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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青年失業危機觀察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所長吳佳勳主稿 

 

 陸 5月青年失業率在連續六個月上升後攀升至 20.8%，陸媒估算疫

情三年，累計至少 5,400萬青年失業。 

 疫後經濟持續放緩，加以各項企業生產、民眾生活成本上升，內外

經濟壓力嚴重打擊能吸納大量就業的民營企業，致使青年失業率節

節高升。 

 青年無法透過職場融入社會，除造成整體經濟生產力損失，也將為

社會穩定增添更多不確定變數，長期或將激化為各種社會運動，亦

可能動搖政局穩定。 

 

（一）前言 

疫情解封以來，中國大陸景氣未如預期強勁復甦，「兩會」政府

工作報告將 2023 年經濟成長目標設定為「5%左右」，相對謹慎，對

照第 1季已公布的經濟成長率為 4.5%，顯示疫後經濟形勢仍然嚴峻。 

陸經濟挑戰展現在許多面向，包括持續面臨外部國際環境壓力、

內部需求不足、投資與消費意願保守、企業營商及民眾就業困難，及

地方財政窘迫等困境。本文試由就業層面，特別是近期青年失業問題

切入，突顯該現象成因及可能影響。 

 

（二）青年失業率情勢 

就總體失業率來看，根據中共國統局數據，2023 年 5 月城鎮調

查失業率為 5.2%，但在城鎮青年失業率（16-24 歲）部分持續攀高達

20.8%，繼 4 月首度超過 20%後再攀高峰，意謂每 5 位年輕人就有 1

位失業（圖 1）。 

陸媒「財經雜誌」6 月發文比較疫情前後（2020‒2023 年）每年新

增就業人數與應屆畢業生數量之差（-249 萬、-220萬、-449萬、-582萬），

推估累計達 1,500餘萬新畢業生當年沒有找到工作；再以 A股上市公

司裁員情況及企業註銷率推估，約有 2,500萬名青年遭遇失業，加上



2 
 

尚有 1,400 萬名青年農民工失業返鄉，累計疫情以來共新增 5,400 萬

名青年（16‒40歲）失業人口。其中若再進一步假設有相當部分的青年

己重新找到工作，或透過靈活就業方式，包括在疫情期間擔任約聘司

機或外送人員，解決部分失業問題，估計仍有 2,500 萬到 3,000 萬名

青年處於失業狀態。 

圖 1：中國大陸城鎮調查失業率與青年失業率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探究近期青年失業的主要困境，在於疫情雖已結束，但經濟成長

明顯放緩，各項企業生產及民眾生活成本卻又快速上升，國內外的經

濟壓力，嚴重打擊能吸納大量就業的民營企業，致使陸首度感受到經

濟下滑後就業市場的寒冬。 

官方已意識到青年失業嚴重性，中共國務院辦公廳 2023 年 4 月

提出「關於優化調整穩就業政策措施全力促發展惠民生的通知」（簡稱

「通知」，新華網，2023.4.26）。提出改善就業的三種策略，一是擴大工作

職缺，透過補貼與貸款優惠，鼓勵企業擴增職缺；二是擴展就業管道，

一方面鼓勵企業雇用大學畢業生，另方面也鼓勵青年創業；三是提供

社會保障，針對條件困難的畢業生，發放一次性的求職創業補貼。 

「通知」提出後不到 1 個月，即由人社部、教育部、科技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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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部門於 2023年 5月聯合推出「關於進一步推進實施百萬就業見習

崗位募集計劃的通知」（新華社，2023.5.15），要求針對畢業 2 年內未就

業的大學畢業生（16-24歲失業青年），全年提供不少於 100萬個就業見

習機會，運用補貼提供給企業見習人員的基本生活費、管理指導費，

乃至於提供企業社保費用和所得稅的減免。除了中央政策外，各省市

政府也分別提出解決方案，例如廣東省於 4月提出「三鄉行動」（廣東

青年下鄉返鄉興鄉助力「百縣千鎮萬村高質量發展工程」三年行動方案，共青團

廣東省委，2023.4.1），將動員 10 萬名青年下鄉服務，即被解讀為解決

青年失業問題的策略之一。 

由於每年 6至 9月是大學畢業生進入社會的求職高峰期。根據中

共人社部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大陸大學畢業生數量達 1,076萬人，

2023 年預計進一步增加到 1,158 萬人，同比增加 82 萬人（人民網，

2023.3.31）。由應屆畢業生的人數成長，幾可預期後續 6、7 月份的青

年失業率恐將持續攀高。 

 

（三）青年失業的原因探討 

一般而言，各國的青年失業率向來即高於總體失業率，然而此波

陸青年失業率的節節高升，卻是發生在疫情解封後近半年期間，何以

疫情結束，卻對青年就業情勢無所幫助？本文試由以下觀點提出可能

解答。 

1. 疫情重創經濟表現，尤以民營企業受創最深。疫情歷經3年期間，

陸雖一度在嚴格封控下取得較好的疫情管控成效，但經濟也因此

付出龐大代價，尤以民營企業首當其衝。大量的服務業、餐飲、

中小企業，以及依賴出口外銷企業甚至新創企業等，都受到相當

程度的重創。此外，疫情衝擊疊加美中貿易戰壓力，造成大量外

資企業將產線向外遷移，而前揭民企、外企正是吸納青年就業的

主要場域，故近期青年失業率的攀升，或正真實反映民企、外企

在陸的當前困境。 

2. 人才供給與產業需求的結構性錯配。美媒分析顯示，陸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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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2018 年相比，關於教育類和體育類的畢業生增加了 20%

（CNBC，2023.5.23），但與此同時，中共在 2021 年力推「共同富

裕」政策，針對教育（補教）、互聯網（如阿里巴巴）、醫療以及房

地產等服務業進行強力監管，造成相關產業發展受限，連帶對其

勞動力需求減弱，而這些行業正是吸納大量青年就業的新興場

域，產業勞動需求與教育人才的結構性錯配，也成為近期青年失

業的原因之一。 

3. 疫後景氣復甦步調不一，服務業率先復甦，製造業欲振乏力。上

述 2種對就業情勢的影響，主要發生在疫情期間，但疫情解封後

的青年就業情勢仍未見好轉，主要係疫後陸景氣復甦力道不一。

以產業動能來看，服務業的復甦步調較快，非製造業 PMI自 2023

年後即處擴張區間，但服務業提供就業機會卻不到一半（47.1%，

人社部，2023.6.20），此比例遠低於其他先進國家；相對擁有龐大

用工需求的製造業，卻處於復甦乏力的狀態，疫情過後的製造業

PMI僅在 1‒3月短暫回溫，4月後即又回降至緊縮區間，顯示陸

製造業產能仍然受限，工廠對於就業需求及投資趨於保守，進一

步惡化青年就業情勢。 

 

（四）結語：中國大陸青年失業的影響評析 

文獻上對於青年失業問題的影響，已經有許多討論，且此現象並

非陸所獨有，概一國經濟成長過程中，隨人口結構調整，即使青年人

口持續減少、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青年失業率居高的問題卻始終難

以避免。通常一國若是處於經濟成長階段，青年失業較能被視為一種

短期過渡現象，但若處在國家經濟走緩情況下，青年失業人口很可能

就轉變成社會上的長期失業者，從而加劇青年失業問題的嚴重性。 

一旦青年失業問題走向長期化，不僅衝擊該國產業競爭力，增加

社會負擔，亦將加劇各種社會矛盾，以近期陸內部輿論熱議的「孔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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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文學」為例，即是反映出當代年輕人的就業困境。「孔乙己」是魯

迅在 1918 年筆下虛擬的一個讀書人，無法考取秀才尋到正職，生活

拮据因而偷書度日，看不起底層社會卻又擠不進上流社會，此一鮮活

的人物描寫，觸動無數年輕人心聲，紛紛在社群網絡自嘲是現代版的

孔乙己，稱「學歷不但是敲門磚，也是我下不來的高臺，更是孔乙己

脫不下的長衫」。年輕人因求職困難，發出「學歷無用」的憤慨，並

自嘲成為「45 度人生」，即「躺不平、捲不起」，這些來自年輕人的

社會悲鳴，正是對現今就業困境的無聲抗議。 

陸面對青年失業率高升的深層難題，主要在於加深了社會階級的

僵固性，在少子化情境下，對於相對貧困的家庭而言，子女教育經費

耗去近大半數家庭資源，但在孩子長大後卻找不到得以安身立命的職

缺，意味下一代無法透過教育取得階級翻轉的機會，使得整個社會的

階級流動更為僵固，也加深了社會階級分配的不平等。 

隨著社會不平等加深加劇，又將可能進一步衝撞社會穩定性。當

每年有著一定比例的青年無法透過職場有效融入社會，除了是整體經

濟生產力的損失外，也將給予社會增添更多的不穩定變數。例如香港

辛里希基金會（Hinrich Foundation）專家卡布利（Alex Capri）即認為，2022

年底「白紙運動」所帶來的啟示，便是代表著城市中有一群憤怒、受

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將對中共社會治理帶來挑戰；一旦青年失業問

題未能妥善獲得解決，年輕人對社會不公和不平等的憤怒不斷積累，

長期或將激化為各種社會運動，此將不利於中共長期執政，亦可能動

搖政局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