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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智关爱通旗下 专业人力资源前沿研究和数据洞察中心

关爱通研究院秉持“思考·洞察·分享”的核心理念，依托关爱通在人力资源行业有深刻理解、丰

富经验的咨询顾问，聚焦人力资源行业热点话题，致力于市场、政策等前沿信息的洞察与思考，

定期开展调研并分享成果，助力企业实现对组织和员工的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截至2019

年底，关爱通研究院已连续5年为中国最有温度的雇主品牌评选活动“αi优质职场”提供专业评

审意见。

关爱通研究院长期致力于福利领域研究及前沿趋势探索，每年面向全国范围的企业开展福利深度

调研并发布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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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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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1

0.6

1.0

软件/信息技术业

制造业

批发零售业

建筑及房地产业

咨询服务业

金融/保险业

文化/传媒业

能源/公共事业

医疗业

餐饮/服务业

教育业

交通/仓储/物流

高新技术产业

其他

企业性质分布

16%

11%

72%

1%

外企/合资企业、代表处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民营、私营企业

其他

39%

35%

14%

8%4%

＜100人
100-500人
501-1000人
1001-5000人
＞5000人

22%

23%

20%

17%

18%

华北 华东

华南 中部

西部

企业规模分布 企业区域分布 企业行业分布

本项调研共收集到有效样本955份，即N=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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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备受重视，其他节日中，妇女/儿童节最受青睐

发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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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

中秋节

劳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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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春节，91.4%
中秋节，78.5%

端午节，68.7%

妇女节
52.3%

儿童节
35.1%

圣诞节
15.6%

元旦
13.3%国庆节

9.2%

劳动节
7.3%

感恩节
1.7%

• 企业开展节日福利呈现以三大传统节日为起点及核心，再向妇女/儿童节拓展，再向其他节日拓展的特征；
• 三大传统节日对中国人意义重大，是企业福利发放的最佳时机；其中春节福利开展率最高，已开展节日福利的企业

中有9成以上会发放春节福利；中秋节（78.5%）、端午节（68.7%）普及率仍有提升空间；
• 人均预算来看，春节最高，是其他节日的2倍以上；国庆节开展率低但发放标准高；中秋、劳动节、端午节标准接

近，在300-400元区间；
• 儿童节、妇女节人均预算在200元以下，覆盖人群少总体投入低，因此具备性价比高的优势，是企业开展差异化/个

性化福利的一种有效方式，且能凸显企业对职场女性、员工家属的关注，逐渐成为企业第二青睐的节日福利发放时
机。

*图中百分比为在已开展节日福利企业中的占比，而非全体企业中的比例

三大传统节日
对中国人意义
重大，是企业
福利发放的最

佳时机

妇女节、儿童
节具备性价比
高、针对性强

的优势



国企更重视节日福利

21.9

35.8

23.3

63.0

55.8

63.8

15.2

8.4

12.8

外企

国企

民企

节日福利重视度

非常重视，认为这些福利是向员工表达关爱的重要方式

较重视，认为这些福利有助于企业传达员工关爱

不太重视，认为这些福利可有可无

外企 86.3 71.8 66.7 38.5 40.4 20.1 18.8 13.7 11.1 14.5 5.1
国企 97.6 65.9 63.5 48.2 37.1 12.4 27.1 25.9 18.8 7.1 4.7
民企 91.8 82.0 69.8 55.9 32.5 11.4 10.1 5.8 4.9 2.4 0.5

春节 中秋节 端午节 妇女节 儿童节 圣诞节 元旦 国庆节 劳动节 其他节日 感恩节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发放福利的节日

发现二

• 国企对节日福利非常重视的比例为35.8%，远高于外企和民企；
• 从发放福利的节日也可以看到，国企覆盖的节日相对更多，在元旦、国庆、劳动节发放福利的比例明显高于外企和

民企。



实物礼品在节日福利中必不可缺，礼品卡券普及率超6成

• 实物礼品虽然传统老套，但仪式感强，节日氛围浓，依然是企业最青睐的福利发放形式；
• 实体或电子的消费券/礼品卡具备采购便捷，员工弹性可选的优势，也受到企业欢迎，目前普及率都达到6成；
• 企业发放的实物礼品主要是月饼/粽子/年货礼包这样的节日特色商品，如果因为老套就抛弃这一文化传统，可能并

不明智，如果需要“与时俱进”，为员工提供定制化的节日礼包可能是比较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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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三



节日福利已由普及阶段发展到注重体验提升的阶段

• 节日福利满意度还不错，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企业在7成以上；
• 表示一般或不满的企业主要是因为节日福利缺乏创新性、员工体验一般；
• 可以感受到企业对提升员工节日福利体验的需求比较迫切，但HR目前福利工作的侧重点仍然以采购便捷和性价比

高为主要宗旨，未将创新福利发放形式以提升员工体验作为重点目标，HR的福利决策存在知行不一的情况。

12.2%

60.1%

25.9%
1.5%

0.4%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实施障碍
TOP3

实施侧重点
TOP3

1、节日礼品采购便捷，省事省心

2、节日礼品性价比高，实惠且优质

3、节日福利有仪式感，员工们拎着礼品回家，很有过节的氛围

1、节日礼品没有特色、缺乏新意，员工体验很一般

2、实物礼品需要员工自行拎回家，员工抱怨不方便

3、节日福利采购、发放费时费力

发现四

 

HR福利决策存在

知行不一
的情况

！



纪念日/慰问福利中，生日开展率最高，工龄奖预算水平最高

• 调研显示，58%的企业提供纪念日/慰问福利；其中开展率最高的是生日福利；
• 慰问类福利中，企业比较倾向发放的是结婚福利（47%）、住院慰问（27.2%）和生育福利（25.3%）。
• 从人均预算来看，最高的是工龄奖（1737.5元），远高于其他纪念日/慰问福利标准；
• 生日福利预算标准一般而言覆盖全员，总体投入高，因此人均预算较低，为234.3元，介于端午节和妇女节预算标

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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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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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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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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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



纪念日/慰问福利发放方式与节日福利类似

• 企业纪念日/慰问福利的主流发放形式和节日福利比较接近，大多采用实物礼品、实体/电子礼品卡、实体提货券
等形式；

• “随工资发放现金/发红包”这一形式在纪念日/慰问福利发放时的采用倾向稍高于节日福利时发放时。

发现二

全体 65.5 51.6 43.0 38.1 35.6 33.4 21.5 14.1 9.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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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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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福利TOP3：夏日高温津贴、出差补贴、通讯福利

• 津补贴福利中，企业开展率较高的有夏日高温福利、出差补贴和通讯福利，比例均在30%以上；
• 加班餐、工作日午餐、加班交通补贴的开展率也在20%以上；
• 开展率最低的是冬季供暖津贴。

全体 39.2 37.9 35.7 27.2 24.4 23.6 19.2 13.4 9.3 7.2 4.5 6.6

夏日高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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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补贴/
提供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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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司龄津贴 全勤奖励 冬季供暖津
贴 以上均无

0.0

15.0

30.0

45.0

发现一



通过发票报销是企业提供通讯/餐饮/交通福利的主要方式

• 通讯福利的提供方式比较简单，餐饮和交通福利提供方式相对比较丰富，但三项补贴福利目前最主要的提供方式依
然是传统的发票报销，这给员工和HR都带来较大困扰，建议HR可以尝试引入数字化的三贴解决方案。

发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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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节日福利重视度

Q:贵司对节庆福利的态度是

24.7%

62.6%

12.7%

非常重视，认为这些福利是向员工表达关爱的重要方式

较重视，认为这些福利有助于企业传达员工关爱

不太重视，认为这些福利可有可无

21.9

35.8

23.3

32.7

63.0

55.8

63.8

52.7

15.2

8.4

12.8

14.5

外企/合资企业、代表处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民营、私营企业

其他

（N）

389 

274 

1748 

55 

18.9

25.7

35.5

27.7

37.0

64.5

65.4

54.3

55.9

56.5

16.6

8.9

10.2

16.4

6.5

＜100人

100-500人

501-1000人

1001-5000人

＞5000人

（N）

1025 

845 

293 

195 

108 

N=2466

• 87.3%的企业重视节日福利，希望借此向员工传递关爱，对节日福利“非常重视”的企业也要占到近四分之一；
• 不同企业性质来看，国企“非常重视”的比例更高，外企/民企差异不大；
• 不同规模企业中，501-1000人和5000人以上企业表现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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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节日福利重视度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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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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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业

交通/仓储/物流

非常重视，认为这些福利是向
员工表达关爱的重要方式

较重视，认为这些福利有助于
企业传达员工关爱

不太重视，认为这些福利可有
可无

（N）

125

128

441

220

169

152

286

124

396

186

110

107

• “非常重视”和“比较重视”的比例综合来看，医疗业、能源/公共事业、软件/信息技术业排序靠前；
• 金融保险业“非常重视”的比例也较高。

Q:贵司对节庆福利的态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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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节日福利开展率

Q5.贵司是否提供节日福利？

85.2%

14.8%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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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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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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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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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88.2

86.8

86.4

83.6

83.5

82.1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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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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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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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49

33

59

76

121

88

171

158

67

32

55

30

• 节日福利开展率达到85.2%，仅14.8%的企业目前未施行节日福利；
• 国企开展率相对最高，民企略低于外企；
• 100-500人、5000人以上企业表现比较突出；
• 文化/传媒业、教育培训业、医疗业节日福利覆盖率达到9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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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发放福利的节日

Q6.贵司在哪些节日提供福利？（多选）

全体 91.4 78.5 68.7 52.3 35.1 15.6 13.3 9.2 7.3 4.9 1.7

春节 中秋节 端午节 妇女节 儿童节 圣诞节 元旦 国庆节 劳动节 其他节日 感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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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80.0

90.0

100.0

N=782

• 春节、中秋、端午是三大传统节日，企业施行节日福利会明显倾向这三个节日，从数据来看，三个节日的福利施行率依次是91.4%、
78.5%、68.7%，都比较高；

• 其他节日中，比较热门的是妇女节和儿童节，虽然这两项节日福利仅能由部分员工享有，但能很好体现企业对员工“特别的心意”，是比
较加分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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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合资企业、代表处 86.3 71.8 66.7 38.5 40.4 20.1 18.8 13.7 11.1 14.5 5.1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97.6 65.9 63.5 48.2 37.1 12.4 27.1 25.9 18.8 7.1 4.7
民营、私营企业 91.8 82.0 69.8 55.9 32.5 11.4 10.1 5.8 4.9 2.4 0.5
其他 75.0 62.5 75.0 37.5 40.0 18.5 12.5 12.5 0.0 12.5 0.0

春节 中秋节 端午节 妇女节 儿童节 圣诞节 元旦 国庆节 劳动节 其他节日 感恩节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N）

117 

85 

572 

8 

• 国企在春节、元旦、国庆、劳动节上的倾向明显高于外企和民企；
• 外企对儿童节和圣诞节关注高于国企、民企；
• 民企对中秋重视度高，妇女节福利在民企中更流行。

Q6.贵司在哪些节日提供福利？（多选）

Ø发放福利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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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人 91.2 81.1 71.3 57.3 43.0 17.7 9.4 5.2 2.6 2.9 0.7
100-500人 93.2 79.8 67.5 52.4 43.5 14.3 12.7 7.5 6.8 5.1 0.7
501-1000人 87.4 73.7 64.2 47.4 41.1 15.3 20.0 15.8 16.8 3.2 6.3
1001-5000人 88.3 71.7 71.7 38.3 68.3 18.3 20.0 21.7 13.3 16.7 5.0
＞5000人 96.4 67.9 60.7 42.9 50.0 10.7 25.0 21.4 17.9 3.6 0.0

春节 中秋节 端午节 妇女节 儿童节 圣诞节 元旦 国庆节 劳动节 其他节日 感恩节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N）

307 

292 

95 

60 

28 

• 企业规模越大，越能兼顾到元旦、国庆、劳动节这样比较不常发放福利的节日。

Q6.贵司在哪些节日提供福利？（多选）

Ø发放福利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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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节日福利人均预算

Q6.贵司每个节日的福利人均预算为？

910.4

418.3
351.5 307.4 301.5

189.7
139.5 132.1 123.1 114.5

春节 国庆节 中秋节 劳动节 端午节 儿童节 妇女节 圣诞节 元旦 感恩节N=782

• 春节在国人心中分量最高，因此人均福利预算也是所有节日中最高，平均值为910.4元；
• 国庆节福利开展率不高，但发放标准不低，人均预算平均值418.3元，稍高于更常发放福利的中秋和端午；
• 中秋、端午、劳动节福利标准比较接近，中秋稍高，人均预算351.5元；
• 其他节日福利人均预算在100-200元之间。

单位：元



21

Ø节日福利发放形式

Q7.贵司以何种形式发放节日福利？ (多选题)

全体 72.7 60.0 60.0 42.4 42.0 34.0 31.1 30.2 30.1 7.3

实物礼品 实体消费券/礼品
卡 

电子消费券/礼品
卡 实体提货券 电子提货券 节日主题活动 额外假期 公司/领导祝福 随工资发放现金/

发红包 福利积分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N=814

• 实物礼品仪式感强，是企业最青睐的福利发放形式；
• 实体或电子的消费券/礼品卡具备采购便捷，员工弹性可选的优势，也比较受企业欢迎；
• 节日主题活动氛围最好，能大幅提升员工体验，但需要企业花心思策划和准备，因此开展率不是很高，只有三分之一企业愿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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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实物礼品品类

Q8.贵司节日实物礼品倾向于发放哪些品类? (多选题)

全体 71.5 34.3 31.1 30.4 26.7 25.5 24.0 21.6 20.3 15.5 13.7 13.7 12.3

月饼/粽子/年
货礼包等节日

特色商品 

食品/坚果零
食 家纺/家居 生鲜水果 厨具/收纳 蛋糕甜品/鲜

花 生活家电 手机/数码 粮油干货/腊
味 箱包皮具 运动/检测/保

健 
美妆/个人护

理 饰品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N=592

• 企业发放的实物礼品主要是月饼/粽子/年货礼包这样的节日特色商品，月饼、粽子等作为节日传统、节日象征，依然不可或缺；
• 其他品类中，排序较靠前的有食品/坚果零食、家纺家居、生鲜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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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节日主题活动开展情况

Q10.贵司在以下哪些节日开展节日主题活动？(多选题 *必答)； Q9.贵司采用何种形式开展节日主题活动？；

32.7%

3.2%64.0%

线下主题活动的形式

线上主题活动的形式（通过H5/微信小程序/企业微信等来实现）

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多样化的活动，全面营造节日氛围

N=278

• 企业开展节日主题活动，最倾向中秋节（75.2%），其他主题活动开展率较高的节日有：圣诞节、端午节、儿童节；
• 主题活动的形式，64%的企业选择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希望全面营造节日氛围，增加活动丰富性，32.7%的企业仅采用线下方式，

也有3.2%的企业借助H5、小程序开展一些线上的主题活动，简单调动下氛围。

全体 75.2 49.3 43.2 37.8 12.6 12.2 5.8 5.4 3.6 2.2

中秋节 圣诞节 端午节 儿童节 妇女节 春节 元旦 国庆节 劳动节 感恩节
0.0

20.0

40.0

60.0

80.0

N=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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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节日福利满意度

Q13.您对贵司节日福利现状是否满意？

（N）

123 

87 

595 

9 

（N）

313 

305 

100 

65 

31 

N=814

9.9

11.1

20.0

15.4

12.9

62.9

60.7

59.0

49.2

51.6

25.2

27.2

18.0

30.8

35.5

1.6

0.7

2.0

4.6

0.0

0.3

0.3

1.0

0.0

0.0

＜100人

100-500人

501-1000人

1001-5000人

＞5000人

• 7成以上HR对公司目前的节日福利现状感到满意，剩余约四分之一的HR表示目前施行的比较一般或不满意；
• 国企总体满意度稍高一些，外企非常满意的比例稍高于民企，民企比较满意的情况更突出；
• 501-1000人规模的企业节日福利施行得比较好，满意度相对最高。

12.2%

60.1%

25.9%

1.5%

0.4%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12.2

23.0

10.8

0.0

54.5

56.3

61.8

55.6

31.7

18.4

25.7

33.3

0.8

1.1

1.5

11.1

0.8

1.1

0.2

0.0

外企/合资企业、代表处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民营、私营企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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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05

55

31

54

26

67

40

143

76

132

21

48

18.1

25.5

12.9

11.1

7.7

10.4

10.0

13.3

15.8

6.1

19.0

0.0

71.4

60.0

67.7

68.5

65.4

59.7

60.0

55.2

52.6

59.1

42.9

50.0

9.5

14.5

19.4

20.4

26.9

28.4

25.0

29.4

27.6

32.6

28.6

50.0

1.0

0.0

0.0

0.0

0.0

1.5

2.5

1.4

3.9

2.3

4.8

0.0

0.0

0.0

0.0

0.0

0.0

0.0

2.5

0.7

0.0

0.0

4.8

0.0

批发零售业

金融/保险业

教育业

医疗业

餐饮/服务业

咨询服务业

能源/公共事业

制造业

建筑及房地产业

软件/信息技术业

交通/仓储/物流

文化/传媒业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 批发零售业、金融/保险业、教育培训业、医疗业节日福利施行的比较好，其中金融/保险业“非常满意”的比例最高；
• 软件/信息技术业HR对自身节日福利现状的评价不是很高，可能跟近几年互联网大厂在福利实施上过于出彩有关，使其他同行企业感到了

落差。

Q13.您对贵司提供的节日福利是否满意？

Ø节日福利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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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实施难点

全体 39.2 35.1 33.3 25.9 24.0 22.7 17.0 9.0

节日礼品没有特色、
缺乏新意，员工体验

很一般

实物礼品需要员工自
行拎回家，员工抱怨

不方便

节日福利采购、发放
费时费力 节日福利缺少仪式感

节日礼品种类单一，
员工不能自由选择，
无法满足不同员工的

多样需求

节日主题活动缺乏好
的创意

节日主题活动组织起
来费时费力 目前没有遇到难点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N=814

• 礼品缺乏特色/新意导致员工体验一般、员工抱怨实物礼品拎回家不方便以及采购发放费时费力是HR在节日福利实施中主要面临的困难，
也是对现状不满的主要原因所在；

• HR在员工体验和满意度方面的困扰要大于自身执行工作时的困扰。

Q12.在实施节日福利时，贵司遇到的难点有哪些？(多选题)



27

Ø实施侧重点

Q11. 在实施节日福利时，贵司最看重哪些方面？(多选题 *必答)（选择最看中的3项）

全体 49.0 45.5 43.9 38.5 36.9 35.3 32.4 18.1

节日礼品采购便捷，
省事省心

节日礼品性价比高，
实惠且优质

节日福利有仪式感，
员工们拎着礼品回家，

很有过节的氛围

节日福利有仪式感，
举办节日主题活动，
营造热闹的节日氛围

节日福利有一定的自
由度，可以让员工自
由选择喜欢的礼品

节日福利能传达企业
文化，定制礼品彰显

企业文化

节日福利操作便捷，
符合当下互联网时代

员工的生活方式

节日福利有创意有传
播性，员工收到时会
惊喜，并拍照发到朋

友圈晒福利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N=814

• 但实施侧重点来看，HR还是更多从工作便捷或企业利益出发，对提升员工体验和满意度重视度一般；
• 虽然企业存在员工体验一般、福利满意度不高的困扰，但对此却持比较被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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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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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纪念日/慰问福利开展率

Q14.贵司是否提供纪念日/慰问福利（如：生日、婚育、住院慰问等福利）？

58.0%

42.0%

是 否

60.4

56.4

57.7

60.0

39.6

43.6

42.3

40.0

外企/合资企业、
代表处

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

民营、私营企
业

其他

（N）

149 

110 

686 

10 

52.0

61.3

56.9

67.5

72.2

48.0

38.7

43.1

32.5

27.8

＜100人

100-500
人

501-
1000人

1001-
5000人

＞5000人

（N）

373 

336 

130 

80 

36 

N=955

68.2

67.3

66.7

60.5

60.2

58.2

57.6

55.2

51.2

47.3

46.7

43.8

31.8

32.7

33.3

39.5

39.8

41.8

42.4

44.8

48.8

52.7

53.3

56.3

建筑及房地产业

文化/传媒业

教育业

咨询服务业

制造业

软件/信息技术业

医疗业

金融/保险业

批发零售业

能源/公共事业

交通/仓储/物流

餐饮/服务业

（N）

88

49

33

76

171

158

59

67

121

55

30

32

• 调研显示，58%的企业提供纪念日/慰问福利；
• 外企提供这项福利的比例稍高于国企、民企；
• 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可能提供纪念日/慰问福利；
• 建筑及房地产业、文化/传媒业、教育培训业、咨询服务业和制造业开展率较高，都在6成以上。



30Q15. 贵司提供以下哪些纪念日/慰问福利？ (多选题 *必答)

90.2

47.0

27.2 25.3
18.7

9.8
2.5

生日福利 结婚福利 住院慰问 生育福利 工龄奖 伤亡抚恤 其他

N=530

• 企业提供的纪念日福利主要指生日福利（90.2%）；
• 慰问福利中，企业比较倾向发放的是结婚福利（47%）、住院慰问（27.2%）和生育福利（25.3%）；
• 国企提供住院慰问、生育福利、年功奖的倾向高于外企和民企。

Ø纪念日/慰问福利开展率

外企/合资企业、代表处 88.1 47.6 29.8 29.8 21.4 17.9 4.8 0.0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91.5 47.5 37.3 37.3 23.7 15.3 5.1 0.0
民营、私营企业 90.6 46.9 25.1 22.5 17.3 7.1 1.6 0.0
其他 80.0 40.0 20.0 20.0 20.0 20.0 0.0 0.0

生日福利 结婚福利 住院慰问 生育福利 年功奖 伤亡抚恤 其他 以上均无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N）

84 

59 

38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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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7.5

875.0
680.3 598.1

234.3

工龄奖 住院慰问 生育福利 结婚福利 生日福利
N=530

• 从人均预算来看，最高的是工龄奖（1737.5元），远高于其他纪念日/慰问福利标准；
• 住院慰问的人均预算也较高（875元），生育和结婚福利中，生育稍高于结婚；
• 生日福利和节日福利一样，一般都会覆盖全员，所以预算标准和仅覆盖少部分员工的慰问福利有较大差距，生日福利人均预算为234.3元，

介于端午节和妇女节预算标准之间。

Ø纪念日/慰问福利人均预算

Q15. 贵司纪念日/慰问福利人均预算？

单位：元



32Q16.贵司以何种形式发放纪念日/慰问福利？ (多选题)

全体 65.5 51.6 43.0 38.1 35.6 33.4 21.5 14.1 9.0 0.2

实物礼品 实体消费券/礼品卡 电子消费券/礼品卡 实体提货券 随工资发放现金/发
红包 电子提货券 额外假期 集体活动（如：生

日会等） 福利积分 公司/领导祝福/探
望 

0.0

20.0

40.0

60.0

80.0

N=554

• 企业纪念日/慰问福利的主流发放形式和节日福利比较接近，大多采用实物礼品、实体/电子礼品卡、实体提货券等形式；
• “随工资发放现金/发红包”这一形式在纪念日/慰问福利发放时的采用倾向也较高。

Ø发放形式

全体 72.7 60.0 60.0 42.4 42.0 34.0 31.1 30.2 30.1 7.3

实物礼品 实体消费券/礼品卡 电子消费券/礼品卡 实体提货券 电子提货券 节日主题活动 额外假期 公司/领导祝福 随工资发放现金/发
红包 福利积分 

0.0

20.0

40.0

60.0

80.0

N=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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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津贴福利开展率

Q18.贵司是否提供以下几种类型的津贴福利 (多选题)

全体 39.2 37.9 35.7 27.2 24.4 23.6 19.2 13.4 9.3 7.2 4.5 6.6

夏日高温津贴 出差补贴 通讯福利 加班餐 工作日午餐 加班交通补贴 工作日交通补
贴

住房福利（住
房补贴/提供宿
舍/租房补贴/

补充公积金等）

司龄津贴 全勤奖励 冬季供暖津贴 以上均无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N=955

• 津补贴福利中，企业开展率较高的有夏日高温福利、出差补贴和通讯福利，比例均在30%以上；
• 加班餐、工作日午餐、加班交通补贴的开展率也在20%以上；
• 开展率最低的是冬季供暖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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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合资企业、代表处 33.6 33.6 36.9 30.2 38.3 32.2 24.2 14.8 11.4 4.7 4.7 7.4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39.1 39.1 40.9 28.2 32.7 33.6 29.1 19.1 15.5 4.5 13.6 3.6
民营、私营企业 40.4 38.8 34.4 26.4 20.4 20.4 16.3 12.1 7.9 8.3 3.1 7.0
其他 40.0 30.0 50.0 30.0 0.0 0.0 30.0 20.0 10.0 0.0 0.0 0.0

夏日高温津贴 出差补贴 通讯福利 加班餐 工作日午餐 加班交通补贴 工作日交通补
贴

住房福利（住
房补贴/提供
宿舍/租房补
贴/补充公积

金等）

司龄津贴 全勤奖励 冬季供暖津贴 以上均无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N）

149 

110 

686 

10 

• 国企在津补贴福利上表现突出，尤其在通讯、交通、住房、司龄、供暖等方面；
• 外企提供工作日午餐的比例较高；
• 民企工作日午餐、交通补贴开展率与国企、外企有较大差距。

Ø津贴福利开展率

Q18.贵司是否提供以下几种类型的津贴福利 (多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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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09

• 35.7%的企业会给员工提供通讯福利；
• 国企这一比例达到4成，稍高于外企、民企；
• 通讯福利开展率比较高的行业有：交通/仓储/物流、建筑及房地产业、教育培训业，都在40%以上；
• 调研显示，通讯福利人均预算为161.8元/月。

Ø通讯福利实施情况

Q18.贵司是否提供以下几种类型的津贴福利 (多选题) ：通讯福利 人均预算__________元/月；

35.7%

通讯福利

161.8 元/月

N=955

40.9

36.9

34.4

国企

外企

民企

46.7
46.6
45.5

39.9
39.5
38.8
37.3
35.6
33.3

29.1
25.0

20.7

交通/仓储/物流
建筑及房地产业

教育业
软件/信息技术业

咨询服务业
文化/传媒业
金融/保险业

医疗业
制造业

能源/公共事业
餐饮/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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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福利的发放方式比较简单，主要以发票报销为主；
• HR对目前通讯福利实施现状的满意度比较高，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加在一起达到75%。

Ø通讯福利实施情况

Q23.贵司给员工提供通讯福利的方式是： (多选题)；Q24.您对贵司提供的通讯福利是否满意？ 

全体 74.8 24.9 16.1

通过发票报销通讯费用 通过工资发放 给员工发公用手机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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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N=341

N=341

28.4%

46.6%

23.2%
1.5%

0.3%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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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20

• 企业提供的餐饮福利主要有工作日午餐和加班餐，总体开展率分别为24.4% 、27.2%；
• 外企、国企提供工作日午餐的比例更高，民企更倾向提供加班餐福利；
• 制造业、餐饮/服务业、建筑及房地产业、交通/物流/仓储、金融/保险业是餐饮福利开展率较高的行业；能源/公共事业、医疗业、咨询服

务业、教育培育业和文化/传媒业更倾向提供加班餐福利；
• 餐补标准来看，加班餐高于午餐，人均预算平均值分别是27.8元和21.5元；

Ø餐饮福利实施情况

Q19.贵司给员工提供餐饮福利的方式是 (多选题)；
Q18.贵司是否提供以下几种类型的津贴福利 (多选题) ：工作日午餐，人均预算__________元/餐；加班餐 人均预算__________元/餐；
Q20.您对贵司的餐饮福利现状是否满意？

N=273

24.4%
27.2%

工作日午餐 加班餐

工作日午餐

21.5
元/餐

加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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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餐

N=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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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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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

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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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发放餐饮福利的方式主要有：通过发票报销、统一订餐、随工资发放、自办食堂；
• 7成以上HR对餐饮福利实施现状表示满意，近四分之一表示一般或不满意，满意度评价稍低于通讯福利。

Ø餐饮福利实施情况

Q19.贵司给员工提供餐饮福利的方式是 (多选题)；
Q18.贵司是否提供以下几种类型的津贴福利 (多选题) ：工作日午餐，人均预算__________元/餐；加班餐 人均预算__________元/餐；
Q20.您对贵司的餐饮福利现状是否满意？

全体 41.6 38.9 34.7 25.6 10.6 4.9 4.2

通过发票报销
餐饮费用 统一订餐 随工资发放餐

饮补贴
发放自办食堂

就餐卡

发放餐饮供应
商就餐卡/多功

能预付费卡

发放餐饮积分/
额度

公司与周围的
餐馆合作，员
工到指定的餐

馆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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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48.5%

22.9%
2.2%
1.5%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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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交通福利实施情况

Q18.贵司是否提供以下几种类型的津贴福利 (多选题) ：工作日交通补贴 人均预算__________元/月，加班交通补贴 人均预算__________元/次；Q21.贵司给员工提供交通福利的方式是： (多选题)；
Q22.您对贵司提供的交通福利现状是否满意？ 

N=138 N=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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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交通补贴 加班交通补贴

工作日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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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福利中，加班交通补贴（23.6%）的开展率稍高于工作日交通补贴（19.2%）；
• 国企交通福利开展率高于外企，民企开展率较低；
• 大部分行业加班交通补贴开展率更高；交通/仓储/物流、建筑及房地产行业更倾向提供工作日交通补贴；
• 交通福利发放标准来看，工作日交通补贴一般按月发放，人均预算为398.8元/月，加班交通补贴一般按次提供，人均84.1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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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交通福利实施情况

Q18.贵司是否提供以下几种类型的津贴福利 (多选题) ：工作日交通补贴 人均预算__________元/月，加班交通补贴 人均预算__________元/次；Q21.贵司给员工提供交通福利的方式是： (多选题)；
Q22.您对贵司提供的交通福利现状是否满意？ 

全体 58.2 37.1 26.1 22.6 22.0 14.8 7.1 2.4

通过发票报销
交通费用

通过工资发放
交通补贴

给员工提供班
车

报销油费/停
车费 发放交通卡 私车公用补贴

员工使用公司
规定的在线系

统打车
购车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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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非常不满意

• 交通福利提供方式比较丰富，比较常见的是通过发票报销（58.2%）和通过工资发放（37.1%）；
• 通讯、餐饮、交通福利中，HR对交通福利现状的满意度最低，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的企业占比低于7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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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讲师团线上线下持续发声

关爱通研究院讲师团队由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雇主品牌、员工关爱、财务管理等方面拥有深刻理解、丰富经验的讲师组成。在各大线上线下人力资源行业会议、论坛分享关爱通研究院观点。



连续5年为雇主品牌评选活动“�i优质职场”提供专业评审意见

2020第五届评选正在进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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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面向全国开展“福利管理策略与实践深度调研”并发布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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