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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活服务业是与居民生活紧密联系的行业，涉及衣、食、住、行、娱乐、健康、教育等

各个方面。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服务业并提出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发展贴近服务人民群众生

活、需求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生活服务领域，推动生活消费方式由生存型、传统型、物质

型向发展型、现代型、服务型转变，促进和带动其他生活服务业领域发展。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

为国内推动生活服务业发展的第一个全面、系统的政策性文件，之后陆续出台了《居民生活

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关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积极稳定和促进就业的指导

意见（2018）》、《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2019）》及《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

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2020）》等文件，对生活服务业发展提出相关

目标及要求。国际经验显示，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时，居民总体消费水平有显著增加，

消费结构转向以发展、享乐为主。我国人均 GDP 在 2019 年首次突破 1 万美元后，已经连续

两年在此标准之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激发了生活服务业的巨大潜力。受互联

网技术助推，尤其是近两年，涌现出如生鲜零售、宠物咖啡馆、密室逃脱及轻医美等新服务

业态及宠物美容师、游戏陪练员、老年健康评估师、在线学习评估师等新职位，不断扩展着

生活服务业空间。 

我国生活服务业就业领域广阔、就业规模庞大，劳动密集型行业众多，吸纳大量就业人

口。基于国家统计局《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及“中国蓝领就业景气指数”，中国

连锁经营协会（CCFA）联合 58 同城招聘研究院推出“生活服务业就业指数”，旨在通过分

析招聘大数据变化，研究生活服务业就业景气发展趋势，以人力资源视角洞察生活服务业生

产经营状态，积极寻找支持行业发展的对策，稳定及促进生活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 

本报告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生活服务业招聘及求职现状；第二部分从近五年、

典型职位及活跃城市就业指数视角直观展现生活服务业供需变化；第三部分侧重从住宿餐饮

服务、居民零售和互联网销售服务、居民和家庭服务、物流快递服务及居民出行服务五大细

分领域，立体展示生活服务业重点领域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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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一） 生活服务业受疫情影响较大，进入 2021 年呈现复苏趋势，招工难问题日趋严

重。2020 年生活服务业招聘需求较上年下降 6.16%，随着国内疫情平稳可控，2021 年一季

度招聘需求环比增长 18.30%，呈回暖态势。随着生活服务业不断发展，招工难问题日益严

峻，2021 年一季度就业指数达到 4.57，为近五年来最大。 

 

（二） 生活服务业专业化需求增长快，涌现出更多新职位。2016 年国家深入实施推进

“互联网+流通”行动，促进降成本扩内需增就业。截至 2020 年底，58 同城招聘平台上生

活服务业相关职位种类数量较 2016 年增长 25.54%。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生

活服务业向专业化、便利化发展，涌现出老年健康评估师、游戏陪练、社群健康助理、社区

网格员等新职位。 

 

（三） 物流快递招聘需求旺盛，养老服务潜力凸显，旅游领域受疫情冲击最大。疫情

期间保障医疗物资、民生需求的物流快递服务需求旺盛，恢复较早，2020 年二季度实现同

比转正。新兴养老服务领域潜力凸显，尤其是深圳、北京、广州、上海、成都及东莞等经济

发达城市供需两旺。受人员流动性减弱影响，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领域 2020 年招聘需求同

比降幅最大，随着国内疫情有效控制，该领域处于缓慢恢复中，招聘需求同比降幅逐季收窄，

到 2020 年四季度基本恢复至同期 90%。 

 

（四） 广东省生活服务业招聘及求职需求居全国首位。疫情对生活服务业有较大冲击，

全国各地都在多措并举促进行业恢复，广东省生活服务业发展基础好、“互联网+”及数字化

程度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强，招聘及求职需求复苏较快，供需两端延续 2019 年优势地位，

继续引领全国发展。 

 

（五） 深圳引领行业升级，成都成为生活服务业发展生力军，廊坊蕴藏更多机遇。2020

年深圳位居生活服务业求职需求第一，求职吸引力强，就业指数为 4.55，缺工背后更多是行

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城市定位与基层就业市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成都 2020 年生活服务业

就业指数为 7.21，供需两端均十分活跃，尤其是招聘需求，居全国第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品牌的打造，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生活服务业活力无限。廊坊则受益于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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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基础设施建设及大型企业引入等，生活服务业就业指数达 16.35，招聘需求旺盛，发

展潜力凸显。 

 

（六） 生活服务业积极推进数字化进程，抵御不确定性风险。2020 年餐饮领域布局线

上业务，送餐员招聘需求活跃，同比增长 9.61%；住宿领域受疫情重创，虽有互联网的助力，

但是难抵冲击，尤其是 2020 年前两季度，招聘需求下滑严重，同比降幅均在 50%以上。“直

播带货”成为零售领域线下商家疫情期间复工复产的有效方式，受疫情影响，传统线下销售

模式受到冲击，店铺经营受阻，商家纷纷试水直播，2020 年视频主播招聘需求同比增长

20.48%。居民和家庭服务领域正在加快建设数字化建设步伐，更多平台型企业提升了供需两

端链接效率，大数据技术助推行业向专业化发展，向更高质量就业迈进，而保姆及月嫂等技

能型职位就业指数较高，尤为缺人。全球疫情蔓延，促使国内跨境电商飞速发展，进一步推

动物流快递服务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及线上化发展，企业招聘需求旺盛，2020 年二季度即实

现同比转正，并呈持续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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