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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9_AB_98_E7_c123_282528.htm 近日，北京德翰创

业管理咨询公司发布了本年度最新的《北京地区高科技行业

薪酬福利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出，今年高科技企业越

来越重视技术类职位，其薪酬水平也是逐步看涨。 ■企业内

部薪酬差距缩小 《报告》显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在逐渐缩

小，平均为15.4倍，基本与上年度持平，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分布更加集中，薪酬分布更加规律化、合理化。高管人员薪

酬极高的个案已经日渐减少，这也是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缩小

的主要原因。 ■学历对薪酬的影响日渐增大 学历对薪酬的影

响力到底有多大一直是关注的焦点，本次调查表明，学历对

薪酬的影响力日渐增大。数据显示，在高科技行业大专学历

从业人员的平均月薪在2000元左右；学士学历从业人员的平

均月薪在2500元左右；而硕士学历从业人员的平均月薪则比

学士学位高出许多，在4000元左右；博士学历从业人员的平

均月薪更是激增到近6000元。这显示出硕士、博士等高学历

人员在高科技企业薪酬市场上优势十分明显。 ■技术岗位浮

动薪酬比重加大 在本年度的薪酬调研中，技术类岗位采用以

奖金为主要方式的浮动薪酬模式的企业占到了参与调研群体

的82%，浮动薪酬的比重仅低于销售类岗位。 与往年不同，

今年调研中发现，三分之二的企业都提供给技术类人员20%

以上的浮动薪酬，高科技企业明显加大了对技术类人员的薪

酬激励。这一现象表明高科技企业现阶段更加重视产品研发

的效率，已经不仅将绩效管理应用于营销部门，也开始紧密



地运用于加强自身产品研发及技术服务，使其成为提高企业

市场竞争力的利器。 ■下半年员工离职时间提前 去年的调查

显示，高科技企业员工离职主要集中在2月、3月、4月、12月

，在这4个月中流失的员工人数占到了离职总数的79%，其中

在下半年只有11月、12月两个月有人员流动。而今年的调查

显示该行业员工离职主要集中在3、4、6、7、9几个月份，流

失人数占离职总数的80%，除3月份人员流动比较集中之外，

其他几个月相对比较平均，下半年员工离职时间明显提前。 

顾问视点 本期顾问：北京德翰创业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张

佳琳 员工培训管理有待加强 张佳琳告诉记者，高科技企业作

为知识型产业，向来重视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每年都列支

一笔不菲的培训费用预算，少则十几万，多则上百万，是企

业提供给员工的一项重要补充福利。但是在本次调查中发现

，这笔培训费用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她说：“首先从企业

文化到针对不同职类员工的专业培训，企业应该根据自身情

况和预算制定一套系统完整的本年度员工培训计划。其次，

要根据计划对培训效果进行跟进。员工培训不仅是员工个人

职业发展中的坚实阶梯，也是企业用来吸引、培养和保留人

才的重要工具，大多数高科技企业已经意识到员工培训的重

要性，但是还没有很好地规划和执行，该现象应该引起管理

层的注意。”业内声音部分企业薪酬贫富差距仍明显。 记者

在对高科技企业进行采访时发现，在高科技行业中对高层人

才的吸引、保留和激励上敢于投入很大的成本，部分企业的

薪酬差距仍然明显，甚至有的相差几乎达到20倍。而高科技

企业中随岗位等级的上升，其薪酬水平增量比较稳定，体现

出高科技企业薪酬体系普遍比较合理。 在中关村某高科技企



业中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韩先生告诉记者，目前高科技行业

人均基本现金收入所占比例较高，从公司各部门薪酬构成来

看，其基本现金收入平均在80%左右，其中研发类人员变动

部分较少，而客户工程部门其变动薪酬所占比例则相对较高

。 另外，在某些高科技行业中高层人员收入水平与其部门总

体收入水平相反，比如研发部门整体薪酬福利水平低于系统

工程部门，但研发部门高层管理人员薪酬水平高于系统工程

部门高层管理人员。韩先生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系统工程总监作为项目管理人员所担负的主要职责偏重

于管理方面，对于专业知识要求相对不是很高；而研究开发

总监属于企业中的技术主管，多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行业中

此类人员比较稀缺，因此为吸引此类人员企业必须支付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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