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劳动报记者 邵未
来）上市银行中报披露大戏日
前落幕， 上半年银行业的人均
薪酬（含 2018 年年终奖）情况
也浮出水面。根据证券时报《券
商中国》微信公众号的统计，截
至目前，A 股共有 33 家上市银
行， 其中有薪酬及员工人数可
比数据的共 23家，包括 5 家国
有大行、8 家股份行、7 家城商
行和 3家农商行，其中 20 家人
均薪酬出现了上涨。

人均薪酬普遍增长

整体来看 ，23 家银行中 ，
除北京 、华夏 、宁波 3 家银行
上半年人均薪酬微跌之外，其
余 20 家的人均薪酬均实现同
比增长。

其中，北京银行和华夏银
行主要受总薪酬支出减少影

响，而宁波银行主要受员工人
数增加接近一成影响。

具体来看 ，23 家银行里 ，
上半年人均薪酬同比增幅在

10％以上的就有 12 家，其中更
有 5 家增幅超过 15％，分别是
江苏银行 、平安银行 、兴业银
行、 成都银行和无锡银行，前
两家增幅分别是 23％、21％，后
三家也在 15％－16％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银行
在员工人数较年初增长 124
人的同时，实现人均薪酬的较

快提升，人力成本投入可见一
斑。

从上半年人均薪酬水平

来看， 国有大行普遍在 15 万
元以下，其中员工数量更少的
交行接近 15 万元；股份行中，
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均超过 31
万元，暂居前两名。 仅次于平
安和招行的，则是南京、江苏、
宁波 、杭州四家城商行 ，大致
在 25 万元到 27 万元之间。

当然，这里的人均薪酬并
没有区分所在区域、 条线、职
务层级，所以是当分子还是当
分母，感受自然不一样。 银行
每个时期的经营导向也不一

样，譬如现在全行业都在大做
零售和小微，投入也势必要增
加，这对整个条线的薪酬都会
有直接影响。

出现集体减员现象

23 家银行里有 15 家银行
上半年出现减员现象。 其中，
包括邮储银行在内的六家国

有大行集体减员，员工总数合
计减少 3.4 万人。

结构上看，国有大行由于
电子渠道替代、柜员转岗营销
等原因带来的减员规模较大。
另外 ， 年后也往往是辞职高
峰，而进人的高峰则是在下半
年秋招之后，人员的减少在上
半年体现得更加明显。

相反，宁波银行是 23 家银
行里唯一一家员工人数增加

超过 1000 人的， 上半年净增
员 1275 人。 值得注意的是，去
年下半年，该行员工总数也净

增加 1225 人。
当然，其中不能忽视的一

个事实是：员工往往在领完年
终奖后选择辞职，这个时间点
发生在上半年，而企业招人的
高峰往往在下半年，也就是秋
招之后，而春招的岗位数量没
有那么多。 体现在员工人数上
的变化，就是上半年减员的影
响更大，下半年增员比较多。

复合型专业人才受重视

具体来看，银行“减员”减
的主要还是可替代性比较强

的支持性岗位（包括劳务派遣
员工）。 譬如柜员、保安、现金
清收 、电话客服 、信用卡销售
等岗位。 这些岗位员工薪资水
平不高，电子渠道替代性也比
较强。 另外，网点转型也会挤
压这些员工的岗位。 当然，银
行网点的转型不一定是直接

采取裁员的形式，而是推动传
统的柜面结算人员转岗客户

服务和营销。
二是出于提质增效、缩短

管理半径的考虑，银行选择减
少部分管理岗位、运营人员的
数量。 浦发银行行长刘信义就
在该行中期业绩说明会上透

露 ， 数字化以后该行运营人
员 、柜面人员大量节约 ，近几
年这部分员工数量减少了超

过 3000 人， 其中大部分都分
流到销售、服务方面去。 三是
学历不占优势的员工。

相比之下，复合型专业人
才则更受重视。 人员的增加则
普遍出现在业务条线（尤其是

零售业务）、信息科技、风险合
规人员等三方面。

以邮储银行为例，该行上
半年零售和对公条线的员工

合计增加 2305 人， 风险合规
人员也增加超过 100 人。

刘信义表示，年初至今该
行已经进了 2300 多人， 而且
大量的应届毕业生还没有报

道，目前校园招聘工作也还没
有结束。

“增加的人员既有零售服
务、风险合规内控这些中后台
的 ，也有前台的 ，最多的就是
IT， 我们今年 IT 人员增加了
大概 1500 人， 但这其中包括
了全国的互联网分中心，因为
需要从不同区域吸收一些专

业的学生。”刘信义说。
日前举行的交行中期业绩

会上 ， 交行行长任德奇也表
示， 将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
其中在科技人才队伍的补充

方面，“一是启动了‘金融科技
万人计划 ’工程 ，要将金融科
技人才从目前的 5％左右提升
到 10％以上，今年已经招聘了
1200 人；二是推出“FINTECH
管培生 ”工程 ，并通过拟设立
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引进高端

人才 ；三是实施 ‘存量人才赋
能转型’工程。”

从新入职员工的学历、专
业来看，商业银行对复合型专
业人才的需求度也在增加 。
“我们内部的规定， 一是新招
的员工里 50％以上要来自于
学生 ，第二个规定是 ，新招聘
人员 50％以上必须要有理工
科背景。 ”刘信义透露。

本报讯（劳动报记者 邵未来）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对上海

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创业的调查

报告显示， 在今年毕业的大学生
中，四成有过自主创业想法，比例
为近五年来最高。

调查显示，68%的受访大学生
认为，目前创业氛围比较好，选择
创业的人会越来越多。 受访大学
生认为这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个
是政策的支持， 另一个是当代大
学生更喜欢挑战和冒险。

报告指出， 当前大学生选择
创业有几大明显的特点。

创业方向 “新 ”，近七成打算
创业的方向为新兴领域。这其中，
创业项目的主要来源是新出现的

科技进步或商机， 或者创业者掌
握了某种技术。

创业计划“稳”，大多数大学生
打算工作一段时间再创业。 根据
调查统计，32%的受访者表示目前
没有时间表，待时机成熟，仅 7%选
择毕业后立即创业。而有 12%受访
者愿意工作 5-10 年后创业；31%
受访者选择工作 3-5 年后创业；
18%受访者选择工作 3年内创业。

创业地点“多”，调查显示，选
择北广深为创业地的有 6%，选择
上海的有 60% ， 选择中部的有
8%， 选择长三角其他地区的有
14%，选择其他东部地区的有 7%，
选择西部地区的有 5%。

报告还指出， 目前大学生创
业资金仍有限。 在有创业打算的
大学生中，56%受访者能承担的创
业资金小于等于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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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企业 500强发布
员工总数达 3359.11万人 比上年增加 167万人

具体来看，2019 中国企业 500
强入围门槛为 323.25 亿元 ，连续
第 17 年提高。 从收入看，营业收
入总额 79.10 万亿元 ， 比上年
500 强增加了 11.14％。 从资产规
模看 ， 资产总额为 299.15 万亿
元 ， 比上年 500 强增加了 24.89
万亿元 ，较上年 500 强资产增长
了 9.08％。从员工数量看，员工总
数为 3359.11 万人 ， 比上年 500
强员工数量增加了 167.77 万人，
增幅为 5.26％。

在 2019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
中，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以 2.74 万亿营收位居榜首，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分别以 2.60 万亿、
2.56 万亿营收分列第二 、 三名 。
前十名有：中国石化、中国石油、
国家电网 、中国建筑 、中国工商

银行、中国平安、中国建设银行 、
中国农业银行 、上汽集团 、中国
银行。

在实现利润方面 ， 今年 500
强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4864.25 亿
元，比上年 500 强增长 20.7％。 净
资产利润率为 9.7％， 比上年提升
了 0.2 个百分点。 人均营业收入
235.47 万元， 比上年 500 强增加
12.47 万元，实现三连升。 人均净
利润 10.51 万元，比上年 500 强提
高 0.47 万元，实现两连增。

2019 中国企业 500 强专利总
量中，发明专利占比为 36.61％，较
上年提高了 0.45 个百分点， 发明
专利占比已经连续 6 年逐年提
高，专利质量稳步提升。 华为继续
在专利数量、 发明专利数量方面
保持领先地位。

2019 中国企业 500 强中营业

收入规模在 1000 亿元以上的企
业数量为 194 家， 比上年的 172
家增加了 22 家，增加企业数量再
创新高。 其中 6 家企业营业收入

超过了万亿元，分别是中国石化、
中国石油、国家电网、中国建筑、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平安。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入围世

界 500 强的中国企业数量首次超
过美国， 收入总规模已相当于美
国 500 强的 87.1％，资产总规模已
相当于美国 500 强的 89.5％。

今年四成应届毕业生
想过自主创业

多数受访者认为创业氛围好

23家银行中 20家薪酬上涨
复合型专业人才受重视

●

中 国企业联合会、中

国企业家协会发布

2019中国企业500强榜单，

共涉及76个行业，其中制造

业企业入围244家，服务业企业入围173家；194家企业营业收入超

过1000亿元，6家企业超过万亿元。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