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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ployment and network recruitment information is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era of big data 
problems through the R language analysis of the Network Recruitment Information and text min-
ing, mainly from the city, industry, and several aspects of this position. The analysis is related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alent demand, forecasts the number of posts and provides job seekers 
with grey number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accomplishing the enterprise and talent performance 
in network platform interaction. This can achieve better function. Finally, the thesis will put for-
ward proposals to the relevant corporate recruitment and employment planning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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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研究大数据时代下人才就业与网络招聘信息之间的问题为基础，主要从城市、行业、职位这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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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通过R语言对网络招聘信息进行文本分析与挖掘，分析目前的人才需求情况，并用灰色预测模型预

测出提供岗位数与求职人员数，实现企业与人才间在网络平台上的互动，达到更好的匹配功能，最后给

相关企业的人才招聘以及大学生的就业规划指导提出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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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时代，我国互联网得到迅速发展，网络人才市场势头迅猛，严重冲击了传统的人才市场，网络

人才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人才招聘渠道呈现多元化的发展，网络招聘作为网络技术在人力资源管理中

应用最快的领域，已经被人们所接受，据统计全球每天约有 2000 万就业信息发布，约有 3000 万人在互

联网上发出求职简历。网络招聘的发展促进了网络招聘市场的繁荣，它与传统招聘渠道相比有着更为明

显的优势。网络招聘信息一方面能够直接反映用人单位对人才基本条件、能力和素质的要求，为应聘者

提供求职参考；另一方面也能够反映出社会和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现状，或未来一段时间的人才需求趋

向；同时也能够为高等院校及时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情况，分析预测未来的人才市场的热点，有

针对性的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设置安排相关课程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促进高校培养出更多适用的优秀

人才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对网络招聘信息进行分析研究，了解社会和相关行业的需求特点与趋势，

使企业在人力资源招聘中节省成本、招聘到企业实际需要的人员，招聘网站能更好的实现企业与人才间

的互动，达到更好的匹配功能，为广大求职者提供正确的就业指导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分析过程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国内招聘网站(赶集网，58 同城，前程无忧网) 2016 年 1 月到 3 月的招聘信息以及中

国人力资源市场网 2012 年第一季度至 2016 年第一季度的招聘信息。其中城市、行业和职位数据属于非

结构性数据。 

2.2. 数据处理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1]，先把异常值和缺失值筛选、整理，再把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词频统计，这里保

留词频大于 100 的数据，因为 100 以下的所占比重较小，可以忽略，简化数据，降低分析难度。 

2.3. 数据分析 

对收集到的招聘信息数据中的城市，行业，职位这三列数据进行词频统计，进行频数统计分析，通

过频数分布表、条形图、地域分布图，以及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的各种统计量来描述数据的分布特征，

可以直观的得到，热门城市间差距的大小、热门行业以及热门职业间竞争的相对大小，同时通过 R 语言

分别画出它们的词云[2]，在词云图中，通过字体的大小判断热门城市、行业及职位。 
表 1 是对前十名热门城市的词频统计，可以直观的看出城市间热门差异的大小。 
图 1 是热门城市的词云统计图，明显的看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这几个城市比较突出，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几个城市在中国是热门的城市，而且和上面的词频统计结果也是吻合的。 
从图 2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全国的就业热门城市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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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s of frequency city 
表 1. 十大热门城市词频统计表 

城市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杭州 成都 武汉 南京 厦门 西安 

频数 197,258 88,408 64,516 46,370 41,654 15,521 9960 8559 5901 4950 
 

 
Figure 1. Popular city statistics 
图 1. 热门城市统计图 

 

 
Figure 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hot cities 
图 2. 热门城市区域分布图 

 

表 2 是热门行业的词频统计，由上可知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中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金融、移动互联

网·O2O 等是非常热门的行业，同时可以得到行业间竞争的激励程度，从表 2 得到移动互联网·电子商

务的频数为 42,227，金融的频数为 39,410 而移动互联网·O2O 的频数为 29,997 由此可见移动互联网·电

子商务和金融行业的人才需求量特别大。 
图 3 是对各城市前三的行业的一个对比，广州、杭州、等的第三热门行业未在图中显示(数据太小,

图上显示不明显)，从图中可以很明显的得到，北京不仅是最热门的城市，而且他的各个行业的热度相比

于其他城市同类行业也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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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s of hot industries’ word frequency  
表 2. 热门行业词频统计表 

行业 频数 

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 42,227 

金融 39,410 

移动互联网·O2O 29,997 

电子商务 29,752 

移动互联网·金融 25,434 

移动互联网·数据服务 17,444 

移动互联网·企业服务 15,489 

移动互联网·教育 12,740 

移动互联网·游戏 12,366 

 

 
Figure 3. Hot industry distribution 
图 3. 热门行业分布图 

 
图 4 是反映职业的词频统计[3]，也可同上面做类似的分析，得到产品经理和 Java 这两个职业的热门

程度不相上下。 
由图 5 可以直观的得到：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中产品经理、Java、web 前端、等职业的需求量比较大。 
从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网收集了 2012 年第一季度到 2016 年第一季度全国各单位所提供岗位数和全国

求职人数，对全国的供求结构进行下面的分析，并对其做预测[4]。 
通过 excel 对 2015 年第三季度用人单位对学历的需求数作雷达图，形象的描绘出不同学历的需求情

况。从图 6 中可以看出，需求数最高的是大专其次才是本科，且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数相对较少。由此

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现阶段的大部分职位高学历人才并不多，反而是以专科等技术性人才为主，这些高

校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毕业后，大部分都从事生产性岗位，相比本科生来说，他们的技能可以更直接

的运用到生产工作中，但这也很可能导致部分企业形成技术落后、市场竞争力不强、经济效益差、人才

引进难等恶性循环的局面。虽然企业对求职人员学历的要求并不高，但并不代表企业不需要高学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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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frequency of popular career statistics 
图 4. 热门职业的频数统计图 

 

 
Figure 5. Popular career statistics 
图 5. 热门职业统计图 

 

 
Figure 6. Radar chart 
图 6. 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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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中小型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99%以上，其中一大部分企业因为人才成本过高且本身从事制造

业，他们更愿意用学历较低的廉价劳动力，但实际上，企业还是很缺乏高学历人才的。 
图 7 是反映的不同地区的市场供求总体状况气泡图，圈大小表示供求需要的数量，从图中可以看出，

华东地区的人才供求量最大，其次是华南、华北等地区。而西北、东北地区的供求量相对偏低。说明岗

位的需求大部分集中在了华东、华南等地区，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相应的人才需求也就越大。 
为了预测全国供求未来发展趋势的状况，我们可以通过灰色预测模型来预测求职人数与提供岗位数。

灰色预测是一种对含有不确定因素的系统进行预测的方法，通过鉴别系统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异程度，

即进行关联分析，并对原始数据进行生成处理来寻找系统变动的规律，生成有较强规律性的数据序列，

然后建立相应的微分方程模型，从而预测事物未来发展趋势的状况。用等时距观测到的反应预测对象特

征的一系列数量值构造灰色预测模型，且认为原始数据本身就是一种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其进行

因素的多层剖析，不如就以原始数据为依据进行预测。故用单因素模型 GM(1,1)作预测[5]。 
GM(1,1)模型的理论[6] 
令 ( ) ( ) ( ) ( ) ( ) ( ) ( ) ( ) ( )( )0 0 0 0 01 2 , 3 ,x x x x x n= , 为原始建模序列 

作一次累加生成 k 

( ) ( )mx k x= ∑ 消除数据的随机性和波动性 

m = 1 
有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11 , 2 , 3 ,x x x x x n=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11 , 1 2 , , 1x x x x n x n= + − +

 

x 可建立白化方程： d dx t ax u+ = 即 GM(1,1)。 
该方程的解为： ( ) ( )( ) ( )1 1 expx k x u a ak u a+ = − − + 其中：α称为发展灰数；μ称为内生控制灰数。 
用 R 语言进行编程得到结果如图 8 所示。 
求职人数拟合函数： 

( ) ( )1 31640.87exp 0.02937302 31640.87x t + = − −  

 

 
Figure 7. Bubble chart 
图 7. 气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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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下一期求职人数大约为 560 万人。由于 C(后验差比值) < 0.35，说明 GM(1,1)模型预测[7]精度等

级为好。相对精度为 91.91678%，说明这个模型的精度非常高，具有一定可靠性(图 9)。 
拟合函数： 

 

 
Figure 8. Job applying forecast chart 
图 8. 求职预测图 

 

 
Figure 9. Position forecast 
图 9. 岗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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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14778.48exp 0.03158537 14778.48y t + = − −  

最终预测下一期的提供岗位数大约为 271 万，由于 C 值 < 0.35，说明 GM(1,1)模型预测精度等级为

好。相对精度为 91.07493%，同样说明这个模型的精度非常高，具有一定可靠性。 
从预测情况看出，从 2016 第一季度开始未来六个季度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从供求对比看，用

人单位提供岗位数约为 271 万。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 560 万人，市场需求大于供给。 

3.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北京、上海、广州等是中国的热门就业城市，而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

金融、移动互联网·O2O 等是排名靠前的行业，同时产品经理、Java、web 前端等的人才需求量很大。

我国现阶段大部分职位以技术性人才为主。由本文预测结果来看，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岗位供给，就业

形势仍然严峻。而且现在的热门行业中需要的是高端技术人才，互联网是最近几年逐步发展起来得，很

多学生所学专业与该行业不符，这也是就业难的一个原因。造成“企业招工难，大学生就业难”的尴尬

局面。基于本文研究结果提出下列建议： 
1) 高校应该适当增加互联网领域相关的专业，或对这些专业加大资源投入和调整课程设置加强对学

生专业技能的训练。 
2) 从人才类型来看，需求量大的是技术型人才，对于应用型学校可请企业技术人员到学校做讲座，

加强校企合作，提高学生就业率和综合素质能力，培育出适合未来就业形势的高技能创新型人才。 
3) 大学生在做职业规划时应多从这些热门行业上做准备。 
4) 大学生应该准确的认知自我，不能盲目随主流，从基层做起，在择业时多考虑中部与西部的二线

城市，缓解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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