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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版薪酬报告
全新上线

《前程无忧薪酬调查报告》特点

购买灵活，节约成本 :一个职位起售，按需购买，减少不必要支出；

分类详尽，使用方便：薪酬数据细化到学历和工作年限交叉分析；包含年薪、薪

资构成、福利等多种维度；

覆盖面广，选择多样：薪酬报告覆盖 29 座城市，32 个行业大类，800+ 职位；

职位精准匹配，报告参考性高：购买前对职位进行精准匹配，包括城市、行业、

工作内容等，确保职位数据参考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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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招聘趋势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鉴于企业招聘量减少，市场供

给相对较为充足，2023年不同

层级企业招聘完成率较2022年

均有上升，经理、主管、员工

招聘完成率分别为：74.3%、

86.2%、94.7%。

➡ 招聘需求变化情况

➡ 招聘计划完成率

2023年，中国经济逐步摆脱疫情影

响，向常态化运行轨道回归，但受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内需不足

等影响，经济恢复缓慢，企业招聘

趋于保守。如左图数据显示，2023

年仅有14.8%的企业增加招聘量，

25.5%的企业招聘量与去年持平，

59.7%的企业招聘量减少。

72.2%
83.5%

92.5%
74.3%

86.2%
94.7%

经理 主管 员工

2022年 2023年

14.8%

59.7%

25.5%

增加招聘量 减少招聘量 与上年度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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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招聘趋势

2023年企业招聘需求减少，求职者

就业压力增大，不同层级的招聘周

期均较2022年有所缩短。如右图所

示，经理、主管、员工招聘周期分

别为62天、41天、22天。

如左图数据显示，2023年企业招聘员

工试用期通过率为94.8%，较2022年

略有上升。

如下图所示，网络招聘仍是当下企业最主要的招聘渠道，占比72.1%。值得注意的

是，校园招聘较去年上升0.3个百分点，分析认为，2023年，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

走进校园，吸纳青年求职者，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为企业注入活力。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 招聘周期

➡ 试用期通过率

➡ 招聘渠道分布情况

95.5%

93.7%

94.8%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71.9%

12.5%
5.6% 5.4% 3.7% 0.9%

72.1%

12.8% 5.3% 5.6% 3.1% 1.1%

网络招聘 校园招聘 人才市场/线下招聘 内部推荐 猎头 其他

2022年 2023年

2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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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45

68

员工

主管

经理

2022年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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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流动情况

➡ 整体离职率

如右图数据显示，2023年员工整体离

职率为16.6%，较上年度下降1.3个百分

点，人员流动连续两年呈放缓趋势。

分析认为，2023年，受经济恢复尚不

牢固，内需不足、外部形势复杂严峻

等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影响，企业生产

经营困难仍然较多，人才需求相对疲

软，个体求稳心态加剧，整体离职率

呈放缓趋势。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

➡ 主动离职率

14.1%
12.7%

10.9%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如右图数据显示，2023年员工主动离职

率为10.9%，较上年度下降1.8个百分

点，人员活跃度进一步下降。分析认

为，2023年经济呈弱复苏状态，较多企

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困难及挑战，在市

场有效需求不足、成本压力较大等因素

影响下，企业为降本增效，多选择收缩

招聘需求或人员编制优化。

18.8%

17.9%

16.6%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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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流动情况

行业 2022年离职率 2023年离职率

全行业 17.9% 16.6%

房地产 19.4% 18.6%

餐饮/酒店/旅游 22.7% 18.5%

高科技 19.2% 17.7%

文体/教育/传媒 21.1% 17.3%

制造业 19.0% 17.3%

消费品 18.6% 17.2%

交通/运输/物流 16.7% 16.6%

贸易/批发零售 16.6% 16.5%

汽车 17.3% 15.6%

能源化工 16.6% 15.4%

金融 16.1% 15.0%

医药健康 15.6% 14.3%

➡ 离职率行业差异性分析

数据显示，2023年各行业整体离职率较上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从具体行业看，2023年整体离职率居于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房地产行业

（18.6%）、餐饮/酒店/旅游行业（18.5%）和高科技行业（17.7%）。分析

认为，房地产行业景气度持续降低，员工对行业发展信心逐步消退，加之

企业进行减员增效，行业主被动离职率均较高，带动整体离职率居于首位；

餐饮/酒店/旅游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基层员工低龄化，稳定性一直

较低，人员流动频繁；高科技行业技术变革速度快、市场竞争激烈、中高

端技术人才一直存在缺口，行业整体离职率处于相对高位。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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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流动情况

如上图数据显示，相较于2022年，2023年各城市离职率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新一

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离职率差距略有缩小。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

的离职率分别为16.3%、16.7%、16.9%和16.6%，新一线城市为16.7%。分析认为，

受新一线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引才政策加码以及商业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影响，新

一线城市与一线城市人才活跃度差距正逐步缩小。

➡ 离职率城市差异性分析

➡ 离职率企业性质差异性分析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

17.9% 19.1% 19.8% 18.4% 17.6% 16.7%16.3% 16.7% 16.9% 16.6% 16.7% 16.0%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新一线 其他

2022年 2023年

15.8% 16.2%
17.8%

12.1%

19.8%

13.8% 14.5%
16.3%

11.7%

18.4%

外资欧美 外资非欧美 合资合作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2022年 2023年

如上图数据显示，2023年不同性质企业离职率较上年度均有所下降。在不同性质

企业中，民营企业员工离职率（18.4% ）最高，分析认为，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

为主，资金及技术实力相对较弱，面对经济企稳复苏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因素，抗

风险能力较弱，人员流动相对频繁。



招聘篇

薪酬福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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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收入数据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

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

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同期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2020年至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0-202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呈逐年上升趋势，2022年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9283元，扣除价格增长因素，

2022年同比2021年实际增长幅度

为3.9%。（单位：元/人·年）

¥43,834 

¥47,412 

¥49,283 

1.2%

7.1%
3.9%

0.0%

2.0%

4.0%

6.0%

8.0%

10.0%

¥32,000

¥36,000

¥40,000

¥44,000

¥48,000

¥52,000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速

¥17,131 

¥18,931 

¥20,133 

3.8%

9.7%

6.3%

0.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5,500

¥16,000

¥16,500

¥17,000

¥17,500

¥18,000

¥18,500

¥19,000

¥19,500

¥20,000

¥20,50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速

2020-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呈持续上升趋势。2022年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33元，

扣除价格增长因素，2022年同比

2021年实际增长幅度为6.3%。（单

位：元/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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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收入数据

➡ 2022年各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地区 人均可支配收入 地区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全国 ¥49,283 广东 ¥56,905

北京 ¥84,023 昆明 ¥53,832

上海 ¥84,034 长沙 ¥65,190

广州 ¥76,849 成都 ¥54,897

深圳 ¥72,718 重庆 ¥45,509

杭州 ¥77,043 武汉 ¥58,449

南京 ¥76,643 济南 ¥59,459

苏州 ¥79,537 合肥 ¥56,177

无锡 ¥73,332 郑州 ¥46,287

宁波 ¥76,690 长春 ¥43,240

天津 ¥53,003 哈尔滨 ¥43,981

西安 ¥48,418 大连 ¥51,904

厦门 ¥70,467 沈阳 ¥51,702

福州 ¥55,638 青岛 ¥62,584

东莞 ¥65,406 南昌 ¥52,622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反映居民家庭全部现金收入能用于安排家庭日常生活的那

部分收入。它是家庭总收入扣除缴纳的所得税、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费以及调查户

的记账补贴后的收入。（单位：元/人·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及各省市统计公报



2023人力资源白皮书 Web：http://research.51job.com       TEL： 021-61601888-8855
13

宏观收入数据

➡ 各地最低工资标准

地区 标准实施日期 最低工资标准 地区 标准实施日期 最低工资标准

北京 2023-09-01 ¥2,420 昆明 2023-10-01 ¥1,990

上海 2023-07-01 ¥2,690 长沙 2022-04-01 ¥1,930

广州 2021-12-01 ¥2,300 成都 2022-04-01 ¥2,100

深圳 2022-01-01 ¥2,360 重庆 2022-04-01 ¥2,100

杭州 2024-01-01 ¥2,490 武汉 2021-09-01 ¥2,010

南京 2024-01-01 ¥2,490 济南 2023-10-01 ¥2,200

苏州 2024-01-01 ¥2,490 合肥 2023-03-01 ¥2,060

无锡 2024-01-01 ¥2,490 郑州 2022-01-01 ¥2,000

宁波 2024-01-01 ¥2,490 长春 2021-12-01 ¥1,880

天津 2023-11-01 ¥2,320 哈尔滨 2021-04-01 ¥1,860

西安 2023-05-01 ¥2,160 大连 2021-11-01 ¥1,910

厦门 2022-04-01 ¥2,030 沈阳 2021-11-01 ¥1,910

福州 2022-04-01 ¥1,960 青岛 2023-10-01 ¥2,200

东莞 2021-12-01 ¥1,900 南昌 2021-04-01 ¥1,85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及各省市统计公报

*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设有不同档次的，本报告均统计最高一档(单位：元/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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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薪酬数据

➡ 2023年重点城市平均月薪（单位：元/月）

城市 平均月薪 城市 平均月薪

北京 ¥11,791 重庆 ¥8,005 

上海 ¥11,702 青岛 ¥7,948 

深圳 ¥11,043 武汉 ¥7,774 

广州 ¥10,096 西安 ¥7,714 

杭州 ¥9,750 合肥 ¥7,555 

南京 ¥9,179 大连 ¥7,532 

苏州 ¥9,028 长沙 ¥7,517 

宁波 ¥8,982 福州 ¥7,496 

厦门 ¥8,787 济南 ¥7,353 

无锡 ¥8,692 昆明 ¥7,334 

成都 ¥8,529 郑州 ¥7,229 

东莞 ¥8,238 沈阳 ¥7,143 

天津 ¥8,098 长春 ¥6,721 

城市 总监 经理 主管 员工

北京 ¥34,415 ¥22,606 ¥11,970 ¥9,422 

上海 ¥35,248 ¥22,589 ¥11,878 ¥9,345 

广州 ¥31,387 ¥19,094 ¥10,559 ¥8,359 

深圳 ¥33,213 ¥20,787 ¥11,632 ¥9,136 

杭州 ¥28,776 ¥17,751 ¥10,368 ¥7,719 

南京 ¥25,020 ¥15,727 ¥9,337 ¥7,470 

东莞 ¥23,520 ¥14,970 ¥8,599 ¥6,746 

武汉 ¥22,706 ¥13,035 ¥8,079 ¥6,723 

西安 ¥21,846 ¥12,394 ¥7,783 ¥6,516 

成都 ¥24,607 ¥15,003 ¥8,673 ¥6,941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 2023年重点城市不同层级平均月薪（单位：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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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薪酬数据

➡ 重点行业热招职位平均年薪（单位：元/年）

行业 职位 一线城市 非一线城市

电子/半导体/集成电路

数字前端工程师 ¥392,184 ¥348,874

测试工程师 ¥157,283 ¥137,283

嵌入式软件开发工程师 ¥287,391 ¥205,164

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 ¥381,654 ¥328,177

结构工程师 ¥217,314 ¥157,382

互联网

产品经理 ¥347,894 ¥199,588

网络安全工程师 ¥256,241 ¥152,745

前端开发工程师 ¥241,536 ¥168,372

Java软件工程师 ¥257,421 ¥187,533

Android开发工程师 ¥277,419 ¥217,641

计算机

软件测试工程师 ¥216,510 ¥163,261

技术服务工程师 ¥176,477 ¥137,985

ERP实施顾问 ¥267,184 ¥197,492

算法工程师 ¥351,712 ¥268,521

大数据工程师 ¥298,145 ¥251,754

机械设备制造

机械工程师 ¥205,647 ¥138,334

电气设备工程师|技术员 ¥180,371 ¥121,657

现场应用工程师 ¥167,431 ¥124,874

质量管理工程师 ¥132,764 ¥101,543

数控操机 ¥102,641 ¥81,634

汽车

汽车电子工程师 ¥329,860 ¥231,771

技术研发工程师 ¥257,855 ¥168,572

模具工程师 ¥161,476 ¥127,465

技工 ¥113,521 ¥95,731

汽车质量工程师 ¥148,767 ¥119,385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薪酬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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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薪酬数据

➡ 重点行业热招职位平均年薪（单位：元/年）

行业 职位 一线城市 非一线城市

金融

风险控制专员 ¥241,983 ¥173,911

理财顾问 ¥215,273 ¥147,675

基金分析师 ¥341,753 ¥261,743

投资经理 ¥401,723 ¥307,214

催收专员 ¥160,841 ¥127,031

生物/医药

有机合成研究员 ¥253,281 ¥162,814

药品注册员 ¥197,463 ¥121,751

医药技术研发人员 ¥276,144 ¥197,476

药品市场推广 ¥161,624 ¥118,845

临床监察员 ¥149,742 ¥110,544

贸易/进出口

外贸专员 ¥159,284 ¥111,145

客服专员(非技术) ¥93,109 ¥71,653

高级业务跟单 ¥199,875 ¥147,346

质检员 ¥100,742 ¥78,641

物流专员 ¥119,853 ¥76,738

电子商务

跨境电商专员 ¥148,947 ¥116,614

电商设计|美工 ¥139,823 ¥92,614

电商运营经理 ¥367,281 ¥247,401

在线客服 ¥87,741 ¥73,431

新媒体运营专员 ¥134,755 ¥103,844

快速消费品

市场通路专员 ¥128,745 ¥88,740

电商运营专员 ¥138,651 ¥108,753

车间主任 ¥207,341 ¥161,931

品牌经理 ¥355,144 ¥251,731

品控工程师 ¥128,746 ¥105,311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薪酬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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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薪情况解析

➡ 冻薪企业比例及冻薪原因

2023年企业整体调薪幅度为4.5%，

较上年度下降0.8个百分点。分析

认为，尽管2023年经济已经确立复

苏态势，但复苏力度仍然较小，仍

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

弱的三重压力，企业经营挑战和成

本压力上升，企业在调薪方面整体

趋于保守。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

如上图数据显示，2023年冻薪企业占参与调研整体的41.3%，较上年度上涨9.6个

百分点，未冻薪企业占比58.7%。冻薪企业中，超半数（52.7%）表示 “企业盈利能

力下降”是冻薪的主要原因 。访谈显示，今年以来，受疫情后经济恢复尚不牢

固，内需不足、外部形势复杂严峻等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影响，相当一部分企业面

临生存和发展的困难及挑战，利润空间缩小，企业调薪保守。

➡ 企业调薪幅度情况

68.3%

31.7%

58.7%

41.3%

未冻薪 冻薪

2022年 2023年
52.7%

17.2%

16.4%

13.7%

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企业持续亏损

企业发展前景未明

企业业务转型/缩减

5.3%

4.5% 4.6%

2022年 2023年 2024年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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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薪情况解析

➡ 不同行业企业调薪幅度情况

如上图数据显示，2023年调薪幅度居于前三位的行业是高科技行业（5.7%）、医

药健康行业（5.6%）和能源化工行业（5.3%） 。分析认为，行业热门领域的快速

发展使得人才竞争更加激烈，企业需要提供更具竞争力的薪资吸引和保留人才，

进而带动调薪幅度维持在相对高位。高科技行业受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

新兴领域带动；医药健康行业受创新药、消费医疗、数字医疗等新兴领域带动；

能源化工行业受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领域快速发展带动。

➡ 影响调薪的因素

在控本保质增效趋势下，企业

倾向把有限的调薪资源倾斜到

绩优与核心员工，以激发员工

工作积极性及保留核心员工。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

49.8%

33.7%

9.8%

6.7%

按照绩效评估结果差异化调薪

针对核心员工倾斜调薪

按照员工的层级/职能区分调薪幅度

按照同一比例或金额进行调整

0.0%

1.0%

2.0%

3.0%

4.0%

5.0%

6.0%
2023年 2024年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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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情况解析

➡ 一线城市福利情况

如左图数据显示，2023

年一线城市中有9.6%的

企业提供补充养老福

利，28.1%的企业提供补

充住房福利。

一线城市补充养老福利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和外商独资欧美企业倾向于给员工提

供企业年金，占比分别为14.3%和7.9%。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一线城市补充住房福利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占比最高，为59.6%；其次为外商独资欧

美企业，为35.2%。

9.6%

90.4%

有补充养老 无补充养老

28.1%

71.9%

有补充住房 无补充住房

0.9% 2.1%

7.9%

14.3%

5.6%
8.1%

5.4%
3.0%

民营企业 外商独资非欧美企业 外商独资欧美企业 国有企业

企业年金 商业养老保险

22.3% 19.5%

35.2%

59.6%

民营企业 外商独资非欧美企业 外商独资欧美企业 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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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情况解析

➡ 非一线城市福利情况

如左图数据所示，非一

线城市中有补充养老的

企业占6.2%，有补充住房

的企业占19.7%。

非一线城市补充养老福利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和外商独资非欧美企业倾向给员工

提供商业养老保险，占比分别为3.1%和4.9%；外商独资欧美企业和国有企业倾向

于给员工提供企业年金，占比分别为6.4%和11.1%。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非一线城市补充住房福利数据显示，49.1%的国有企业愿意为员工提供补充住房福

利，在不同性质企业中占比最高。

6.2%

93.8%

有补充养老 无补充养老

19.7%

80.3%

有补充住房 无补充住房

0.8% 1.5%

6.4%

11.1%

3.1%
4.9%

2.4% 2.0%

民营企业 外商独资非欧美企业 外商独资欧美企业 国有企业

企业年金 商业养老保险

14.9%
10.9%

24.1%

49.1%

民营企业 外商独资非欧美企业 外商独资欧美企业 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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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培训情况

如右图数据所示，2023年，受经济

增速放缓，企业经营面临挑战影

响，企业培训投入减少。2023年企

业人均培训费用为1401元，已连续

两年下降。（单位：元/人·年）

管
理
人
员

普
通
员
工

如左图数据显示，2023年针对

管理人员的培训项目中，企业较

为重视绩效管理（58.0%）、领

导力（53.1%）、项目管理

（49.9%）的培训。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 人均培训投入

➡ 具体培训项目

¥1,697 

¥1,482 
¥1,401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4.3%

25.6%

49.9%

53.1%

58.0%

团队合作

沟通技巧

项目管理

领导力

绩效管理

28.4%

29.1%

35.2%

42.8%

75.6%

沟通技巧

团队合作

创新技能

执行力

专项岗位技能

如左图数据显示，2023年企业针

对普通员工的培训项目主要集中

在专项岗位技能方面，占比达到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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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晋升情况

上图数据显示，在管理通道各层级晋升时间跨度上，层级越高，实际升职时间越

长。普通员工晋升初级管理人员、初级管理人员晋升中级管理人员、中级管理人

员晋升高级管理人员的实际时间分别为3.7年、5.4年、8.0年。

专业通道各层级的晋升时间亦遵循层级越高，实际升职时间越长的规律。初级技

术职位晋升中级技术职位、中级技术职位晋升高级技术职位、高级技术职位晋升

专业级别职位的实际时间分别为4.8年、7.1年、9.0年。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 管理通道各层级晋升时间跨度

➡ 专家通道各层级晋升时间跨度

普通员工

3.7年

5.4年

初级管理人员

8.0年

中级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

4.8年

初级技术职位

7.1年

中级技术职位

9.0年

高级技术职位

专家级别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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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意愿分析

如上图数据显示，2024届毕业生就业意愿较上届有所降低，其中，直接就业的比例

为60.0%，较上届下降3.3个百分点，已连续两届呈下降趋势；选择“慢就业”和“继续

求学”的比例上升，2024届毕业生选择“慢就业”的比例为8.3% ，较上届上升1.1个百

分点。选择“国内继续求学”的比例为27.1%，“国外继续求学”的比例为2.6%，较上届

分别上升0.7和0.8个百分点。

就业意愿 2023届 2024届

就业（计划去企业就业） 45.2% 41.7%

就业（计划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教师等） 18.1% 18.3%

国内继续求学 26.4% 27.1%

国外继续求学 1.8% 2.6%

慢就业（暂无具体打算） 7.2% 8.3%

其他 1.3% 2.0%

如上图数据显示，2024届毕业生依然青睐国有企业，首选就业目标为国有企业的占

比达到40.2%，较2023届上升2.3个百分点；此外，首选机关/事业单位的毕业生占比

仅次于国有企业，为25.7%，较上届上升0.5个百分点；与之相对的是，首选民营企

业的应届生占比呈下降趋势，仅为17.6%。分析认为，2024届毕业生对当前经济环

境不佳及就业困难的感知程度日益加深，求稳心态进一步增强，更趋向于进入国有

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稳定性相对较高的工作单位。

首选目标企业性质 2023届 2024届

国有企业 37.9% 40.2%

机关/事业单位 25.2% 25.7%

民营企业 19.6% 17.6%

外资企业 12.5% 12.2%

合资企业 4.9% 4.3%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2023应届生调研报告》



2023人力资源白皮书 Web：http://research.51job.com       TEL： 021-61601888-8855
26

招聘情况分析

如左图数据显示，企业2023届应届

生人均招聘成本为3196元，仅在重

点院校招聘2023届毕业生的企业人

均招聘成本为8074元。分析认为，

随着经济进入恢复发展阶段，企业

经营趋好，部分企业开始加大应届

生校招投入力度，预计2024届应届

生人均招聘成本略高于2023届。

（单位：元/人·年）

应届生 指标 2021届 2022届

整体平均

签约率 56.5% 58.3%

履约率 85.7% 87.1%

转正率 84.8% 89.4%

重点院校招聘

签约率 36.5% 40.2%

履约率 91.1% 92.7%

转正率 89.8% 91.9%

如上图所示，2022年下半年受疫情影响，市场就业机会减少，同时应届生数量创

新高，求职难度加大，有意愿就业的应届生以确保就业为主，2022届毕业生的签

约率、履约率、转正率较2021届均有所回升。值得注意的是，2022届重点院校招

聘应届生的签约率由2021届的36.5%上升至40.2%，回升明显；分析认为，2022年

受疫情影响，该类应届生获得的OFFER(签约意向)也有所减少 ，岗位竞争激烈，

相比以往选择工作时反复权衡优劣，该类应届生在择业心态上更加务实。

➡ 平均招聘成本

➡ 签约率、履约率、转正率

¥3,196 

¥8,074 

¥3,284 

¥8,165 

平均招聘成本 重点院校平均招聘成本

2023届 2024届预计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2023应届生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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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情况分析

如右图数据显示，不同行业

中，餐饮/酒店/旅游行业、房

地产行业受外部经济环境影

响较大，企业经营困难、人

员收入减少，使得应届生离

职率处于高位，分别为23.6%

和20.6%。

如左图数据显示，应届生在入职

3个月内离职率最高，达到

32.2%；其次是6个月到1年，离

职率达到26.1%。

➡ 离职时间分布情况

➡ 不同行业应届生离职率

➡ 离职原因分布情况

15.1%
15.4%
16.2%
16.5%
17.5%
17.8%
18.4%
18.8%
19.7%
19.8%
20.6%

23.6%

能源/化工
金融

专业服务
生物医药

消费品
汽车

交通/运输/物流
教育/培训

高科技
制造

房地产
餐饮/酒店/旅游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2023应届生调研报告》

32.2%

23.3%
26.1%

18.4%

3个月以内 3-6个月 6个月-1年 1-2年

67.4%

63.2%

61.8%

33.6%

17.4%

9.8%

8.7%

企业中成长机会和空间有限

目前工作内容与职业规划或兴趣…

企业薪酬福利缺乏竞争力

绩效考核不公正或者没有激励性

缺少培训，个人能力提升空间小

无法认同企业的管理方式或文化

人际关系复杂

如右图数据显示，在当前

就业难度增大形势下，应

届生对薪酬水平的期望趋

于理性，而对于自身成长

和职业规划更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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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薪与调薪情况

如左图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企业

提供给2023届应届生的薪酬水平

相对较高，上海、北京、深圳、

广州的应届生起薪中位值分别为

7296元、7251元、7131元和6623

元。在新一线城市中，由于长三

角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杭

州、南京和苏州薪酬水平处于领

先位置，其起薪中位值分别是

6384元、6109元、6045元。（单

位：元/月）

城市 50分位 75分位

上海 ¥7,296 ¥8,993

北京 ¥7,251 ¥8,963

深圳 ¥7,131 ¥8,568

广州 ¥6,623 ¥7,842

杭州 ¥6,384 ¥7,644

南京 ¥6,109 ¥7,389

苏州 ¥6,045 ¥7,094

成都 ¥5,807 ¥6,844

武汉 ¥5,637 ¥6,658

西安 ¥5,548 ¥6,547

重庆 ¥5,473 ¥6,258

长沙 ¥5,305 ¥6,172

如右图数据显示，对于2023届应

届生，53.5%的企业选择提高起

薪，36.7%的企业应届生起薪与

上届保持一致，9.8%的企业选择

下调起薪。

➡ 主要城市应届生起薪水平

➡ 应届生起薪调整幅度

2.7%

7.5%

17.4%

25.9%

36.7%

6.6%

2.7%

0.5%

增长15%以上

增长10%-15%

增长5%-10%

增长5%以内

与上届保持一致

下降5%以内

下降5%-10%

下降10%-15%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2023应届生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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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行业

整体离职率同比下降

主动离职率高于全行业

调薪幅度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

2023年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行业的整体离职率为17.5%，较2022年下降1.5

个百分点，高于全行业0.9个百分点。分析认为，2023年受经济弱复苏、数字

经济增长趋缓、数字化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企业招聘趋势放缓，人才流动日趋谨慎；但受益于政策持续驱动和技术不断

取得突破，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行业仍处于快速发展期，行业人才缺口较

大，人才竞争依然激烈，整体离职率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

2023年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行业的主动离职率为11.6%，较2022年下降2.6

个百分点，高于全行业0.7个百分点。分析认为，2023年，受经济增速放缓，

市场需求收缩影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行业业务收入增速下滑，人才招

聘需求收缩，招聘要求提高，员工心态趋于保守，主动流动意愿较2022年下

降。但ChatGPT等技术的出现，带动行业快速变革，与全行业相比，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行业人才主动流动率相对较高。

2023年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行业调薪幅度为6.4%，较上年度下降1.0个百分

点，高于全行业1.9个百分点。分析认为，受经济弱复苏，有效需求不足等因

素影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行业增速有所下滑，企业利润空间收窄，调

薪策略更趋理性。但由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行业是技术创新型行业，中

高端技术研发人才缺口较大，人才竞争激烈，企业需要以较具竞争力的调薪幅

度来吸引和保留专业人才，调薪幅度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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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

主动离职率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

新能源汽车子行业主动离职率最高

汽车市场与后市场调薪幅度低于其他子行业

2023年汽车行业员工主动离职率为10.8%，较2022年下降2.5个百分点，低于全

行业平均水平。分析认为，2023年汽车行业呈现恢复性增长，但受经济不确定

性增强以及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等因素影响，一方面，企业人员结构优化调整

及成本管控导致市场机会有所减少；另一方面外部形势不确定性较强，人员求

稳心态增加，流动意愿降低。

2023年汽车行业各子行业中，新能源汽车行业员工主动离职率高于其他子行

业，为11.3%。分析认为，随着新技术、智能化应用的成熟，消费者对新能源

汽车接受程度不断增加，新能源汽车销量创新高，企业对人才需求增长；同

时，作为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融合程度高，各类跨界技术人才、新兴

技能人才缺口仍然较大，行业人才竞争激烈，主动离职率处于相对高位。

2023年汽车行业各子行业中，汽车市场与后市场行业调薪幅度为4.5%，低于其

他子行业。分析认为，与其他子行业相比，汽车市场与后市场作为人工成本

占比较高的服务性行业，利润空间相对有限，且当前行业内竞争日益激烈，

降价促销行为直接影响企业利润水平，企业调薪能力受限。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汽车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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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化工行业

行业离职率同比下降

上海、广州离职率较高

技术研发/专业技能类员工调薪幅度最高

2023年能源化工行业离职率为15.4%，较上年度下降1.2个百分点。分析认为，

2023年以来，受到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和国内市场需求不

振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行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与挑战，开源艰难的背景下，

企业纷纷采取部门裁撤、结构缩编等降本措施。业内人员求稳心态加剧，整体

离职率呈下降趋势。

2023年，能源化工行业不同城市中，上海和广州的人员离职率相对较高，分别

为16.7%和16.5%。分析认为，上海和广州均具备完备的化工产业链，工业集聚

效应明显，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对高素质能源化工人才的竞争日益激烈，

人才流动活跃度相对较高。

2023年，能源化工行业不同类型员工中，技术研发/专业技能类员工的调薪幅度

最高，为6.5%。分析认为，随着国内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以及国产替代进程持

续，技术研发/专业技能类人才需求量大幅增加，“人才荒”现象逐步显现，企业

为吸引和保留人才，调薪必然向其倾斜。

数据来源：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能源化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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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速览

这是首部系统规范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相关活动的专门规章，适用于在我国境内从

事人力资源服务活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行政许可和备案方面，明确了相关条

件、程序、材料、时限等规定，进一步简化材料和优化流程，提升政务服务便民化

水平。在服务规范方面，针对招聘信息审查、个人信息保护、明示服务信息、开展

公平竞争等人力资源服务活动，统一规定了服务原则、事项、标准。在监督管理方

面，明确了年度报告、日常检查、诚信建设、社会监督等规定，尤其对创新监管方

式、确定管辖权、撤销注销许可、加强部门协同等方面作出规定，构建了较为完备

的综合管理制度体系。自2023年8月1日起施行。

问：《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规定》适用于在我国境内从事人力资源服务活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人力资源

服务活动包括职业中介、人力资源供求信息的收集和发布、就业和创业指导、人力资源

管理咨询、人力资源测评、人力资源培训、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活动。对涉及到的劳动

者、用人单位、政府部门等主体及其相关活动，作必要规范。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劳

务派遣、对外劳务合作或者其他服务活动的，执行国家相关规定。

问：《规定》重点规范了哪些人力资源服务活动？

答：《规定》对主要人力资源服务活动、日常服务方式进行了系统规范，并确定了相关

法律责任。一是加强招聘服务管理。二是明确服务禁止行为。三是强化个人信息保护。

四是规范服务收费和公平竞争。五是规范其他相关服务活动。

➡ 人社部出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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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速览

2023年7月21日国务院第11次常务会议通过，2023年8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765号公布，自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

《条例》共7章63条，主要规定以下内容：

一是紧扣社会保险法，明确条例调整范围。规定经办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适用本条例。

二是明确经办机构职责，强化服务管理监督。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经

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关系登记和转移，记录和保管社会保险经办信息，及时进行

社会保险待遇核定和支付。要求经办机构规范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和管理，明确社会

保险经办监督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三是减少证明材料，明确办理时限。加强有关部门与经办机构信息共享，明确享受

社会保险待遇的相关证明材料，缩短社会保险经办时限，明确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程序，建立健全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制度，要求经办机构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

为老年人、残疾人等提供便利。

四是完善管理制度，强化监督措施。要求经办机构与符合条件的机构协商签订服务

协议，规范社会保险服务。建立社会保险信用管理制度。要求主管部门对经办机构、

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等进行监督检查；财政部门、审计机关依法实施监督。要求主管

部门畅通监督渠道，经办机构公开有关信息。

五是明确法律责任，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隐匿、转移、

侵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或者违规投资运营等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法律责任。

➡ 《社会保险经办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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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热词

★ 双向奔赴

随着近年人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希望找到优秀的人才，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

求职者希望找到合适的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和自身发展。但由于立场不同，企业和

求职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双向奔赴“是一种新型的就业观念，指企业和求

职者能相互匹配、相互了解、相互合作，能够促进企业和求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实现双方的共赢。

★ 工作搭子

工作搭子是一种紧密但不亲密的职场关系。对人力资源管理而言，好的工作搭子能

够与他人合作，互相支持，共同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使员工在工作中感到快

乐；然而有时工作搭子的离职会导致另一位搭子无心工作，甚至可能随之离职，诸

如团队中一位员工的离职可能会引起的2~3位同事的相继离职。

★ 精神离职

在麦肯锡2022年10月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对精神离职的定义为：人在工位，但精神

或情绪上缺席。具体表现为“上班准时到岗，下班闪退，能保持物理在岗”，”不为工

作付出任何情绪价值，不设立任何期望值“。精神离职产生的原因大多是个人目标与

团队远景不一致产生的，也有工作压力、情绪等方面的原因。

★ ChatGPT

ChatGPT一经推出，因其具有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而引起各个领域的关注。在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ChatGPT被期待的应用方向包括但不限于：快速了解行业信息、

在招聘中精准筛选简历、根据职位要求撰写面试问题、绩效考核统计等等。但在使

用时，也需注意当地法律条款与隐私保护等问题。

★ 为 i 做 e

i 和 e 是今年爆火的「MBTI」人格测试中的两种类型，“i”属于内向型人格特征，“ｅ”

属于外向型人格特征。但不管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一旦成为HR，都得变成 e人。面

对相对”社恐“的求职者，HR要充当”社牛“的角色来打破尴尬、缓解气氛，让面试顺

利进行；而面对外向求职者的侃侃而谈，HR也绝不能冷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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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呈现近两年员工的离职率和调薪情况，并给出次年的调薪预测，为企

业了解人员流动现状，制定调薪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更多调研报告

➡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

➡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快速消费品行业》

➡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汽车行业》

➡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

➡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行业》

➡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软件行业》

➡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医药健康行业》

➡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能源化工行业》

➡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机械设备制造行业》

➡ 《2024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金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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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人力资源白皮书》汇总了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全年重点研究项目的

数据，作为企业年度盘点的参考资料。

本报告的著作权归前锦网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所有。本报告信息仅为前锦

网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通过调研和分析第三方所提供信息所得的结果，但

不保证数据的完全准确性。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由于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任何经济

损失或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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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成立于2002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中国客户提供涵

盖薪酬数据、人才大数据、人才管理等多方面的人力资源数据和咨询服务，为客

户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提供详实、可靠的参考依据，协助客户建立并完善人力资源

管理机制，自成立以来已赢得数万客户的认可及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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