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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7家上市公司去年雇员1646万

人均薪酬12.57万元

证券时报记者 曾福斌

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左右着资本市

场走势， 也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情

况。而上市公司雇员数量和薪酬水平的

变化，也是管窥经济走势的有效指标。

2013

年年报数据显示，上市公司

总体上增加了就业岗位， 交运设备及

房地产业员工数量增加明显， 轻工制

造和纺织服装的雇员则出现下滑；上

市公司人均薪酬整体实现一定幅度增

长， 但交运设备出现雇员大量增加而

人均薪酬下滑的现象。

雇员增加72.64万人

同比增4.6%�

� � � �整体来说，

2013

年上市公司的员

工数量有所增加。按照申万行业分类，

除了纺织服装及轻工制造行业， 其它

21

个行业员工数量都实现了不同程

度的增加， 这种变化也基本反映了公

司及行业的景气指数。

证券时报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 已公布

2013

年年

报的

2537

家上市公司总共员工为

1646.63

万人，比

2012

年的

1573.98

万

人增加了

72.64

万人，同比增长

4.6%

。

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3

年

城镇新增就业

1310

万人，在新增就业

岗位中， 上市公司贡献了

5.55%

的力

量，有一定正面作用。

从行业看，

2013

年上市公司就业

人数最多的前三个行业是金融服务、

建筑建材和采掘业， 从业人员分别为

264.76

万人、

166.59

万人、

157.48

万

人，合计

588.82

万人，占整个上市公司

员工总数的

35.76%

。此外，上市公司员

工数超百万的还有交运设备及化工行

业，分别为

134.31

万人、

106.97

万人。

上市公司员工数低于

10

万人的

两个行业是餐饮旅游和综合， 分别为

9.4

万人和

8

万人。

从增长速度看， 上市公司员工数

2013

年同比增幅超过

10%

的行业有

4

个，分别是交运设备、房地产、综合

与电子， 同比增幅分别为

16.49%

、

16.33%

、

12.21%

与

10.74%

。

2013

年，中铁总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6638

亿元，超出预期。 今年的铁路

投资几经加码。 中国铁路总公司

4

月

30

日召开电话会议，调整后今年的铁

路投资总额将达到

8000

亿元以上，这

已是今年内第三次向上调整铁路投资

计划。 此外，房地产行业在

2013

年的

表现也异常火热， 大量房地产企业提

前完成全年销售目标。 交运设备及房

地产行业上市公司雇员数量的大幅增

加也印证了这两个行业在

2013

年的

不错表现。

此外， 轻工制造和纺织服装两个

行业的上市公司员工数量则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下滑，下滑幅度分别为

1.3%

和

3.1%

。

2013

年，纺织服装业外贸形

势严峻，库存高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裁员也属正常。

分公司看，

2013

年员工数量排名

前十的上市公司均属央企及国有大型

银行，分别为：中国石油、农业银行、工

商银行、中国石化、建设银行、中国银

行、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联通、中

国建筑， 公司员工数分别为

54.41

万

人、

47.90

万人、

44.19

万人、

36.90

万

人、

36.84

万人、

30.57

万人、

28.95

万

人、

24.67

万人、

22.25

万人、

21.68

万

人。这

10

家企业的雇员数量达

348.36

万人， 占全部上市公司雇员总量的比

例高达

21.15%

。

自上市以来， 中国石油就一直是

雇员最多的上市公司， 其员工波动幅

度亦较小。不过，该公司最近两年的员

工数量持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2013

年同比下滑

0.78%

，

2012

年则同

比下滑

0.81%

。 同属石油行业的中国

石化， 员工数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

滑，

2013

年同比下滑

1.93%

。

员工数量紧随前十的则是两家民

营企业， 分别是排名第十一位的中国

平安和第十二位的比亚迪。

2013

年，

这两家上市公司的员工数分别为

20.34

万人和

15.94

万人。 但中国平安

去年雇员同比增长

6.87%

， 比亚迪则

同比减少了

4.19%

， 这也是比亚迪雇

员连续第二年下滑。

有意思的是，有个别上市公司的员

工数量多年保持在个位数，且基本没有

变化。 员工数量最少的公司只雇有

5

人，另外一家公司只有

7

名员工。

薪酬增速恢复

同比增6.61%

� � � �在上市公司

23

个行业分类里面，

除了交运设备的人均薪酬出现下滑

外，其它

22

个行业的人均薪酬都有不

同程度上涨， 整体薪酬还是实现恢复

性增长。

根据证券时报数据部统计， 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

2013

年沪深上市

公司发放的整体薪酬为

2

万亿元左

右，人均薪酬为

12.57

万元，相较

2012

年的

11.79

万元，同比增长

6.61%

。 而

2012

年，因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上市公

司人均薪酬的同比增速只有

2%

左右。

不过， 与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相

比， 上市公司人均薪酬增速则显得略

低一些。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3

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311

元，比上年增长

10.9%

，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8.1%

；全国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955

元， 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7.0%

；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

8896

元，实际增长

9.3%

。

虽然上市公司人均薪酬的增幅低

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但

其绝对数额却远远高于全国水平。

根据通用会计准则， 将现金流量

表中的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和资产负债表中“应付工资”期

末数与期初数的差额加总， 得出的数

据可以用于反映职工在一个会计年度

内从上市公司处获取的薪酬总额，其

中既包含工资， 也包含各种福利和保

险保障等内容。

从绝对数额看，

2013

年， 上市公

司人均年收入

12.57

万元， 是薪酬所

得总额，属于税前收入，其中还有保险

保障等当期不可支配收入。 按

40%

的

比例扣除这些内容， 人均可支配年收

入大约在

7.54

万元，是去年全国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0

万元的

2.79

倍， 是去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

4.12

倍。

分行业看，

2013

年上市公司人均

薪酬榜中，金融服务业以

23.56

万元居

首；其次，是采掘业的

15.06

万元；排名

第三的是交通运输业，

2013

年该行业

人均薪酬

14.77

万元。 另外，还有公用

事业、建筑建材、信息服务、信息设备、

房地产、黑色金属、化工等

7

个行业的

上市公司去年人均薪酬超过

10

万元。

而人均薪酬最低的

3

个行业则是

农林牧渔、纺织服装和轻工制造。农林

牧渔以

5

万元的人均薪酬排最后一

名。 纺织服装和轻工制造的人均薪酬

则分别是

5.87

万元、

6.70

万元。

从薪酬增速看， 薪酬增速最快的

为轻工制造业， 去年同比增幅达

16%

。此外，家用电器、生物医药、纺织

服装的增幅均达

12%

。农林牧渔、餐饮旅

游、建筑建材也实现了

10%

的增速。轻工

制造和服装纺织在裁员的同时， 员工平

均薪酬的增幅也最大。

此外，人均薪酬

2013

年同比出现下

滑的交运设备行业，其

2012

年的人均薪

酬为

9.28

万元，

2013

年则下降为

9.15

万元。 这主要跟该行业公司雇员数量大

幅增长

16.49%

有关，行业的总体薪酬同

比增速为

14.82%

。

总体来说，除交运设备、纺织服装、

轻工制造

3

个行业外，其余

20

个行业的

就业人数和员工人均薪酬在

2013

年均

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增长。

金融行业盛产“高富帅”

保险业贫富差距大

证券时报记者 曾福斌

一直以来， 金融行业的薪酬是人

们关注的焦点， 因为这个行业向来盛

产“高富帅” 。

金融行业盛产“高富帅” 的原因

很简单，因为这个行业可以创造丰厚

的利润。 证券时报统计数据显示，

2013 年， 金融服务业上市公司创造

利润总额 12254.11 亿元， 同比增长

15.27%， 占所有上市公司 2013年利

润总额的 55.56%。

另外，金融行业雇员数量也不少。

2013 年，金融服务业上市公司总员工

数量 264.76 万人，同比增长 4.8%。 行

业发放的薪酬达 6236.65 亿元， 人均

薪酬 23.56 万元，同比增长 8%，远高

于第二名采掘业的 15.06 万元。

实际上，在金融服务业里面，薪酬

也有行业区分。 其中，2013 年，信托行

业以 59.8 万元的平均薪酬成为金融

领域最赚钱的行业， 证券业平均薪酬

仅是信托业的一半， 为 27.4 万元，其

后是平均薪酬 25.3 万元的银行业，保

险业以 13.8 万元垫底。

具体到上市公司层面，3 家上市

信托公司安信信托、陕国投 A、爱建股

份 2013 年的人均薪酬分别为 125.82

万元、78.93 万元、47.94 万元。

当然， 最让人们艳羡的则属金融

业高管的薪酬， 财力雄厚和业绩稳健

的平安系对高管最为慷慨。 在高管收入

排行前十名中， 中国平安和平安银行的

高管包揽其中 8 个席位， 并且占据冠亚

军。金融业高管 2013 年年薪过千万的有

3 人， 分别是中国平安首席投资执行官

陈德贤（1268 万元）、中国平安董事长

马明哲（1090 万元）、中信证券副董事

长殷可（1026 万元）。

此外，金融高管薪酬前十中，还有中

国平安执行董事顾敏、李源祥、姚波分别

以 907 万元、828 万元和 682 万元位列

第四、六、十位。平安银行行长邵平、副行

长孙先朗及赵继臣三人同样位列前十，

去年年薪分别为 833 万元、709 万元和

708 万元。 中信证券另一位高管执委会

委员、 董事总经理刘威则以 797 万元的

年薪位列第七。

除了平安系和中信证券外， 去年年

薪在 500 万元以上的金融机构董事长还

有新华保险董事长康典（598 万元）、民

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531 万元）等。

除了中国人寿高管薪酬较低（总额

仅为 1350 万元）、 无高管薪酬过百万

外， 其余 3 家保险公司的高管薪酬总额

均处于较高水平。中国平安、新华保险和

中国太保的高管薪酬总额分别为 9438

万元、6317 万元和 3473 万元。

从金融机构合计发放的高管薪酬总

额来看， 按多到少的总体排序大致是保

险、银行、券商和信托。 但这与行业人均薪

酬排序刚好相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年报数据凸显经济增长压力

证券时报记者 曾福斌

从上市公司年报情况看，

2013

年

经济算是平稳过渡，

2014

年或将迎来

更加严峻的考验。

2013

年， 上市公司的就业与薪酬

情况基本与去年我国的经济形势吻合。

整体上看，

2013

年，上市公司经营情况

比

2012

年要强很多， 全部行业实现盈

利，并且大部分实现了不错的增长。

上市公司为就业及经济增长做出

了不小的贡献。同时，从就业与薪酬数

据中也可以发现， 在经济结构调整及

产业转型升级中， 有不少行业正在慢

慢转型升级。当然，也有些行业的增长

并不符合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方向。

从薪酬方面看，机械设备、化工、

采掘、信息设备、黑色金属等行业的增

速均较慢。这些行业部分是周期行业，

部分是“三高”行业，薪酬增速缓慢也

体现了结束经济刺激政策后， 部分行

业出现周期低谷， 以及在经济转型升

级、 治理环境过程中一些行业正经历

阵痛。

而家用电器、 医药生物、 农林牧

渔、轻工制造、建筑建材的就业增长较

快则反映出随着收入的增长， 我国消

费领域在经济中的占比正在提升。

此外，从就业数据看，交运设备、

电子、医药行业增幅较大，反映出国家

在部分经济领域仍有所刺激， 一些代

表未来发展方向的行业在经济低谷期

仍然具有较强的增长能力。 而轻工制

造及纺织服装的负增长， 则说明部分

低附加值的加工出口企业受到的影响

较大。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房地产行业

在薪酬及就业方面出现了较大反弹。

不过， 目前看，

2013

年上市公司

年报数据虽部分反映出经济结构调整

带来的阵痛，但还不算明显。支撑经济

维持高增长的有利因素依然存在，但

尚未完全发挥作用。

上市公司

2013

年年报数据虽然比

较全面，但一些因素已经发生变化。例如

房地产行业， 今年行业状况就已和去年

大不一样。一季度，房地产交易量大幅下

滑，同时上市房企盈利也大幅下滑，预计

二季度仍难有改观， 这将对经济增长产

生不小影响。房地产价格回调，经济结构

持续调整，治理环境成本增加，人力成本

上升以及外贸形势不乐观等， 或预示

2014

年才是经济更艰难的一年。

如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不落窠

臼、 怎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保持稳定

的就业，这些将更考验着决策层的智慧。

数据来源：证券时报数据部 张常春/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