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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百度指数的招聘网站用户网络关注度分析 

———以智联招聘网站为例

王　辉，彭　倩

（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运用百度搜索指数，以“智联招聘”作为关键词，研究智联招聘网站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用户网络关注度的时间及地域分
布特征和人群特征等，进而探析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演化特征及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用户网络关注度呈现逐

年上升趋势，我国求职高峰期在每年的３月年后返工期和７月应届生毕业季；在求职地区分布上，我国首都、东部沿海省份
及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求职需求更高，而西部发展较慢的地区求职需求相对较低；在年龄及性别分布上，年龄为２０～３９岁
的青壮年对智联招聘的关注度相对较高，男性对智联招聘的关注度更高、求职需求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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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网络招聘逐渐深入
人们的生活，利用招聘网站求职成为求职者常用的

求职方式。艾瑞咨询集团在《关于２０１５年中国网

络招聘行业的发展报告》中指出，我国网络招聘行

业招聘雇主的数量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招聘需求

持续旺盛，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我国网络招聘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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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雇主规模达２５２．４万人，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相比
较，招聘雇主规模增长率为２８．２％，行业中求职者
规模达 １１５２５．２万人，增长率为 １０．９％，预计到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求职者规模将突破１．６亿人。［１］在网
络招聘渠道中，第三方招聘网站为求职者求职和企

业招聘提供了便利，提高了招聘效率，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就业压力。招聘网站作为求职者寻求工

作的一种工具，其网站名称常常被求职者用作关键

词在百度中进行搜索登录来获取信息、投出简历、

获得面试机会等，因此，通过分析招聘网站在百度

搜索中某个时间段内的搜索量及关注度趋势，可以

了解就业人群在某特定时间段内的求职需求。本

文以智联招聘网站为例，利用百度公司推出的百度

搜索指数（以下简称百度指数）的搜索解析功能，以

“智联招聘”作为关键词，研究其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的
百度搜索量及其关注度趋势，进而探析我国就业群

体求职需求的时间特征、地区分布特征以及求职者

人群特征。

　　一　研究现状

自从百度公司推出了基于互联网搜索数据分

析的百度指数功能，依据百度指数得出的走势、趋

向性结果的科学性逐渐受到研究者的肯定，百度指

数作为一种分析、研究相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受

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在旅游管理领域，百度指数主要被应用于研究网络

关注度与旅游客流之间的关系上，如李山等人基于

百度指数，对我国第一批旅游景区的关注度、关注

趋势的时间分布及其前兆迹象进行了研究；［２］龙茂

兴等人运用百度指数对四川省旅游的网络关注度

与实际游客量进行研究，得出了两者具有很强的正

相关关系的结论；［３］黄先开等人以北京故宫为例，

对比加入百度关键词和未加入百度关键词的两种

预测模型，发现加入百度关键词的模型能实现利用

百度指数数据预测当天的游客量，并且在预测旅游

景区游客量上具有更高的精度。［４］在其他领域，百

度指数同样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如王洪伟等人将

中文论坛的新闻网页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百度指数

提供的用户搜索信息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得出网页

提取３个特征词时搜索效率最高的结论，这一研究
对提高网络信息的搜索效率、改进搜索排名准确性

具有重要意义；［５］为分析我国社会舆情结构性特

征，喻国明以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的百度搜索词数据库

为研究对象，利用大数据的价值挖掘与分析技术对

其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对我国社会管理与社会协

调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６］

传统预测方法的数据一般通过政府部门及相

关统计部门公开的统计报告获取，这样的信息数据

收集工作比较麻烦、工作量较大，并且数据的收集

与发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数据量也存在局限性，

从而限制了预测的精度；而搜索引擎的快速发展为

众多学科领域的预测研究提供了新途径，特别是百

度搜索指数数据统计的及时性，能够很好地弥补传

统预测方法存在的滞后性缺陷，还能实现对网络数

据的实时监测，而且数据收集工作量较传统方法要

小，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选择百

度搜索指数来辅助预测研究。虽然百度指数在旅

游及其他领域中应用较多，但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

较少见到学者应用这一新型工具进行预测研究，特

别是在招聘就业研究上，国内外还未见到利用百度

指数这一网络搜索技术进行专门预测的文献。同

时，国内外关于招聘网站的探究往往侧重于在理论

分析层面聚焦招聘网站存在的问题、有效性影响因

素等，较少从招聘网站的网络关注度及使用人群特

征的视角进行探讨，而利用百度指数这一新型数据

收集工具进行招聘网站实证探究的文献未曾发现。

因此，本文以智联招聘为例，将百度搜索指数工具

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聚焦于招聘网站网络关

注度及使用人群特征，系统搜集智联招聘总体用

户、个人计算机（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ＰＣ）用户、移动
互联网用户的网络关注度以及用户地区分布特征

和求职者人群特征等相关数据，对智联招聘关注度

进行时间和空间特征分析，并探究这些特征的形成

机理，从而揭示我国就业需求的时空格局，为求职

者及企业等用人单位提供相关参考。

　　二　研究工具及对象

（一）研究工具：百度指数

百度搜索中文在线网络搜索引擎的用户数量

十分庞大，遍及全国，而百度指数则是以百度搜索

网站大量的网民搜索数据为基础，具有能提供２００６
年至当前时间、不同搜索关键词网络搜索量功能的

数据分享平台，它是目前互联网甚至整个数据时代

具有重要意义的数据统计分析平台之一。通过百

度指数，人们可以了解某个关键词在百度中的搜索

规模（总体规模、ＰＣ端规模与移动端规模）、在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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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段内关注热度的跌涨态势、相关的舆论新闻以及

搜索该关键词的网民年龄、性别特征和地区分布特

征等。百度指数以网页搜索、新闻搜索为基础，能

快速发现、共享并挖掘出互联网上有价值信息，直

接而客观地折射出当前的社会热点和网民的兴趣

与需求所在。其指数能综合反映用户和媒体对某

个关键词的关注度的参考值，它通过科学与标准的

运算，透过直观图形界面展现，使用户最大化地获

取所需的有价值信息。近年来，以“让每个人都成

为数据科学家”为理想的百度指数受到了越来越多

的个人和企业的追捧。尽管百度指数作为一种新

型数据收集统计工具具有许多优势，但仍存在某些

关键词在百度指数搜索不存在导致无法收集到目

标数据的现象，因此百度指数在某些研究领域的使

用尚存在局限性。

（二）研究对象：智联招聘网站

号称中国国内招聘网站三大巨头之一的智联

招聘是专为大型公司和发展快速的中小型企业提

供网络、校园及报纸招聘服务，并提供招聘外包服

务、猎头服务、企业培训服务和人才测评服务等一

站式专业人力资源服务网站，也是获得了政府认证

且颁发了人才服务许可证与劳务派遣许可证的专

业服务机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１年１月，智
联招聘网平均日浏览量达６８００万次，日均在线职
位超过２５５万个，简历库的简历达３８００万份，且每
日新增简历超过３万份。［７］智联招聘为众多企业和
求职者提供了便利，受到了企业及求职者的欢迎。

在中国最佳互联网招聘网站排行中，智联招聘在

２０１５年排名第一，２０１６年排名第二。智联招聘网
作为我国建站时间最长、用户遍及全国的网络招聘

平台，见证了我国互联网招聘业务的发展历史，因

此本文拟以智联招聘网站为研究对象来探析我国

劳动力市场的时空特征。

　　三　结果与讨论

（一）用户网络关注度的时间分布特征及作用

机理

１．用户网络关注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为获取智联招聘的网络关注度数据，本研究首

先在百度指数平台上搜索“智联招聘”这一关键词，

并截取了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智联招聘在
百度搜索上的整体趋势信息流数据（见图１）。通
过计算各年度搜索指数的平均值，得到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智联招聘百度搜索平均指数（见图２）。

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智联招聘百度指数整体趋势

图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智联招聘百度搜索平均指数

图２直观地显示了近６年来智联招聘每年的
百度搜索平均指数，由此可看出智联招聘搜索指数

大体上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由２０１１年的８６７６２上
升至２０１６年的１５７１３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智联招聘
百度搜索指数之所以大体上呈现逐年递增特征，一

方面是因为网络招聘作为一种较为新型的招聘渠

道，由于其提供的职位信息庞大、信息搜寻成本较

低等优势，被越来越多的求职者所青睐；另一方面，

也间接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呈现逐年增加趋

势，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统计

数据显示，我国２０１１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６６０万，
２０１２年为 ６８０万，２０１３年增至 ６９９万，２０１４年达
７２７万人，２０１５年为７４９万，２０１６年我国高校毕业
生人数继续走高，并且创下了历史新高，达７５６万。
与此同时，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

出台，许多企业进行了结构调整，特别是一些传统

行业，在此轮改革中进行了较大的结构调整和人员

精简，导致这些企业的原有在职员工需要再就业，

重新加入求职大军之中。另外，目前８０后、９０后逐
渐成为职场主力，新生代员工具有更为多元的职业

价值观，在职场初期喜欢频繁跳槽，并且他们善于

利用招聘网站等新型渠道，这也是招聘网站用户关

注度逐年上升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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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网络搜索指数按照使用载体的不同又可

以分为“ＰＣ指数”和“移动指数”，即电脑端用户指
数和手机端用户指数，进一步对“ＰＣ指数”和“移动
指数”的特征进行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不同载体对

用户关注度的贡献程度。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智联招聘百度搜索指数变化趋
势见图３。

图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智联招聘百度搜索指数变化趋势

在百度指数中选定“ＰＣ趋势”，得到智联招聘
ＰＣ端的百度指数（见图 ３ａ）。由图 ３ａ可以看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智联招聘的百度搜索 ＰＣ指数呈现
逐年递增的总体趋势，这一趋势可以说明互联网的

普及使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加入招聘网站的使用行

列。在百度指数中选定“移动趋势”，得到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年利用手机端搜索智联招聘的搜索指数（见
图３ｂ）。图３ｂ显示出近６年来移动端用户的智联
招聘搜索指数呈现急剧增长趋势，这说明智能手机

方便了求职者利用网络求职，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

推动了招聘网站的大规模使用。图 ３ｃ为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年百度搜索 ＰＣ趋势和移动趋势的对比图。
从图３ｃ可以看出，ＰＣ端百度搜索占百度搜索指数
的绝大部分，但是ＰＣ趋势近几年增长缓慢，总体较
为平稳；相比之下，移动端百度搜索指数尽管所占

比例较小，但近几年该趋势增长显著，其搜索规模

在２０１６年时已经达到了 ＰＣ端的一半。这也说明
互联网招聘已逐渐由传统的 ＰＣ端向移动端发展，
移动端对时间地点的局限性较小，这使其在互联网

招聘中的优势更为凸显，所以移动端用户关注度的

增长速度比较快。

２．每年３月和７月用户网络关注度相对较高
为获取智联招聘网络关注度数据在一年中的

特征分布，本研究在百度指数平台上截取了 ２０１５
年１—１２月智联招聘百度搜索指数整体趋势（如图
４所示），并据此制作出各月份的搜索指数图（如图
５所示）。

图４　２０１５年智联招聘百度指数整体趋势

图５　２０１５年智联招聘搜索指数

从图４和图５可以看出，２０１５年３月百度搜索
指数相对较高，这说明中国传统春节之后的３月是
求职和跳槽的高峰期；另一个搜索指数相对较高的

时段是该年的７月，这恰好是应届大学生毕业的时
间，因此求职人数相对增加，搜索指数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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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其他年份也具有相似的规律。

（二）用户网络关注度的地域分布特征及作用

机理

在百度指数中选定“人群画像”，得到２０１３－
０９—２０１６－１０这一时间段中，关注智联招聘的人群
所在省份、区域和城市的地域分布图。根据该地域

分布图，本研究将各省级行政区（以内陆３１个省为
例）以及城市按照智联招聘搜索指数的高低排名绘

制成智联招聘搜索指数地域排名表（如表１～２所
示）。表１～２反映了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１０智联招
聘用户搜索指数的地域分布特征，一方面体现出不

同地域（省份、区域、城市）的求职者对智联招聘的

关注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劳动力市场供需的空间

分布。

表１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１０智联招聘用户搜索指数
省级行政区排名

排名 省级行政区　 排名 省级行政区　 排名 省级行政区　

１ 北京 １２ 湖北 ２２ 云南

２ 广东 １３ 福建 ２３ 内蒙古

３ 江苏 １４ 陕西 ２４ 广西

４ 上海 １５ 湖南 ２５ 贵州

５ 浙江 １６ 安徽 ２６ 甘肃

６ 山东 １７ 吉林 ２７ 新疆

７ 四川 １８ 黑龙江 ２８ 海南

８ 天津 １９ 重庆 ２９ 宁夏

９ 河南 ２０ 山西 ３０ 青海

１０ 辽宁 ２１ 江西 ３１ 西藏

１１ 河北

表２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１０智联招聘用户搜索指数城市排名

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１ 北京 ５ 广州 ９ 苏州

２ 上海 ６ 成都 １０ 南京

３ 天津 ７ 郑州 １１ 济南

４ 深圳 ８ 杭州 １２ 武汉

由表１～２可以得知，对智联招聘关注度最高
的人群分布省级行政区为北京，其次分别是广东、

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四川、天津、河南和辽宁等；

从所在城市来看，百度智联招聘的搜索人群主要来

自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成都、郑州、杭州、

苏州和南京等。从智联招聘搜索指数排名前十的

省级行政区来看，北京是首都，又是我国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是沿海省

份，工业和服务业比较发达；上海地处我国东部沿

海地带，同时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四川作为我国

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及经

济发展高地，经济总量排名多年来均为我国西部第

一；天津临近首都北京，同时是我国首批沿海开放

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经济发达；河南作为我国的

经济大省，旅游业发达。这些省级行政区发展水平

较高，且大多处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方面劳动

力市场的需求较大，另一方面对求职者的吸引力较

大，劳动力市场供给相对充裕。智联招聘搜索指数

相对较低的省级行政区有贵州、甘肃、新疆、海南、

宁夏、青海、西藏等，其中贵州、甘肃、新疆、宁夏、青

海、西藏均位于我国西部地区，受地域和自然环境

影响，相对东部沿海地区，这些省级行政区在区域、

交通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处于劣势。一方面这些

省级行政区的劳动力市场总体需求相对较小，另一

方面从搜索指数来看这些省级行政区的吸引力较

小，劳动力市场供给相对较低。从智联招聘搜索指

数排名前十的城市来看，北上广深（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的搜索指数位居前列，说明北上广深对于

全国各地的求职者而言都是首选的就业目标市场，

特别是对于应届毕业大学生而言，北上广深更是首

选。除了北上广深，天津、成都、郑州、杭州、南京、

济南、武汉等直辖市或东部、中部省会城市的用户

搜索指数排名也比较靠前，省会城市相对而言是各

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具有经济、区位、交通等综

合优势，对劳动力的吸引较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知，我国首都、东部沿海

省份以及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求职需求更高，我国

西部发展较慢地区的求职需求相对较低。这是因

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在经

济越发达的地方能获得的就业机会越多，发展空间

也越大，这一现实导致我国劳动力更倾向于在城市

地区和我国东部地区求职，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地

区，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对劳动力产生的吸引力

则较小。

（三）用户网络关注度的人群特征

利用百度指数中“人群画像”这一功能，得到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１０智联招聘百度搜索人群的年
龄分布情况（见图６）。

如图６所示，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１０智联招聘的
网络关注人群年龄为１９岁及以下的人群占总关注
人群的３％；年龄为２０～２９岁的人群为关注智联招
聘的主力军，占总人群的４８％；年龄为３０～３９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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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占总人群的４０％；在关注智联招聘的所有人群
中，年龄为４０～４９岁的人群仅占６％；年龄为５０岁
及以上的人群对智联招聘的关注度最小，该年龄阶

段的人群在总关注人群中的比例不到３％。根据这
一现象可以发现，年龄为２０～３９岁的青壮年对智
联招聘的关注度最高，这一方面是由于网络招聘作

为一种新型招聘技术，需要一定的网络操作技术，

青年相对更容易掌握和运用新型技术，而４０岁以
上特别是５０岁以上的人群更倾向于使用传统的招
聘渠道；另一方面也说明２０～３９岁的青壮年人群
是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占的比例最

大，其求职需求相对旺盛，因此相应地对智联招聘

的关注度也最高。

图６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１０智联招聘百度搜索
人群年龄分布

同样，利用“人群画像”功能可得到智联招聘关

注人群的性别分布图（见图７）。

图７　２０１３－０９—２０１６－１０智联招聘百度搜索
人群性别分布

图７直接、客观地反映出男性对智联招聘的关
注度更高、求职需求更大，在百度搜索智联招聘的

总人群中占７７％；女性在所有关注人群中所占比例
为２３％。这一方面说明男性特别是青年男性对于
网络招聘这一新型招聘方式更易于接受，而女性在

求职过程中更加谨慎和保守，因此对于网络招聘态

度更为谨慎；另一方面间接表明部分女性受婚后全

职照顾家庭的影响，退出了求职就业的潮流，从而

使得女性总的求职需求低于男性。

　　四　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智联招聘为例，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的
“智联招聘”关键词百度搜索指数，分析了２０１１—
２０１６年的百度搜索量及其关注度趋势特征，进而分
析了我国就业群求职需求的时间特征、地区分布特

征以及求职者的人群特征，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

１．网络招聘作为一种新型的招聘渠道，被越来
越多的求职者所青睐，同时，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

迅速发展和普及提高了网络招聘网站的被使用

频率；

２．我国求职高峰期在每年的３月年后返工期
和７月应届大学生毕业季；
３．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及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求

职需求量更大；

４．青壮年人群特别是男性在使用网络招聘的
人群中占比很大。

（二）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缓解就业压力，推动网

络招聘的进一步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

对策建议：

１．互联网技术及移动端的发展有利于增加网
络招聘使用人群，提高招聘效率。完善移动端及互

联网基础设施，加速推进移动互联网与招聘、劳动

力市场需求相融合，增强互联网核心竞争力，推动

我国移动智能终端产品及操作系统的技术发展等，

可以吸引更多的网络招聘使用人群，并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就业压力。

２．每年的３月与７月是我国求职高峰期，企业
应在求职高峰期积极开展就业与招聘活动，提高招

聘效率。招聘网站也应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状况，

在求职高峰期通过各种品牌营销手段吸引更多企

业加入网络招聘的行列，提高招聘效率，缓解求职

高峰期的就业压力。同时，求职者也应在求职高峰

期到来之前积极准备，调整就业心态，利用集聚效

应，把握随求职高峰期而来的更多就业选择机会，

以提高求职效率。

３．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及经济较发达地区创
造更多就业机会，普及网络招聘这一新型招聘渠

道，将有利于吸收更多劳动力。与此同时，政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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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大政策扶持及引导力度，带动其他欠发达地区

的发展，广开就业门路，鼓励大学生西部创业，为求

职者提供更多就业地区选择。此外，求职者应树立

正确的就业观，不盲目追求大城市、热点城市，并做

好积极创业的思想准备，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

机会。

４．为吸引更多女性及其他年龄阶段的求职者
加入网络招聘使用大军，招聘网站应提高网站的操

作便捷性能和信息安全性能。一方面应实现招聘

网站操作便捷化，因为过于繁琐的注册程序会使部

分原本有意向使用招聘网站的求职者选择放弃。

招聘网站应合理设置注册问题，在保证基本信息得

到登记的基础上，实现快捷注册与操作。［８］另一方

面应提高招聘网站的信息质量和信息安全，为此，

招聘网站应保持与用人单位的交流，及时更新招聘

信息，删除过时信息，做好与企业的信息对接工作，

为招聘网站用户提供详细具体的招聘信息；同时，

由于网络招聘涉及求职者的个人资料信息，因此招

聘网站还必须加大技术开发投入，提高网站信息安

全系数，从而保证用户信息的保密性。另外，政府

也应保障已婚已育妇女就业的基本权益。通过以

上措施，吸纳更多人群使用网络招聘网站，推进网

络招聘渠道的进一步发展。

在大数据背景下，基于百度指数对求职需求进

行预测是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百度指数庞大的样

本数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此本文借此分析预测

我国当下的求职需求状况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对求

职者及企业也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本文也

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在数据收集上，由于百度指

数搜索“智联招聘”这一关键词得到的最早数据为

２０１１年的数据，因此本文仅对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６
年１０月智联招聘在百度搜索上的整体趋势信息流
数据进行了分析；获取智联招聘搜索热度的关键词

不是唯一的，本文仅以“智联招聘”作为搜索关键词

获取数据进行分析，虽然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不

够严谨，在后续研究中应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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