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商周刊 5
主管总编辑助理吴文治 编辑赵述评 美编李烝 责校李爽 E-mail：dszk2013@126.com

与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同步

京东七鲜五年小目标里透着大事业

北京商报2021.12.31

今年以来，随着产业升级加快和产业

融合深化，消费者需求升级且呈现多样化

趋势，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带动相关职位

出现和增长，就业容量进一步扩大。近日，

58同城招聘研究院发布《2021中国蓝领就

业市场景气指数年度报告》，从全国就业市

场供给、需求两端深入剖析就业市场结构

性调整趋势，并通过对企业招聘薪资的统

计分析，反映2021年前三季度就业市场供

求情况对薪资的影响；此外通过聚焦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与大

众日常息息相关的五个行业，对蓝领就业

市场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核心发现：

● 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招聘需求呈

恢复态势，整体较2020年同期增长64.78%。

●全国蓝领供求比于5月创下近三年

新高，企业蓝领人才需求旺盛。

●全国企业平均招聘月薪为7653元，

同比增长10.1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人才供不

应求，住宿和餐饮业人才竞争激烈。

前三季度招聘需求同比增长

64.78%，7月求职供给达到峰值

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

前三季度，全国招聘需求呈恢复态势，各月

招聘需求均呈同比增长趋势，整体较2020

年同期增长64.78%。随着国内疫情趋向稳

定，企业全面复工复产，人才市场对蓝领需

求上升，导致上半年的招聘需求同比增幅

较大；进入三季度，企业招聘需求同比增幅

有所收窄，主要由于去年同期企业逐渐复

工推动招聘需求上升，另一方面则是由于

三季度节假日较多，住宿和餐饮业等蓝领

就业阵地持续吸纳人才，使2021年三季度

招聘需求稳中有升。

58同城招聘研究院利用季节分解法，

剔除季节因素的影响和不规则波动，对全

国招聘需求近五年月度数据深入分析发

现，尽管2021年6月全国招聘需求出现周

期性下降，但从长期来看，全国招聘需求呈

现稳步上升趋势。

求职供给方面，2021年前三季度，整

体则处于恢复状态。受去年求职供给爆发

期略有延后影响，叠加今年“就地过年”求

职供给回暖的影响，今年2月求职供给出

现同、环比双峰值。58同城招聘研究院在

对全国求职供给情况近五年月度数据进

行深入分析后发现，2021年求职供给季节

变化趋势与往年相同，受春节假期、年终

奖发放等因素的影响，1月多为求职低谷

期，2月有所回升并达到峰值。反映出，在

“金三银四”招聘旺季的带动下，求职者的

求职活跃度显著提升。另外，进入三季度，

求职供给再度呈现回升状态，在大学生毕

业、求职者跳槽的双重作用下，求职供给

于7月达到小峰值。

全国蓝领人才招聘需求旺盛，企业

平均招聘月薪7653元

根据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2021年

前三季度，全国蓝领供求比（招聘需求与求

职供给比值）变化趋势与疫情前（2019年）

基本相同，但整体高于疫情前水平，并于5

月创下近三年新高，比值达到5.05，可见企

业蓝领人才招聘需求旺盛。侧面反映出，蓝

领人才所处的第三产业在经过疫情期间的

调整后，线下消费频次逐渐恢复、线上消费

比重显著提升，招聘需求大量释放。另外，

基于过往数据分析，受求职者“返乡”等因

素影响，进入四季度，预期供求比将有所加

大，因此求职者将有更多的选择空间，进而

实现理想就业。

从薪资水平上看，企业招聘薪酬呈稳

中有增趋势。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示，

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企业平均招聘月薪

为7653元，较2020年同期增长10.15%，各

月同比增幅方面维持在5%-15%之间，环

比则在5%以内，变化相对稳定。其中，7月

受就业市场招求活跃的拉动，企业招聘月

薪突破8000元，同比、环比双高，分别为

16.62%、4.5%。得益于疫情防控得当，各行

各业全面复产，基于业务发展需要，企业招

聘需求全面释放，在人才供给较为有限的

情况下，企业纷纷提高薪资水平以增加职

位竞争力。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人才供不

应求，住宿和餐饮业求职者激烈竞争

基于58同城招聘大数据，《2021年中

国蓝领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年度报告》还

重点分析了典型行业就业情况，包括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

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及制造业5个行业。数据显示，除住

宿和餐饮业外，其余4个行业均呈现人才

供不应求的状态，其中5月企业招聘力度

与人才供给的反差最大，人才选择空间

较多。

具体来看，受招聘需求高位增长，求职

供给回暖较慢影响，2021年前三季度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人才始终处于供不应

求状态，尤其是5月，供求比达到46.52，企

业招聘需求较高。批发和零售业2021年前

三季度持续回暖，受零售行业数字化发展

的影响招聘需求也处于增长态势，人才较

为紧缺。

今年以来，加大技术投入、加快数字化

转型成为许多制造业企业的共同选择，制

造业对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招聘需求

在一季度持续增加，在3月达到峰值。而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则是除7月外，

其他各月均处于人才供不应求状态，行业

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与上述各行业相反，

住宿和餐饮业招聘需求则恢复速度较慢，

存在明显的人才供过于求现象，尤其是7月

毕业季，供求比小于0.5，求职者面临较大

竞争压力。

作为国民招聘大平台，58同城依托丰

富详实的大数据，对蓝领就业市场进行数

据化统计梳理，从月份、供求、薪资等维度，

对2021年招聘求职情况予以透彻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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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持续关注蓝领就业市场动态，及时分享

提供招聘求职第一手资料，助力招聘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

58同城发布全国蓝领就业市场大数据：全国企业平均招聘月薪为7653元

赶在新年元旦前，京东七鲜总裁郑锋

宣布，力争在未来5-7年内跻身中国连锁

零售行业第一阵营。同期，北京市也提出，

力争2025年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北

京样本”。与规划同步，七鲜超市优化供给、

加快拓店速度，为北京建设培育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助力。

七鲜拓店

织密北京便民商业网

《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

施方案（2021-2025年）》中提到，到2025

年，本市在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

活跃度、到达便利度、消费舒适度、政策引

领度等关键指标方面水平显著提升。其中，

消费舒适度包含，便民商业服务网络更加

完善，消费配套服务的“典范之城”和服务

品质的“首善之城”基本建成。

政策向便民消费提升，商企也从中找

到机遇。郑锋指出，未来，七鲜门店将主要

扎根在京津冀和大湾区两大区域，并重点

开展供应链建设、效率提升和团队能力提

升等重点举措。尤其在北京地区，七鲜超市

稳健节奏、加快开业步伐，争取成为北京市

民最喜爱的生鲜美食全渠道超市。

据悉，目前，七鲜在全国13个城市已布

局63家门店，其中在京津冀地区布局34家

门店，2021年在京津冀地区新增7家门店。

2022年，七鲜在京津冀地区将与中粮大悦

城、华润置地、龙湖地产、远洋地产等10多

家头部商业地产合作开15家门店，拓店增

速年同比达240%。

2022年，北京便民商业网点将进一步

完善。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提到，全市

共有连锁便利店（社区超市）6700余家，平

均每百万人拥有连锁便利店（社区超市）

310家。

便民商业不断优化离不开商业企业

深入布局好。目前，七鲜已经在北京布局

12家门店，包含七鲜超市和七鲜生活，七

鲜超市售卖美食生鲜等日常生活所需的

高品质商品，七鲜生活属于社区店，不仅

提供便民商品，还包含了代收发快递、代

收干洗衣物等服务。

七鲜也在精准地把握“鲜”的定位。郑

锋指出，在北京，将打造以七鲜超市为主

力，七鲜生活为卫星店的“环宇模式”，既

满足消费者“大而全”的购物需求，也满足

一日三餐的及时性需求，让消费者“尝鲜”

更便利。

服务提质为消费升级造势

把握便民消费趋势，加快社区便民商

圈建设，企业将基础设施、消费供给升级，

更有利于成为消费热点。

七鲜超市在几年的摸索中，产品在更

新、配送在提速。七鲜不断强化本地供应链

搭建能力，自建北京、深圳两大商品中心。

针对非标品类，经营难度在于如何调配资

源，降低运输与配送损耗的生鲜经营者来

说，如何提升供应链能力，是经营业绩的重

中之重。七鲜自建“一南一北”商品中心，大

大地提升产品供应链效率，强化顾客心智，

一是可以根据区域消费者饮食偏好来实现

“以销定采”，更好地融入本地市场；另外还

可以减少生鲜流通环节，降低损耗，从源头

开始确保新鲜。

不仅如此，七鲜以“优质供应链、高性价

比”的差异化优势，根据市场消费需求，分季

度推出七鲜自有品牌商品。七鲜依靠京东集

团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在逐步建立自有品牌

护城河。如来自世界长寿之乡巴马认证水源

地的矿泉水，全国首家获得生活用纸“真本

色”称号的七鲜×斑布系列纸……以匠心为

本源打造的七鲜自有品牌商品，一扫市场对

传统商超自有品牌商品的认识。

另外，自出生之日就带有全渠道经营优

势的七鲜，在履约能力上，更是让消费者充满

“新鲜期待”。今年，七鲜全面接入京东“小时

购”业务，同频“线上下单，门店配送，小时级乃

至分钟级送达”的即时零售新模式，同时消费

者在七鲜App上也可以下单，3公里半径内的

用户最快可以实现30分钟配送到家，七鲜成

为美食生鲜领域最快的即时零售品牌。

“30分钟”的配送时效或许会更快。郑

锋指出，过去一个月，七鲜在北京两家门店

测试了新的拣货系统。一个订单从下单到

完成拣货仅需5分钟，更少的人工拣货参

与，来实现更大的订单量的拣货，这也是七

鲜不断尝试创新的表现。

全渠道布局、品牌持续拓店、服务能力提

升，七鲜超市的发展也将进一步完善生活性服

务业网点动态地图功能，提升农村便民商业网

络密度，深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提高

市民消费舒适度，以优质生活服务助力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与和谐宜居之都建设。

便民商业再上一层楼

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北京正一

步一步“落子”。商超、社区店等业态作为城

市最基本的民生保障，在北京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

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目标的明

确，对于实体零售来说，都会带来机遇。七

鲜超市双线拓展门店，更多社区店进入市

场，也将精准补齐北京便民商业的缺口。疫

情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市民更倾向

于家门口。

北京市发布的《“十四五”时期商业服

务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中提到，北

京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显著提升。具体而

言，北京将实现每百万人口拥有连锁便利

店（社区超市）330家，全市连锁化、品牌

化、规范化早餐、便利店（社区超市）、蔬菜

零售等8项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能全市社

区覆盖率100%，物流末端配送网点覆盖

率达85%以上。

生鲜超市最终比拼的是顾客的体验和

运营的效率。强大的供应链能力与仓配体

系才是生鲜破局的关键钥匙。

七鲜超市已经有了发展经验，不过电

商做生鲜超市还是刚刚起步。京东有强大

的物流体系和自营商品搭建的良好口碑，

七鲜超市还要等待时间来决定，坚持到最

后才是真的赢家。加之，政策助推，“基本

功”扎实的企业将有更大的机会在千亿淘

汰赛中胜出。

郑锋也在演讲中提到，京东是一家互

联网公司，七鲜是在京东强大的互联网基

因下诞生的一个全渠道超市，一直都在创

新的路上。2021年，七鲜在业务上有很多

创新布局，也有一些零的突破。在政策的加

持下，2022年，七鲜将创新更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