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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就业市场仍存在机会不均等问题 
——广西就业情况大数据分析报告 

 

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基于多源大数据分析认为，目前我

区就业问题互联网舆论关注声量呈现双峰态势，并保持增长

势头，求稳和留邕是广西求职者两大意向，同时新就职意向

兴起，自由职业的关注度有所提高。但是存在多个薪酬区间

内岗位数下降，低学历求职者面临岗位低薪和竞争大，南宁

市坚持“稳增长，保就业”压力较大等问题。在未来，建议

合理布局产业，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协同发力拓展服务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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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稳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促进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

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一、就业舆情声量呈现双峰态势，并保持增长势头 

通过抓取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1 日的互联网

舆情数据1，结果显示互联网上关于广西就业的话题舆论声量

在 2021 年 7 月达到顶峰（见图 1），此时正值毕业季，大量

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推高舆论声量。第二个舆论声量高峰

出现在 2021 年 11 月，此时正值秋季招聘时期，这一时期是

众多企业开始大规模招录就业者，同时正值国家公务员考

试。进入 2022 年以后，舆论声量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并在 3

月至 4 月出现今年以来第一波小高峰，此时正值春节后的春

季招聘期，舆论声量高峰也对应了就业市场上“金三银四”

的说法。从综合情感分析的结果来看，舆论正面程度为 91%。 

 

图 1 舆情声量示意图 

                                                  
1 数据源：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基于国家信息中心羚羊平台抓取到微信、微博及其他主流媒体、论坛的舆

情数据，共 22 万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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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求稳和留邕是广西求职者两大意向，自由职业等新

就职意向兴起 

（一）体制内工作依然是就业首选。互联网上流传的“宇

宙的尽头是编制”的说法，折射出当下求职者就业“求稳”

的基本心态，这一现象在我区亦是如此。一是以公务员和事

业单位为代表的体制内工作愈发受到求职者关注。2021 年广

西机关事业单位考试招聘人员的舆情声量就较上一年上升

7.1%。仅 2022 年前 5 月的舆情声量2就已经达到去年全年的

45.5%，政府热线上机关事业单位招录考试咨询数较上年全

年还多出了 46.5%，其中多数为咨询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报考

条件的问题，可以看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对机关事业单位招

录这一事件充满期待和关注。二是许多高校毕业生选择为保

留应届生身份，选择脱产备考编制。2022 年前 5 月，脱产备

考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的舆情声量较 2021 年全年总量上涨

8.86%，舆论广泛关注。2022 年前 5 月广西政府热线关于应

届生身份报考公务员的诉求已经达到去年全年的 5 倍多。许

多应届生担心工作后会丢失应届生身份，“入职工作交社保

后是否还是应届生”“报考时候身份填报应届生，因考试推

迟所以先去工作之后，还算不算应届生”等等问题高频出现。

不少应届生为了免去“纠结”，索性待业脱产备考。 

                                                  
2 广西机关事业单位招录相关舆情数据，系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基于广西大数据公共服务应用平台、国家

信息中心羚羊平台，以“公务员考试”等为关键词，从微信、微博等主流媒体抓取到的 2 万余条信息分析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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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留邕意愿明显增强，数字企业吸纳就业。得益于

强首府政策、南宁市政府对口帮扶就业政策等多重因素影

响，南宁市涌现出一大批岗位3。2021 年南宁市岗位数占全

区就业岗位数的 59.38%。来邕求职者占全区求职者比重从

2020 年的 49.3%，增长至 2021 年的 51.3%。一方面，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南宁市人才引进政策。政府热线上南宁市人才公

寓、人才引进政策、人才补贴等方面问题诉求保持增长，其

中就有部分网民在微博留言表示：“南宁市高坡岭人才公寓

住房申请难度大，按学历排入选顺序的情况下，研究生也未

必能申请上单间。”凸显人才周转住房供应紧张的问题。另

一方面，广西数字经济发展，涌现出一批本土信息技术服务

企业，吸纳大量人才，促成人才返邕。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我区数字经济相关存续企业总量达 1.45 万家，同比增长

11.68%。数字经济企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一系列就业岗位的

兴起，吸纳就业。总体而言，南宁市就业情况互联网舆情满

意度从 2020 年的 65%上涨到 2021 年的 81%。 

（三）自由职业的关注程度有所提高，社保问题成为焦

点。一是舆论对创业和自由职业政策关注程度逐年提高。灵

活就业是近年来兴起的就业新形式，在我区大学生和返乡青

年。从舆情文本量4来看，“创业”的关注度呈现逐年上升的

趋势，特别是进入 2022 年以来，舆论对于创业的关注度已

经超过前两年。创业的群体不仅仅是大学毕业生，还有不少

                                                  
3 广西各市招聘数据，系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基于广西大数据公共服务应用平台、国家信息中心羚羊平台

抓取到的全区仅 140 万条岗位信息分析得出。 
4 自由职业及创业的舆情文本量，系从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基于广西大数据公共服务应用平台、国家信息

中心羚羊平台，通过“自由职业”“创业”等关键词抓取到的 11 万余条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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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青年。玉林市北流市新圩镇河村党支部书记陈家平就表

示：“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看到自己家乡变化这么大，很想回

来为家乡做事。”该村青年杨兴忠打造了一个百香果示范基

地，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给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二

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自由职业的经营手续和社保问题。尽管

目前国家和自治区出台一系列涉及到外卖员和个体商户缴

纳社保的政策，但是宣传力度不足，人民群众对这些政策的

认知比较有限。《经济观察报》在今年就报道过社保挂靠代

缴叫停后，许多灵活就业人员和异地员工缴纳社保之路障碍

重重。政府热线上，许多群众留言询问个体户或者自由职业

如何实地缴纳社保。灵活就业或者自由职业者的社保政策有

待细化，政策宣传工作有待加强。 

三、不同行业、学历和城市间的就业机会存在较大差距 

（一）多个薪酬区间内岗位数下降，低学历求职者面临

岗位底薪和竞争大的问题。一是不同薪酬区间的岗位均呈下

降趋势5职位占比下降，求职者主动降低薪酬期望。今年第一

季度，招聘薪酬在 3000—3999 元/月、4000—4999 元/月和

5000—5999 元/月这三个区间的岗位，占比分别达到 20.31%、

21.85%和 13.88%。与上季度相比，这三个区间职位占比均呈

现下滑态势，占比环比分别下滑 0.98、5.91 和 3.51 个百分点。

一季度中全区 31.34%的求职者求职期望均在 3000-3999 元/

月区间。许多网民纷纷在微博上表示愿意降低薪酬期望来找

到工作。二是学历层次越低，起薪越低，岗位竞争也越大。

                                                  
5 广西人才网《2022 年第一季度广西人才网薪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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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见图 2），我区呈现出学历层次与薪资

高低正相关的关系，其中博士研究生学历人才在 2021 年招

聘平均薪资涨幅远高于其他学历层次求职者。拥有硕士和博

士学历的人才竞争系数6保持在个位数，就业压力也相对较

低。同时也要看到，仅有少数求职者符合岗位条件，企业的

选择面小，可能无法招到与岗位高度适配的人才。与之相较，

中专学历和高中学历的求职者，不仅要承担着多出高学历者

数倍的就业压力，其就业薪资也相对较低。短期内，我区将面

临扩大基层就业岗位和引进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双重压力。 

图 2 不同学历层次的招聘薪资和竞争系数 

（二）不同行业间劳动力供给存在不平衡。一是不同行

业劳动力供给状况具有显著差异，住宿和餐饮业竞争系数最

大，达到 23.11（见图 3），这意味着该行业平均每个岗位背

后都有 23 人竞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排名随后，竞

争系数也达到 18.24。相较于部分行业动辄数十人竞争，一

                                                  
6 就业竞争系数指的是劳动者投递数和企业招聘数比值，比值越高，竞争程度越高，通常可以用来衡量劳

动力就业供需矛盾和岗位的竞争激烈程度。招聘数和投递数系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基于国家信息中心羚羊

平台抓取 58 同城等就业招聘网站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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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被网络上认为“内卷行业”的金融业竞争系数仅 0.94，科

学研究及技术服务业竞争系数也仅有 1.03，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竞争系数为 1.88。这些行业在数量上基本实现岗位供

需平衡。二是薪酬水平与岗位竞争人数呈负相关。行业薪酬

与岗位竞争难度呈现不对称的趋势。行业薪酬在就业市场上

往往发挥着调节人力资源分配的作用，但是并非唯一作用。

我区各行业薪酬与竞争系数呈现出负相关的趋势。收入最高

的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反而是竞争最小的行业。这主要原因在于上述

三大行业对应聘者存在学历和技术水平的门槛。学历和技术

水平较低的求职者涌入门槛要求和收入都较低的住宿和餐

饮业等行业求职，故而形成不同行业间竞争压力悬殊的区

别。良好而顺畅的继续教育和在职教育体系，是优化人力资

源分配的重要途径。 

图 3 不同行业竞争系数及薪酬
7
分布对比图 

                                                  
7 行业薪酬数据来源于 2022 年 6 月广西统计局发布的 2021 年广西平均工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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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宁市坚持“稳增长，保就业”压力较大。目前，

我区就业竞争压力依然较大，2021 年，全区就业竞争系数为

16.03，远高于江苏省（8.63）、重庆市（8.92）、北京市（9.62）

和广东省（12.18）等发达地区。分城市看，贺州市就业竞争

系数达 23.99 位列第一（见图 4），玉林市（23.96）紧随其后，

河池市（21.83）排名第三。没有足够就业岗位吸纳劳动力，

导致就业竞争压力大，将可能导致劳动力流失。对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起到负面作用。同时结合人类活动大数据可以看

出，广西人口呈现出向“南柳桂”集聚的趋势，加之南宁市

（97978 元）、柳州市（91032 元）分列全区收入水平最高的

两大城市，在薪酬水平和发展机遇等多重因素引导下，我区

就业压力将进一步首府南宁市等中心城市传递。2021 年，南

宁市就业竞争系数达到 16.7，较 2020 年增长 7.82%。随着人

口集聚，南宁面临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等多重压力。 

图 4 广西各地市就业竞争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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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建议 

（一）合理布局产业，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一是重视

中小城镇对就业的吸纳作用。推动小城镇建设与大中城市中

心城区功能疏解相结合、与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与服务“三

农”相结合，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特别是重视我区部分就业

岗位紧缺的地级市产业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出台激励措施

发展具有当地区位优势或独特资源的优势产业，吸纳劳动

力；二是针对重点产业出台扶持政策。针对受疫情和经济形

势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特别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好资

金补贴、税收减免、社会保险费缓缴等政策杠杆，促进劳动

密集型产业发展，激励更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吸纳

就业。 

（二）协同发力拓展服务维度，稳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就业。一是提升就业服务。组织好基层服务项目，人社部门

应提升就业服务有效性，加强毕业就业工作衔接，相关部门

协同发力，推动就业服务提前进校园，将校内就业服务适当

向后延伸，办好秋招和春招期间网络招聘等活动。二是以中

国青年创业行动为抓手，带动更多青年就业，鼓励青年自主

创业，重点支持大学生创业、青年返乡创业、科技型创业。

实施支持青年就业创业专项计划，启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

集计划，强化长期失业青年帮扶。三是共青团和高校等组织

应配合相关的部门加强政策倡导，对新业态、新职业群体的

就业的劳动权益保障积极配合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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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围绕提高人力资源与就业市场岗位适配性为目标，提升就业

质量和劳动者技能。一是健全技能人才发展政策制度体系，

设计帮助中低学历青年渡过职业适应期的就业支持和生活

保障政策，如针对录用首次就业青年的定期定额社会保险费

补贴等。针对农村劳动力、困难群体、过剩产能领域职工等

重点人群，提供有针对性的新技能培训，提高培训补助，提

高重点人群适应不同行业的就业能力。二是要强化就业导

向，适应市场需求，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技能人才支撑。积极调整区内学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

趋势相适应，开展更广泛的职业技能教育和竞赛，适应自动

化与人工智能时代，加强数字技能与知识的培养，提高数字

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建立通用的数字技能分类，根据技能

分类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指导，培育创新型、技能型、应用

型人才。 

 

（执笔人：张筌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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