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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陸青年失業率攀高之社會影響觀察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授潘兆民主稿 

 

 中國大陸 7月份的青年失業率飆升至 19.9%，為中共國家統計局 2018年 1

月發布該項指標以來最高數字，高出歷史均值 12.5%甚多，不利於內部社

會穩定及政治體制。 

 在受疫情衝擊經濟持續下滑的大環境之下，清零封城政策，萎縮的製造

業，屢受挫折的教培行業，以及互聯網企業的裁員等，早己無力吸納大量

年輕勞動力，嚴峻的就業形勢必然將持續一段時間。 

 

（一）前言 

疫情後的中國大陸正待解封後景氣復甦之際，卻不斷傳出年輕人失業率

持續攀升的警訊。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今年 7 月公布的數據顯示，6 月份中

國大陸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5%，雖有連續兩個月回落，但 16-24歲年輕

人口失業率卻從 4、5月時期的 18.2%與 18.4%，上升至 19.3% ；到了 8月 15

日發布 7 月份的失業率時，更飆升至 19.9%，比 6 月又增升 0.6 個百分點。

對此，統計局發言人付凌暉歸因於「受超預期因素影響，就業壓力有所加

大」。8 月 19 日「美國之音」引述中國大陸北京經濟學家李泓（化名），指

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從來都沒比歐洲高過，過去兩個月是頭一回。同時，他

也認為真實的失業率實際超過 20%。 

基本上，這是自中共國家統計局 2018年 1月發布此項指標以來的最高數

字，高出歷史均值 12.5%甚多。這對長期力求社會穩定的中國大陸而言，絕

對是一項相當嚴峻的警訊。毫無疑問，年輕人失業率高，充斥著社會不穩定

因素，缺乏就業管道，沒有工作又無發展前景的年輕人，不是選擇消極離開

就業市場，就是很可能走上街頭，發洩內心的不滿，勢必衍生眾多的社會與

經濟問題，這絕對不利於中國大陸的社會穩定，甚至撼動政治體制，這是中

共掌權者最擔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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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致大陸青年人失業率高不下的主因 

1. 疫情衝擊下堅持清零封城政策，產業經營受阻而難以吸納就業 

依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發言人付凌暉的解釋，近期大陸青年人失業率高，

「一方面企業受疫情衝擊，生產經營困難，吸納就業能力有所下降。尤其是

青年人就業佔比較高的第三產業恢復緩慢，制約青年人就業。另一方面，青

年人進入到勞動力市場，目前更多傾向於穩定性比較強的崗位，求職期待和

現實崗位需求存在落差，影響青年人就業入職」。 

毋庸質疑，中共的清零封控政策也導致更多的工廠相繼關門。今年以來，

在中國大陸製造大省廣東當地企業因持續的清零封控措施，導致工廠無法保

證正常生產，企業虧損嚴重，經營困難而倒閉，世界工廠的榮景不再。例如：

廣東國際知名消費電子產品廠商「愛高電業」，於今年 8 月底的通告中表示，

自疫情爆發至今，封鎖防疫等令出口業務遭受巨大打擊，目前公司虧損嚴重，

繼續苦撐也無法扭轉頹勢，因此決定全面停止生產。根據中國大陸清華大學

的統計數據，今年上半年共計有 46萬家公司宣布倒閉；有 310萬左右的個體

工商戶註銷公司。 

2022年 6月 15日，中共統計局發布最新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顯示，

第二季 GDP按不變價格計算同比增長 0.4%，上半年同比增長 2.5%，遠遠低

於 2022 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所提出 5.5%的預期目標，意味市場發展不

如預期，所以青年失業率的居高不下，正反映出整個中國大陸產業發展面臨

相當大的衝擊，這是做為產業製造大國從未發生的現象，過去只要年輕勞動

力一出來，就能即時被整個市場使用，而今製造業萎縮、榮景不再，經濟下

行、前景不樂觀，本土企業又不做新的投資，外國廠商也不願增加投資，勞

動就業市場需求勢必下降。 

事實上，面臨衰退的不止是製造業，其他貿易公司、吸引大量年輕高收

入的高科技公司、電子行業、互聯網等等，都面臨嚴重的事業萎縮過程。自

去年開始北京一系列加強監管作為，新創環境急劇冷卻，年輕人就業市場受

到大幅衝擊。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在中國大陸推進疫後復甦之際，騰訊、

字節跳動等互聯網巨擘，卻迎來新一波裁員潮。據員工透露，騰訊開始對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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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團隊裁員，字節跳動也再次向教育部門開刀，部分領域已涉及到核心部門，

比前一輪裁員的情勢更加嚴峻。其實早在 2021 年末，騰訊、字節跳動、阿

里巴巴等皆陸續傳出裁員的訊息。業內人士認為騰訊等互聯網大戶作為中國

大陸經濟的最前沿，開始裁員是非常壞的徵兆，勢必產生極大的外溢效應。

惡劣的情勢不是僅此，近期陸知名新創數據服務商 IT桔子，公布上半年新創

募資情況，罕見出現連兩季腰斬、上半年衰退 42.6%。直逼兩年前疫情剛發

生初期狀況，標誌著接下來中國大陸年輕人要面對的職場挑戰，勢必會更為

嚴峻。 

2. 持續清零封控擾亂企業的正常經營，阻卻外商投資意願甚至外移 

以中國大陸近期大力宣傳的大灣區經濟發展為例，「南華早報」9 月 8

日報導，許多跨國公司內部人士透露因清零政策供應鏈不穩，規劃推遲在中

國大陸的業務擴張計畫，或是開始縮減業務。在廣州的日本諮詢公司高階主

管認為，雖然北京大力支持粵港澳大灣區，設點企業可從中獲益，但未能抵

銷嚴苛清零防疫所帶來的強大負面影響，除非迫不得已，不會離開中國，但

也缺乏增加投資的動力。 

中國大陸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在今年 4 月份接受瑞士

「新蘇黎世報」的「市場」（the Market）網站採訪時表示，愈來愈多政治事

態發展對於商業產生影響，官方強硬疫情清零政策，致使更多的公司必須向

中國大陸以外的亞洲國家尋求採購，如此必然增加這些企業的採購成本。但

是更昂貴的採購總比沒有強；這也表明北京願意以「犧牲經濟優先」。 

3. 「雙減負政策」使教培行業受嚴重挫折 

2021 年年初中國大陸為減負而整頓教培行業的「雙減負政策」，不僅對

學校的老師同學有影響，對線上線下的校外補教機構影響也非常大。不少補

教行業巨頭，選擇關閉義務教學階段的學科類培訓服務。教培機構關閉服務

退出市場，造成大量補教行業員工失業，大部分離職皆屬青年員工，只能再

次流入就業市場，無形中加劇的結業競爭壓力。如中國大陸教培業龍頭「新

東方」市值下跌 90%，辭退員工高達 6 萬人。另一家領頭教培機構「猿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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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在去年中旬也裁員將近一半。業內人士估計，此次「雙減負政策」將

影響到多達 3百萬的就業崗位。 

中國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在 2021年 7月接受「美國之音」採

訪表示，具有合法資質的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大批關門，本身就會帶大量員工

失業以及退費糾紛。校外教育培訓業保守估計有 8,000 億產值，校外教育培

訓的從業人員有幾百萬之多，培訓機構關門也就意味著員工失業。 

4. 中國大陸再創歷史新高的畢業學生數大量投入就業市場 

今年 6月畢業季開始，中國大陸高校畢業學生數再創歷史新高，超過 1

千萬，據中共教育部統計，2022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達 1,076萬人，比 2021年

增加 18.4%，今年畢業生人數首次突破千萬大關，數量創歷史新高。加上幾

百萬的職業學校的畢業生，以及投入職場的高中畢業生，再加上中學畢業生，

綜合估算已接近 2,000萬。而去年大陸城市新增崗位只有 1,100萬。換言之，

其實 16-24 年輕人的失業率，應該是遠遠高於官方公布的數據。在經濟持續

下滑的大環境之下，萎縮的製造業，屢受挫折的教培行業，以及互聯網企業

的裁員等，早己無力吸納大量年輕勞動力，嚴峻的就業形勢必然將持續一段

時間。 

 

（三）結論：日趨嚴重的失業問題，讓年輕人對未來茫然與焦慮 

中國大陸飆升至 19.9%的 7月份年輕人的失業率，對比鄰近的日本 3.8%

與韓國 7.3%，高出甚多；即使與稍高的美國及歐元區相比，也不過是 8.1%

與 13.1%，適足以證明，中國大陸青年失業問題相當嚴峻，不容小覷。 

近期大陸網路熱議「躺平主義」，係指年輕人出於對工作環境等社會情

勢的無力感，與其堅持奮鬥，不如消極「躺平」的處事態度。激起眾多中國

大陸網友的回響，「躺平學」甚囂塵上。有中國大陸學者認為「躺平族」對

於經濟發展相當不利，消費者是拉動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因素，但年輕人沒錢

就不消費，這樣勢必對經濟有負面影響。 

中國大陸年輕世代，近年來從「佛系」、「內捲」，到當下的「躺平」、

「擺爛」，充斥著再努力打拼，也絲毫看不到出路的氛圍。試想，剛走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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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的大學畢業生，長期找不到工作，久了就會喪失鬥志，失去信心，即便有

能力還是不想工作，這些人不會計算在失業率中，他們不是「失業者」，而

是「無業遊民」於是直接「躺平」。與其在又累又低薪的工作上，苦苦掙扎，

不如對工作或生活放下，要求不高，日子一樣輕鬆過。這隱含著對現實世界

的無聲抗議，更可能是，難以適應當下前經濟結構轉型，只能擁抱無力感的

氣餒心態作祟。但不論何種心態，其背後顯示者，實際上不是中國大陸現代

年輕人的一種灑脫和寬容，而是對未來的茫然與焦慮，確實都已讓上述現象，

更為嚴峻。年輕世代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重要資產與潛在生產力，北京勢

必嚴肅以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