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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同城洞察2021年毕业生薪资水平：
平均月薪8720元，互联网行业月薪水平最高

毕业生平均税前月薪8720元
研究生平均税前月薪高于平均值

2021年，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逐步回

暖，各企业争相招才引智以求迅速发展，在此背景

下，毕业生的择业诉求有了基本保障。58同城

《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面对找工作

的首要考虑因素，46%的毕业生选择了薪酬待遇，

39%的毕业生选择了个人发展。可见，对于2021届

毕业生而言，自我价值主要通过能力变现的水平

来衡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发展空间挑战自身能

力上限。

目前，2021届毕业生的平均税前月薪为8720

元。根据学历情况，本专科毕业生平均税前月薪为

8129元；研究生毕业生平均税前月薪为9672元。从

就业地角度来看，一线城市毕业生平均税前月薪为

11223元，新一线城市毕业生实际税前月薪为7716

元。这充分反映出，一线城市由于配套资源完善、产

业发展程度高、生活成本较高，所提供的薪资水平

更具竞争力。

互联网行业平均月薪最高
自媒体/网络主播平均月薪14682元

在“钱景”与“前途”并重的情况下，行业与岗位

的选择至关重要。根据58同城报告显示，IT/通信/

电子/互联网行业的税前月薪水平最高，达到10815

元，其次是金融行业，平均税前月薪9833元，可见近

年来互联网行业需求快速增长使之成为最有“钱

景”的行业之一。具体岗位来看，自媒体/网络主播、

设计、研发、技术岗税前、采购/ 贸易为薪资排名前

五的岗位，平均税前月薪均超过9000元；作为新兴

职业，自媒体/网络主播税前月薪最高，平均税前达

到14682元。

58同城招聘研究院对研究生从事的行业、岗位

薪资情况进行了统计，其中高薪行业TOP3分别为

IT/通信/电子/互联网、汽车/生产/加工/制造和金

融行业，平均税前月薪分别为12344元、11750元、

11045元。目前国内上述行业的发展水平位居世界

前列，对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因此给予

高学历研究生的薪资水平较高。

对于看重薪酬的本专科毕业生而言，房地

产/ 建筑、商务服务和IT/通信/电子/互联网等行业

是很好的选择，平均税前月薪分别为10722元、

10167元、10000元。同时，本专科生从事自媒体/网

络主播、设计、研发岗位的薪资水平分列前三，平均

税前月薪分别为14682元、11250元、10889元。近两

年，视频直播大行其道，自媒体/网络主播成为就业

新风尚，专职从事人员越来越多，该岗位对从业者

学历要求较为灵活，因此本专科毕业生可以凭借高

质量、高流量内容获得高薪，甚至超越设计、研发等

传统高薪岗位。

从就业地来看，在一线城市中，月薪TOP3的岗

位分别为设计、自媒体/网络主播、研发，分别为

20000元、18063元、15600元。可见在一线城市中，

对创新、创意能力要求较高的岗位薪资水平也相对

较高，设计岗位通常需要加班工作，因此薪资水平

最高。而在新一线城市中，生产加工、销售和技术岗

位月薪水平位列前三，分别为9250元、9200元、

9000元。

作为招聘行业的领导者，58同城充分利用自身

的大数据优势，聚焦毕业生的求职就业诉求，通过

对毕业生学历、就业地、行业、岗位的薪资分析，帮

助2021届毕业生锁定职业“钱景”。未来，58同城将

继续提升招聘服务的用户体验，以更精准的岗位匹

配帮助广大毕业生择业，推动整个行业朝着专业

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近日，58同城发布了《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通过对2021届毕业生就业需

求、月薪水平、行业岗位待遇进行多维度剖析，为毕业生理想择业提供行动指南。报告显

示，46%的2021届毕业生在找工作时的首要考虑因素是薪酬待遇；毕业生的平均税前月

薪为8720元，研究生毕业生平均税前月薪高于整体均值；对研究生而言，IT/通信/电子/

互联网、汽车/生产/加工/制造和金融行业是较好的选择；本专科生中自媒体/网络主播、

设计岗位月薪水平较高。

京东曲线杀入京城线下超市

据天眼查App显示，华冠商业股东已

于2021年3月31日变更为江苏卓誉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该公司为

宿迁京东佳品贸易有限公司100%控股，而

宿迁京东佳品正是京东集团全资子公司。

与此同时，华冠商业的新增董事长为

冯轶，而冯轶的另一个身份则是京东集团

副总裁、京东零售集团大商超全渠道事业

群总裁。此前，原股东北京华冠商贸有限公

司、北京利寰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退出。

可以看到的是，京东一直在对实体商

超进行布局。从与沃尔玛牵手，到后期的对

永辉超市的股权投资，再到近年的自有品

牌七鲜超市等，京东正在逐步向线下零售

市场进行渗透。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

志宏认为，京东全资入主华冠对于双方都

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互联网快速成长的时

代已成为过去，电商平台逐渐触碰到流量

天花板，电商平台也需要借助线下实体实

现二次增长。对京东来讲，全面控股能让京

东更好地掌控华冠。华冠也可以为京东带

来一个扎实的区域零售根据地，以此作为

基础进一步复制跟扩张。

据了解，冯轶在今年5月的2021中国

国际零售创新大会上表示，京东将与华冠

深度合作打造全渠道零售标杆，展开在供

应链数字化协同、全渠道业态升级、会员数

字化管理方面的深度合作，共同推动华冠

的全渠道零售变革。

资料显示，华冠商业是一家以连锁购

物中心和连锁超市为主营业态的商业企

业。目前已在北京房山、朝阳、丰台、亦庄以

及河北省涿州市开设直营门店70多家，经

营面积30余万平方米。据中国连锁经营协

会近期发布的《2020年中国连锁百强》榜

单显示，华冠以56.25亿元的销售额和73家

门店的位居2020年中国连锁百强第75位。

数字化“做媒”？

事实上，华冠和京东的渊源已经延续

多年。双方之间从早期的O2O发展到现

在的社区团购陆续建立并积累起信任关

系。随着双方之间交往的增多、在当前环

境变化下，双方对各自的需要也就有了更

深入的需求，进而促成了双方此次合作整

合的意愿。

据了解，在此次京东进入之前，华冠商

业与京东方面已有过两次合作。2014年，

华冠商业就与京东签订了O2O战略合作意

向协议，并进驻京东平台开设“华冠生活在

线”布局线上店。随后在2015年，华冠商业

与京东到家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发

展华冠商业线下商超的O2O经营，并进驻

京东到家。

在首都经贸大学教授陈立平看来，未

来零售不可能是单渠道，全渠道发展是未

来零售的大趋势。此次京东的进入也将对

华冠的供应链、数字化方面进行提升和改

造。“因为双方之间线上线下都各自有各自

的优势。京东作为互联网企业，在技术方面

拥有一定的优势，而华冠作为区域型零售

商在房山也拥有很深厚的零售基础。但要

完成全渠道的构建以及数字化的转型，无

论是互联网企业又或者是实体商超都是无

法单独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华冠一直在主动积极

的探索数字化的转型。除了搭上京东的

O2O的班车，入驻生鲜到家、京东到家等平

台外，华冠还在依托微信、小程序等多种线

上工具探索数字化应用。尤其是疫情期间

超市线上订单的激增，线上平台成为拉动

传统超市销售的第二增长曲线，传统零售

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愿望也变得更加迫切。

今年1月24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华冠

商业董事长张兵在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四次

会议房山区小组会上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透露，2021年华冠超市预计将在北京

新开10家门店，同时，华冠超市将继续向数

字化转型。

张兵表示，疫情波动造成部分道路封

闭，影响了商品的供应稳定性，这要求企业

在平时必须准备充分，以应对突发状况。这

对企业的供应链响应能力提出了挑战，也

就意味着企业需要具备预判性，而预判的

基础就是产地、库存、调度、销售各个环节

的数字化运营，超市零售必须从粗放型向

精细化运营转变。

实体超市的最终归宿

在文志宏看来，当前商超行业的数字

化浪潮已经到来，未来商超行业的商业模

式将不再仅仅停留在原有的线下实体门

店，而是走向全渠道化。“华冠可以借助京东

的技术能力，对传统的零售行业进行重构，

其中包括商品的管理、客户的服务、卖场的

管理、卖场的规划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众所周知，线上消费需求让不少生鲜

电商平台借势“回血”，同时，社区团购的

疯狂扩张也对实体商超带来了逼迫效应。

当前，为了适应市场消费需求进行自我变

革，提升数字化能力已成为实体商超的必

修课。

从2015年物美创始人张文中创立的

多点，到2016年沃尔玛牵手京东，再到

2017年阿里入股高鑫零售以及后续的苏

宁与家乐福……借助电商的技术输出，超

市零售行业与互联网已从对立逐渐走向融

合，商超市场也步入全新的互联网时代和

新零售阶段。

据《2020年中国连锁百强》报告显示，

疫情推动了消费者的线上购物，连锁百强

通过近几年的线上布局，开展到家、直播、

拼团等业务，线上销售成为企业增长的新

动能。2020年，百强企业线上销售规模达

到560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2%，占百强销

售规模的23.3%。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任李勇

坚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电商

的商业生态已由线上向线下延伸，线下企

业也要找可以依靠的线上企业来共同奋

斗，彼此之间要想达成更深入的合作，势必

要进一步捆绑链条。

文志宏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实体商超

发展的必然方向和趋势，未来企业之间最

终需要比拼是客户价值和更高的运营效

率。而客户价值和运营效率的背后是企业

对消费者、对市场、对零售本质的更深层的

理解，以及对零售经营管理更加深厚的功

底。从更长远来看，互联网技术的输入对于

零售企业来讲只是一个发展过程，技术仅

仅只是手段而已。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赵驰

吞下房山超市“一哥”京东实体梦圆？
这场收购，注定是一场各取所需的资本合作。北京华冠商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冠商业”）大股东变更为江苏卓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而该公

司的全资控股公司则是京东集团全资子公司。事实上，实体商超和互联网巨头

早已从对立逐渐走向融合。尤其是疫情期间超市线上订单的激增，使线上成为

拉动传统超市销售的第二增长曲线。这也让实体超市企业更加坚定了数字化转

型的方向。纵观华冠、高鑫零售们被阿里、京东等电商大佬并入麾下，在这场渠

道变革、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实体超市生存下来的路径在哪里？电商们的实体

梦还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