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一

就业06 责任编辑 周怡静
版式执行 张 

人口集聚趋势是好是坏？
研究表明:“人口密度”有利服务业发展

那些年的高考热门专业，今年就业还好吗
历史学、音乐表演、法学连续三届入选“困难户”

服务业在
GDP中占比偏低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路

径 ， 经济资源遵循从农业向制
造业转移 、 并最终向服务业转
移的规律 。 与发达国家历史上
相似的发展水平时期相比 ， 中
国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严重偏低 ， 无论是就业占比还
是附加值占比都要相差十个百

分点以上。
其次， 近年来， 中国的城市

人口密度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

势 ， 这与一系列引导人口空间

布局的政策有关 。 第一 ， 以户
籍制度为核心的人口流动障碍 ，
尤其是农村户籍外来移民在城

市劳动力市场以及教育 、 医疗
等公共服务领域受到差别待遇 ，
增加了劳动力流动成本 。 第二 ，
严格控制高人口密度的大型城市

的人口流入。
然而， 由于服务业的不可贸

易性 ， 需要面对面进行生产和
消费 ， 人口密度对其发展的作
用不可忽视。 在后工业化时期 ，
中国服务业的比重 （包括就业 、
增加值和消费 ） 上升 ， 经济将
从可贸易向不可贸易结构转变 ，
而政策引导之下的中国人口空

间分布却使得城市人口密度出

现下降趋势 。 一方面 ， 对于城
市人口的限制以及对于农村农

业的各种扶持政策 ， 导致过多
劳动力滞留在生产率相对更低

的农村和农业部门 ， 扩大城乡
收入、 消费差异。

另一方面， 在城市之间， 通
常大城市的服务业占比更高。 因
此， 上述所反映的中国服务业发
展偏低， 可能是阻碍人口向较高
人口密度的城市 （尤其是大城
市） 转移的制度障碍所致。

城乡人口流动障碍除了通过

影响人口空间分布进而影响服务

业发展之外， 还会抑制已经进入

到城市的农村移民的服务消费 。
城市外来移民社会保障不足， 并
且可能在中年之后回到户口所在

地 ， 从而收入大幅度下降 ， 因
此， 他们将大幅度降低消费， 尤
其是服务业消费 。 该研究将证
明， 在外来移民多的城市， 人口
密度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将被

削弱。

人口密度显著
促进服务业发展

基于中国服务业占比偏低的

事实 ， 本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
个层面 ， 研究人口密度对服务

业发展的影响 。 基准回归结果
表明 ， 人口密度显著的促进服
务业发展 ， 且结论在一系列稳
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 。 其次 ，
本文检验了人口流动障碍如何

影响人口密度和服务业发展的

关系。
钟粤俊博士表示， 基于中国

服务业占比偏低大约 10 个百分
点的事实， 我们发现， 人口密度
显著促进服务业发展， 且劳动力
流动障碍削弱了人口密度对服务

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机制分析表
明， 人口密度低不利于居民增加
服务消费。 通过测算， 我们发现
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和劳动力流动

障碍导致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偏

低约 3－5 个百分点。
对应于本研究的制度背景 ，

我们可以得到促进服务业发展的

三个政策含义： 第一， 减少用行
政干预手段将人口引导到低人口

密度地区； 第二， 积极响应户籍
制度改革， 帮助移民融入所在城
市 ， 尤其是高人口密度的大城
市； 第三， 适当减缓城市建设用
地总量供应， 尤其是低人口密度
的中小城市和人口流出地， 人口
负增长地区甚至应该减少城市建

设用地。
经济发展是一个多目标的过

程 ， 经济政策的制定既需要基
于科学的依据 ， 也需要考虑不
同目标之间的关系 ， 避免顾此
失彼 。 长期以来 ， 中国的政策
制定不够重视空间因素对于经

济结构的影响。
本研究说明 ， 人口向城市

（特别是高人口密度的大城市 ）
集聚和服务业占比逐步提高是有

关联的两个现象， 体现了人口密
度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客观规

律。 如果主观认为人口集聚的趋
势是不好的， 从而试图用行政干
预手段来改变这个趋势， 结果可
能导致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不利
于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王嘉
露） 据教育部统计， 2019 届全国
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 834 万
人 ， 相比 2018 年增加 14 万人 。
有数据显示， 2019 就业率最高本
科专业为， 软件工程专业和能源
与动力工程专业就业率最高， 均
为 96.8%， 其后是工程管理专业
（95.8%）。

历史学、音乐表演、法学
就业最难

据中国教育在线统计， 2015
年十大最热门高考志愿填报 9 大
热门专业包括： 土木工程、 通讯
工程 、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工商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财经类
专业、 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车
辆工程专业。

而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可

思研究院日前发布的 《2019 年中
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的最新数据
显示， 2019 就业率最高本科专业
为， 软件工程专业和能源与动力工
程专业就业率最高， 均为 96.8%，
其后是工程管理专业 （95.8%）。 其
中，信息安全、 软件工程、 网络工
程、 通信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蝉
联三届。 在 2015年高考志愿热门
专业中仅车辆工程、 通信工程还
榜上有名， 就业率分别在 95%和
94.5%，位列第 11名和 20名。

而就业 “困难户 ” 则包括 ：
绘画、 历史学、 应用心理学、 音
乐表演、 化学、 法学。 其中， 历
史学、 音乐表演、 法学连续三届
“红牌”。

中介服务就业最好
需求人数同比上升25%

据智联招聘 2019 年大学生
求职指南数据显示， 2019 年大学
生在不同行业的就业景气度情

况 。 就业形势最好的行业依然
是中介服务 ， CIER （中国就业
市场景气 ） 指数比去年同期高

3.59， 涨势迅猛。 从供需两侧来
看， 这一行业的需求人数同比上
升 25%， 求职人数下降了 21%，
中介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持续释

放招聘需求， 但不管是应届生还
是社招群体， 都对这一行业的就
业体验认可度不高， 投递行为不
积极。

在就业景气度最差的十个行

业中 ， 航空/航天研究与制造 、
跨领域经营 、 能源/矿产 /采掘/
冶炼等行业针对应届生的就业景

气度较差， 且十个行业的景气度
普遍低于去年， 仅办公用品及设
备行业景气度有小幅上升。

自主创业
高风险高收益

麦可思数据统计， 2018 届大
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为 2.7%，
较 2014 届 （2.9% ） 略有下降 。
有 6.2%的 2015 届大学毕业生三
年内自主创业。 2015 届毕业即自
主创业的大学毕业生中， 三年后
有 44.8%的人仍坚持自主创业 ，
比 2014 届 （46.2%） 低 1.4 个百

分点。
东北师范大学日前发布 《中

国大学生就业创业发展报告·
2017-2018》 显示 ， 2018 届毕业
生有较高的创业热情。 普通本科
高校毕业生创业率高于 “双一
流” 建设高校毕业生， 创业率排
名前三的区域依次是北部沿海地

区、 东部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 。
行业领域主要为 “文化、 体育和
娱乐业”、 “教育” 和 “批发与
零售业”。

虽然创业艰辛有风险， 但不
可否认它带来的收益明显更高 。
麦可思指出， 大学毕业生自主创
业人群月收入优势明显。 2015 届
本科毕业生半年后自主创业人群

的月收入为 5131 元 ， 三年后为
11882 元， 涨幅为 132%， 明显高
于 2015 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水平。

新一线城市
吸引毕业生

据智联招聘 2019 年大学生
求职指南数据显示，2019 应届毕
业生期望就业地比例最高的依旧

是“新一线”城市（如杭州、宁波、
天津、南京等），占比为 44.18%，同
比上升 4.00 个百分点。 一线城市
吸引力也在上升 ，30.63%的受访
大学生期望在一线城市就业 ，占
比高于去年， 不管顶着多大的生
存压力， 一线城市依然是年轻人
追逐梦想的主要战场。 结合实际
签约的数据看， 占比最高的也是
“新一线”城市：如，占比 35.17%，
一线城市签约占比为 32.14%，与
期望结构一致。

从毕业生薪资水平来看， 理
想和现实出现偏差， 七成应届生
签约月薪不到 6000 元。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 2019 应
届毕业生期望月薪集中在 6000-
7999 元， 占比最高， 达 32.39%；
4000-5999 元之间占比 24.86% 。
对比 2018 年 ， 毕业生对未来薪
酬的预期有所提高。

从实际签约月薪来看， 有七
成 2019 应届毕业生的签约月薪
在 6000 元以内 ， 4000 元以下占
比为 35.77%， 相比 2018 年毕业
生实际签约月薪同比有所提高 ，
但期望与现实依然存在偏差。

■劳动报首席记者叶 /摄影王陆杰

上 海交通大学教授陆

铭、博士钟粤俊，以

及复旦大学助理教授奚锡

灿在最新研究《受抑制的

服务业》中测算表明，城市

人口密度下降和劳动力流

动障碍导致中国城市服务

业在 GDP和就业中的占

比偏低3-5个百分点。基

于这些发现，该研究指出，

将人口导向人口密度较低

的农村和小城市，以及城

市面积快速扩张不利于经

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