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8同城发布《2021年返城就业调研报告》：
“80后”换工作频次相对较低，“95后”期待去大公司

春节后紧接着春季求职招聘高峰期，在此期间，

部分劳动者会通过更换工作岗位，选择心仪的城市和

职位，以追求理想的职场之路。近日，58同城发布

《2021年返城就业调研报告》，从年龄、城市、行业、薪

资等维度刻画了年后返城就业情况。数据显示，年轻

人更爱换工作，相比“90后”“95后”，“80后”工作相对

稳定；广州职场人换工作频次偏多，83%的广州职场

人有换工作经历，成都成为职场人换工作首选的新一

线城市；IT行业是春节后职场人首选行业，其次是金

融行业，人事/行政/后勤行业。

广州职场人换工作频次较高，成都为
职场人换工作最理想新一线城市
据58同城《2021年返城就业调研报告》显示，75%

职场人有过换工作经历，换工作是绝大部分“打工人”

的共同经历。其中，广州职场人有换工作经历的人群占

比高达83%，天津职场人换工作比例为63%。由于广州

是一线城市，经济发达、人才流动频繁、劳动者观念更

为开放，因此换工作的职场人较多。相比之下，地处内

陆的天津职场人更保守，愿意在固有岗位上做“时间的

朋友”。

受城市发展速度影响，春节后，众多新一线职场人

转战一线城市，其中56%的职场人看重“城市发展速

度”，倾向于“陪跑”高速发展的城市。有25%职场人选

择回家乡发展，其中绝大部分是为了回家照顾父母、尽

儿女孝道。也有不少职场人因为家乡生活压力小、离家

人朋友近、人脉和资源广，而愿意放弃大城市的待遇和

前景，在竞争与安逸中寻找平衡点。

58同城《2021年返城就业调研报告》数据表明，在

2021年职场人愿意换工作的新一线城市中，成都和重

庆分别以29%、18%的占比排名第一、二位，可见成渝

城市群是职场人心中的就业乐土。

其中，97%的职场人认为成都工作环境好，50%认

为当地发展速度快；92%的职场人认为重庆工作环境

好，45%认为当地发展速度快。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

成都，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超1.7万亿元，是国家重要

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

同时还因久负盛名的“慢生活”，成为当下职场人求职

热门城市。

IT行业春节后热度不减，薪酬待遇是
影响职场人择业的首要因素
58同城《2021年返城就业调研报告》还表明，春节

前，职场人从事的TOP3职业为计算机/互联网/通信、

人事/行政/ 后勤、生产管理/ 研发；春节后，计算机/ 互

联网/通信仍然是换工作职场人的首选，其次是金融行

业以及人事/行政/后勤、美术/设计/创意。由于IT行业

发展势头迅猛，业内平均收入高、发展前景广阔，因此

倍受职场人青睐。而“多金”的金融行业和招聘需求较

大的人事/行政/后勤，也是职场人向往的工作行业。

58同城《2021年返城就业调研报告》还显示，27%

的职场人倾向于换工作到资深本土企业，26%愿意去

有发展潜力的创业公司就业。在换工作的职场人心目

中，资深本土企业稳定且能照顾家庭，创业公司有发展

前景能获得更长远的未来，都是换工作时的优先选择。

从薪资角度看，春节前，职场人士薪资集中在

5000-20000元之间，平均薪资为10874元。春节后，计

划换工作的“打工人”的期望薪资平均为15569元。

“80后”工作相对稳定
“95后”期待去大公司

58同城《2021年返城就业调研报告》从年龄维

度对换工作职场人进行了刻画，其中换工作的职场

人多集中在21-30岁，“95后”换工作频次较高，

53%的“95后”有换工作经历；而“80后”换工作频

次较少，仅23%有换工作经历。这意味着职场上“初

生牛犊不怕虎”，年轻人更能跳出眼前的舒适区，换

个岗位闯一闯。

从理想的行业来看，“90后”“95后”期待换工作去

IT行业，“80后”更青睐金融行业。由于IT行业的技术性

较强，需要更多时间学习新知，“90后”“95后”精力充

沛、知识结构较新，因此更能胜任IT行业的岗位。而“80

后”有养家糊口的压力，因此更倾向于去收入水平较

高，又倚重于经验、人脉的金融行业发展。

58同城《2021年返城就业调研报告》显示，关于换

工作的主要原因，不同年龄段职场人的理由也不尽相

同。其中，52%的“95后”因为薪资低而换工作，分别有

38%和39%的“90后”“80后”由于工作发展前景不好而

想换工作。这表明，与职场前辈的“90后”“80后”相比，

高收入对“95后”的工作驱动性较强。

依托丰富详实的大数据，58同城对返城就业

情况进行统计梳理，为招聘企业与求职者提供指

南，也为政府部门与研究机构提供数据参考。未

来，58同城将持续关注招聘求职行业动态，及时分

享第一手资料，为求职者稳就业与行业的有序发

展双向赋能。

押宝“轻”店型 奈雪PRO能否助其“止血”

押宝“轻”店型 转战写字楼

根据披露的招股书，奈雪的茶2018

年、2019年、2020年前三季度的净亏损

额分别为0.697亿元、0.397亿元、0.275

亿元。虽然奈雪的茶营收一直随门店规

模的扩张不断增长，但是奈雪的茶的盈

利能力却成为这份招股书中最受关注

的焦点。

对此，奈雪的茶也在招股书中给出了

解决方案。奈雪的茶将宝押在了去年推出

的奈雪PRO茶饮店，认为奈雪PRO茶饮店

具备令门店取得丰厚盈利的潜力，并计划

于2021-2022年主要于一线城市及新一线

城市分别开设约300间及350间奈雪的茶

茶饮店，其中约70%将规划为奈雪PRO茶

饮店。

北京商报记者也就此采访到奈雪的

茶，奈雪的茶相关负责人表示，奈雪从

2020年11月开始推出奈雪PRO。在地理

位置上，奈雪PRO将选址在高级写字楼

及高密度住宅小区等区域，从而令其产

品能够在休闲或日常通勤等场景中触达

客户。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产品方面，奈

雪PRO茶饮店不仅提供现制茶饮，还增加

了咖啡系列以及伴手礼和零售产品。另

外，为了提升这类门店的运营效率，奈雪

PRO通过加强数字化的方式支持用户通

过线上线下多个渠道，实现快取、外卖等

运营模式。

在最受关注的门店投资方面，奈雪

PRO最大的特点就是投资成本相对较低，

这也意味着奈雪的茶未来将会减少开店成

本，并通过这种方式提升门店的盈利能力。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奈雪PRO茶饮店移除

了现场面包房区域，由中央厨房提前制作

预制烘焙产品，派送相关预制产品至全市

范围内的奈雪PRO茶饮店。相关预制烘焙

产品仅需店员简单加工便可提供给客户，

节约客户等候的时间。移除现场面包房区

域令奈雪PRO茶饮店的规模及布局更加灵

活，每间门店面积在80-200平方米之间，

从而降低奈雪PRO门店的选址难度及开店

成本。

走瑞幸“老路”？

从奈雪的茶未来的发展布局和规划来

看，奈雪的茶将会继续以一线、新一线城市

为主要发力的市场，并且将继续通过扩大

门店规模、减轻开店成本的方式提升自身

的盈利能力。奈雪PRO也将成为奈雪的茶

未来布局市场的重要抓手。

轻店型、进写字楼、数字化、快取外卖，

奈雪的茶即将走的这条路和之前同样备受

关注的瑞幸咖啡很像。可是有瑞幸作为先

例，奈雪的茶能否走通这条路，用这样的方

式成功“止血”并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呢？

在上海啡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振东看来，奈雪的茶即将走的路虽然和

瑞幸咖啡之前走的路有很多相似之处，但

差别在于二者的顺序不同。“茶饮店第一波

提升是供应链能力的提升，比如喜茶、奈雪

的茶等头部品牌大量使用鲜果，以及奈雪

的茶所说的中央厨房配送等，这是企业内

在的提升，奈雪上市后要做实际上是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和瑞幸的区别在于顺序不

同，瑞幸是上市前先借助资本融资完成了

企业数字化，上市后再开始进行供应链的

提升。所以造成的市场反应可能会有所不

同。”在王振东看来，奈雪的茶相比之前的

瑞幸咖啡有更好的内在基础，并且相比瑞

幸有更扎实的品牌认知度，因此奈雪的茶

上市后如果能顺利转型，那实现盈利的可

能性也相对更高。

将面临多重竞争

从奈雪的茶既定的发展方向来看，除

了数字化升级、减轻门店模式等方面外，奈

雪的茶在产品内容方面也做了扩充。其中，

咖啡或将成为支撑其拓展写字楼门店的产

品支柱。在一位餐饮业内人士看来，新式茶

饮目前仍然主攻大流量商场，但这种开店

方向的局限性很强，随着头部品牌的这一

轮布局接近尾声，拓展新的客群和市场空

间就变得非常关键。在写字楼、社区等场景

下，新式茶饮的产品及效率能否适应这类

场景下的需求将是新式茶饮品牌抢占这一

新市场的关键。因此加入咖啡产品，提升门

店出品及运营效率也是奈雪的茶想要在这

一市场进行突破的关键。

但是新的市场就会带来新的竞争。王

振东表示，以咖啡市场为例，奈雪的茶未来

如果想要以此为突破点那难度会非常大。

因为在写字楼、社区场景下的咖啡玩家已

经非常多，并且成熟的大品牌也很多，其中

不乏价格优势明显的瑞幸咖啡以及便利店

咖啡。奈雪的茶想要在咖啡业务上有所突

破除非在产品方面作出很大的差异化、个

性化的创新，这点难度非常大。另外，奈雪

的茶以及其他新式茶饮品牌在布局这一市

场时都需要注重门店、配送效率的提升，否

则很难在这一领域凸显自身的优势。

另外，奈雪的茶还将面临着同类型品

牌的竞争。除了喜茶等定位与之相似的新

式茶饮品牌外，还有来自下沉市场的蜜雪

冰城以及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品牌，这些品

牌的定位和发展模式或许各不相同，但在

资本市场也会是奈雪的茶的强有力的竞争

对手，因此找准盈利方向，持续盈利对于奈

雪的茶而言至关重要。

北京商报记者 郭诗卉
图片来源：企业提供

奈雪的茶的一纸招股书掀起了餐饮行业的一波讨论热潮。“新式茶饮第一股” 在经历了漫长的猜测和讨

论后也终于开始有了实质性进展。但招股书同时也披露出新式茶饮头部品牌的经营数据，尽管门店规模不断

扩张，营收也不断随之增长，但连年的亏损却成为奈雪的茶招股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北京商报记者在就

此采访奈雪的茶过程中了解到，针对亏损，奈雪的茶未来将会押宝在2020年才刚推出的奈雪PRO门店上，并

计划将来70%的门店都将开成奈雪的茶PRO店，这种门店相比奈雪普通门店更“轻”，门店也将开始向写字楼

延伸。对于奈雪的茶而言，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止血”盈利，只有这样它才有机会获得更多资本的支持以

巩固原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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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旭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

布公告称，旭辉中国入股华熙LIVE·五棵

松项目。据悉，此次合作为华熙LIVE·五棵

松实现战略升级、不断扩充其IP影响力的

重要举措。

公开资料显示，华熙LIVE·五棵松源

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目前由五棵松体育

馆（现冠名“凯迪拉克中心”）、五棵松冰上

运动中心、M空间、Hi-Park篮球公园、

HI-UP商区、华熙LIVE中心写字楼等多元

业态组成，年接待人流量超2000万人次，

是北京乃至全国知名的文体地标和新消费

体验的标杆项目。

五棵松项目背后的建设、持有、运营方

华熙，实力不容小觑，它是国内民营资本运

营奥运场馆的先行者，并成功解决了奥运

场馆商业化运营的世界性难题，开创了全

新城市综合体运营模式华熙LIVE。目前，

华熙LIVE·五棵松每年举办演唱会、体育

赛事等活动数百场，占据北京室内演艺市

场的80%，吸引观众数百万，是国内第一条

以文体为特色的“中国特色商业街”，也是

北京首批夜京城地标之一。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及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到访华熙LIVE·五

棵松考察调研。

而合作的另一方旭辉集团，发展势头同

样良好，业务稳健增长。旭辉在公告中形容

此次合作为“一次宝贵的投资机会”，表达了

对华熙LIVE·五棵松商业价值的高度认同。

据了解，此次合作目前只涉及华熙

LIVE·五棵松单体项目，华熙LIVE在其他

城市的项目不受影响。未来，双方将整合资

源，发挥华熙在内容运营创新以及旭辉在

城市综合体开发建设的优势，为华熙

LIVE·五棵松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并加

速推进这一知名文体商业IP在全国更多城

市的发扬光大。

面对高端消费的内循环，城市优质商

业项目价值不断提升。作为北京乃至全国

的明星综合体，地处长安街沿线，且具有巨

大社会影响力的华熙LIVE·五棵松，可谓

一线城市的核心优质资产，旭辉选择与之

强强联手，也在情理之中。

业内分析认为，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

会进入倒计时，相关文体产业和全民冰雪

运动不断升温。承担冬奥会冰球赛事的华

熙LIVE·五棵松，将在冬奥赋能下成为中

国人心中的“冰篮”圣地，其商业价值必将

进一步凸显。

携手旭辉 强强联合 华熙LIVE·五棵松项目实现战略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