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

腾讯、阿里、小米、美团、ofo、滴滴……这一年来，不断的有企业加入了组织结构调整的大军。“组织热”过境，也在2019全面影响了整个互

联网行业。

立足招聘领域，我们看到的是企业组织调整后，对于人才需求的变化。经历了蒙眼疯跑，盲目扩张的阶段，2018-2019的互联网企业对于扩张

的需求放缓，更多着力于补充企业中高端人才。同时，对引进人才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但此企业所看重的中高端人才，在职位供需下降，求职

难度变大的大环境下，更多的选择积极观望，谨慎跳槽。

与此同时，腾讯建立了新的云和智能产业集群。这被外界解读为，腾讯将更重视腾讯云等面向商业(to B)的业务。预示着消费互联网产业正在

向产业互联网转向。阿里、百度、小米等纷纷边缘化与人工智能无关业务，发力人工智能（AI）、大数据（BIG DATA）、云计算（CLOUD）的

“ABC“领域。在2018年底至今的互联网裁员潮中，电商、IT等非技术或普通技术岗位成为重灾区。而“ABC“领域的人才，进一步处于供不应求的状

态。这也将成为互联网企业人才站最为激烈的战场之一。

以上的人才需求调整，以及互联网正面临的渠道下沉，传统转型，产业化转型以及新零售扩张等趋势，都将会对互联网行业招聘格局有所影响。

拉勾观点：2019-2020将是互联网企业储备人才，完善和提升组织结构的重要年份。组织结构调整，预示着蓄力之后的再次出击。互联网人才

招聘的重点也需从数量向质量进行转型。如何提升获取高端人才的效率，将影响互联网企业的后续发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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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缺少好的投资项目，融资创业更加理性

人才流动放缓，企业更愿意为生存买单

在初级岗位上，企业拥有更多选择空间

行业发展趋于理性，如何生存和创造真正的价值是当前目标

一.  2019年互联网行业招聘市场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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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创业更加谨慎，2019年Q1新增企业数达三年最低值

Ø 互联网领域获得投资的企业增速不断下滑，资本缺少好的新项目进行投入

Ø 但投资总盘子不变，好项目依旧火热。互联网行业发展进入下半场，梯队已经逐渐形成

Ø 互联网创业变得谨慎，从18年Q1开始，企业新增数量放缓，2019年的Q1到达近三年Q1的最低值

1.4% 1.5% 
1.2% 

1.0% 0.9% 0.8% 0.8% 
0.6% 

0.4% 0.6% 0.5% 0.5% 

2018-2019年获得融资企业数

累积量 增速

数据来源：鲸准

16% 18% 22% 
15% 16% 16% 

12% 8% 10% 

互联网企业数量及增速

总量 增速

数据来源：拉勾大数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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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纷纷优化团队，重视变现能力

Ø 自2017年Q4开始，企业岗位发布增速变缓，对目标人才的要求变高，导致整体人才流动变缓

Ø 相比于加速扩张，更多的互联网企业在2018～2019年着力企业人才优化，对于人才的选择更加慎重

Ø 为了更好的存活，企业更加看重商业产品的变现能力，能为企业创收的销售岗位的占比是有轻微上升的趋势

10.0% 
10.3% 

10.7% 
10.8% 11.0% 11.2% 11.1% 11.1% 

11.3% 
销售岗位发布量及占比情况

总量 占比

10% 11% 12% 
9% 9% 10% 

8% 

5% 6% 

互联网企业发布职位量及增速

总量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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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加大3年以上人才招聘力度

Ø 2019年企业更加注重高端人才招聘，3年以上岗位占比增加5%，技术类3年以上岗位占比增加高达7%；

Ø 互联网企业在人才扩容放缓的同时，纷纷将人才需求转位中高端人才。着力优质人才沉淀与企业成长；

Ø 我们可以大胆预测，此时能够抢占中高端人才，最早实现企业人才结构升级的公司，将抢占一波发展先机.

11% 

12% 

45% 

39% 

33% 

36% 

11% 

13% 

18年

19年

整体空缺岗位需求年限分布

应届毕业生 1-3年 3-5年 5年以上

6% 

6% 

36% 

30% 

43% 

45% 

14% 

19% 

18年

19年

技术类空缺岗位需求年限分布

应届毕业生 1-3年 3-5年 5年以上

数据来源：拉勾大数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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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人才大量流入市场，企业有更多候选人可选

Ø 企业进行人才优化与组织提升后，大量初级岗位流向市场

Ø 供需比差值拉大，岗位竞争比较激烈，企业对初级人才的选择空间更大

0.5 0.5
0.5 0.4 0.5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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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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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拉勾指数变化
拉勾指数=求职人数/岗位空缺数 即1.1为1.1个人竞争一个岗位

2018 2019

数据来源：拉勾大数据研究院



杭州，武汉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强势争夺人才

传统转型互联网企业人才需求持续激增

ABC等专业领域人才重金难求

人才竞争加剧，人才要求提升，2019互联网招聘难度更大

二. 2019互联网行业Hr面临四大全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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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以上的互联网HR比以往花费更多时间进行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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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安，武汉人才流入比增长位列全国前三

Ø 南京，西安，武汉，珠海等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人才流入比增长近50%，对互联网人才有着持续吸力

Ø 但杭州、厦门在经过大面积人才引进政策的热度都退去后，机会随着创业潮的退去而减少

Ø 整体看来，在未来1-2年新一线城市对于人才的吸引仍对传统一线城市带来冲击

-16% 

-2% 

9% 

1% 
-4% 

16% 

6% 

26% 

13% 14% 

-2% 

13% 12% 

-20% 

6% 

24% 

-1% 

-29% 

-1% 

40% 
37% 39% 

50% 

14% 

23% 

38%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杭州 成都 南京 苏州 武汉 西安 厦门 重庆 珠海

一线 新一线

各城市年度职位增幅及人才流入比增幅

年度职位增幅 年度流入/流出比增幅

注 : 流入比=流入人数/流出人数；增幅越大，表示该城市净流入人口增速越快 数据来源：拉勾大数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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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武汉薪酬涨幅相比于北上广深更有吸引力

Ø 以杭州，武汉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也将人才引进重点定位于经验成熟者

Ø 以5年以上经验互联网行业从业者薪酬涨幅为例，杭州的15%及武汉的12%，明显高于北、上、广、深的11%，9%，10%，7%

Ø 在薪酬优势逐渐不再明显的同时，新一线城市的消费水平，房价优势及对人才引进的种种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成熟人才

6.6
11.5

17.7

25.6

34.8

2% 6% 6% 11% 9% 

北京（单位：k/月）

6.0
10.3

16.1

24.0

38.4

1% 6% 5% 9% 
3% 

应届毕业生 1-3年 3-5年 5-10年 10年以上

上海（单位：k/月）

7.2 9.6
14.5

22.7

32.7

7% 7% 8% 7% 11% 

深圳（单位：k/月）

5.1 8.3 12.9
19.7

31.5

14% 10% 7% 10% 1% 

广州（单位：k/月）

6.3
9.2

14.7

21.9

31.6

1% 8% 5% 
15% 16% 

应届毕业生 1-3年 3-5年 5-10年 10年以上

杭州（单位：k/月）

5.6 7.1
10.5

15.1
17.7

6% 8% 4% 
12% 16% 

应届毕业生 1-3年 3-5年 5-10年 10年以上

武汉（单位：k/月）

数据来源：拉勾大数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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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医疗，零售等传统行业对互联网人才需求持续增加

Ø 随着传统行业互联网化进程不断加深，对互联网人才的需求保持强势增长趋势；

Ø 传统转型企业很多在其所属领域已经具有一定的沉淀与积累，制度完善，成长稳定，吸引大量互联网人才

Ø 传统行业公司也将成为互联网人才的职业选择方向之一

83% 
76% 

62% 
55% 

46% 
38% 

24% 

教育 医疗 零售 金融 房地产 文娱 物流

19年传统行业招聘互联网人才需求增幅

数据来源：拉勾大数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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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3-5年经验人才，平均年薪超30万，仍旧重金难求

Ø 人工智能（AI），大数据（Big data），云计算（Cloud）等新锐领域，3-5年工作经验岗位月均薪达到26K，具有强势竞争力

Ø 但因该领域主要招聘以AI，资深技术为主的高端人才，准入门槛较高，所以人才供应相对稀缺

30

24.2 24.1 23.7
21.6

20.3
19.8 19.3 19.1 18.4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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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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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人工智能 大数据 区块链 云计算 数据服务 社交网络 O2O 金融 游戏 旅游

3-5年岗位月薪前十行业（岗位/人才）供需比

月薪（K) 供需比

数据来源：拉勾大数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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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以上HR认为招聘更难了

你是否认同近半年来招聘更加容易了

33.60% 

56.60% 
64.30% 

1-3年 3-5年 5年以上

认为招聘周期比以往更长的HR占比

目标候选人工作年限

Ø 仅有不足3成HR认为2019年相比往年招聘更加容易，22.63%的HR对此表示强烈不认同
Ø 56.6%的HR招聘3-5年经验候选人时间比以前更长，56.15%的HR招聘5年以上经验候选人时招聘周期增加2周以上
Ø 空缺岗位目标候选人的工作年限越高，招聘难度提升越大

非常认同, 3.34%

部分认同, 
25.93%

不清楚, 
8.09%部分不认同, 

39.92%

非常不认同, 
22.63%

数据来源：拉勾大数据研究院



整体求职者找工作周期变长，对市场充满担忧

对招聘信息关注度提升，但跳槽更加谨慎

对于新机会积极观望，谨慎行动，更加关注稳定性

三. 2019互联网人才求职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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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周期较2018年明显变长，找工作更难了

Ø 随着企业对目标人才要求的提升，互联网人求职难度增加

Ø 仅有17%的求职者在离职半月内能找到新工作，1-3个月及3个月以上才能找到工作者增加

19% 

37% 

33% 

11% 

17% 

35% 35% 

13% 

半个月内 半个月-1个月 1-3个月 3个月以上

互联网人找工作周期变化

18年 19年

数据来源：拉勾大数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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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的互联网从业者对目前的就业环境感到担忧

28.82% 

22.00% 

31.25% 

32.00% 

34.00% 

61.18% 

64.33% 

54.46% 

54.00% 

53.00% 

10.00% 

13.67% 

14.29% 

14.00% 

13.00% 

1年及以下

1-3年

3-5年

5-10年

10年及以上

非常担心 有些担心 不担心

你是否对现在的就业环境感到担忧

整体趋势 不同工作年限差异

数据来源：拉勾大数据研究院

非常担心, 
25.97%

有些担心, 60.26%

不担心, 13.77%

Ø 对于2019年的就业环境，仅13.77%互联网从业者表示不担心，1/4的互联网人对就业环境非常担心

Ø 工作年限越高其需要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越重，导致其对求职市场环境担忧情绪更严重



18

“对市场环境的担忧”成为求职者不敢跳槽的主要因素

Ø 近半数的互联网从业者表示，市场环境的担忧是限制他们跳槽的因素之一

Ø 此项数据已经超越家庭负担带他们的影响

Ø 在对市场环境不看好的情况下，跳槽过程中对于稳定因素的考量更多

限制你跳槽的因素有哪些

数据来源：拉勾大数据研究院

6.62% 

16.49% 

35.97% 

40% 

44.81% 

46.1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其他

不喜欢变化

团队归属感

个人能力与市场推介

家庭负担

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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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网站浏览频次翻倍，但跳槽更加慎重

Ø 求职者更加密切关注求职市场，较2018年相比，求职者表现的更为活跃，月均访问招聘网站次数比2018年同期增长2倍

Ø 但在跳槽行为上，更加谨慎超过70%的互联网从业者比过去一到两年求职更加慎重，他们需要更多的信息对于企业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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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薪酬外，发展前景堪忧及不良文化，将刺激人才跳槽

Ø 针对导致互联网人跳槽调查，薪酬不匹配工作付出仍旧是导致互联网人跳槽的最大诱因

Ø 企业的业务发展能力既存活能力不足，仅次于薪酬，成为互联网人才跳槽的极大诱因

Ø 值得指出的是，互联网人才对于公司发展，文化气氛的关注远高于外部诱因，既外部公司更好的工作机会

Ø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公司良好的存活与发展能力，良好的文化气氛和员工成长，将有效降低人才流失的可能性

63% 

48% 48% 46% 

33% 31% 
28% 

21.82% 19.61% 17.14% 

2.47% 

薪酬结构 业务发展 文化气氛 成长速度 个人原因 晋升原因 工作内容 部门领导 办公环境 外部诱因 其他

影响互联网人跳槽因素

数据来源：拉勾大数据研究院



21

3年以上人才更看重收入，职场新人更关注工作内容

Ø 在导致员工跳槽的因素中，“薪酬”和“工作内容”对工作年限不同的求职者影响差异最大

Ø 1年一下人才更关注工作内容，3-10年人才更在意薪酬，10以上求职者由于期权等额外收益，对薪酬本身敏感度下降

55.07% 

61.26% 

62.33% 

64.12% 

69.72% 

10年及以上

1-3年

1年及以下

3-5年

5-10年

离职因素：薪酬不匹配付出

20.09% 

23.85% 

26.13% 

27.33% 

33.53% 

10年及以上

5-10年

3-5年

1-3年

1年及以下

离职因素：工作内容不感兴趣

数据来源：拉勾大数据研究院



94%企业HR已经开始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拉勾根据企业类型不同匹配个性化招聘解决方案

2019人才变局，企业应该怎么办

四. 2019互联网招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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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的企业将加大“中高端招聘”及“雇主品牌建设”投入

Ø 29%的企业未来主要规划方向依然是中高端人才（3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招聘

Ø 企业文化、雇主品牌建设、以及组织结构的升级也是企业未来重点规划之一

Ø 变局之中只有6%的企业HR依然没有应对

中高端人才招聘
29%

企业文化及雇主

品牌建设
25%

组织力建设
20%

薪酬结构提升
18%

没有相关计划
6%

其他

2% 

2019年企业计划在以下哪些地方投入更多精力和成本

数据来源：拉勾大数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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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勾覆盖1400万以上互联网中高端人才，ABC领域上也有不俗表现

3年以上人才占比, 68% 

应届毕业生占比, 9%

1-2年经验人才占比, 23%

拉勾人才分布

ABC, 10%

前端开发, 
9%

后端开发, 55%

其他开发, 26%

拉勾开发类中高端人才分布

备注：ABC:人工智能（AI）、大数据（BIG DATA）、云计算（CLOUD）

数据来源：拉勾大数据研究院

Ø 在拉勾2100万人才中，有近70%的3年以上互联网人才

Ø 拉勾网做为专业互联网领域招聘平台的品牌被行业所认可。吸引了大量互联网领域相关人才

Ø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ABC领域也有不俗表现，10%的专业领域尖端人才远超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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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类型企业提供招聘解决方案

互联网
大厂

新锐
企业

招聘量大
招聘方式多样化

招聘需求紧急
需要主动出击

加大职位曝光量

建立良好雇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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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企业服务模式满足企业招聘需求

招聘效果 雇主品牌

紧急批量招聘

日常招聘

拉勾RPO 主题招聘活动

拉 勾 +
基础招聘套餐 拉勾行业盛典

招聘风暴周 全民升职季 极速入职 实力派

适用于有大量招聘需求，希望提升雇主品牌影响力的企业

雇主评选 中国互联网人才官峰会 拉勾之夜

适用于关注行业发展，贴近人才需求，建设雇主品牌的企业

适用于有批量紧急，中高端人才招聘需求的企业

垂直互联网 批量急招 2-8年人才 按效果结算

适用各类行企业日常招聘职位发布与维护

系统平台 批量职位发布 大数据匹配 在线沟通



扫码关注拉勾人才官账号
领取更多互联网招聘干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