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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我国在部署2019年经济工作时，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一

系列战略部署表明我国正积极参与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作为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

前沿，正是我国经济转型蝶变的重中之重。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人才”一直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社会各方对软件及

信息服务业的人力资源及薪酬信息的关注度也是不断升温。

       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一直致力于推动天津市软件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提升行业内人力资源管理的规范化水平，推动

人力资源管理的精细化和科学化进程，坚持每年发布《天津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人力资源薪酬调研问卷分析报告》，为政府

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企业、高校提供了具备较高参考价值的行业信息资料，真实、直观地反映了天津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企

业的基本发展状况、人力资源管理、薪酬体系建设、人才培养、绩效考核、人才流动等信息，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

       本次调查得到了社会各界和行业内企业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市软件行业协会提供了细致的全程指导，天津市大学软件学

院具体承担了数据采集及分析工作，虽然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本次调查工作带来很多不便，但是仍能最终圆满完成

此报告，在此向参与各方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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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设计及研究方法

       为了准确地刻画和体现天津市软件及信息服务行业企业的人力

资源管理情况和薪酬建设情况，在《天津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人力

资源薪酬调研问卷（2018年度）》的基础上，结合受访企业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并向统计学专家征询了修改方案，最终形成了本年度

调查问卷，内容分为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发展及薪酬福利情况和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情况等三部分，共计45题，涵盖的信息采集点122

项。

       

注：企业规模划分标准参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

年度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2017年受访企业 8 19 63 13

2018年受访企业 11 18 77 12

2019年受访企业 15 22 89 22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从业人员（X）
营业收入（Y）

人
万元

X≥300
Y≥10000

100≤X<300
1000≤Y<10000

10≤X<100
50≤Y<1000

X<10
Y<50

* 综合指标法：指运用各种统计综合指标来反

映社会经济现象总体的一般数量特征和数量

关系的研究方法。对大量的原始资料进行整

理汇总，计算各种综合指标，可以显示出现

象在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的总量规模、相

对水平、平均水平和变异程度等。

     本次调查面向全市范围的软件及信息服务业企业，共发出调查问卷350份，收回问卷153份；由于个别企业所填信息缺项较多，

实际用于分析报告的问卷数为148份，涉及从业人员18792人。受访企业基本涵盖了全市各行政区域、产业园区，各种规模企业

均有涉及，采集的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在后期的统计过程中运用了综合指标法*（统计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来探讨采

集数据的内部数量关系、综合特征和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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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4%

13. 13%

5. 5%

15. 15%

20. 20%

3. 3%

企业区域分布

滨海高新区

滨海开发区

滨海保税区

环城区

中心区

远郊区

滨
海
新
区

企业控股及区域分布

73.70%

1.30%
2.10%

9.70%

11.70%

0.70% 0.70%

企业控股情况

私人控股

外商控股

集体控股

国有控股

其他

上市公司法人独资

港澳台商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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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企业上市准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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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上市（5家） 其他板上市（6家） 新三板挂牌（8家） 准备中(17家) 未准备（112家）

2019年度受访企业上市准备情况

大 中 小 微

       在2019年度受访企业中，已经在主板上市的5家（均为大中企业），其他板上市的6家，新三板挂牌的8家，尚

在上市准备中的17家，112家企业（约占75%）尚未做上市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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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规模与利润

2018年度企业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平均营业额（万元） 51017 12534 1705 127
平均利润额（万元） 4389 1168 140 15

年平均利润率 9% 9% 8% 12%

2019年度企业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平均营业额（万元） 35286 7415 1432 200

平均利润额（万元） 3473 1190 191 21

年平均利润率 10% 16% 13% 11%

其中亏损企业数量 0 4 27 5

平均亏损额（万元） 0 -659 -39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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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受访企业利润额（散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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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上受访企业平均营业额较2018年有所减少，但
利润率反而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受访企业经营水
平得到提升。
l 大型企业经营总体平稳，利润率稳步增长；
l 中小型企业利润率增长较大，但有部分企业亏损；
l 微型企业的经营略显困顿，利润率整体下降。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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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上图和右图中，横坐标为企业随机排列，每一个散点代表一家受访企业的利润
额；可以看出，企业利润额之间差异较大，高者超过亿元，低者负几千万元；因大
部分企业居于-500万至1000万元的区间，右图为利润额区间（-500万~1000万）的局部
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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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开发语言

l Java语言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开发语言；

l 基于微软平台的C#语言，仍占有一定的应用

市场；

l JavaScript 语言仍是主流的前端开发语言；

l Python语言虽然逐渐热门，但仍有待进一步

拓展应用领域；   

l C、C++、PHP等优秀的老牌开发语言仍具

有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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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

24

26

32

35

107

其他

C

PHP

C++

Python

JavaScript

C#

JAVA

企业主要开发语言应用情况

2019年受访企业开发语言选择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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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主要行业类型

       与2018年相比，受访企业服务主要行

业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趋势变化：

l 服务于移动互联网、智能制造的企业与

2018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化，并仍高居前

两位；

l 服务于政府相关领域的企业明显上升；

l 通信和其他服务行业类型的企业数量有

所上升；

l 服务于电子商务、交通物流、金融行业、

医药等领域的企业明显减少；

l 服务于其他行业比例变化不大。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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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2.55%

2.92%

4.01%

4.01%

4.01%
5.84%

6.57%

7.66%
12.04%

14.23%

14.60%

19.34%

3.13%

5.21%

1.56%

8.33%

8.85%

1.56%

5.73%

13.02%

6.25%

10.94%

0.00%

14.06%

21.35%

文化创意

医药

地理信息

交通物流

金融

能源化工

教育

电子商务

通信

其他

政府相关

智能制造

移动互联网

企业主要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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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来源的主要产业类型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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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2018年相比，受访企业收入来源的产

业类型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势：

l “新型软件开发”和“新型信息技术服务”

仍高居前两位，但“技术服务”比重有所

上升；

l 信息安全及网络安全软件开发、互联网+、

云计算与大数据服务等产业类型的占比均

有明显下降；

l 其他类型（很可能是新兴产业类型尚未列

入分类目录）明显增加；

l 人工智能软件开发及系统服务、工业物联

网及支持服务等产业类型占比增加。
6.06%

1.35%

1.35%

8.75%

2.69%

9.43%

7.74%

5.72%

5.72%

8.42%

16.84%

25.93%

0

0

1.39%

2.44%

3.48%

7.67%

8.71%

10.10%

10.80%

13.59%

14.29%

27.53%

工业互联网及支持服务

互联网平台服务

新型媒体及数字文化创意

其他

互联网安全服务

人工智能软件开发及系统服务

互联网相关信息服务

云计算与大数据服务

互联网+

信息安全及网络安全软件开发

新型信息技术服务

新型软件开发

企业收入来源产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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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模的企业从业人员的年龄和学历

大专及以下
25.59%

本科
66.89%

研究生
7.06%

博士
0.46%

l 2019年受访企业的员工平均年龄为31.7岁，比2018年增长了1

岁；其中管理人员平均37.3岁，技术人员平均29.8岁；

l 整体上看，不同规模的企业人员学历比例分布非常接近，与

2018年度的分布比例无明显差异；

l 从业人员普遍学历偏高，本科及以上层次的从业人员数量占比

超过70%；

l 其中，海归人员占受访企业员工总数的约0.5%；

l 大中型企业员工的本科比例略高，专科比例略低；

l 在整个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行业，人才学历梯度基本定型。

23.13%

69.53%

7.17% 0.17%

大型

20.37%

69.69%

9.65%0.29%

中型

27.30%

65.30%

6.88%0.52%

小型
27.13%

65.99%

6.48% 0.40%

微型

大专及以下 本科 研究生 博士

2019年度受访企业各学历层次员工比例

2018年度受访企业各学历层次员工比例

企业规模 大 中 小 微

受访企业数量 15 22 89 22

员工平均数（人） 507 205 35 11
2019年度受访企业平均员工数

*注：2019年度受访企业中，大型企业平均员工数量约是小型企

业的15倍，是微型企业的50倍；大型企业员工数量占到了全部

调查人数的50%，微型企业仅为1.6%；

n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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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薪金水平

l 2019年行业平均工资为146839元/人·年，较2018

年的统计值提升约35%；

l 天津2019年度社会平均工资75876元／人·年，升

幅约为7.6%；

l 本次调查中，有部分较大规模的优质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企业参与，整体上拉高了行业薪资的统计值。
104077 108274

146839

67284
70452

75876

¥50,000 

¥70,000 

¥90,000 

¥110,000 

¥130,000 

¥150,000 

¥170,000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受访企业人均工资年度对比

受访企业年度人均工资 天津市社会平均工资

     *注：对于行业薪金水平的统计分析，考虑到大中型企业人员规模大、占比高，因此，本报告中平均薪资的计算采取加权平均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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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岗位构成及薪金水平

61%

14%

9%
6%

10%

2019年度受访企业各岗位人员数量占比

技术人员 市场销售 管理人员 行政人员 其他岗位

2017年度 111231 59675 118578 86683
2018年度 111807 63965 136709 95460
2019年度 127870 79568 250588 129311

技术人员 行政人员 管理人员 市场销售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受访企业2019年度各岗位人均薪金（元）

l 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占比最高，达到受访企业人员总数的61%，年平均工资约为12.8万元；

l 市场销售人员数量占比为受访企业人员总数的14%，年平均工资约为12.9万元；

l 管理人员数量为受访企业人员总数的9%，年平均工资约为25万元；

l 行政人员数量占受访企业人员总数的6%，平均年薪接近8万元。

       与2018年统计数据相比，技术人员平均年薪增长14%，管理人员增长83%、市场销售人员增长26%，行政人员增长24%。可

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非技术型人才的能动作用，技术、管理、市场三类人才并重的发展格局日趋明显。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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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细分岗位薪金水平

       由右图可以看出，随着工作年限和技术经验的积累，项目

核心技术人员薪金水平明显高于普通技术人员，其中架构师作为

项目主要技术指导及组织实施者薪金水平最高，平均年薪达到

23万元。同样，在项目核心人员的最高与最低薪金之间，差距

更达到到了30-40万元。

       从左图可以看出：技术人员细分岗位平均年薪在10万~14

万之间；其中，需求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前端工程师薪金水平

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企业薪金差距明显，后端、前端开发

工程师，最低和最高薪金差距达到24万元之多，其他岗位的最

低和最高差距也在12-20万之间。

2019年度受访企业项目核心人员薪金水平（元）注：年薪的最低和最高值按照受访企业中岗位工资最低的三家和岗位工资最高
的三家取得的平均工资。

最低 51200 49066 41088 44558 51566 54000 46333 43680
平均 137580 103820 104279 106640 135678 121567 108997 124522
最高 243333 191666 167711 214608 290477 303333 268191 190666

需求工
程师

网络/安
全工程

师

测试工
程师

UI工程
师

后端工
程师

前端工
程师

运维/实
施工程

师

其他工
程师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最低 63384 62000 84000 148933
平均 206079 190394 233585 156700
最高 460847 394181 458283 176666

项目经理 产品经理 架构师 其他核心人员
¥30,000 

¥130,000 

¥230,000 

¥330,000 

¥430,000 

2019年度受访企业技术人员薪金水平(元)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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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历层次及从业经验人员薪金情况

应届专科 55738 57843 59160 59974 53408 53613 59338
应届本科 64675 64689 69320 67383 59168 63059 63475
应届研究生 87372 82240 90179 88528 82462 81383 79218
2年以上专科 88832 82974 92446 90629 76833 77922 79820
2年以上本科 107219 89748 111983 102771 87506 89554 97657
2年以上研究生 125338 105838 128636 120355 105635 108794 110416

需求/产品工程师 UI工程师 后端开发工程师 前端开发工程师 测试工程师 运维/实施工程师 网络安全工程师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根据学历层次及从业时间，对技术细分岗位进行矩阵式调查，可以明显看出：

l 应届专科生的起步薪资最低，平均年薪不到6万元；应届本科比专科略高0.5~1万元；应届研究生年薪最高，超过8万元；

l 有2年经验的专科生年薪与应届研究生相仿，2年以上的本科生年薪明显高于应届研究生；

l 2年以上人员的薪金明显高于同学历的应届生，普遍提高3万元/年以上；

l 对于应届生，无论何种技术岗位，起步薪资差异较小；但是，2年以后的薪资因岗位不同而拉开差距；

l 毕业2年以后，需求/产品、后端、前端工程师的薪资水平将明显高于其他岗位。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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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金外福利

      除了薪资的吸引力，几乎所有企业

都会选择配置各种员工福利的方式，提高本

企业在同行业中的人才竞争能力 ；

       与2018年的福利配置情况基本类似，

带薪假期和实物福利的形式仍高居前两位；

值得注意是：实物福利、交通及电话补贴、

住宿或住宿补贴等与员工基本生活直接相关

的福利类型占比有所提升，表现出更趋实际

的倾向。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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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6%

8%

10%

14%

15%

19%

22%

2%

3%

2%

4%

11%

13%

11%

14%

16%

23%

补充公积金

补充医疗

商业保险

住宿或住宿补贴

旅游

生日礼物

交通及电话补贴

员工食堂/餐补

实物福利

带薪假期

受访企业薪金外福利类型示意

 2018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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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方法

      在受访企业中，企业采用正式绩效考核的比例较2018年（有31%未作绩效考聘）有所上升，但仍有23%的企业未进行

过正式的绩效考评。在已开展绩效考评的企业中，最主要的考核方法仍是KPI考核法（达46%），采用OKR和360考核的企

业分为别6%和12%，还有13%的企业采用了其他类型的考评模式。

未做过
23%

KPI考核法
46%

360考核法
12%

OKR考核法
6%

其他
13%

受访企业2019年度绩效考核企业数量占比图

31%
23%

69%
77%

0%

20%

40%

60%

80%

100%

2018年 2019年

2018与2019年度企业绩效应用对比

未做过 做过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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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薪周期及涨幅

44%

12%

1%

43%

2019年度受访企业调薪周期占比图

一年 半年 二年 视公司发展而定

1%

31%

53%

11%

1%

3%

2019年度薪资上调的受访企业（元·人/月）

持平

增长500以内

增长500-1000

增长1000-1500

增长1500-2000

增长2000以上

在受访企业中：共有57%的企业选择定期调薪，调薪周期集中

体现为1年（占比44%）；

薪资涨幅为500（元·人/月）以内的占31%；

薪资涨幅在500-1000（元·人/月）的占53%；

薪资涨幅为1000-1500（元·人/月）的占11%；

薪资涨幅为2000（元·人/月）以上的占3%；

2019年度薪资下调或持平的受访企业（元·人/月）

4
1

1
1

下降500以内

下降1500-2000

下降2000以上

持平

      在受访的153家企业中，“薪资调整”项目所采

集的有效数据为142份，其中上涨的有135家，持平

的1家；另外，有6家企业薪资下调。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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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薪因素分析

1%

4% 4% 4%
6%

10%

24% 24%
23%

2.03% 2.80% 3.05%

5.60%

0

14.76%

17.81%

25.96%
27.99%

0%

5%

10%

15%

20%

25%

30%

CPI增长 社平工资或最低工资 企业招聘情况 定期普调 员工工作年限 职务变动 行业薪酬 个人业绩 企业利润

企业调薪因素

2018年 2019年

       有效的调薪可以为公司留住更多的骨干员工和优秀人才，各公司设置的考核标准不同，参考因素纷杂，但整体软件行业

薪酬调整参考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企业利润、个人业绩、行业薪酬、职务变动四个主要方面，其中主要影响因素为前两项；这

与2018年的调查结果有明显区别，行业薪酬的影响力在下降，职务变动的因素在上升，不难看出，企业更趋于务实、更着

力于自身职级体系的建设。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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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增长计划

64%

10%

21%

5%

2020年度受访企业人员增长计划

67%

15%

14%

4%

2019年度受访企业人员增长计划

有计划

有强烈人员增长计划

暂不确定

不需额外招聘

l  综合2018年和2019年的调查，总体上约80%的的企业有明确的人员增长计划安排；

l  与2018年调查结果相比，“有强烈人员增长计划”的比例下降了5%，2020年的不确定性确实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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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岗位缺口

2186

122
244

364
232

1124

42 71

393

105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技术岗缺口 行政岗缺口 管理岗缺口 市场岗缺口 其他岗缺口

受访企业招聘岗位缺口人数

2019年 2020年

      尽管今年受访企业的数量比去年多出35家，但大部分岗位招聘缺口大幅度下滑，可以看出2020年

企业并不以单纯人员扩张为主要发展目标；唯一有少量增长的是市场岗位，由此看出开拓新型市场是大

部分企业的当务之急。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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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16

18

19

28

30

35

36

61

区块链工程师

高级模型/动画师

VR/AR开发工程师

其他领域工程师

云计算开发工程师

物联网开发工程师

大数据分析工程师

大前端开发工程师

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

大数据开发工程师

受访企业认为急缺的技术细分领域人才

急缺的技术细分领域研发人才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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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调查问卷中此项为复选项，有126家企业有

效作答，以此基数计算：

l 48%的企业急需大数据开发工程师；

l 29%的企业急需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

l 28%的企业急需大前端开发工程师；

l 24%的企业急需大数据分析工程师；

l 22%的企业急需物联网开发工程师；

l 15%的企业急需云计算开发工程师；

l 13%的企业急需VR/AR开发工程师；

l 5%的企业急需高级模型/动画师；

l 不到2%的企业急需区块链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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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招聘到的技术岗位

        在调查问卷中，此项为复选项，有132家企业做了有效回答，以此基数计算：后端、前端开发工程师均有超过

40%的企业认为最难招聘；其次是技术经理和产品经理，约30%的企业认为最难招聘；约1/4的企业认为分析/架构

师、运维/实施工程师、其他类工程师最难招聘；认为需求/产品工程师、网络/安全工程师、UI工程师、测试工程师

为最难招聘的企业低于15%。

11

13

17

18

23

31

34

39

43

55

56

测试工程师

UI工程师

网络/安全工程师

需求/产品工程师

其他工程师

运维/实施工程师

分析/架构师

产品经理

技术经理

前端开发工程师

后端开发工程师

受访企业认为最难招聘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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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技术人员因素

l 企业招聘技术人员的过程中考虑的最主要因素前三名是：专业能力（135家）、行业经验（125家）、基础素质（89家），

对以上三项招聘因素的考量远远超过了对年龄、性别、毕业院校、外语能力等等因素；

l 对于当前社会招聘中流传的“院校出身”问题，本次进行了专门的调查，结果是，有7%的受访企业非常在意应聘员工是

否为“985/211”院校毕业生；58%的受访企业会适当考虑；有35%的受访企业基本不在意。由此可见，在软件行业企业

的招聘中，名校出身的确可以为求职加分，但并远非决定性因素，甚至不算是重要因素。

2

2

4

8

17

23

47

89

125

135

在校成绩

外语水平

本市户口

性别

毕业院校

年龄

学历

基础素质

行业经验

专业能力

2 0 1 9年度受访企业招聘人员主要考虑因素

7%

35%

58%

应届生招聘是否在意为“985/211”院校

非常在意 基本不在意 会适当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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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途径

0.45%

7.59%

8.93%

9.38%

18.75%

54.91%

0.00%

11.02%

3.39%

4.24%

27.12%

54.24%

猎头

传统招聘会

合作院校/机构定向委培

同行业人才引进

校园招聘

网络招聘

2018年 2019年

受访企业主要招聘方式

        2019年度受访企业中，采用网络招聘（123家）超过所有其他途径总和，但是校园招聘、同行业人才引进和定向委

培、传统招聘会仍占相当比例；仅有一家企业采用猎头形式。从调查中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在人员招聘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网络招聘已经成为绝对的招聘主战场。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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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人才缺口的其他途径探索

    在受访企业中普遍接受并逐步付诸实施的吸纳人才方式有如下两种：

1. 吸纳培养实习生——通过实习生向企业员工平滑过渡的方式，前

置企业与人才的磨合时间，削减入职培养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从

而抢占人才市场的选择先机。在受访企业中，共招纳实习生1543

人，其中由校方管理的实习生数为324人，占总体的21%；最终

留在企业就职的实习生为491名，占总体的32%。通过吸纳培养

实习生的模式，使企业建立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人才输入管道；

491

324

1543

留在企业就职数量

由校方管理数量

企业招收实习生数量

企业招收实习生情况

16%

65%

19%

2019年度受访企业参与产学协同育人意向

非常希望参与

如果需要可以配合

无此意向

2. 人才定制培养模式——向学校或培训机构进行人才定制培养

的模式，已逐渐被更多的企业认知并付诸行动。在受访企业

中有16%的企业表示有强烈意向向高校或培训机构进行人才

定制；有65%的企业仅是表示愿意配合；其余19%的受访企

业并无此方面想法。这反映出目前校企合作、产学协同育人

的模式并没有成为企业吸纳人才的主流做法。       在受访的153家企业中，仅有9家企业对产学合作培养模式设

置了预算，总金额为654万元；可以看出如果计划参与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的企业确实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准备。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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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岗位离职人数及离职原因

      2019年度受访企业共离职员工4110人，员工

流动率约为22%，较2018年的14%相比，总体上

员工流动明显增强；其中，技术类岗位离职人数占

到了总离职人数的54%。

2211

830
678

284
107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技术人员 销售人员 其他人员 行政人员 管理人员

2 0 1 9年度受访企业各岗位离职总人数

2%
2%
3%

3%
3%

4%
4%

7%
8%

14%
15%

17%
18%

缺乏学习机会

专业不对口

其他原因

工作单调

工作繁重

岗位设定不满意

没有分析

缺乏晋升机会

被同行挖走

薪酬低

适应性不够

能力不匹配

家庭问题

受访企业员工离职原因

      导致员工离职的原因很多，这些原因的表现形式、重要程度、影响

力度都各不相同。在受访企业中，家庭问题（18.00%）、能力不匹配

（16.70%）、适应性不够（15.29%）以及薪酬低（13.69%）成为员

工离职最为重要的几个原因。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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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高峰期与离职去向

近半数企业认为员工的离职高峰集中在入职后1-3年内，近20%认为发生在入职半年后；

l 员工离职后的主要去向是同行业公司（28%）、回老家就业（23%）、前往北上广深杭地区发展（18%），此三项离职

去向与员工离职原因的数据可相互印证；

l 相比2018年，去同行业企业的比例略有下降，创业比例略有升高，企业不掌握情况的比例也有所升高；

10%

12%

12%

19%

47%

1-3个月

3-6个月

3-5年

6-12个月

1-3年

受访企业离职高峰期分布

北上广深杭
18%

创业
10%

非同行业公
司

11%

回老家
23%

同行业公司
28%

没有分析
10%

受访企业离职人员主要去向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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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资金预算

56% 53% 61%

44% 47% 39%

0%

20%

40%

60%

80%

100%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受访企业培训资金预算占比对比图

无预算 有预算

1722

2832

6219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人均培训预算对比图（元）

     “培训”是指企业以自身力量对新募员工或原有员工通过各种方式、手段使其在知识、技能、态度等诸方面有所改进，

旨在提高团队的业务能力和工作积极性。从受访企业安排培训预算资金的情况看，超过半数的企业没有专项培训资金预算，

该项数据相较前两年有所增长，表明超过半数的企业对于员工仍采用“只用不养”的用人方式，长此以往可能影响企业的持

续良性发展。令人庆幸的对比近两年度数据得知，有培训预算的企业整体上调了人均培训预算金额，达到6219元/年，同比上

涨119%。主要采用内部学习（40%）、技术训练（29%）、报考专业证书（17%）这三种培训方法，以此提高企业员工专业

技术水平与职业从业能力。

2

21

23

54

96

131

其他方式

外派进修

技能比武

报考专业证书

技术训练

内部学习

受访企业培训方式选择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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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外包意向

12% 18% 26%

88% 82% 74%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受访企业2020年人力资源外包意向

有意向 无意向

        在受访企业中，有26%的企业有意或已经将人力资源事项外包给人力资源公司，虽然比例略有增长，但大多数

企业并无人事外包意向，人事管理各项工作基本仍由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全部包揽。

       人力资源外包作为节约企业运行成本、优化运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已在其他行业被广泛的认可和应用，但是从本

次调查问卷的反馈信息来看，软件及信息服务行业企业对于人力资源外包的认知度和认可度较低。经过走访问询，造

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行业对从业人员要求的层次较高、技术种类多样化，用人企业和人力资源外

包企业存在比较明显的供需矛盾；二是多数受访企业出于对技术和项目保密性的担忧而放弃了人力资源外包业务。因

此，针对于软件及信息服务行业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仍需要一个不断规范和探索的过程。

9%

74%

17%

受访企业人力资源外包情况

有意向 无意向 已将部分外包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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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申明

       本报告所有薪酬数据的所有权及数据报告的版权均归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人才工作专业委员会（以

下简称：人才专委会）所有。本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受访企业所提供的数据，本报

告薪酬数据内容仅供政府和企业薪酬策略参考使用，未经人才专委会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中的数据

信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如未获得本单位书面允许，不得用任何形式抄袭或翻印本报告任何部分之文字

及图片或以任何形式异于本报告原样之装订或包装形式将本报告出借、转售、出租、或在网上发布。任

何对本报告内容的全部或部分引用均必须标明出处，本报告所有方法论及信息内容的最终解释权归人才

专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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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企业名录 （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博雅创智（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瑟威兰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摩嵌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开发区中环系统电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融创软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东软睿道教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迪科达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变航博电气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新纬度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瑞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安华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银海环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宇宙信息创造（中国）有限公司 天津安平易视智能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英讯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铱能华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恒达文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博安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云驱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易商数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卓盛云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建经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德航（天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优扬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瀚海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时代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神州浩天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英盛达科技股份公司 天津欣象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弘创智融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蓝晶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思问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微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道简智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优软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博远（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天津洪荒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一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锐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晨星衡祥科技有限公司 中汽研软件测评（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霆客计算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滨中科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万贸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瀚海星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凯拓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航鑫科技有限公司 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 天津亿网通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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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企业名录 （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人力资源薪酬调查问卷分析报告

天津出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东华合创软件有限公司 联合华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栋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亿联世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博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兴科时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今晚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普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创博兴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兴先道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泰凡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雅达科技有限公司 三六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 微企（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金信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天匠动画科技有限公司 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佰邦达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美科码尼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长瑞华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晶泰元通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中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万鑫众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神州商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生态城数聚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亿鑫盛华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开发区中软卓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智芯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中汽数据（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启明通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云瑞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赞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态诚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中和（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大米科技有限公司 逸兴泰辰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医酷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云度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云科世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飞云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英太飞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汉光祥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双源津瑞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房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盈瑞安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智尘科技有限公司 科瑞泰医疗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恒一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盛世嘉禾（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传世科技有限公司 海王数据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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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企业名录 （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天津紫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天航创力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岩石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智慧城市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盛扬信远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中环系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摩卡软件（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开发区先特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微观（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科锐眼（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通卡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维京创造（天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天津德印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给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百望金赋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丁丁智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博和利统计大数据有限公司 天津聪友科技有限公司 炎黄盛海（天津）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浩丞恒通科技有限公司 伴德（天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锐眼（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合众唯一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话梅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神舟通用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百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卓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飞眼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渤海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赢大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安怡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龙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易泰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同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希格玛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君邦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众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远时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三源电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南开创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康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汇智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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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中北高新区3#楼天津市大学软件学院创业学院

电话：022-5868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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