

高，但调查失业率远高于年长

群体。必须深入探究其中的原

因，并找出应对策略。从世界

范围看，青年群体失业率高是

普遍现象。青年群体在进入劳

动力市场初期缺乏工作经验，

这显然不利于寻找工作；青年

群体通常对工作有更高的期望

值，工作流动性较高，其在

工作转换过程中也可能会经历

失业。我国的“00后”群体

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新冠疫情

对就业造成了一定冲击，“00

后”群体的就业也受到了周期

性失业的影响。

此外，高校毕业生规模有

较大幅度增加，“00后”群体面

临的就业压力较大。应引导高校

毕业生调整就业观念和预期，增

加就业选择半径。目前大学生

的就业选择地点主要集中在沿海

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导致这

些地区就业压力较大，竞争激

烈。应引导大学生改变目前就

业意向单一的状况，帮助其在

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拓展就

业空间，实现理性就业。

“00后”群体还面临的一

个重要挑战是，随着新一轮

科技革命的影响持续深入，我

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

化。一些就业岗位缩减甚至消

失，一些全新的就业形态和就

业岗位产生，劳动力市场对劳

动者的技能需求在不断变化和

升级，这对“00后”群体的人

力资本提出了较高要求。“00

后”群体必须在人力资本积累

方面做好充足的准备。

应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大

力提升教育质量。不断增加教

育投入，既要增加公共教育

资源投入，也要鼓励各方面社

会资源的参与。延长义务教育

年限，建议将高中教育纳入义

务教育范畴。创新职业教育办

学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充分发挥在线教育

优势，努力完善终身学习体

系，建设学习型社会。

“00后”群体要通过接受

更多教育，努力提高自身人力

资本水平和学习能力；与此同

时，00后群体要通过工作后

的“干中学”和参加培训等

方式，不断提高自身技能水

平。当今世界，知识更新速度

越来越快，技术变化日新月

异，00后群体必须牢固树立

终身学习的理念，努力做好人

力资本积累，以更好地满足劳

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影响持续深入，我国的就

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全新的就业形态和

就业岗位产生，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技能需求

在不断变化和升级，这对“00后”群体的人力资

本提出了较高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