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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蓝领”是⼀个舶来词，源⾃英⽂ Blue-collar worker，起初指⽣活形态与在办

公桌前从事⽂书⼯作不同的⼈群，即从事体⼒和技术劳动的⼯作者。在中国，蓝

领更多指产业⼯⼈，如今，该群体已经从“⽣产线”延伸到⽣活服务领域和新兴服

务业中，其就业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因此，本报告拟⽤蓝领就业景

⽓指数（BLUE指数，简称 B指数）反映我国第⼆、三产业基层⼈员就业市场的

整体⾛势及景⽓程度。

总体⽽⾔，蓝领就业景⽓指数呈现出⼀定的季节规律且较为稳定，数据的周

期波动趋势与经济周期波动基本吻合，能够⽐较真实地反映蓝领就业市场的变化。

其中，2016-2020年，每年春节前后，蓝领就业景⽓指数最低，每年 8-9⽉蓝领就

业景⽓指数最⾼。尤其是 2020年 1-6⽉，受疫情以及复⼯复产情况的影响，蓝领

就业景⽓指数变化特征⼗分明显。

从⾏业来看，2020年 1-6⽉，⼤部分⾏业的蓝领就业景⽓指数呈先下降后上

升的趋势。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蓝领就业景⽓程度最⾼，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房地产

业等⾏业的蓝领就业景⽓程度也相对较⾼，但住宿和餐饮业的蓝领就业景⽓指数

⼀直呈下降趋势，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对该⾏业造成了较⼤且持续的影响。蓝领就

业景⽓指数较⾼和较低的次级⾏业分化明显，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设备制造

业，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电⽓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业的蓝领就业景⽓指数

⼀直排在前 10名内，⽽烟草制品业，⾮⾦属矿物制品业，⿊⾊⾦属冶炼和压延



加⼯业等⾏业的蓝领就业景⽓指数⼀直排在后 10名内。

从职业来看，需求量和供给量排名前 10的职业都是和制造业、批发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等⾏业相关的职业。其中需求量最⼤的职业

都是制造业的⼯种，供给量最⼤的职业是普⼯，且这些职业的蓝领就业景⽓指数

也较⼤。⽽货运司机、⽂员、店员/营业员等职业的蓝领就业景⽓指数较⼩。

从地区来看，2020年 1-6⽉，各地区的蓝领就业景⽓指数随时间呈 U型变化

趋势，随着经济形势变化，蓝领就业景⽓指数先下降后上升。总体⽽⾔，华北、

华中和⻄南地区的蓝领就业景⽓指数最⾼，东北地区的蓝领就业景⽓指数最低。

从城市等级来看，2020年 1-6⽉，各地区的蓝领就业景⽓指数也随时间呈 U型变

化趋势，蓝领就业景⽓指数先下降后上升。总体⽽⾔，五线城市的蓝领就业景⽓

指数最⾼，四线、三线和新⼀线城市的蓝领就业景⽓指数次之，⼆线和⼀线城市

的蓝领就业景⽓指数最低。



报告正⽂：

中国⼈⺠⼤学中国就业研究所联合 58同城招聘研究院，联合推出中国蓝领

就业景⽓指数（BLUE指数，简称 B指数），反映我国第⼆、三产业基层⼈员就

业的整体⾛势及景⽓程度。该指数研究始于 2017年底，涉及⼈员包括⽣产型企

业的普通⼯⼈，⽣活服务业的基层员⼯以及其它企业的基层员⼯，在深度访谈⼤

量企业的基础上，利⽤ 2016年以来，合计 54个⽉，18个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

构建时间序列模型，检验数据的稳定性以及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等，于 2020年 7

⽉正式推出。中国蓝领就业景⽓指数可以通过招聘⼈数和投递求职者数计算得到，

通过分析不同⾏业、不同职业、不同地区等供需指标的动态变化，来反映蓝领就

业市场职位空缺与求职⼈数的⽐例变化，从⽽更好地对中国就业市场进⾏全⾯和

系统监测。

⼀、蓝领就业市场总体情况

图 1 2016年 4⽉-2020年 6⽉蓝领就业景⽓指数变化情况

图 1显示，2016-2020年，每年春节前后，蓝领就业景⽓指数最低，每年 8-9

⽉蓝领就业景⽓指数最⾼，在 2018年 9⽉达到峰值。从招聘需求⼈数来看，受春



节影响，每年的 1⽉为招聘低⾕期，5⽉以及 8-9⽉为招聘⾼峰期。从投递申请

⼈数来看，受春节影响，每年的 1⽉也是求职低⾕期，春节后陆续返⼯，2⽉求

职⼈数迅速回升并在 3⽉达到峰值，随之投递申请⼈数开始减少，在 7⽉⼜有⼀

个⼩⾼峰，之后的求职申请⼈数逐渐减少。

图 2 2020年 1⽉-6⽉蓝领就业景⽓指数及供需同⽐变化

图 3 2020年 1⽉-6⽉蓝领就业景⽓指数及供需环⽐变化

图 2为 2020年 1-6⽉求职申请⼈数、招聘需求⼈数和蓝领就业景⽓指数的同

⽐变化情况。2020年 1⽉和 2⽉，三个指数都同⽐下降，3⽉份受疫情之后初步

复⼯复产的影响，求职申请⼈数同⽐上涨 9.59%，招聘需求和蓝领就业景⽓指数

依然同⽐下降。受国内外疫情持续影响，2020年 4⽉和 5⽉的招聘需求和蓝领就



业景⽓指数同⽐下降，⽽求职申请⼈数同⽐持续上涨，4⽉同⽐上涨 28.63%，5

⽉同⽐上涨 12.5%。直到 6⽉，三个指数都同⽐上升，其中招聘需求⼈数同⽐上

涨 41.93%，求职申请⼈数同⽐上涨 2.16%，蓝领就业景⽓指数同⽐上涨 45.06%，

说明国⺠经济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三产业需求增加。

图 3为 2020年 1-6⽉求职申请⼈数、招聘需求⼈数和蓝领就业景⽓指数环⽐

变化情况。春节过后，2⽉招聘需求⼈数及求职申请⼈数环⽐增加，3⽉份环⽐

增加的幅度均超过⼀倍，其中招聘需求⼈数环⽐增加 104.62%，求职申请⼈数环

⽐增加 107.83%，表明复⼯复产效果明显，但是由于求职申请⼈数增幅相对更⼤，

蓝领就业景⽓指数环⽐下降。由于 3⽉份招聘需求及求职申请⼈数都达到了较⾼

⽔平，4⽉份招聘需求环⽐上升幅度较⼩，求职申请⼈数有⼩幅下降，蓝领就业

景⽓指数环⽐上涨 3.05%，5⽉份求职申请⼈数继续减少，招聘需求也环⽐下降，

蓝领就业景⽓指数环⽐上涨 4.55%。6⽉份招聘需求回暖，环⽐上涨 35.34%，求

职申请⼈数环⽐下降 9.12%，蓝领就业景⽓指数环⽐上涨 48.93%，蓝领就业景⽓

指数在 6⽉份达到最⾼值。

图 4 2016年 4⽉-2020年 6⽉蓝领就业景⽓指数分解情况



图 4显示了使⽤计量模型对蓝领就业景⽓指数进⾏分解的结果。从季节因⼦

来看，1-2⽉和 7⽉的季节因⼦较低，⽽ 8⽉的季节因⼦最⾼。趋势成分从 2016

年⾄ 2020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最⾼点位于 2018年 8⽉到 2019年 1⽉间。

周期成分则从 2016年下半年开始先上升后下降，蓝领就业景⽓指数及周期成分

的峰值都在 2018年 9⽉，⽽从 2020年 3⽉开始，周期成分⼜由下降转为上升趋

势。

利⽤季节分解法，剔除季节因素的影响和不规则波动，2016年 4⽉以来，蓝

领就业景⽓指数（趋势与周期）出现了两次连续的下降过程，第⼀次为 2016年 4

⽉⾄ 9⽉，第⼆次为 2018年 9⽉⾄ 2020年 4⽉，这次下降过程已持续了 19个⽉。

图 5 2016年 4⽉-2020年 6⽉招聘需求⼈数分解情况

图 5显示了使⽤计量模型对招聘需求⼈数进⾏分解的结果。利⽤季节分解法，

剔除季节因素的影响和不规则波动，2016年 4⽉以来，招聘需求⼈数（趋势与周

期）出现了两次连续的下降过程，第⼀次为 2016年 4⽉⾄ 9⽉，第⼆次为 2018

年 9⽉⾄ 2020年 2⽉，这次下降过程已持续了 17个⽉。



图 6 2016年 4⽉-2020年 6⽉求职申请⼈数分解情况

图 6显示了使⽤计量模型对求职申请⼈数进⾏分解的结果。利⽤季节分解法，

剔除季节因素的影响和不规则波动，2016年 4⽉⾄ 2019年 9⽉，求职申请⼈数（趋

势与周期）持续上升，2019年 10⽉⾄ 2020年 1⽉，求职申请⼈数出现下降过程。

⼆、不同⾏业就业景⽓指数

表 1 2020年 1-6⽉各⾏业蓝领就业景⽓指数



本报告参照国家统计局⾏业分类标准，从中选取了 13个主要⾏业，如表 1

所示。2020年 1-6⽉，⼤部分⾏业的蓝领就业景⽓指数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2020年 1⽉，蓝领就业景⽓指数最⾼的⾏业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最低的是教育

⾏业，2020年 6⽉，蓝领就业景⽓指数最⾼的⾏业依然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住宿和餐饮业成为蓝领就业景⽓指数最低的⾏业。总体来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的蓝领就业景⽓程度最⾼，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等⾏业的就业景⽓程度也相对较⾼，

教育⾏业和建筑业的就业景⽓程度较低，⽽住宿和餐饮业的蓝领就业景⽓程度呈

下降趋势，说明新冠肺炎疫情对该⾏业造成了较⼤且持续的影响。

表 2 2020年 1-6⽉就业景⽓指数排名前 10的次级⾏业1

表 3 2020年 1-6⽉就业景⽓指数排名后 10的次级⾏业

1 此处只选取了制造业、运输仓储业、居⺠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等 5个⼤⾏业下的次级⾏

业



本研究进⼀步选取了制造业、运输仓储业、居⺠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

零售业等 5个⼤⾏业下的次级⾏业进⾏分析。表 2列出了 2020年 1-6⽉，蓝领就

业景⽓指数排名前 10的次级⾏业，总体来看，进⼊前 10的⾏业类别没有较⼤变

化，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设备制造业，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电⽓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等⾏业⼀直在前 10名内。但⾏业间蓝领就业景⽓指数差别较⼤，2020

年 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设备制造业的蓝领就业景⽓程度最⾼，造纸和

纸制品业、专⽤设备制造业、仓储业的就业景⽓程度相对较⾼，餐饮业蓝领就业

景⽓程度较低。2020年 3⽉，汽⻋制造业成为蓝领就业景⽓程度最⾼的⾏业，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设备制造业排名第⼆，批发业蓝领就业景⽓程度最低。2020

年 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设备制造业⼜再度成为就业景⽓程度最⾼的⾏

业，铁路运输业、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电⽓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就业景⽓程

度相对较⾼，邮政业的就业景⽓程度最低。

表 3列出了 2020年 1-6⽉，蓝领就业景⽓指数排名后 10的次级⾏业。总体

来看，进⼊后 10的⾏业类别没有较⼤变化，烟草制品业，⾮⾦属矿物制品业，

⿊⾊⾦属冶炼和压延加⼯业等⾏业则⻓期位于后 10名内。但⾏业间蓝领就业景

⽓指数差异较⼤，2020年 1⽉，在蓝领就业景⽓指数排名后 10名的⾏业⾥，废



弃资源综合利⽤业及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的就业景⽓程度相对较好，烟草制

品业就业景⽓程度最低。2020年 3⽉废弃资源综合利⽤业和住宿业的蓝领就业景

⽓程度相对较⾼，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退出了后 10名，⽽⽯油加⼯、炼焦

和核燃料加⼯业以及烟草制品业共同成为就业景⽓程度最低的⾏业。2020年6⽉，

⽪⾰、⽑⽪、⽻⽑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及⾮⾦属矿物制品业成为就业景⽓程度相对

较⾼的⾏业，住宿业成为就业景⽓度最低的⾏业，值得注意的是，住宿业在 3⽉

开始⾸次出现在蓝领就业景⽓指数排名后 10的⾏业中，排名逐渐下降，到 6⽉

位于倒数第 1，原因是疫情导致公众出⾏减少，住宿需求⼤幅降低。

三、不同职业就业景⽓指数

表 4 2020年 1-6⽉需求量前 10职业的蓝领就业景⽓指数2

表 5 2020年 1-6⽉供给量前 10职业的蓝领就业景⽓指数

2 该部分所含职业选取⽅法：将职位⼤类取上年度供需前 95%，再将剩下的具体职位取上年度供需前

95%，然后删除⾮蓝领职位



表 4所示为 2020年 1-6⽉需求量排名前 10的职业的蓝领就业景⽓指数，其

中普⼯、操作⼯、包装⼯和组装⼯的需求量较⼤，蓝领就业景⽓指数也相对较⼤。

受春节的影响，服务员的需求量在 2⽉份退出前 10的⾏列，受疫情的影响，服

务员成为 3⽉和 4⽉前 10名中需求量最低的职业，同时其蓝领就业景⽓指数也

较低，⽽受国际疫情的持续影响，服务员的需求量在 5⽉份和 6⽉再次退出了前

10的⾏列。保安和销售代表的需求量在 6⽉退出了前 10的⾏列，装卸搬运⼯的

需求量⾸次在 6⽉进⼊了前 10的⾏列，其蓝领就业景⽓指数相对较低。

表 5表示 2020年 1-6⽉供给量排名前 10职业的蓝领就业景⽓指数，供给量

最⼤的职业仍然是普⼯，1-6⽉其蓝领就业景⽓指数先下降后上升，与春节及疫

情的影响有关。货运司机、⽂员和店员/营业员的供给量排名靠前，但是其蓝领就

业景⽓指数较低。服务员的供给量仅在 2⽉份和 3⽉份较低，其余⽉份供给量都

排在前 5，然⽽其蓝领就业景⽓指数较低，原因是受疫情影响，招聘需求⼈数相

对于求职申请⼈数较少。



四、不同地区就业景⽓指数

表 6 2020年 1-6⽉各地区蓝领就业景⽓指数

表 6显示了 2020年 1-6⽉七⼤地区的蓝领就业景⽓指数。总体来看，2020年

1-6⽉，各地区的蓝领就业景⽓指数随时间呈 U型变化趋势，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蓝领就业景⽓指数先下降后上升。2020年 1-3⽉，华中地区的蓝领就业景⽓指数

最⾼，华北和⻄南地区蓝领就业景⽓指数相对较⾼，⻄北、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蓝

领就业景⽓指数相对较低，东北地区的蓝领就业景⽓指数最低。2020年 4⽉，⻄

南地区由于受疫情的影响较⼩，其蓝领就业景⽓指数最⾼，华北和华中地区的蓝

领就业景⽓指数次之，⻄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蓝领就业景⽓指数相对较低，东

北地区的蓝领就业景⽓指数依然最低。2020年 5-6⽉，随着国内疫情好转，华北

地区的蓝领就业市场⾸先回暖，其就业景⽓指数最⾼，其次是⻄南地区和华中地

区，⻄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蓝领就业景⽓指数相对较低，东北地区的蓝领就业

景⽓指数依然最低。



表 7 2020年 1-6⽉各等级城市蓝领就业景⽓指数

表 7显示了 2020年 1-6⽉各等级城市的蓝领就业景⽓指数。总体来看，2020

年 1-6⽉，各地区的蓝领就业景⽓指数随时间呈 U型变化趋势，随着经济形势变

化，蓝领就业景⽓指数先下降后上升。另外，除⼀线城市和⼆线城市外，各个城

市蓝领就业景⽓指数的相对⼤⼩与城市等级呈现出反向变动关系，即城市等级越

低，蓝领就业景⽓指数越⾼。2020年 1-6⽉，五线城市的蓝领就业景⽓指数最⾼，

四线、三线、新⼀线城市的蓝领就业景⽓指数次之，⼆线和⼀线城市的蓝领就业

景⽓指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