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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年应届⽣生春招回暖，招聘需求同⽐比增⻓长52.5% 

•  数字技术、医疗健康和智能制造领域的“博⼠士⼤大战”持续升级 

•  ⼀一线城市应届⽣生岗位规模占⽐比下降⾄至25%，新⼀一线城市成为应届⽣生就业吸纳主⼒力力 

•  新能源、农林林牧渔、社区管理理等领域渴求⻘青年年⼈人才，应届⽣生招聘需求翻倍增⻓长 

•  2021年年应届⽣生⾼高度⻘青睐现代服务业，对⼩小微企业的关注回温 

•  ⺠民办本科毕业⽣生存在较明确的⼤大城市发展意愿，但求职竞争⼒力力不不⾜足  

•  “银发经济”⼈人才需求迅速扩⼤大，供需两端存在结构错配 

•  关注新基建代表领域岗位的应届⽣生规模同⽐比增⻓长70% 

•  ⼤大专毕业⽣生是智能制造领域重要⼈人才来源，但对⼝口⼈人才流失与供需失衡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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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应届⽣生就业趋势报告》由BOSS直聘研究院出品。除特别标注之外，本报告中使⽤用的数据来⾃自于BOSS直聘⼈人⼒力力资源⼤大数据平台，核
⼼心数据抽取时间段为2021年年1⽉月1⽇日⾄至5⽉月15⽇日，部分观点涉及其他年年份的数据。 

本报告中的“2021年年应届⽣生”指在2021年年获得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学位的国内⾼高校毕业⽣生。BOSS直聘研究院随机分层抽取
了了350万2021年年⾼高校应届⽣生样本，其中，专科⽣生占⽐比44%, 本科⽣生占⽐比50%，研究⽣生占⽐比6%，“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届⽣生占⽐比11%。应届⽣生的
毕业⾼高校必须与教育部最新普通⾼高校名单⼀一致，且填写规范。 

本报告中的定性观点来⾃自对平台数据和公开资料料的分析，结合了了BOSS直聘研究院相关模型。  

针对报告中的细分研究主题，研究团队采取了了相应的抽样⽅方法，并对样本进⾏行行清洗，剔除了了不不合格和不不完整数据，并分别进⾏行行了了置信度检
验。在部分涉及到跨领域、跨年年度对⽐比的主题下，均对数据进⾏行行了了标准化处理理。  

作为第三⽅方机构，我们引⽤用的数据⾮非来⾃自官⽅方普查数据库，或有更更权威更更完善的数据库，我们未获得使⽤用权。我们的抽样⽅方法也可能存在不不
完善之处，因此数据结果存在⼀一定偏差，不不能作为商业、投资或政策决策的确定性依据，仅展现⾏行行业⼈人才趋势，作为参考。希望读者们认真
辨别，多多批评。  

本报告中所有的⽂文字、数据均受到中国法律律和知识产权相关条例例的版权保护。没有经过BOSS直聘研究院的书⾯面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不得将本报告中的信

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

数据说明与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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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元 52.5%

✦ 据教育部官⽅方数据，2021届⾼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约为909万⼈人。相较去年年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2021年年应届⽣生春招明显回暖。BOSS直聘研究

院数据显示，截⾄至5⽉月，2021年年春招季应届⽣生招聘规模同⽐比增幅达到52.5%。 

✦ 2021年年春招季，校招岗位的平均招聘薪资为6112元，同⽐比增⻓长4.7%，继续保持连年年⼩小幅增⻓长的趋势。2021年年应届⽣生的平均期望薪资为6030

元，与去年年同期基本持平。这也是五年年来，应届⽣生的期望薪资与市场价格最为接近的⼀一年年，学⽣生对职业发展和就业市场的认知正在提升。

2021应届⽣生春招季平均招聘薪资 2021应届⽣生春招规模同⽐比增幅

4.7%

2021应届⽣生春招季平均招聘薪资同⽐比增幅

2021年年应届⽣生春招回暖，招聘需求同⽐比⼤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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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春招季不不同规模企业的应届⽣生招聘规模同⽐比增幅

20⼈人以下 20-99⼈人 100-499⼈人 500-999⼈人 1000-9999⼈人 10000⼈人以上

招聘规模同⽐比

59.6%58.3%
47.5%

52.9%50.4%
44.3%

✦ 2021年年春招季，随着经济持续复苏，不不同规模企业的应届⽣生招聘同⽐比增幅均超过40%。其中，万⼈人以上规模的⼤大型企业应届⽣生需求

量量同⽐比增幅达到59.6%。 

✦ 我们注意到，在需求分布结构上，2019年年以来，500⼈人以下中⼩小企业的应届⽣生招聘需求占整体⽐比例例出现⼩小幅下滑。疫情对中⼩小企业

的冲击相对更更⼤大，⽽而⼈人⼒力力成本在中⼩小企业经营成本中占据较⼤大⽐比例例。⾼高校应届毕业⽣生和中⼩小企业作为“稳就业”在市场供需两端的关键

群体，需要⻓长期持续重点关注。

不不同规模企业的应届⽣生招聘需求普涨四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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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三线城市

⼆二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

✦ 2021年年春招季，⾯面向应届⽣生的校招岗位有62%来⾃自⼀一线城市与新⼀一线城市，较去年年轻微下降。其中，⼀一线城市校招岗位占⽐比25%，同⽐比下降4个

百分点；新⼀一线城市校招岗位占⽐比37%，同⽐比增⻓长4个百分点，已成为应届⽣生就业吸纳的主⼒力力军。

注：⽓气泡⼤大⼩小表示2021年年春招季应届⽣生招聘规模

2021应届⽣生春招季各城市招聘规模与薪资同⽐比变化

新⼀一线城市成为应届⽣生就业吸纳的主⼒力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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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要求 招聘规模同⽐比增幅 平均招聘薪资（元） 平均招聘薪资同⽐比增幅

博⼠士 75.7% 24775 1.1%

硕⼠士 57.9% 11224 13.6%

本科 57.5% 6331 7.1%

⼤大专 49.5% 5417 2.0%

✦ 近年年来，企业对于基础研究和技术进步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直接体现为“博⼠士⼤大战”的不不断升级。2021年年春招季，产业界的应届博⼠士⽣生招聘

需求同⽐比增幅达到75.7%，平均招聘薪资24775元，数字技术类岗位的应届博⼠士⽣生平均招聘薪资达到31785元。 

✦ 我们发现，“博⼠士⼤大战”竞争最为激烈烈的三⼤大细分领域为数字技术、医疗健康和智能制造。其中，医疗健康领域的博⼠士需求同⽐比激增110%，⽣生

物制药、基因治疗、疫苗、⾼高端医疗器器械、在线医疗等细分⽅方向均存在明显的⼈人才紧缺现象。 

✦ 相似地，对于硕⼠士毕业⽣生的需求同样集中于数字技术、教育、医疗健康和制造业领域。我们还观察到，今年年以来，供应链/物流⽅方向的⾼高学历

⼈人才需求暴暴涨，硕⼠士需求同⽐比增⻓长260%，疫情对全产业供应链、仓储运输、贸易易流通等多⽅方⾯面的影响和改变正在显现。

数字技术、医疗健康和智能制造领域的“博⼠士⼤大战”持续升级

2021应届⽣生春招季不不同学历招聘规模与薪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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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春招季应届⽣生招聘规模同⽐比增幅最快的三个⾏行行业

新能源/环保

农林林牧渔

公共管理理、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03.6%

115.3%

225.4%

✦ 2021年年春招季，市场上的应届⽣生岗位在⾏行行业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点。尽管互联⽹网、⾦金金融等⾏行行业仍然是传统的“岗位⼤大户”，我们观察到，在新能源汽⻋车、智能

驾驶、碳中和、碳达峰、乡村振兴、智慧农业等⼀一系列列产业和政策热点的助推下，新能源/环保、农林林牧渔、社区管理理等“冷⻔门领域”对⾼高学历⻘青年年⼈人才⼗十分渴求，招聘

规模迎来⾼高峰，普遍呈现翻倍增⻓长。 

✦  2021年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起始年年。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农林林牧渔产业的应届⽣生岗位需求翻倍增⻓长，其中，以智慧农业、现代化养殖、农产品营销为代表

的岗位规模同⽐比增⻓长13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年实现最终脱贫的52个县，在2021年年上半年年对⾼高校应届⽣生的需求增⻓长超过40%。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利利⽤用电商

渠道的品牌营销成为重点⼈人才招募领域。 

✦ 近年年，国家在政策层⾯面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以促进基层⾼高质量量发展。BOSS直聘的问卷调研显示，在尚未最终确定⼯工作的应届⽣生中，45%愿意考虑基

层及社区岗位，并希望能够获得更更加清晰、明确的相关信息渠道。

新能源、农林林牧渔、社区管理理等领域渴求⻘青年年⼈人才，应届⽣生招聘需求翻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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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年，⼀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高校的毕业⽣生，希望在就读城市发展的⽐比例例均超过60%；⽽而三、四、五线城市培养的⾼高校毕业⽣生愿意留留

在本市发展的⽐比例例普遍不不⾼高，城市的⾼高学历适应岗位规模和⼈人才吸引⼒力力明显不不⾜足。 

✦ ⼀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留留存和吸引的应届⽣生总量量远⾼高于其培养的毕业⽣生总量量。尽管新⼀一线城市的⼈人才吸引⼒力力正在快速提升，⼀一线城市仍然是⾼高学历名校毕业⽣生的优先

选择。2021年年春招季，从其他城市到⼀一线城市求职的应届⽣生中，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占⽐比⾼高达63%，毕业于“双⼀一流”⾼高校的占⽐比14%，均显著⾼高于整体⽐比例例。 

✦ 2021年年，深圳、上海海、重庆是本地⾼高校毕业⽣生留留存率最⾼高的三个城市。深圳、佛⼭山、苏州的本地⾼高等教育资源不不⾜足，但城市⼈人才吸引⼒力力较强，是对外埠毕业⽣生吸

引⽐比例例最⾼高的三个城市。

2021应届⽣生的本地就业留留存情况

0.0%

17.5%

35.0%

52.5%

70.0%

⼀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五线城市

10.4%
15.0%

22.8%

44.6%

63.4%
67.6%

应届⽣生留留存率

2021应届⽣生就读与求职地域分布（不不同城市等级）

⼀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五线城市

2.9%
5.9%

11.3%

21.9%

37.1%

20.9%

4.4%

9.9%

16.9%

25.1%

31.2%

12.4%

就读学⽣生占⽐比

吸纳学⽣生占⽐比

⼀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高校应届⽣生本地求职⽐比例例超过六成

注：应届⽣生留留存率=本地⾼高校应届⽣生规模/期望在本地求职的应届⽣生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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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应届⽣生⾏行行业关注分布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 教育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9.0%

12.5%12.9%

17.2%17.7%

应届⽣生⾼高度⻘青睐现代服务业，对⼩小微企业的关注回温

✦ 2021年年春招季，受应届⽣生关注最为集中的前五个⾏行行业⼤大类集中在现代服务业领域，以数字技术类岗位为主的互联⽹网、电⼦子/通信和科学技术

服务⾏行行业吸引了了26.7%的应届⽣生；商务和专业服务（⼴广告、咨询、法律律、会计审计等）⾏行行业也体现出对应届⽣生的强劲吸引⼒力力。 

✦ 教育培训⾏行行业的应届⽣生招聘规模位列列前三，同时受到⼤大量量应届⽣生的关注。但近两个⽉月以来，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集中治理理和监管政策陆续出

台，对⾏行行业带来的影响需要持续关注。 

✦ 我们还观察到，2021年年春招季，超过50%的应届⽣生对来⾃自20⼈人以下的⼩小微企业发布的岗位表现出了了兴趣，较去年年同期明显回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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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本科应届⽣生存在较明确的⼤大城市发展意愿，但求职竞争⼒力力不不⾜足

⼀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五线城市

0% 10% 20% 30% 40%

5%

9%

14%

13%

32%

26%

1%

5%

14%

34%

36%

10%

就读学⽣生占⽐比

求职学⽣生占⽐比

✦ 我们发现，⺠民办本科院校的毕业⽣生存在较为明确的去⼤大城市发展意愿。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年，有56%的⺠民办本科毕业⽣生愿意留留在学校

所在地⼯工作。不不愿意在就读城市求职的学⽣生中，前往新⼀一线城市求职的⽐比例例最⾼高，占到32%，其次是⼀一线城市，占到26%。相似地，学校所在地本就

是⼀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毕业⽣生，愿意留留在当地⼯工作的⽐比例例均超过六成。 

✦ 然⽽而，⺠民办本科院校毕业⽣生的求职始终存在诸多挑战。2021年年春招季，他们的平均期望薪资为5270元，远低于公⽴立⾼高校应届⽣生（6739元），求职竞争

⼒力力亦存在30%~40%的差距。缺乏复合型技能和求职技巧、实践经验不不⾜足是⺠民办本科院校学⽣生的主要短板，选择的岗位也以课程销售、⾏行行政、运营客

服等基础型岗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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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经济”⼈人才需求迅速扩⼤大，供需两端存在结构错配

✦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已进⼊入新⼀一轮⽼老老龄化加速时期，

直接推动“银发经济”成为新蓝海海。不不断增⻓长的⽼老老龄消费需求对⽼老老龄产业的多样化、⾼高端化、专业化提出了了更更⾼高要求，也对⽼老老龄产业的⼈人才

储备提出了了挑战。 

✦ 2021年年前5个⽉月，养⽼老老产业相关岗位的应届⽣生招聘规模同⽐比增⻓长51%，但与社会招聘的⽕火热程度相⽐比，产业整体对应届⽣生的招聘意愿较弱，

薪资竞争⼒力力不不⾼高。我们观察到，养⽼老老产业对应届⽣生的需求集中于⻔门槛较低的基础型岗位，销售、⾏行行政与运营类岗位占到应届⽣生需求的

64%，但有从事销售类岗位意愿的应届⽣生却较少关注养⽼老老产业。 

✦ 对应来看，养⽼老老产业中的“硬核”专业岗位更更倾向于社会招聘，有意愿进⼊入⾏行行业发展的应届⽣生获得的职业机会不不⾜足。与⽼老老年年医疗服务、智慧养

⽼老老产品研发领域⾼高度相关的岗位，如医疗健康类、数字技术类、产品研发设计类，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社会招聘偏好。BOSS直聘研究院数

据显示，专业型岗位仅占养⽼老老产业应届⽣生需求的12%，⽽而在产业的整体需求中占⽐比达到23%，存在较为明显的结构差异。 

✦ 2021年年春招季，对⽼老老龄产业有求职意向的应届⽣生规模同⽐比增⻓长69%，平均期望薪资为5889元，同⽐比上涨5%。我们发现，⽬目前养⽼老老产业的

招聘需求对学历的要求集中于⼤大专学历，⾼高端职位倾向于社会招聘。但60%有意向的应届⽣生求职者为本科学历，对于职位和⼯工作内容有更更

⾼高的期望，形成了了供需两端的结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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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
24%

新⼀一线城市
43%

⼆二线城市
21%

三线城市
8%

其他
4%

⽼老老龄产业应届⽣生招聘需求分布（不不同城市等级） ⽼老老龄产业应届⽣生需求规模同⽐比变化（不不同城市等级）

✦ ⽬目前，新⼀一线城市是养⽼老老产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最主要的招聘地域。新⼀一线城市相对⼀一线城市更更加舒适的⽣生活环境，以及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

红利利，都是养⽼老老社区、养⽼老老地产、养⽼老老⾦金金融服务等⾏行行业重点领域发展的优势条件。⽽而⼀一线城市⽬目前的岗位需求集中在互联⽹网/IT领域，以轻资产⾼高附

加值为主的养⽼老老科技领域为侧重点。⼆二线、三线城市中，500⼈人以下规模的中⼩小型企业需求规模持续扩⼤大。

⽼老老龄产业的应届⽣生需求集中于新⼀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0% 17.5% 35% 52.5% 70%

38%

39%

6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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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年春招季，“新基建”领域的应届⽣生招聘市场迅猛发展。我们选取了了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及⾃自动驾驶作为代表

性的新基建领域进⾏行行观察。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年春招季，新基建代表领域的应届⽣生招聘需求同⽐比增⻓长57.6%，平均招聘薪资

同⽐比增⻓长9.2%，达到8393元，薪资⽔水平⾼高出应届⽣生整体平均招聘薪资37.3%。 

✦ 我们观察到，新基建领域已成为应届⽣生，尤其是理理⼯工科专业背景毕业⽣生的求职热点。2021年年春招季，关注新基建代表领域岗位的应届⽣生同⽐比

增⻓长70%。关注数字技术类岗位的应届⽣生中，超过半数重点关注新基建代表领域企业。 

✦ 我们还观察到，新基建代表领域中，100-499⼈人规模的中型成⻓长性企业对应届⽣生的需求激增，同⽐比增⻓长69%，平均招聘薪资涨幅13%。需求

结构的变动反映了了新基建代表领域内中型企业迅猛的发展态势，产业链中下游正涌现出更更多提供前沿技术和专业解决⽅方案的公司，为有志于

此的应届⽣生提供了了良好的发展机会。

关注新基建代表领域的应届⽣生规模同⽐比增⻓长70%，中型企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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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路/芯⽚片 ⼈人⼯工智能 ⼤大数据 5G 智能硬件

招聘规模同⽐比

平均招聘薪资同⽐比

28%

17%

2%

10%

29%

102%

84%

50%
64%

96%

29%

10%

2%

17%

28%

✦ 我们发现，2021年年以来，新基建核⼼心岗位中，智能硬件相关岗位需求增⻓长最为迅猛，规模同⽐比增⻓长102%，薪资同⽐比增⻓长28%。 

✦ ⼈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落地和商⽤用，带动了了智能硬件市场的崛起。近年年来，⾃自动驾驶、⼯工业机器器⼈人等领域的不不断突破，对硬件开发⼈人才提

出了了巨⼤大的挑战。随着⼯工业智能化的程度提升，企业对掌握先进硬件开发技术的⼈人才愈加渴求，与国际智能硬件尖端⽔水平紧密衔接的新

兴职位需求不不断涌现。

智能硬件类岗位需求⼤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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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制造是制造强国战略略的主攻⽅方向。近年年来，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紧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制造业的核⼼心⼈人才培养基地，相关专业毕业⽣生受到⼴广泛关

注。⽬目前，我国已有⼯工业机器器⼈人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等智能制造相关⾼高职专业达150多个。 

✦ 在智能制造领域求职的2021届应届⽣生中，⼤大专毕业⽣生占⽐比54%，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期望去新⼀一线城市发展。计算机类专业毕业的学⽣生接近60%，主

要集中在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专业⽅方向；此外，⾃自动化专业类的求职者中，机电⼀一体化技术和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也占有较⾼高⽐比例例。

在智能制造领域求职的应届⽣生中，对⼝口专业⼤大专毕业⽣生超过半数

机电设备类

1.8%

通信类

2.5%

机械设计制造类

6.6%

电⼦子信息类

11.1%

⾃自动化类

19.7%

计算机类

58.3%

2021年年在智能制造领域求职的对
⼝口专业⼤大专应届⽣生背景分布

注：智能制造领域主要包括智能装备、智能⼯工⼚厂、智能服务、⼯工业

软件、⼯工业⼤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云、传感器器及仪器器

安装、嵌⼊入式系统、⼈人机交互系统、⼯工业机器器⼈人、⼈人⼯工智能、边缘

计算、数控机床及设备、增材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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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届智能制造相关专业⼤大专毕业⽣生期望岗位分布

智能制造对⼝口专业⼤大专毕业⽣生呈现流失状态

技术研发 客服/运营 ⽣生产制造 设计 ⾏行行政 销售 ⽣生活服务 新媒体 培训

4%5%
7%8%

9%9%10%

16%

24%

✦ 我们发现，智能制造对⼝口专业的2021年年⼤大专应届⽣生中，只有约43%期望到相关企业中从事技术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类核⼼心岗位岗位，平均期望薪

资为5980元。超过50%的毕业⽣生期望进⼊入其它⾏行行业或⾮非专业相关的职业，专业对⼝口⼈人才流失明显，这种情况不不仅仅由学⽣生的主观意愿造成，也与市

场招聘结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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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S直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年春招季，智能制造领域的应届⽣生招聘岗位中，明确招收⼤大专毕业⽣生的岗位⽐比例例仅占40%。在技术研发核⼼心

岗位中，70%的岗位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企业要求和毕业⽣生供给现状存在较⼤大距离，成为⽬目前⾏行行业⼈人才错配的主要表现之⼀一。 

✦ 随着教育部《教育信息化2.0⾏行行动计划》的实施，智能制造领域的本科专业建设更更趋完善。2019年年，教育部启动了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工

作，设置了了80个专业，包括智能制造⼯工程、物联⽹网⼯工程等智能制造相关专业24个。 

✦ 智能制造领域的⼈人才需求在快速增⻓长，⼈人才供给结构和培养模式亟待优化改⾰革。加快推进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突出不不同学历层次的教

学和实践特⾊色，在专业教学基础上，更更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力和基本素养，都是改善⼈人才供给现状的重要⼿手段。

智能制造领域主要应届⽣生岗位⼤大类的最低学历要求分布

岗位 ⼤大专 本科 硕⼠士 平均招聘薪资

技术研发 29% 62% 8% 9430

销售 82% 17% 1% 9709

⽣生产制造 52% 43% 4% 6653

设计 51% 46% 3% 5856

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结构和培养模式亟待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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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O S S 直 聘 ” 是 ⼀一 款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首 创 互 联 ⽹网 “ 直 聘 ” 模 式 的 在 线 招 聘
A P P ， 于 2 0 1 4 年年 7 ⽉月 1 3 ⽇日 上 线 ， 致 ⼒力力 于 为 职 场 B o s s 和 求 职 者 搭 建 ⾼高
效 沟 通 、 信 息 对 等 的 平 台 。 B O S S 直 聘 产 品 的 核 ⼼心 是 “ 直 聊 + 精 准 匹
配 ” ， 通 过 将 在 线 聊 天 功 能 引 ⼊入 招 聘 场 景 ， 让 应 聘 者 和 ⽤用 ⼈人 ⽅方 直 接 沟
通 ， 从 ⽽而 跳 过 传 统 的 冗 ⻓长 应 聘 环 节 ， 提 升 沟 通 效 率 。 同 时 ， B O S S 直
聘 应 ⽤用 前 沿 ⼤大 数 据 与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 不不 断 追 求 岗 位 与 ⼈人 才 的 多 维 度 精
准 推 荐 与 匹 配 ， 提 升 招 聘 效 果 。  

B O S S 直 聘 研 究 院 以 ⾃自 有 ⼈人 ⼒力力 资 源 ⼤大 数 据 平 台 为 基 础 ， ⻓长 期 保 持 对 ⼈人
才 市 场 和 ⾏行行 业 动 向 的 关 注 与 观 察 。 《 B O S S 直 聘 ⼈人 才 吸 引 ⼒力力 报 告 》 每
季 度 发 布 ， 根 据 ⾃自 主 研 究 模 型 ， 发 布 不不 同 ⾏行行 业 、 企 业 和 岗 位 的 ⼈人 才 吸
引 ⼒力力 指 数 ， 并 从 薪 酬 和 流 动 的 ⻆角 度 观 察 劳 动 ⼒力力 市 场 ， 对 每 季 度 的 重 ⼤大
⼈人 才 政 策 进 ⾏行行 分 析 。 除 季 度 报 告 外 ， B O S S 直 聘 研 究 院 还 针 对 不不 同 ⾏行行
业 和 就 业 市 场 热 点 ， 发 布 相 关 研 究 报 告 。 B O S S 直 聘 研 究 院 与 具 有 影
响 ⼒力力 的 学 术 机 构 和 企 业 合 作 ， 开 展 跨 领 域 视 ⻆角 研 究 。 B O S S 直 聘 研 究
院 ⻓长 期 与 媒 体 保 持 良 好 互 动 ， 提 供 报 道 数 据 ⽀支 持 和 专 家 观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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