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雇主品牌诊断报告（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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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中国最佳雇主调查研究整体报告 

一、员工工作体验调研结果 

（一）员工工作体验总体调研结果 

1．2010年中国员工工作体验总体调研结果 

结论一：2010年中国员工工作体验总分为 3.87分（满分为 5.12分）。与 2008年、2009年相比，

从 3.98 分到 4.02分，再到 3.87 分，员工体验总分有所降低，见图 1。与 08 年相比，降低了 2.8%；

与 09年相比，降低了 3.73%。 

 
图 1  员工总体工作体验年度变化趋势 

2．各分类变量的员工工作体验调研结果 

结论二：从不同行业来看，批发和零售贸易，金融、保险业，制造业的员工总体工作体验水平

相对较高，信息技术业的员工总体工作体验水平相对较低。与 2009年相比，信息技术业和制造业员

工工作体验有较大幅度降低，分别降低了 15.47%和 8.16%。见图 2。 

 
图 2  不同行业员工总体工作体验水平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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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三：从不同职位类别来看，管理类、技术类和职能类人员的总体工作体验水平相对较高，

一线员工的总体工作体验水平相对较低。与 2009年相比，营销类人员、一线员工工作体验水平降幅

较大，分别降低了 8.29%和 14.45%。见图 3。 

 

图 3  不同职位类别员工总体工作体验水平差异 

结论四：从行业内部的不同职位类别来看，在同一行业内部的管理类、技术类、一线员工、营

销类和职能类人员的工作体验水平基本与行业平均水平没有差异。从相同职位类别的不同行业来看，

在不同行业间，相同职位类别的人员工作体验存在差异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批发和零售贸易”的

一线员工工作体验分值明显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而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和制造业的一线员工却

明显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见图 4。 

 

图 4  不同行业一线员工总体工作体验水平差异 

结论五：员工工作体验水平随员工年龄的升高呈现上升趋势，“85 后”、“90 后”员工工作体验

水平较低。 

调研结果显示，25岁以下员工工作体验水平显著偏低（见图 5），无法留住和有效激励富有个性

的“85后”、“90后”员工，这正是很多企业目前遇到的问题。他们对直线领导的能力和行事风格要

求更高，不再期望目前的雇主成为他们的终身雇主，而更期望职业发展的多元化，期望通过在不同

企业尝试，最终找到协助他们成长的雇主；他们对工作的兴趣和价值要求更高，长时间从事某项单

调的工作，或者看不到职业的发展方向，他们就很容易滋生厌倦情绪；他们对薪资水平要求更高，

对付出能否得到同等的回报看得更重。

0

1

2

3

4

5

管理类 技术类 职能类 营销类 一线员工

2009年

2010年

0

1

2

3

4

5

房地产业 金融、保险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 信息技术业 制造业

一线员工人员分值 行业各类人员分值均值

 



                            
 

雇主品牌诊断报告（示例） 

   18 
 

中国最佳雇主年度评选组委会 

雇主品牌诊断报告样例 

雇主品牌诊断报告                                       XX公司 
制作人：中国最佳雇主调查研究课题组 
2011年 3月 

 

 

 

 

 

0 1 2 3 4 5

本公司

市场水平

同行业

同性质

0 1 2 3 4 5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市场水平 本公司水平

0%

5%

10%

15%

与调查范围内 与同行业 与同性质

0 1 2 3 4 5 

薪酬福利

职业发展

领导及管理风格

企业实力

工作本身

团队合作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整体优势 

关注领域 

员工整体工作体验整体水平领先于同行业、同性质企

业，近三年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态势。 

良好的团队氛围和工作本身的价值意义是公司员工

体验的最大优势。员工在团队合作方面的体验比行业水平

高出 13%，在工作本身维度体验分值第二高，并且近 3

年来在持续提升。 

福利体系 
员工的福利体验水平较低。公司福利费用投入水平

很低，与同行业、同性质企业存在很大差距，这是员工

在“福利”维度上工作体验水平很低的重要因素。生活

类福利项目应该作为提升员工“福利”体验的突破点。 

管理风格 
塑造参与管理、持续沟通的机制和文化是公司提升

员工工作体验的要点。在“参与管理”方面，管理类和

营销类员工的体验均较低；年龄在 26-30 岁，司龄在 4-5

年的员工在这方面的体验均较低；在“持续沟通”方面，

管理类和职能类员工的体验均较低；年龄在 30岁以下，

司龄在 5 年以下的员工在这方面的体验均较低。并且男

性员工对参与管理和持续沟通的需求要高于女性员工。 

人才保留 
公司应重视中层管理人员和职能人员的流失情况。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和职能人员主动离职率过高，显著高

于同行业和同性质企业的同类职位人员。而公司中层管

理职位在市场上拥有很好的新引力，空缺职位能够相对

快速地得到补充，但职能人员的流失与补充应引起重视。 

总体体验与外部群体比较 

总体体验的年度变化趋势 

员工各维度体验与外部比较的差额相对值 

员工各维度体验年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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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员工工作体验诊断 

 

 
 
 
 
 

 

（一）总体体验 

1. 整体情况 

员工拥有良好的工作体验，高于调查范围内市场水平，在同行业、同性质企业中拥有人才吸引

和保留的潜质和优势。近三 3 年来，公司员工体验的整体水平一直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保持着很高

的态势。度过了 2009年经济低迷时期后，2010年度公司员工工作体验水平比 2009年提高了 5.4%。 

 
   图 1  总体体验与外部群体比较          图 2  总体体验的年度变化趋势 

2. 各类员工情况 

（1）基于职位类别分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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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体验反映的是员工对于工作和所在组织的感受。高水平的工作体验是高绩效的基础，

是企业高效运行和长远发展的保障；而低水平的工作体验却为企业人才的流失埋下了隐患。

因此，我们需要问卷调查来量化员工工作体验水平的高低，真实地反映员工对其所在组织的

认同度和敬业度。本报告从以下角度逐层次对员工工作体验深入分析： 

– 总体体验，从整体角度和员工分类角度分析公司员工工作体验情况； 

– 维度层次体验，将员工工作体验细分为七个维度，从整体角度和员工分类角度分析

员工对不同方面的体验情况； 

– 要素层次体验，将七个维度近一步细分为要素，提出工作体验所关注的具体内容。 

技术类员工工作体验水平最高（4.41分），比调查

范围内市场水平高出 14.5%，比同行业高出 7.6%，比

同性质企业高出 9.4%，三年来保持持续提升的趋势。 

营销类员工（4.32分），在市场上和行业中具有很

大的优势，均高出平均水平 15%以上，与同性质企业

比高出 8%。与 08年相比，工作体验水平略有减低。 

职能类员工工作体验水平最低（4.06分），与同行

业、同性质企业相比不具备优势。 

管理类员工工作体验水平（4.27 分）比同行业略

高，比同性质企业的略低。 
图 3  各职位类别员工工作体验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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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类员工情况 

对于职能类员工，在各维度中，其“职业发展”维度工作体验水平相对较低。与我们调查范围

内市场水平相比，员工除“企业实力”和“团队合作”维度外的工作体验水平均相对较低。 

对于营销类员工，在各维度中，其“团队合作”、“管理风格”、“职业发展”维度工作体验水平

相对较高，而“薪酬福利”维度工作体验水平相对较低。与我们调查范围内市场水平相比，“薪酬福

利”维度与市场水平差异不大，而其他维度均高于市场水平。 

对于技术类员工，各维度工作体验均高于市场水平，拥有全面良好的工作体验。从近年来的变

化趋势来看，技术类员工工作本身体验水平持续提升，但其“职业发展”体验水平有所下滑。 

对于管理类员工，在各维度中，“职业发展”、“管理风格”维度体验水平相对较低，“团队合作”

和“工作本身”维度体验相对较高。与我们调查范围内市场水平相比，“管理风格”维度体验略低于

市场水平，“直线领导”和“薪酬福利”维度不存在优势。 

 

图 20  各职位类别员工各维度工作体验分值   图 21  各职位类别员工各维度体验与外部比较 
的差额相对值 

 
图 22  技术类员工工作体验水平年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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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员工分组的工作体验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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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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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风格 

赞赏 4.4 4.3 4.9 4.5 3.8 3.0 4.4 4.8 3.8 4.9 4.3 4.5 4.0 5.0 4.3 4.6 4.5 4.0 5.0 4.6 4.3 4.3 

鼓励创新 4.7 4.5 4.9 5.0 4.5 4.0 4.9 4.5 4.5 4.7 5.0 4.5 5.0 5.0 4.8 4.6 4.5 5.0 5.0 4.7 4.7 5.0 

参与管理 3.9 3.8 4.0 3.8 4.3 4.0 3.9 4.0 4.3 3.7 4.0 4.5 3.0 4.0 4.0 3.8 4.5 3.0 4.0 3.7 4.1 4.0 

相信员工 4.4 4.3 4.4 4.8 4.3 4.0 4.5 4.3 4.3 4.7 4.8 4.0 3.0 4.0 4.4 5.0 4.0 3.0 4.0 4.7 4.4 3.7 

持续沟通 3.9 3.5 4.0 4.3 3.8 3.0 3.9 4.0 3.8 3.7 4.0 4.5 4.0 4.0 3.8 3.8 4.5 4.0 4.0 3.6 4.0 4.3 

企业

实力 

组织影响力 4.6 4.8 4.6 4.5 4.8 5.0 4.6 4.5 4.8 4.7 4.3 4.5 5.0 5.0 4.6 4.6 4.5 5.0 5.0 4.4 4.7 5.0 

组织发展前景 4.3 4.0 4.4 4.0 4.5 5.0 4.3 4.0 4.5 4.3 3.8 4.5 4.0 5.0 4.4 3.8 4.5 4.0 5.0 4.0 4.3 4.7 

直线

领导 

个人品质 4.3 4.3 4.6 4.3 4.0 4.0 4.3 4.5 4.0 4.6 4.0 4.5 5.0 4.0 4.2 4.4 4.5 5.0 4.0 4.3 4.2 4.7 

处事公正 4.6 4.8 4.7 5.0 4.0 3.0 4.8 4.5 4.0 4.7 5.0 4.5 5.0 5.0 4.5 4.8 4.5 5.0 5.0 4.6 4.6 5.0 

培养下属 4.0 3.5 4.3 3.8 4.3 4.0 4.0 4.0 4.3 3.9 4.0 4.5 3.0 4.0 4.2 3.6 4.5 3.0 4.0 4.0 4.0 4.0 

工作能力 4.4 4.3 4.6 4.5 4.0 3.0 4.5 4.3 4.0 4.6 4.8 4.0 3.0 5.0 4.3 4.8 4.0 3.0 5.0 4.7 4.2 4.0 

团队

合作 

关爱 4.6 4.7 4.7 4.8 4.3 4.0 4.6 5.0 4.3 4.6 4.8 5.0 4.2 5.0 4.3 5.0 5.0 4.2 5.0 4.6 4.6 5.0 

互助 4.7 4.8 4.7 5.0 4.5 4.0 4.7 5.0 4.5 4.7 5.0 5.0 5.0 4.0 4.7 4.8 5.0 5.0 4.0 5.0 4.6 4.7 

信赖 4.6 4.8 4.7 4.8 4.3 4.0 4.6 4.8 4.3 4.9 5.0 4.0 5.0 4.0 4.6 5.0 4.0 5.0 4.0 4.9 4.6 4.3 

工作

本身 

工作成就价值 4.3 4.5 4.4 4.0 4.3 3.0 4.3 4.8 4.3 4.3 4.3 4.0 5.0 5.0 4.3 4.2 4.0 5.0 5.0 4.3 4.2 4.7 

工作成长价值 4.6 4.8 4.7 4.8 4.0 3.0 4.6 5.0 4.0 4.6 4.8 5.0 5.0 5.0 4.2 5.0 5.0 5.0 5.0 4.6 4.4 5.0 

薪酬

福利 

工作生活质量 4.1 4.3 4.3 4.0 3.8 4.0 4.1 4.0 3.8 4.1 4.0 4.5 4.0 5.0 3.9 4.2 4.5 4.0 5.0 4.0 4.0 4.7 

薪酬 4.3 4.3 4.4 4.3 4.0 3.0 4.4 4.0 4.0 4.6 4.0 4.0 4.0 5.0 4.3 4.2 4.0 4.0 5.0 4.3 4.2 4.3 

福利 3.5 3.5 3.4 3.3 3.8 3.0 3.5 3.5 3.8 3.1 4.0 3.5 3.0 3.0 3.6 3.4 3.5 3.0 3.0 3.6 3.6 3.0 

职业

发展 

培训开发 4.1 4.5 4.0 4.3 3.8 3.0 4.1 4.5 3.8 4.3 3.8 4.5 5.0 4.0 4.0 4.0 4.5 5.0 4.0 4.1 4.0 4.3 

晋升机会 4.2 3.8 4.4 4.5 3.8 3.0 4.1 4.5 3.8 4.3 4.3 4.5 3.0 5.0 4.0 4.4 4.5 3.0 5.0 4.4 4.0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