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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

寻找机遇之城： 
城市人才争夺战中部输给西部，长三角珠三角多中心化

杭州进入人才流动第一阵营，人才供需两旺，吸引力已超过广州。

中部三城（武汉、长沙、郑州）的人才吸引力逊于东部沿海城市，

也弱于西部城市成都及西安。

长三角与珠三角已形成多中心吸纳人才格局。

职场年龄焦虑成普遍现象，35 岁以后去哪里？成都比杭州更受中

年职场人的青睐。

寻找机遇之业：
互联网人转向生活服务业，房地产与通信电子冷热两重天

2019 年，生活服务业取代金融行业，成为 IT 互联网人才离职后的

首要去处，且多选择自由职业或创业。金融业和房产建筑业分别位

列二三位。保险类金融公司成为互联网人转型金融领域的首选。

2019 年，房地产成为就业压力最大行业。通信电子行业一直处于

低就业竞争度情况。

疫情下备受关注的医疗医药行业，2019 年转行的前三大去处为生

活服务业、IT 互联网与金融业。预计未来国家将出台更多政策，

吸引更多优质人才加入医疗医药行业。



寻找机遇之所 : 互联网人才形成新 BAT 格局，拼多多崛起成新黑马

设计与运营人才求职压力位居前列，算法人才供不应求。

字节跳动强势崛起，取代百度成为互联网人才流动的新 “BAT” 。

2019 年，拼多多成为吸纳人才的黑马。这个曾经被称为面向五环

外人群的 APP，却吸引了大量五环内人才加盟。

“职场免疫力” 受关注：成为 “待机青年”，伺机而动

在 “人口红利” 向 “人才红利” 转型的时代，职场人正多方打造

自身职场竞争力。疫情的发生，进一步强化了职场人的 “职场免

疫力”意识。职场人开始意识到，建立良好人脉，持续而有效的互动，

塑造个人职业品牌，让好机遇主动上门，成为应对不确定性的长

效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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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才流动，是经济活力的源泉，也是个人成就职业梦想的路径。不

管是企业还是个人，2019 年都是在探索中寻找新生机的一年，

2020 年初，疫情影响之下，人才流动出现阻滞局面，但我们相信，

疫情之上，人才流动与迁徙的大势仍在。多中心人才格局深化，城

市群内流动加速，行业与岗位间的跨界求变破圈求生仍将成为 2020

年的机遇所在。

职场人的离与去，背后是产业变迁与机遇变化。脉脉数据研究院基

于脉脉平台的大数据分析，结合问卷调研与专家访谈，形成《脉脉

人才流动与迁徙趋势报告 2020》，揭示人才流动现象背后的驱动因

素，探寻职场机遇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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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重心的变化与人才流动互相影响，正重新塑造中国城市的格局。一线城市人才吸引力座次重排，新

的城市被选中。

2019 年，中国 GDP 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武汉、成都、杭州和天津，

但 GDP 排名并非就是人才吸引力排名。脉脉平台大数据显示，杭州替代广州，与深圳、上海、北京共同

站稳人才流入第一阵营，广州与成都组成第二阵营，其他诸如西安、长沙、郑州、武汉等等新一线城市

共同组成第三阵营。人才向一线大都市流入的趋势仍然明显，比较流入数量可见，排名前十的城市中，

处于第三阵营的城市，人口流入量显著低于第一、二阵营。

北京优势仍然明显，分析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四个一线城市的人才流出目的地前三名可见，北京 “掐

尖式” 吸引人才最为明显，上海、深圳、广州的人才流出目的地中，北京均占有一席之地。

1.1 人才净流入：深圳第一，杭州领先北京广州

寻找机遇之城：
城市人才争夺战新版图

2019年人才净流入排名前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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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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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深圳与上海的人才与所在城市群的融合更为紧密，长三角的苏州杭州、珠三角的东莞，都有效承

接了中心一线城市的人才溢出。而北京周边的城市群的人才承接能力则较弱。离开北京的人才，以南下

为主，上海、深圳和杭州成为前三的去处。杭州正毫无疑问成为吸引人才的 “机遇之城”。

1.2 东莞就业竞争度超过北上广，杭州人才供需两旺

北上广深人才流动

重点城市就业竞争度

注：每个城市仅选取人才流动去向前三位城市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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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就业竞争度数据根据脉脉平台的求职人数与招聘岗位供需比计算得出。就业竞争度高，意味着找工作的

难度也高。

公开数据显示，2019 年，深圳与广州的常住人口分别增长了 41 万和 40 万。与此同时，珠三角城市的

就业竞争度高于其他地区，东莞、佛山、广州与深圳的就业竞争度均位居重点城市前十，2019 年的诸多

国内外事件，对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体的珠三角影响深刻。而疫情的影响，进一步冲击全球供应链，将继

续对珠三角产业发展带来压力，影响就业选择。

北京的就业竞争度排名前列，在一线城市中最高，也说明北京求职者们所面临的压力。北京近年来严控

人口规模，但如何继续保持产业竞争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也成为北京需要面对的问题。

根据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末，杭州市常住人口首次突破 1000 万，达 1036 万人，与

2018年相比，增加了55.4万人。在人口流入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杭州就业竞争度远低于许多一二线城市，

显示供需两旺的人才流动局面。

1.3 35 岁以上离职者，成都比杭州更吸引人

“35 岁职场人都去哪儿了” 是 2019 年职场人讨论的一个热点， 35 岁去哪里发展？脉脉大数据给出答案：

有人选择继续奋斗，有人选择回归生活。

35 岁离职人的主要城市选择，依然是 “奋斗城市” 北上广深。不过，杭州在 35 岁职场人的选择城市里

并未进入前五，步入而立之年的职场人们，更喜欢生活气氛浓厚的成都。

寻找机遇之城：
城市人才争夺战新版图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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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9 年，中部三城人才竞争激烈，武汉仍是机遇之城

中部城市在人才流入上不仅落后于东部沿海城市，更落后于西部城市成都和西安。疫情之上，中部的武汉、

长沙与郑州三城，在互相竞争的同时，或更须思考如何进一步发挥中部区位优势。

中部三城市中，拥有最多一流大学的武汉，正面临来自郑州等城市的挑战，2019 年，郑州在人才净流入

上小幅领先武汉。不过，综合比较 2019 年人才流入与就业竞争度情况可见，武汉潜力仍在。2019 年，

武汉就业竞争度上，低于同属中部的长沙和郑州，也低于西部城市西安、成都与重庆。

简而言之，2019 年，在武汉找工作的难度，在中西部主要城市中是最低。而 2020 年，疫情毫无疑问将

对武汉的人才引进和保留产生巨大负面影响，但考虑到 2019 年武汉所积累的发展势能，若能痛定思痛，

重新出发，相信仍可迎来新机，保持 “机遇之城” 的位置。

1.5 城市群人才流动：长三角珠三角已形成多中心格局

以中心城市为基础，推动城市群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的政策共识。中央层面正力推以中心城市和城市

群作为主要空间载体，促进区域间要素流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脉脉数据研究院分析了长三角、泛珠三角（含厦门）、京津冀及中部城市群中主要城市的前三位流入流出

目的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圈内城市人才融合显著高于京津冀，区域内城市人才互相流动频密。

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区域正在形成多中心的人才吸纳格局。在传统中心城市上海之外，杭州正成长为人

才流动枢纽型城市，苏州等城市也紧随其后。珠三角城市中，位于广州和深圳之间的东莞，正崛起成为

新的人才枢纽。“一个区域多个中心” 的人才格局，将会带来更为频密的城市圈城市的竞争与融合，也给

寻找新发展机遇的职场人带来更多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与珠三角这两大城市群间人才流动并不紧密。长三角城市中，仅有杭州的人才把

深圳作为主要目的地，其余城市均以 “圈内 + 北京” 流动为主。同样的，珠三角的人才流动也均以区域

内城市和北京流动为主，鲜有向长三角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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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个城市仅选取人才流动去向前三位城市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注：每个城市仅选取人才流动去向前三位城市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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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个城市仅选取人才流动去向前三位城市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京津冀城市人才流动

注：每个城市仅选取人才流动去向前三位城市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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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城市人才流动则仍以圈外流动为主。唯一的圈内频密流动，发生在成都与重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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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院     统计周期：2018 年 10 月 1 日 - 2019 年 2 月 28 日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6 IT 互联网产业继续向二线城市扩展，热招研发替代基础技术岗

城市热招岗位TO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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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各城市继续力推互联网等新经济产业，尤以上海最为显著。2018 年的数据可以发现，上海主

要对金融人才的需求最为旺盛。而 2019 年热招的岗位 TOP3 则都变成了互联网相关岗位，且以开发等

技术岗为主。2019 年，以拼多多、小红书、B 站等为代表的上海互联网企业，显著推高了上海互联网人

才的需求。

而二线城市的互联网产业人才需求，也正在向研发等核心岗位倾斜。厦门、珠海，杭州、南京等城市招

聘的互联网人才中，过去测试、运维等基础技术岗人才需求旺盛，如今对技能要求更高的研发、产品相

关岗位人才更为热门。

1.7 上海职场人平均年龄一线城市中最高

城市中职场人的年龄，也反映着城市人才的活力和未来的发展潜力。北方城市的平均年龄整体偏高，整

体上不难发现，年轻的职场人在城市选择上，更倾向于珠三角地区和南方城市。

一线城市中，广州、深圳相比北京更受年轻人欢迎，而上海人才的平均年龄在一线城市中最高，甚至高

于很多新一线城市。

厦门也颇为年轻化，其职场人平均年龄低于许多一二线城市。环境宜人，工作压力小，是很多人选择定

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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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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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重点行业招聘趋势：互联网行业需求逆势抬头

脉脉大数据显示，2019 年包括互联网、金融、文化传媒在内的多个行业人才出现流出，而行业趋势交叠

疫情影响，则让不同行业的招聘需求开始出现分化趋势。

IT 互联网行业的招聘需求在 2020 年 1 月降到了谷底，不过，在疫情造成全面影响的 2 月份，IT 互联网

出现了招聘需求的小幅抬头。疫情对所有行业都带来了严重冲击，但也激活了一些在线业务模式的发展

空间，在线教育、医疗以及办公协作工具等领域需求看涨，危中有机。

而更多行业仍然处于低谷。通信电子行业、金融、教育培训、汽车、房产建筑、文化传媒、医疗医药等

行业的招聘需求受疫情影响均处于谷底，但预计不同行业在第二季度将迎来显著的需求分化。

02 寻找机遇之业：
冷热两重天下的行业生存

IT互联网行业2019年1月-2020年2月招聘需求量趋势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20 年 2 月 29 日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20 年 2 月 29 日

部分行业2019年1月-2020年2月招聘需求量趋势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金融业

汽车行业

教育培训行业

医疗医药行业

文化传媒业

房产建筑业



2.2 跨界跳槽如何走：真的都去做保险了？

跨圈流动，跨行转型，成为触碰到职业天花板的各行业人才，获得新机遇的路径。

疫情下备受关注的医疗医药行业，2019 年转行的前三大去处为生活服务业、IT 互联网与金融业。预计未

来国家将出台更多政策，吸引更多优质人才加入医疗医药行业，尤其是提升一线医护岗位的职业吸引力。

2019 年，生活服务业取代金融行业，成为 IT 互联网人才离职后的首要去处，金融业和房产建筑业分别

位列二三位。

不过，细看互联网人去往的生活服务业领域，自由职业或创业占了显著部分。追求更为 “自由的状态”，

无论是财富自由还是生活自由，成了互联网人们离职的重要原因。

02 寻找机遇之业：
冷热两重天下的行业生存

注：每个行业仅选取人才流动去向前三位行业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行业间人才流动

IT互联网（流出）

医疗医药行业（流出）

房产建筑部门（流出）

通信电子行业（流出）

金融业（流出）

教育培训行业（流出）

文化传媒业（流出）

汽车行业（流出）

金融业（流入）

生活服务业（流入）

房产建筑业（流入）

IT互联网（流入）

制造业（流入）



对互联网人转行所选的金融业公司进行分析发现，选择人数排名前五的公司，均为中国平安与中国人寿

旗下公司。保险行业在 2019 年涌现大量人才需求。互联网人去往保险行业，更多也并非简单卖保险，

而是 “互联网 + 保险” 的结合。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房地产建筑行业。互联网行业人才去往地产公司时，

排名前列的仍是互联网与地产业务相结合的公司。

02 寻找机遇之业：
冷热两重天下的行业生存

注：每个行业仅选取人才流动去向前三位行业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行业间人才流动

制造业（流出）

交通物流业（流出）

快速消费品（流出）
公共事业部门（流出）

生活服务业（流出）

农林牧渔（流出）
商务服务业（流出）

耐用消费品（流出）

贸易零售行业（流出）

能源电力行业（流出）

生活服务业（流入）

房产建筑业（流入）

贸易零售行业（流入）

IT互联网（流入）

制造业（流入）



2.3  房地产就业压力最大行业，通信电子与交通物流存机会

02 寻找机遇之业：
冷热两重天下的行业生存

注：就业竞争度 = 求职人数 / 招聘总数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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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调控政策及需求等多方因素影响，房地产行业在 2019 年风波不断，就业竞争度也同样高企，位居

各类行业中第一。在疫情的影响下，地产行业预料将继续承压。

汽车行业同样正在经历变革，2019 年新能源补贴退坡，国六排放标准实施，造车新势力状况频发，行业

面临着新一轮的淘汰和洗牌，这也使得行业人才面临高就业竞争压力。

通信电子行业一直处于低就业竞争度情况。许多通信电子类专业的毕业生，更加青睐于互联网金融等收

入更为丰厚行业，一些硬件公司苦于找不到高质量核心研发人才。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徐伟

曾在媒体表示，我国集成电路专业的毕业生人数在20万左右，但是只有不足3万人进入集成电路行业从业。

预计疫情后，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展开，5G、智慧物流等将迎来可观增长。把目光更多瞄准 “通信电子”、

“交通物流” 等就业竞争度低的行业，不失为一个转行跳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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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还一起赶项目加班的同事，第二天起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办公室里。” 这些消失者是谁？离开后去向了

何方？

经济大势、行业变化以及疫情困局，影响着各个岗位的人才需求，也敲击着每个人的 “饭碗”。岗位供需

图谱的变化，揭示职场人的起落，也可以成为职场人们规划职业成长路径的参考。

3.1 设计与运营人才求职压力位居前列，算法人才供不应求

岗位就业竞争度，受到人才供需情况以及岗位自身技能要求等因素的影响。

2019 年就业竞争度最高的岗位前两名都是设计师岗，分别为 UI 设计师和视觉设计师。而算法类岗位的

就业竞争度最低，行业人才基本仍处于供不应求阶段。

相比而言，运营岗被普遍认为是门槛较低的的岗位，这也使得从事运营相关职位的职场人，面临更大的

淘汰压力。

03 寻找机遇之所
职场人的离与去

竞争度最高的岗位 TOP10 竞争度最低的岗位 TOP10

UI 设计师

视觉设计师

项目经理

产品运营

用户运营

活动运营

内容运营

平面设计师

电气工程师

机械设计工程师

高级算法专家

搜索算法工程师

前端开发专家

算法专家

推荐算法专家

前端架构师

CNC 数据工程师

前端专家

大数据架构师

广告算法工程师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离职率最高的岗位 TOP3 离职率最低的岗位 TOP3

社群运营

内容运营

用户运营

公务员

董事长 / 总经理 /CEO

个体老板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03 寻找机遇之所
职场人的离与去

3.2 互联网 “新 BAT"人才格局已定，金融人才继续破圈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03 寻找机遇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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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一直被称为互联网界的 “黄埔军校”，脉脉往年的《人才迁徙》报告也表明，百度一直在给其他互联

网企业输送人才，2019 年也一如往常。

而 2019 年，京东也成为了新的人才输出大户，华为、美团点评、滴滴出行和搜狐搜狗等，都是京东人

才流向的主要公司。

2019 年，拼多多也是黑马般的存在。数据显示，拼多多的人才来源前三位都是大厂，分别是腾讯、阿里

和京东。这家曾经被媒体视为面向 “五环外人群” 的公司，如今已吸引了众多五环内的精英人才加盟。

不过，互联网行业人才的 “圈内流动” 特点十分明显，主要企业的人才来源与去向均仍为互联网公司。

相比而言，许多传统行业正加速破圈，视数字化转型为出路所在。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03 寻找机遇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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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有互联网基因的金融公司，仍以互联网公司间流动为主。传统银行中，国有四大

行人才主要仍是在金融证券类公司之间流动，而总部位于深圳的招商银行，则 “互联网化” 了许多，不

管是流入还是流出，都有不少阿里、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公司的身影。

3.3 字节跳动取代百度，组成互联网人才流入的新 BAT 阵营

腾讯和字节跳动成了人才的超级吸纳者。

BAT 之间的人才流动，近年被字节跳动的强势发展打乱了原有的节奏。

脉脉大数据显示，2017 年时 BAT 人才间的流动还是三家之间的 “三国演义”。到了 2018 年，字节跳动

强势加入，成为百度和腾讯人才的去向之一。2019 年再接再厉，与 AT 两家组成新的 BAT 人才库。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点标
金融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8 年 1 月 1 日 -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03 寻找机遇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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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8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8 年 1 月 1 日 -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2018

2019

而 TMD 之间，从 2018 年开始就形成了字节跳动单方面吸纳美团点评和滴滴出行两家人才的局面。

2018



03 寻找机遇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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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19 年 1 月 1 日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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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2020 年 2 月疫情下的职场人求职态度调查》

调研日期：截至 2020 年 2 月 26 日

04 成为待机青年
提升职场免疫力

疫情短期影响求职预期与行为，但长期而言，仍需看到疫情之上的诸多趋势变化，提升 “职场免疫力”

来应对职业发展不确定性。

4.1 求职者调低就业预期，跳槽不涨薪接受度达 64%

为了解整体就业形势叠加 2020 年初疫情对求职者态度的影响，脉脉数据研究院在 2 月中旬以网络问卷

形式访问了 1054 名求职者，并将结果整理成为《2020 年 2 月疫情下的职场人求职态度调查》报告（下

称 “2 月求职态度调查”），此次调查显示，41% 的职场人意识到未来一年，找到好工作会变得更加困难。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职场人也开始调整 “跳槽 = 涨薪” 的求职的预期。64% 的职场人表示，未来一年可

以接受不涨薪跳槽。这一情况也并非单纯受形势影响而降低薪资预期，更多原因包括部分职场人更重视

转换工作带来的长期整体收益，以及对工作稳定性可靠性的考虑多过薪资。另一个可以佐证的投票是，

脉脉 2 月份站内话题的投票中，有七成左右职场人表示，受疫情影响更加青睐 “铁饭碗”。

比原来更难找到好工作

41%

21%

20%

18%

与往年不会有什么差别

比原来更容易找到好工作

不知道，说不好

您认为未来一年的求职会更符合以下哪种情况？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2020 年 2 月疫情下的职场人求职态度调查》

调研日期：截至 2020 年 2 月 26 日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2020 年 2 月疫情下的职场人求职态度调查》

调研日期：截至 2020 年 2 月 26 日

04 成为待机青年
提升职场免疫力

未来一年，您接受不涨薪跳槽吗？

可以接受，看情况综合考虑

64%

24%

11%

不接受

不好说，不确定

4. 2  招聘市场出现分化：如何吸引观望型人才成重点

虽然求职者预期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招聘人才的工作变得容易。2 月求职态度调查显示，44% 的职场

人推迟了开始找工作的时间。

疫情对您的求职计划造成了哪些影响？(多选题)

推迟了开始找工作的时间

44%

没有求职计划
15%

其他
3% 2%

因为疫情，
决定暂时不跳槽了
14%

增加了找工作的难度

39%

对找工作没什么影响
24%

让我求职、
跳槽更加容易



04 成为待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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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部分企业的减员会释放出部分人才，但由于显著比例的求职者推迟跳槽，企业的招聘将面临更多压力。

不过，推迟跳槽并不代表求职者对新职业机会采取拒绝态度。脉脉平台大数据显示，从 2020 年 2 月 25

日到 3 月 15 日的短短 20 天时间，使用 “可以聊” 功能的活跃用户数量便增长了 1.8 倍。“可以聊” 是

脉脉针对观望机会的人才，所推出的轻意向表达功能。点击 “可以聊” 意味着该位人才虽然没有主动投

递简历，但实则对机会持开放态度。企业需要采用社交互动，长期沟通管理等方式，提升针对这类 “待机”

人才的获取效率。

活跃用户中使用“可以聊”功能用户数量变化趋势

2020.02.25 2020.03.01 2020.03.10 2020.03.15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20 年 1 月 24 日 -2020 年 3 月 16 日

4.3 “职场免疫力” 意识提升，开启 “待机” 模式

不在危机之下慌忙寻找新机会，而是长期经营个人职业品牌，手有机遇心头不慌。这种被动但不消极，

积极自我提升来等待机会到来的 “待机” 状态将更为常见。

脉脉平台大数据显示，自春节以后，脉脉上更新个人主页的人数呈显著上升趋势，在 3 月初达到高峰并

一直延续。个人主页可以理解为个人的职场经历与个人职业品牌，这一行为变化显示，疫情并未封住职

场人对 “机遇” 的期待，反而出于抵御风险等考虑，进一步加强了职场人自我提升的愿望。职场人已经

在为机遇的到来做各种准备。



04 成为待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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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     统计周期：2020 年 1 月 24 日 -2020 年 3 月 16 日

数据来源：脉脉数据研究院《2020 年 2 月疫情下的职场人求职态度调查》
调研日期：截至 2020 年 2 月 26 日

脉脉的 2 月求职态度调查显示，63% 的职场人认为人脉能够提升找工作的效率，认为打造个人品牌也可

以提升求职效率的占比 59%。

建立良好人脉，持续而有效的互动，塑造个人职业品牌，让好机遇主动上门，成为应对不确定性的长效法则。

正如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言 “从来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在今天的危机环境下，许多年轻的职场人都

很善于利用新的工具，重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寻找创新的机会点，在恐惧中发掘 ‘向死而生’ 的勇气。可

能在很多年后，我们会残酷地对自己说，感谢那场新冠肺炎，它把我们逼到了绝境，但也让我们重新发

现了新的可能性。”

2020年1-3月脉脉用户中积极更新个人主页信息人群数量变化趋势

2020.01.24 2020.02.01 2020.02.15 2020.03.152020.03.01

广泛结交朋友

在社交平台上打造个人形象/品牌

日常多结交HR/猎头人脉

时刻看机会

多平台投简历

您认为以下哪些行为能够提升找工作的效率？(多选题)



声明
1.本报告的数据采集源来自脉脉App，仅为行业趋势分析和研究使用，采集过程完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保障用户隐私。

2.报告的样本源受到脉脉的用户规模、分布和行业集中度影响，并不能完整反应所有地域、行业与岗位的状况。

3.数据统计周期，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部分调研数据时间截至2020年2月29日。

4.部分内容根据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力求但不保证所有信息的绝对准确性和完整性。

5.数据报告中所有结论仅供参考，不作为任何与投资和职业选择等有关行为的直接依据。

6.本报告版权归脉脉数据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使用本报告中内容和数据用于商业行为。

7.如需引用、刊发或转载本报告，需注明出处，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声明的最终解释权归脉脉数据研究院所有。

脉脉APP 脉脉数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