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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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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批发零售业

软件/信息技术业

医疗业

金融/保险业

咨询服务业

文化/传媒业

建筑及房地产业

能源/公共事业

餐饮/服务业

教育业

交通/仓储/物流

13%

11%

7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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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36%

1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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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4%

26%

13%

16%

华北 华东

华南 中部

西部

本项调研共收集到有效样本943份，即N=943。 

企业性质分布 企业规模分布 企业区域分布 企业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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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

国企更关注员工激励，开展率超五成

• 调研显示，对员工激励非常重视和比较重视的企业占比为52.5%，国企这一比例更高(60.9%)，和外企/民
企的差距主要在非常重视的比例上；

• 实际开展率来看，国企开展率达到57.3%，比外企/民企超出两成多；
• 国企更关注员工激励可能跟其工作氛围相对稳定安逸，组织活力更需激发有较大关系。

34.9

37.2

57.3

31.1

39.7

36.4

17.5

44.4

25.5

26.4

25.2

24.5

全体

外企

国企

民企

是，已开展

否，但计划在未来1-2年内开展

否，且暂时无计划开展

18.9

19.3

27.7

17.6

33.6

32.4

33.2

34.0

33.0

35.0

30.7

32.8

14.5

13.4

8.4

15.6

全体

外企

国企

民企

非常重视员工激励，有较完善的激励机制

较重视员工激励，关注员工绩效和敬业度的提升

对员工激励有所关注，但不会马上推行到企业中来

对员工激励不太重视也不太关注



发现二

企业现行激励特征：

以偏重绩效、偏爱现金手段的短期激励为主

• 公司业绩、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是企业开展员工激励的主要目的，也是企业评估激励实施效果的主
要维度；

• 企业员工激励方式主要以现金手段为主，如绩效奖金（68.1%）、加薪（53.5%）、年终奖（50.5%），
非现金手段中，使用较多的是晋升机会（45.9%）；

• 企业现阶段激励手段看似丰富，其实是比较单一的，以偏重绩效、偏爱现金手段的短期激励为主，一般在
绩效核算、年底时才兑现激励承诺，在激励理念、手段、机制、覆盖对象上均需持续探索。

全体 68.1 53.5 50.5 45.9 25.2 21.9 21.9 21.6 20.4 12.8 9.7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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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3

2、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是否有提高

3、员工的工作效率是否有提高



发现三

员工激励发展趋势：

企业对非现金激励手段、数字化激励方式关注度上升

• 未来1-2年计划开展员工激励的企业，比较青睐晋升机会、绩效奖金、加薪、差异性福利、培训深造机会等
手段，考虑即时激励的比例也较高，可以看到企业对非现金激励手段的关注度在上升；

• 企业目前开展员工激励存在以下障碍：激励不够及时、激励缺乏针对性、激励频次较低，舶来品“即时激励”
似乎能解决上述问题，但引入中国市场多年至今未能打开局面，如何解决企业在激励及时性、针对性方面的
需求还待探索；

• 企业对数字化的激励方式兴趣度很高，目前比较多见的数字化激励方式有发放奖励积分、使用在线点赞工具、
发放内部流通的虚拟货币等。

全体 36.1 34.2 33.7 33.4 31.8 31.6 31.0 28.9 22.7 21.9 17.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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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绩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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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机会 年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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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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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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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
化

内部创
业/跟

投

0.0

20.0

40.0

22.3 53.5 22.3 1.8

是，已采用
否，但对数字化激励很感兴趣，有意向在未来1-2年内采用
否，但对数字化激励有一定兴趣，会关注其发展趋势
否，对数字化激励没有兴趣且不会关注

TOP3

1、激励不够及时，削弱了激励应有的效果

2、缺少分层级、分岗位的激励措施，员工激励缺乏针对性

3、激励频次较低，无法持续调动员工积极性

TOP3

1、发放奖励积分

2、使用在线激励系统/工具进行点赞

3、发放内部流通权益/虚拟货币等



发现一

四成企业的企业文化仅有口号和标语

• 调研显示，近9成企业制定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但在企业文化的完善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完善度较高，
有独立明确的企业文化和员工行为准则描述文件的企业占比仅为47.3%，另外四成企业仅有企业文化口号
或标语，这部分企业的企业文化很难对组织凝聚力和员工行为等产生实际影响。

47.3%

40.7%

12.0%

有独立和明确的企业文化和员工行为准则描述文件

有企业文化的宣传口号和标语，但没有形成具体释义和行动准则描述文件

公司最高领导人的言行即公司企业文化，没有成文的标准



发现二

企业文化内宣不足：沟通简单，频次较低

• 企业宣传落地企业文化的方式主要有：在职场设置文化墙/张贴标语和愿景、发放企业文化宣传资料、表彰
践行企业文化的员工、召开企业文化宣讲会；宣传方式以单向输出为主，员工接受比较被动；

• 内宣频次来看，每半年一次的情况最普遍（35.5%），其次是每年一次（21.2%）和每季度一次（20.7%），
频次偏低；

• 总体而言，企业在企业文化内宣方面表现较弱，与员工的沟通互动比较简单，频次也比较低，主动性较弱。

39.2%

37.3%

33.3%

31.1%

26.4%

21.4%

18.3%

16.4%

15.9%

14.3%

在职场设置企业文化墙/张贴企业文化标语和企业愿景

发放企业文化宣传手册/宣传单页

表彰/奖励实践企业文化的优秀员工

召开企业文化宣讲会

召开公司年会

开展与企业文化相关的团建活动

播放企业文化宣传视频

将企业文化与节日福利结合

开展企业文化知识竞赛

选拔企业文化形象大使

7.2 20.7 35.5 21.2 15.3

每月一次 每季度一次 每半年一次 每年一次 不定期



团建与年会是最典型的企业文化活动，但普及率依然较低

• 企业文化与团队建设类活动因投入相对较高或执行比较复杂，开展率不足一半；
• 企业文化类活动一般都在特定主题下开展，形式来讲，最普遍的是团建和年会，其他诸如生日会、运动会、

员工兴趣活动、家庭日等主题的活动也比较常见；
• 团建和年会虽然在已开展企业文化活动的企业中占比较高，但放到全部企业中来看，普及率依然较低。

发现三
71.8%

61.4%

40.4%

40.2%

38.6%

30.0%

19.2%

18.7%

11.8%

团建（如旅游、户外拓展、团队聚餐等）

年会

生日会

运动会/体育活动 

员工兴趣课程/工作坊

家庭日 

员工俱乐部（瑜伽/篮球/吉他等）

员工读书活动/图书角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慈善公益活动

45.9%
54.1%

是 否



企业文化与雇主品牌关联紧密

• 调研显示，企业文化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员工对外的行为上，如自觉维护和传播企业形象和口碑，对内的方
面（提升自己的敬业度和主人翁精神）也有明显影响但不及对外的方面；无论企业是否关注雇主品牌，员
工作为企业的“代言人”的确在无形中塑造或影响着雇主品牌；

• 目前大部分企业都能认识到企业文化与雇主品牌之间的关联关系，觉得两者之间没太大关系的企业仅3%。

发现四

48.9%
43.2%

3.0%

5.0%

企业文化是影响雇主品牌的重要因素
企业文化对于雇主品牌有一定的影响
企业文化与雇主品牌没太大关系
不清楚全体 45.8 43.0 39.0 31.7 23.8 18.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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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员工激励重视度

Q:贵司对员工激励的态度是 

18.9%

33.6%
33.0%

14.5%

非常重视员工激励，有较完善的激励机制

较重视员工激励，关注员工绩效和敬业度的提升

对员工激励有所关注，但不会马上推行到企业中来

对员工激励不太重视也不太关注

19.3

27.7

17.6

14.5

32.4

33.2

34.0

29.1

35.0

30.7

32.8

38.2

13.4

8.4

15.6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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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18.8

25.9

22.6

35.2

33.2

37.4

31.7

27.7

23.1

33.0

32.3

30.4

39.0

36.1

19.3

11.5

11.9

10.8

5.6

＜100人

100-500人

501-1000人

1001-5000人

＞5000人

（N）

1025 

845 

293 

195 

108 

N=2466

• 重视员工激励的企业超过一半，其中非常重视，已经有较完善激励机制的企业有18.9%，另外三成是比较重视的程度，关注激励举措在绩
效和敬业度提升方面的作用；

• 国企更关注员工激励，可能跟其工作氛围相对稳定安逸，组织活力更需要激发有较大关系；外企和民企差异不是很大；
• 企业规模方面的差异来看，500人似乎是一个分界线，500人以上企业对员工激励的重视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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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员工激励重视度

22.4

24.9

23.2

22.7

22.3

15.6

15.9

13.6

19.4

18.2

17.7

17.8

37.5

34.9

34.4

34.4

32.7

38.2

37.6

39.1

29.0

30.1

30.3

24.3

27.6

30.2

31.2

30.5

33.6

29.0

34.2

23.6

36.3

34.3

36.6

39.3

12.5

10.1

11.2

12.5

11.4

17.2

12.2

23.6

15.3

17.5

15.4

18.7

文化/传媒业

金融/保险业

医疗业

能源/公共事业

建筑及房地产业

咨询服务业

软件/信息技术业

教育业

餐饮/服务业

批发零售业

制造业

交通/仓储/物流

非常重视员工激励，有较完善的
激励机制

较重视员工激励，关注员工绩效
和敬业度的提升

对员工激励有所关注，但不会马
上推行到企业中来

对员工激励不太重视也不太关注

（N）

152

169

125

128

220

186

441

110

124

286

396

107

• 非常重视和比较重视的比例综合来看，文化/传媒业、金融/保险业、医疗业比较靠前，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交通/仓储/物流对员工激励
重视度较低。

Q:贵司对员工激励的态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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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开展率

Q5.贵司是否开展员工激励？

34.9%

39.7%

25.5%

是，已开展

否，但计划在未来1-2年内开展

否，且暂时无计划开展

（N）

121 

103 

691 

28 

25.2

41.1

42.0

43.8

45.2

45.8

39.7

33.0

23.4

19.4

29.0

19.2

25.0

32.8

35.5

＜100人

100-500人

501-1000人

1001-5000人

＞5000人

（N）

393 

343 

112 

64 

31 

N=943

68.9

59.0

56.7

33.9

31.3

28.4

28.0

27.3

21.2

16.5

15.0

13.9

9.5

34.6

20.0

35.6

45.3

42.6

28.0

60.6

36.4

53.7

55.0

61.1

21.6

6.4

23.3

30.5

23.4

29.0

44.0

12.1

42.4

29.8

30.0

25.0

金融/保险业

医疗业

软件/信息技术业

能源/公共事业

建筑及房地产业

制造业

餐饮/服务业

文化/传媒业

交通/仓储/物流

批发零售业

教育业

咨询服务业

（N）

74

78

120

59

64

155

50

66

33

121

40

72

• 员工激励实际开展率来看，已开展比例是34.9%，另有4成企业目前尚未开展，但有计划会在未来1-2年开展；
• 国企开展率远高于外企、民企，达到57.3%；
• 已开展比例来看，100人以下企业与100人以上企业有较大差距；
• 金融/保险业、医疗业、软件/信息技术业开展率非常高，都在50%以上。

37.2

57.3

31.1

35.7

36.4

17.5

44.4

17.9

26.4

25.2

24.5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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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Q7.贵司采用哪些方式激励员工？(多选题) Q15.【未来1-2年有计划开展员工激励】贵司意向采用哪些方式激励员工？(多选题)；

全体 68.1 53.5 50.5 45.9 25.2 21.9 21.9 21.6 20.4 12.8 9.7 5.5

绩效
奖金 加薪 年终

奖
晋升
机会

差异
性福
利

培训
深造
机会

股权
激励

奖励
性质
的旅
游

荣誉
评奖

即时
激励

企业
文化

内部
创业/
跟投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N=329

• 企业员工激励方式主要以现金手段为主，如绩效奖金、加薪、年终奖，实施率分别是68.1%、53.5%、50.5%，非现金手段中，使用较多
的是“晋升机会”（45.9%）；企业一般在绩效核算、年底时才兑现激励承诺，在即时激励方面比较欠缺；

• 相较外企和民企，国企对差异性福利、股权激励、荣誉评奖等手段的倾向更明显，外企相对比较注重培训深造机会，民企在加薪、晋升机
会、奖励性质旅游方面的倾向高于国企、外企。

Ø激励方式

外企/合资企业、代表处 71.1 48.9 55.6 44.4 20.0 26.7 20.0 13.3 17.8 13.3 11.1 2.2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67.8 50.8 52.5 42.4 30.5 20.3 25.4 18.6 23.7 10.2 11.9 5.1
民营、私营企业 69.8 56.3 48.8 47.4 24.2 20.0 22.3 24.2 20.9 13.5 9.3 6.0
其他 20.0 30.0 50.0 40.0 40.0 50.0 0.0 20.0 0.0 10.0 0.0 10.0

绩效奖金 加薪 年终奖 晋升机会 差异性福
利

培训深造
机会 股权激励 奖励性质

的旅游 荣誉评奖 即时激励 企业文化 内部创业
/跟投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17Q15.【未来1-2年有计划开展员工激励】贵司意向采用哪些方式激励员工？(多选题)；

• 未来1-2年计划开展员工激励的企业，他们比较青睐的手段主要是晋升机会、绩效奖金、加薪、差异性福利、培训深造机会，考虑即时激
励的比例也较高，可以看到企业对非现金激励手段的关注度在上升。

Ø激励方式

全体 36.1 34.2 33.7 33.4 31.8 31.6 31.0 28.9 22.7 21.9 17.4 16.6

晋升机会 绩效奖金 加薪 差异性福利 培训深造机
会 年终奖 奖励性质的

旅游 即时激励 股权激励 荣誉评奖 企业文化 内部创业/跟
投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N=374



18Q10.贵司员工激励实施的效果如何？；Q11.贵司从哪些方面评估员工激励的实施效果？(多选题)

全体 60.8 54.1 50.8 39.5 31.6 22.2 16.4

公司的业绩是
否有提升

员工的工作积
极性是否有提

高

员工的工作效
率是否有提高

团队合作的效
率是否有提升

离职率是否有
下降

员工对公司的
满意度是否有

提升

员工之间的关
系是否更融洽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N=329

• 企业对激励项目或机制的实施效果认可度较高，8成以上表示已取得成效，其中，表示很有成效的占到36.2%，有一定效果的占到48.9%；
• 公司业绩、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是企业评估激励实施效果的主要维度，也是企业开展员工激励的主要目的。

Ø实施效果及评估

36.2%

48.9%

8.5%
5.2%

1.2%

很有成效 有一定效果 一般

不太理想 不清楚

N=329



19Q12.贵司在实施员工激励时遇到的障碍有__________(多选题)

全体 47.7 37.7 34.7 28.3 26.4 18.8 13.7

激励不够及时，削弱
了激励应有的效果

缺少分层级、分岗位
的激励措施，员工激

励缺乏针对性

激励频次较低，无法
持续调动员工积极性

管理层不重视，对员
工激励的投入较少

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
员工激励体系，难以
发挥激励的最大作用

缺少内部沟通与宣传，
很多员工不清楚公司
有哪些激励，导致员

工参与度不高

难以衡量激励的效果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N=329

• 企业在开展员工激励时也存在一些障碍，主要是激励不够及时、激励缺乏针对性、激励频次较低，反映出企业目前采用的如绩效奖金、加
薪、年终奖、晋升机会等常规激励手段的短板所在。

Ø实施障碍



20Q8.贵司开展即时激励的方式是__________？(多选题)；Q9.贵司即时激励发放的权限设置是_____________？

全体 76.2 42.9 35.7 33.3 16.7 14.3

一定范围内
的公开表彰 口头肯定

勋章、别针
、卡片等小

奖励

通过互联网
在线激励系
统/工具进

行点赞

小额积分奖
励 其他

0.0

20.0

40.0

60.0

80.0

N=42

• 已开展员工激励的企业中，仅有12.8%的企业会采用即时激励的方式；即时激励是对员工关键行为和阶段性成果的即时认可，注重精神层
面，是对长期激励和物质性激励手段的有效补充，即时激励理论生长于西方企业管理文化，在中国市场尚未打开局面，处于摸索阶段；

• 企业即时激励方式主要是一定范围内的公开表彰，使用互联网在线激励和积分奖励的企业比较少；
• 即时激励发放权限以上级对下级发放为主，占到8成，无层级限制的仅有2成。

Ø即时激励开展情况

81.0%

19.0%

只有上级可以给下级发放

无层级限制，上级可以给下级发放，平级之间也可以发放

N=42

 即时激励：

• 即时激励是对员工的行

为和阶段性的成果做出

认可，可以塑造员工行

为。主要针对基层员工，

是关键事件和关键行为

的激励。即时激励重在

即时、马上。

• 即时激励更多的是注重

精神层面和荣誉层面，

但是相应地可以有一点

点物质奖励。
N=329

已开展
13%

未开展
87%

即时激励



21Q13. 请问贵司是否采用数字化方式激励员工？；Q14.贵司采用了哪些数字化方式激励员工？(多选题)

全体 60.3 53.4 34.2 20.5

发放奖励积分 使用在线激励系统/
工具进行点赞

发放内部流通权益/
虚拟货币等 游戏化方式激励员工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N=73

• 企业和HR部门对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工作效率和员工体验的兴趣度很高，22.3%的企业已经采取了数字化激励手段，还有约一半企业有
意向在未来1-2年内采用；

• 目前企业数字化激励的方式主要是发放奖励积分和使用在线激励系统/工具进行点赞。

Ø数字化方式采用情况

22.3%

53.5%

22.3%
1.8%

是，已采用

否，但对数字化激励很感兴趣，有意向在未来1-2年内采用

否，但对数字化激励有一定兴趣，会关注其发展趋势

否，对数字化激励没有兴趣且不会关注

N=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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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企业文化制定情况

Q17.以下情形哪一种更符合您公司的现状？

47.3%

40.7%

12.0%

有独立和明确的企业文化和员工行为准则描述文件

有企业文化的宣传口号和标语，但没有形成具体释义和行动准则描述文件

公司最高领导人的言行即公司企业文化，没有成文的标准

（N）

121 

103 

691 

28 

44.0

54.2

50.0

31.3

35.5

43.5

35.6

40.2

51.6

41.9

12.5

10.2

9.8

17.2

22.6

＜100人

100-500
人

501-
1000人

1001-
5000人

＞5000人

（N）

393 

343 

112 

64 

31 

N=943

53.8

52.7

51.5

49.2

48.8

47.7

46.7

46.0

44.4

43.8

39.4

25.0

39.7

33.8

40.9

44.1

41.3

34.8

39.2

46.0

41.7

43.8

48.5

60.0

6.4

13.5

7.6

6.8

9.9

17.4

14.2

8.0

13.9

12.5

12.1

15.0

医疗业

金融/保险业

文化/传媒业

能源/公共事业

批发零售业

制造业

软件/信息技术业

餐饮/服务业

咨询服务业

建筑及房地产业

交通/仓储/物流

教育业

（N）

78

74

66

59

121

155

120

50

72

64

33

40

• 47.3%的企业有独立和明确的企业文化和员工行为准则描述文件，企业文化完善度比较高；还有4成企业仅有企业文化口号或标语，而没
有具体的文化释义和行动准则，无法对员工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 民企相对而言更重视企业文化的打造，国企有企业文化（包括仅有标语的情况在内）的比例也比较高，外企在塑造企业文化方面表现稍弱；
• 100-1000人规模的企业打造企业文化的需求比较突出，可能源于这部分企业更多处于上升期、成长期，对企业文化在提升组织凝聚力、

引导全员朝共同目标迈进方面的作用比较看重；
• 医疗业、金融/保险业、文化/传媒业在企业文化制定方面表现较好。

44.6

42.7

48.8

39.3

37.2

46.6

40.7

35.7

18.2

10.7

10.6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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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Q18.贵司通过哪些方式宣传落实企业文化？(多选题) Q19.贵司企业文化内宣的频率是__________? 

全体 39.2 37.3 33.3 31.1 26.4 21.4 18.3 16.4 15.9 14.3

在职场设置
企业文化墙/
张贴企业文
化标语和企

业愿景

发放企业文
化宣传手册/

宣传单页

表彰/奖励实
践企业文化
的优秀员工

召开企业文
化宣讲会

召开公司年
会

开展与企业
文化相关的
团建活动

播放企业文
化宣传视频

将企业文化
与节日福利
相结合，定
制节日礼品/
举办节日主

题活动

开展企业文
化知识竞赛

选拔企业文
化形象大使

0.0

15.0

30.0

45.0

N=830

• 企业宣传落地企业文化的方式主要有：在职场设置文化墙/张贴标语和愿景、发放企业文化宣传资料、表彰践行企业文化的员工、召开企
业文化宣讲会；

• 内宣频次来看，每半年一次的情况最常见，占到35.5%，其次是每年一次（21.2%）和每季度一次（20.7%）。

Ø企业文化内宣情况

全体 7.2 20.7 35.5 21.2 15.3

每月一次 每季度一次 每半年一次 每年一次 不定期
0.0

10.0

20.0

30.0

40.0



25Q20.以下哪种描述较符合贵司企业文化内宣的实际效果？ Q38.据您了解，以下描述中贵司员工普遍能做到的有？ (多选题 )

N=830

• 企业文化实施效果主要从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知程度和践行程度两方面综合来看，调研显示，38.6%的企业实施效果比较显著，大部分员
工认同并践行企业文化；39.4%的企业也取得不错的效果，企业文化能对部分员工产生切实影响；剩余约2成企业取得的效果很弱或对此
并不关注；

• 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引导员工对外愿意维护和提升企业的口碑，对内愿意提升自己的敬业度和主人翁精神，从调研来看，企业文化对员工
行为的影响中，对外的方面要更突出一些，对内的方面也有明显影响但不及对外的方面。

Ø企业文化实施效果

38.6%

39.5%

17.0%

3.9%

1.1%

员工对企业文化有清晰的认识，大部分员工能在实际工作中践行企业文化
员工对企业文化有较清晰的认识，部分员工能在实际工作中践行企业文化
员工对企业文化有一些认识，少部分员工能在实际工作中践行企业文化
只有少数员工对企业文化有一些认识，很少有员工能在实际工作中践行企业文化
员工对企业文化所知甚少

全体 45.8 43.0 39.0 31.7 23.8 18.4 1.9

愿意自觉维护
公司良好的声

誉 

愿意对外主动
分享能体现公
司文化/品牌的

活动和成绩 

认同公司的文
化和价值观 

愿意在工作上
作出必要的改
进以提高品质

或服务 

为公司的成功，
愿意额外付出
更多的努力 

愿意为公司的
改进提出自己

的意见 
以上均无

0.0

10.0

20.0

30.0

4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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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54.1%

是 否

（N）

121 

103 

691 

28 

40.5

49.0

55.4

46.9

45.2

59.5

51.0

44.6

53.1

54.8

＜100人

100-500
人

501-
1000人

1001-
5000人

＞5000人

（N）

393 

343 

112 

64 

31 

N=943

75.7

70.0

56.8

55.8

54.2

50.0

45.5

37.5

32.2

23.1

19.7

17.5

24.3

30.0

43.2

44.2

45.8

50.0

54.5

62.5

67.8

76.9

80.3

82.5

金融/保险业

餐饮/服务业

制造业

软件/信息技术业

咨询服务业

医疗业

交通/仓储/物流

建筑及房地产业

能源/公共事业

批发零售业

文化/传媒业

教育业

（N）
74
50
155
120
72
78
33
64
59
121
66
40
4 
7 

• 调研显示，45.9%的企业会开展文化与团队建设类活动；
• 国企开展这类活动的比例更高，民企虽然制定企业文化的比例较高，但开展相应文化活动的比例较低；
• 100-1000人企业开展文化活动的比例更高，跟企业文化制定的表现一致；
• 金融/保险业、餐饮/服务业开展文化与团队建设类活动的比例很高，远超其他行业。

52.9

56.3

43.4

39.3

47.1

43.7

56.6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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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企业文化与团队建设类活动开展率

Q21. 贵司是否开展文化与团队建设类活动？



27Q22. 贵司开展的文化与团队建设类活动有__________? (多选题)；

全体 71.8 61.4 40.4 40.2 38.6 30.0 19.2 18.7 11.8

团建（如
旅游、户
外拓展、
团队聚餐

等）

年会 生日会 运动会/
体育活动 

员工兴趣
课程/工

作坊
家庭日 

员工俱乐
部（瑜伽
/篮球/吉
他等）

员工读书
活动/图

书角

企业社会
责任活动
/慈善公
益活动

0.0

20.0

40.0

60.0

80.0

N=433

• 企业文化与团队建设类活动一般都在特定主题下开展，形式来讲，最普遍的是团建（71.8%）和年会（61.4%），其他诸如生日会、运动
会、员工兴趣活动、家庭日等主题的活动也比较常见；

• 外企在生日会、家庭日、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方面的倾向性高于国企和民企；国企比较关注运动会/体育活动、员工兴趣活动、员工俱乐部、
读书活动；民企在团建、年会方面的倾向性高于国企和外企。

Ø企业文化与团队建设类活动开展形式

外企/合资企业、代表处 71.9 53.1 48.4 42.2 35.9 34.4 12.5 21.9 21.9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58.6 53.4 36.2 51.7 39.7 31.0 27.6 25.9 17.2
民营、私营企业 74.7 65.3 39.7 37.0 37.7 29.0 19.0 17.0 8.7
其他 63.6 45.5 36.4 54.5 72.7 27.3 18.2 9.1 9.1

团建（如旅
游、户外拓
展、团队聚

餐等）

年会 生日会 运动会/体
育活动 

员工兴趣课
程/工作坊 家庭日 

员工俱乐部
（瑜伽/篮

球/吉他等）

员工读书活
动/图书角

企业社会责
任活动/慈
善公益活动

0.0

20.0

40.0

60.0

80.0

（N）

64 

58 

300 

11 



28Q25.贵司团建的形式有____________（多选题）Q24.贵司团建的频次是? Q23.贵司的团建人均预算是_________元/年； 

• 各类团建活动中，户外拓展最受欢迎，其次是团队聚餐和旅游；
• 团建开展频次比较常见的是每年一次（31.5%）或每半年一次（28.3%）；
• 团建人均预算平均值为1820.1元/年。

Ø企业文化与团队建设类活动开展情况：团建

全体 81.4 66.2 56.3 35.4 19.0

户外拓展 团队聚餐 旅游 KTV唱歌

玩小游戏，
如真心话
大冒险、
狼人杀等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N=311 全体 2.9 7.7 3.5 14.1 28.3 31.5 11.9

每月
两次/
两次
以上

每月
一次

每两
个月
一次

每季
度一
次

每半
年一
次

每年
一次

不定
期

0.0

10.0

20.0

30.0

40.0

N=311

1820.1元/年

N=291



29Q27.贵司年会的组织方式是？ Q26.贵司的年会人均预算是_________元/年；Q30.贵司目前的年会存在哪些问题___________ (多选题)

• 开展年会的企业中，70%是自行策划执行的，剩余企业会借助供应商的力量以丰富年会内容，提升年会体验；
• 年会人均预算为907.6元；
• 企业年会对HR而言也是一件比较头疼的事情，HR在年会策划和执行中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年会形式老套，缺乏新意，此外在年会筹办费

时费力、预算有限方面也有较多困扰。

70.2%

20.8%

9.1%

企业自行策划并执行

由供应商策划年会方案，企业自行执行 

由供应商提供全方位服务，包括年会方案的策划、现场执行等

N=265

Ø企业文化与团队建设类活动开展情况：年会

907.6 元

N=247

全体 48.9 39.1 33.8 24.1 21.1 11.7

年会形式老
套，缺乏新

意

年会筹办费
时费力

预算有限，
难以打造出
精彩的年会

员工参与热
情不高

年会礼品采
购琐碎麻烦

年会礼品缺
乏吸引力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N=266



30Q28.贵司发放何种形式的年会礼品？(多选题 ) Q29.贵司年会实物礼品倾向于发放哪些品类 (多选题)

全体 63.7 50.0 40.1 37.9 30.2 17.6 15.9 13.7 11.5 10.4 9.9 5.5 2.7

年货礼
包

生活家
电 

食品/坚
果零食

手机/数
码 

家纺/家
居

蛋糕甜
品/鲜花 

粮油干
货/腊味

美妆/个
人护理 

运动/检
测/保健 

厨具/收
纳 

生鲜水
果

箱包皮
具 饰品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N=182

• 年会一般都会发放礼品，比较常见的有实物礼品、实体消费券/礼品卡、电子消费券/礼品卡；
• 发放实物礼品的企业中，倾向的品类主要是年货礼包和生活家电。

Ø企业文化与团队建设类活动开展情况：年会

全体 68.4 60.5 42.5 35.3 25.6 15.8 3.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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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包 福利积分 不发放礼

品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N=266



31Q31.贵司为员工提供哪些方面的兴趣课程/工作坊？(多选题)  Q32.贵司目前兴趣课程/工作坊的开展频次是_____？

全体 47.3 45.5 45.5 42.5 32.9 28.7

绘画 插花/茶道 商务礼仪 手工制作 人文艺术类
讲座 美妆

0.0

10.0

20.0

30.0

40.0

50.0

N=167

• 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兴趣课程或工作坊主要有绘画、插花/茶道、商务礼仪、手工制作；
• 员工兴趣活动开展频率，每季度一次的比较常见，其次是每半年一次和每月一次。

Ø企业文化与团队建设类活动开展情况：员工兴趣活动

全体 8.4 18.6 7.2 25.1 19.2 12.6 9.0

每月两次/
两次以上 每月一次 每两个月

一次
每季度一

次
每半年一

次 每年一次 不定期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N=167



32Q33.贵司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慈善公益活动的目的是_________?；Q34.贵司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慈善公益活动员工是否有参与？Q35.贵司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慈善公益活动涵盖哪些内容？ (多选题)；

全体 72.5 54.9 52.9 51.0

传递企业关怀，
传播企业文化

打造优质雇主
品牌，树立良
好的企业形象

履行企业对消
费者、社会、
环境的责任

构建和谐的外
部发展环境（
如促进产业发
展、推动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

等）

0.0

20.0

40.0

60.0

80.0

N=51

• 企业开展社会责任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传递企业关怀，传播企业文化，其次是打造雇主品牌；
• 开展社会责任活动的企业中，近八成会提供全员或部分员工参与的机会；剩余两成则是员工不参与，仅以企业名义发起或参与；
• 企业倾向参与的社会责任活动有：帮扶贫困地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打造健康安全的职场。

Ø企业文化与团队建设类活动开展情况：社会责任活动

29.4%

49.0%

21.6%

是，全员均有参与

是，部分员工有参与 

否，员工不参与，仅以公司名义发起或参与

N=51

全体 54.9 52.9 43.1 33.3 29.4 25.5 25.5 21.6 19.6 17.6 15.7

帮扶贫
困地区

保护环
境，节
约资源

关爱员
工健康，
打造安
全职场 

提升产
品质量
管理，
诚信经

营

促进地
区就业 

推动企
业技术
创新

发展慈
善公益
事业 

保障员
工合法
权益 

坚持科
学发展
与可持
续发展

参与公
共医疗
卫生、
教育和
文化建

设 

反腐败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N=51



33

• 大部分企业都认同企业文化与雇主品牌之间的关联关系，其中48.9%的企业认为企业文化是影响雇主品牌的重要因素，43.2%的企业认为
企业文化对雇主品牌有一定影响；觉得两者之间没太大关系的企业仅3%；

• 各企业性质差异不大；
• 企业规模的差异也不明显；
• 金融/保险业、餐饮/服务业更认同企业文化是影响雇主品牌的重要因素。

Ø对企业文化与雇主品牌之间关系的态度

48.9%
43.2%

3.0%

5.0%

企业文化是影响雇主品牌的重要因素

企业文化对于雇主品牌有一定的影响

企业文化与雇主品牌没太大关系

不清楚

N=943

Q37.您认为企业文化与雇主品牌之间的关系是_________？ 

（N）

121 

103 

691 

28 

48.6

51.0

45.5

43.8

51.6

42.7

44.0

44.6

42.2

35.5

2.5

2.3

3.6

6.3

6.5

＜100人

100-500
人

501-
1000人

1001-
5000人

＞5000人

（N）

393 

343 

112 

64 

31 

62.2

60.0

54.5

54.2

53.8

53.7

53.0

46.9

40.7

40.6

36.1

30.0

28.4

36.0

33.3

40.0

42.3

38.0

40.9

43.8

49.2

47.7

59.7

60.0

2.7

0.0

6.1

1.7

1.3

5.0

4.5

1.6

3.4

4.5

1.4

2.5

金融/保险业

餐饮/服务业

交通/仓储/物流

软件/信息技术业

医疗业

批发零售业

文化/传媒业

建筑及房地产业

能源/公共事业

制造业

咨询服务业

教育业

（N）

74

50

33

120

78

121

66

64

59

155

72

40

46.3

51.5

49.6

32.1

49.6

37.9

42.7

46.4

2.5

5.8

2.5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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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US

关爱通研究院

中智关爱通旗下  专业人力资源前沿研究和数据洞察中心

1. 持续输出人力资源行业专业内容

2. 研究院讲师团线上线下持续发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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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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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解析

热点探讨

数据洞察

案例分享

持续输出人力资源行业专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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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αi优质职场，自2016年启动，是聚焦中国职场范畴，寻找、评选并推广中国最优质职

场模式和品牌的大型公益项目，由人民网上海、中智上海、中智关爱通三方共同主办。



• 2017企业福利管理策略调研

• 2018-2019企业福利管理实践白皮书

• 2019-2020企业福利管理实践白皮书

• 2020-2021企业福利管理实践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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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更新



更 多 关 爱 通 研 究 院 内 容，请 扫 描 下 方 二 维 码

关 爱 通
研 究 院



ABOUT US

中智关爱通（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71282）是中央管理的

国有重点骨干企业中智旗下公司。关爱通在员工福利、激励、企业文化建设及

相关人力资源预算管理领域，专业从事资源整合、平台开发和外包服务。

中智关爱通

战略投资方：

集团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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