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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发布人力资源市场工资价位和人工成本信息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

业基本公共服务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为企业薪酬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作为企 

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参考。北京市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展工资调查和 

信息发布的创新探索，成为我国较早发布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的地区 

之一。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我局不断建立健全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 

布制度，薪酬调查的专业性不断增强，数据挖掘方法的科学性不断提高，薪酬 

大数据质量逐年提高，在服务首都企业和辅助政府工资调控等工作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三季度，北京市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态势，生产需求继续恢复，总体经济运 

行平稳；在此形势下，我局继续推进“ 人力资源市场薪酬季报”工作,结合当 

前宏观政策，聚焦社会和政府关注热点，突出薪酬数据信息及时性、指导性。

本季度报告重点关注“ 热招岗位”、“ 自贸区”、“ 技能人才”三大主题，从 

北京市重点产业、岗位类型、岗位等不同维度对薪酬水平展开分析。

前言



数据统计口径及相关定义

数据来源：本报告中除单独注明之外，所有数据均来自于“ 前程无忧人才 

大数据库”及“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专业薪酬数据库”。

薪酬水平： 本报告中薪酬水平统计口径均为本季度3个月税前应发工资总 

额（包含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奖金、销售提成及相关津贴福利待遇）进行算 

术平均，不包含年终奖金、股权激励及分红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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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产业 薪酬中位值

金融产业 15424

数字经济产业 14929

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 14297

医药健康产业 13168

智能/高端制造产业 13299

科技服务产业 12652

节能环保/绿色能源产业 12303

专业服务产业 11762

生活服务产业 8071

（一）重点产业薪酬

三季度，北京市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态势，生产需求继续恢复，总体经济运 

行平稳。各重点产业月平均薪酬中位值同、环比均保持正增长。

本季度，重点产业中金融、数字经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薪酬中位值位居 

前三，分别为 15424元、14929元、14297元，生活服务产业薪酬中位值相对较 

低，为8071元。

图表 1：北京市三季度重点产业薪酬（单位：元/月）

（二）重点产业各类岗位薪酬

1.数字经济产业

三季度，数字经济产业不同类型岗位中，高层管理薪酬中位值为 63059 

元，销售类职员、初级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薪酬中位值较为接近，分别为

一、产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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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岗位类型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数字经济产业

高层管理 44921 63059 74280

中层管理 19088 22525 35306

初级管理 12796 14622 22201

销售类职员 12005 13795 24272

普通职员 8198 9026 13266

专业/技术人员 12873 15841 23249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6612 7758 9139

产业 岗位类型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金融产业

高层管理 50963 61411 79893

中层管理 19434 24134 39575

初级管理 12760 14908 22944

销售类职员 10676 13296 24507

普通职员 8159 8589 13666

专业/技术人员 13714 16029 21548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6074 6722 7996

图表2：三季度数字经济产业各层级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2.金融产业

金融产业薪酬数据显示 ,管理序列岗位中，高层管理、中层管理、初级 

管理薪酬中位值分别为 61411元、24134元和 14908元；员工序列中，专业 

技术人员、销售类职员、普通职员薪酬中位值依次为 16029元、13296元和 

8589元。

13795 元、14622 元、15841 元，一线操作/服务人员薪酬中位值相对较低，

为7758元。

图表3：三季度金融产业各层级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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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岗位类型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医药健康产业

高层管理 39835 52842 65679

中层管理 15910 22946 33021

初级管理 10487 12610 18659

销售类职员 9581 12659 21837

普通职员 6960 7897 11904

专业/技术人员 10407 12855 18162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5933 6861 7907

产业 岗位类型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

高层管理 47170 57879 65758

中层管理 20051 22627 31926

初级管理 12377 13652 20491

销售类职员 10693 13339 18006

普通职员 7306 8371 12616

专业/技术人员 13411 16294 20805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6015 7613 7889

图表4：三季度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各层级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4.医药健康产业

分析医药健康产业薪酬数据，高层管理、中层管理、初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中位值分别为52842元、22946元和 12610元，在员工序列中，专业/技术人员 

和销售类职员薪酬较为接近，薪酬中位值分别为 12855元和 12659元。

3.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

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不同岗位薪酬水平显示，在管理序列中，高层管理薪酬 

最高，薪酬中位值为57879元；在员工序列中，专业/技术人员薪酬最高，薪酬中 

位值为 16294元，一线操作/服务人员薪酬相对较低，薪酬中位值为7613元。

图表5：三季度医药健康产业各层级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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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岗位类型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科技服务产业

高层管理 36072 51459 61591

中层管理 16623 19822 27284

初级管理 10083 11732 18657

销售类职员 9036 11083 17587

普通职员 5714 7427 11720

专业/技术人员 9686 11117 15213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5849 6694 8141

产业 岗位类型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智能/高端制造产业

高层管理 42679 52623 63439

中层管理 17195 20917 27825

初级管理 10502 11550 16367

销售类职员 9123 9867 16403

普通职员 6754 7615 11834

专业/技术人员 11014 12215 18151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6758 7107 8977

图表6：三季度智能/高端制造产业各层级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6.科技服务产业

科技服务产业各类型岗位中，高层管理薪酬中位值最高，为51459元；初 

级管理、销售类职员、专业/技术人员薪酬中位值较为接近，均超 11000元；一 

线操作/服务人员薪酬较低，薪酬中位值为6694元。

5.智能/高端制造产业

智能/高端制造产业各类型岗位中，管理序列中高层管理薪酬最高，薪酬中 

位值为52623元；员工序列中专业/技术人员薪酬最高，薪酬中位值为 12215元，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薪酬较低，薪酬中位值为7107元。

图表7：三季度科技服务产业各层级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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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岗位类型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专业服务产业

高层管理 37214 48070 57642

中层管理 16012 19130 26565

初级管理 9712 13645 15578

销售类职员 8954 10757 17509

普通职员 5801 7310 11357

专业/技术人员 8962 11248 15473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4585 6354 7664

产业 岗位类型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节能环保/绿色能源 
产业

高层管理 37736 48072 58639

中层管理 14473 18955 26271

初级管理 10077 13596 16420

销售类职员 8827 10915 17853

普通职员 5799 6718 10523

专业/技术人员 9717 10993 16174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5348 5937 8043

图表8：三季度节能环保/绿色能源产业各层级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8.专业服务产业

专业服务产业薪酬数据显示，管理序列岗位中，高层管理薪酬最高，薪 

酬中位值为48070元，员工序列岗位中，销售类职员薪酬最高，薪酬中位值为 

10757元，一线操作/服务人员薪酬最低，薪酬中位值为6354元。

7.节能环保/绿色能源产业

在节能环保/绿色能源产业不同类型岗位中，三季度高层管理薪酬中位值 

为48072元，中层管理、初级管理薪酬中位值分别为 18955元、13596元；在员 

工序列中，销售类职员与专业/技术人员薪酬中位值较为接近，分别为 10915元 

和 10993元。

图表9：三季度专业服务产业各层级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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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三季度生活服务产业各层级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三）重点产业“高、新”热招岗位 1 薪酬

三季度，技术含量高、人员紧缺的“ 高、新”热招岗位共计26个，主要 

集中在人工智能、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其中，8个职位薪酬中位值在 

30000元/月以上。

作为7月份人社部新公布的数字职业，网络安全登记保护测评师薪酬中位 

值超22000元/月，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智能网联汽车装调运维员、智能制造 

系统运维员等薪酬中位值均超万元。

产业 岗位类型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生活服务产业

高层管理 32763 40265 52305

中层管理 14990 17301 24144

初级管理 9677 10866 16089

销售类职员 7045 7791 13577

普通职员 6179 6760 9252

专业/技术人员 8592 10510 15970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4347 5338 6933

9.生活服务产业

生活服务产业不同类型岗位中，管理序列薪酬相对较高，高层管理、中层 

管理及初级管理薪酬中位值分别为40265元、17301元、10866元；员工序列中 

专业/技术人员薪酬较高，薪酬中位值为 10510元，一线操作/服务人员薪酬相 

对较低，薪酬中位值为5338元。

1  “ 高、新”热招岗位：基于北京市三季度企业用户职位发布大数据，根据岗位需求特点、紧缺程度、招聘数 

量以及岗位新兴程度，进行综合评判后确定，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各行业高端及新岗位的薪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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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热招岗位 薪酬中位值 “高、新”热招岗位 薪酬中位值

大模型NLP算法工程师 42245 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 28028

量子算法工程师 38155 新能源汽车工程师 28254

芯片设计工程师 34554 无人机飞行技术工程师 27175

音视频编解码工程师 34202 密码工程技术人员* 25790

U3D开发工程师 33261 车联网测试工程师 25748

信号处理算法工程师 31568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 25362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30301 电池算法工程师 24904

数据仓库工程师 30025 网络安全登记保护测评师* 22785

语音识别工程师 29676 游戏策划师 22341

卫星导航算法工程师 29419 游戏界面设计师 17487

自动驾驶研发工程师 28942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 13984

机器人系统工程师 28407 智能网联汽车装调运维员* 11391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 28172 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 10903

图表 11：三季度重点产业“高、新”热招岗位及数字职业薪酬（单位：元/月）

（四）重点产业热招岗位 1 薪酬

三季度，常规热招岗位主要是电商运营专员、销售工程师等。其中，技术  

类岗位占比仍居首位，为45.3%；其次为业务类，占比为 35.7%。

1.数字经济产业

数字经济产业热招数据显示，产品经理薪酬最高，薪酬中位值为21732元， 

短视频运营、电商运营专员、网络营销工程师薪酬中位值均超 12000元。

1    热招岗位：基于三季度企业发布的招聘职位大数据，以发布岗位数量为主，结合供需情况综合确定，代表 

市场招聘量较大、且供给较为紧张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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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三季度数字经济产业热招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2.金融产业

金融产业热招岗位中，证券分析师薪酬最高，薪酬中位值为25034元，保 

险精算师位列第二，薪酬中位值为22086元，其后为风险控制，薪酬中位值为 

18631元；保险客户服务薪酬中位值相对较低，为8049元。

图表 13：三季度金融产业热招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3.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

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热招岗位中，算法工程师、图像识别工程师薪酬相对 

较高，薪酬中位值均超26000元，大数据开发工程师与全栈开发工程师薪酬较 

为接近，薪酬中位值均超 19000元。

行业 热招岗位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数字经济产业

电商运营专员 12689 13264 16282

网络营销工程师 12732 14158 17803

短视频运营 11502 12415 15502

产品经理 19154 21732 24719

社群运营专员 7058 8875 13239

行业 热招岗位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金融产业

证券分析师 23593 25034 32606

保险客户服务 7226 8049 12375

保险精算师 18108 22086 29789

风险控制 16554 18631 23159

客户专员（金融） 10932 10962 14465

行业 热招岗位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

大数据开发工程师 17914 19086 25706

数据挖掘工程师 17930 23434 28309

图像识别工程师 20644 26198 3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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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三季度医药健康产业热招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5.智能/高端制造产业

智能/高端制造产业热招岗位中，集成电路应用工程师薪酬最高，薪酬中 

位值为20127元，电池工程师与产品工艺/制程工程师薪酬中位值均超 15000元， 

销售工程师与生产工程师薪酬中位值均超 13000元。

图表 14：三季度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热招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4.医药健康产业

医药健康产业热招岗位中，医药技术研发人员薪酬最高，薪酬中位值为 

18865元，临床研究员、医药销售代表薪酬中位值较为接近，分别为 14411元和 

14007元，医学数据分析专员薪酬中位值相对较低，为 11667元。

行业 热招岗位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医药健康产业

临床研究员 13666 14411 19755

医学数据分析专员 9908 11667 16376

医药技术研发人员 18211 18865 23952

药品注册 13552 13821 17179

医药销售代表 12586 14007 17969

行业 热招岗位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智能/高端制造产业

集成电路应用工程师 15931 20127 24913

生产工程师 11546 13778 17462

电池工程师 14521 15796 20825

销售工程师 12382 13852 18227

产品工艺/制程工程师 14007 15161 19216

行业 热招岗位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
全栈开发工程师 16955 20034 30354

算法工程师 24325 26597 31231

图表 16：三季度智能/高端制造产业热招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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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三季度科技服务产业热招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7.节能环保/绿色能源产业

节能环保/绿色能源产业热招岗位中，电气工程师薪酬最高，薪酬中位值为 

18637元，其次为环保工程师，薪酬中位值为 15724元，材料工程师薪酬相对较 

低，薪酬中位值为 11224元。

行业 热招岗位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节能环保/绿色能源 
产业

电气工程师 16752 18637 23841

项目工程师 12592 13487 16991

数字能源工程师 13877 14764 19807

环保工程师 14135 15724 21306

材料工程师 9268 11224 15123

行业 热招岗位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科技服务产业

专利工程师 11452 13884 18046

知识产权/专利专员 12721 14759 18586

科技服务专员 10519 12643 15958

项目经理 25204 26826 36114

项目工程师 12925 13991 17523

图表 18：三季度节能环保/绿色能源产业热招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8.专业服务产业

专业服务产业三季度热招岗位中，财税顾问、招投标经理薪酬中位值均超 

过20000元；市场分析/调研人员薪酬相对较低，薪酬中位值为 10046元。

6.科技服务产业

科技服务产业热招岗位中，项目经理薪酬最高，薪酬中位值为26826元， 

科技服务专员薪酬相对较低，薪酬中位值为 1264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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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热招岗位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专业服务产业

招投标经理 19487 23232 30113

市场分析/调研人员 8931 10046 13826

资产评估/分析师 16268 18102 23018

财税顾问 19855 24944 31530

招投标专员 10013 11675 15682

行业 热招岗位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生活服务产业

家政服务/保姆 5565 6768 8828

餐饮/娱乐领班 6256 7385 11332

护士/护理人员 8353 9660 12873

育婴师/保育员 7793 8871 11828

理货员 5889 7187 8973

图表 19：三季度专业服务产业热招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9.生活服务产业

生活服务产业热招岗位中，护士/护理人员薪酬相对较高，薪酬中位值为 

9660元；家政服务/保姆薪酬相对较低，薪酬中位值为6768元。

图表20：三季度生活服务产业热招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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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岗位类型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航空服务产业

高层管理 49022 60238 71273

中层管理 18908 23348 31361

初级管理 11408 13446 18518

销售类职员 9523 11582 20425

普通职员 7427 8282 11219

专业/技术人员 11566 13566 20322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7073 7827 8289

健康医疗产业

高层管理 45268 58960 76786

中层管理 21254 25859 37812

初级管理 14258 15379 23529

销售类职员 11432 13977 24741

普通职员 7612 8392 11734

专业/技术人员 11338 14139 20188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7196 7776 8339

金融服务产业

高层管理 56688 64802 92897

中层管理 22151 26418 43553

初级管理 14339 16156 22775

销售类职员 11683 14175 24869

普通职员 8876 9797 13926

专业/技术人员 14881 17967 24706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7264 7801 8956

（一）“自贸区”薪酬状况

数据显示，三季度“ 自贸区”规划的主要产业中，航空服务产业、健康医疗  

产业、金融服务产业、科技创新产业、商贸服务产业、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产业、 

文旅服务产业、专业服务产业各类岗位人员的薪酬水平如下表所示。（图表21）

二、区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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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岗位类型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科技创新产业

高层管理 52158 64985 83395

中层管理 21887 25541 38895

初级管理 13416 14904 23415

销售类职员 11805 15155 21640

普通职员 8947 9407 12246

专业/技术人员 14382 16694 23388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7822 8342 9778

商贸服务产业

高层管理 43747 53307 67280

中层管理 18434 21950 33323

初级管理 11176 13310 19509

销售类职员 9604 12390 19555

普通职员 7161 7744 10348

专业/技术人员 10603 13351 18294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6337 6880 7930

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 
产业

高层管理 53878 67749 84622

中层管理 20998 24921 38521

初级管理 13467 15170 25321

销售类职员 12795 13935 26028

普通职员 9107 9791 13539

专业/技术人员 14525 16318 24352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7062 7667 9263

文旅服务产业

高层管理 31429 39896 54128

中层管理 14538 17282 24696

初级管理 9132 10907 15292

销售类职员 6748 8717 12669

普通职员 5905 6715 8846

专业/技术人员 9957 12764 16664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5865 6149 6459

专业服务产业 高层管理 44433 58204 7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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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热招岗位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航空服务产业

业务跟单 10376 10897 13693

地勤人员 8056 8431 10636

维修技师 13659 14828 18448

物流专员 9710 10066 13032

机械工程师 13653 17044 22046

健康医疗服务产业

临床研究员 15243 16003 21531

临床监察员 11651 13716 17068

生物工程师 14128 15709 17860

医学检验 9626 11855 16125

化学分析 15447 17822 20945

金融服务产业

资产评估 |分析师 15449 19381 23978

风险控制 12014 14298 16767

保险理赔 8536 11093 12969

清算人员 12081 13810 16458

催收专员 8409 10639 11967

产业 岗位类型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专业服务产业

中层管理 18944 22539 32340

初级管理 11484 13896 19661

销售类职员 10367 13423 21271

普通职员 6755 7490 10385

专业/技术人员 11351 13346 18678

一线操作/服务人员 6075 6443 8025

图表21：三季度“自贸区”各重点产业薪酬水平（单位：元/月）

（二）“自贸区”重点产业热招岗位薪酬

三季度，在北京市“ 自贸区”热招岗位中，技术类岗位占比最高，为 

43.4%，其次为业务类岗位，占比为42.5%。（图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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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热招岗位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专业服务产业

知识产权/专利顾问 19727 22484 31336

咨询顾问 19738 22492 28753

业务分析专员 11135 12171 13425

认证工程师 14383 15448 19742

市场分析/调研人员 11737 12046 14850

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 
产业

全栈开发工程师 17560 21477 28864

软件UI工程师 13950 17891 26960

数字化专员 11564 13628 17809

大数据工程师 20672 22939 25980

电商运营专员 11919 13960 16118

科技创新产业

芯片设计工程师 28866 30551 38803

FPGA工程师 16967 22504 35043

算法工程师 25861 27582 32731

信息安全工程师 14574 16724 24773

数据库开发工程师 19042 20121 26784

商贸服务产业

外贸专员 11202 11892 14570

活动专员 8738 10535 13009

报关员 10126 10821 13532

商户运营专员 8857 10046 12425

采购专员 10706 11945 14657

文旅服务产业

短视频编导 |制作 10472 12839 16051

平面设计 9114 10921 13294

社群运营专员 9094 10429 13102

客服专员 6194 7349 9247

新媒体运营专员 10016 11255 14436

图表22：“自贸区”三季度热招岗位薪酬（单位：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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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等级 薪酬中位值

高级技师 12504

技师 11349

高级技能 11029

中级技能 10624

初级技能 8251

图表23：三季度技能人才薪酬中位值（单位：元/月）

三季度，各等级技能人才月平均薪酬分位值如图所示，其中高级技师、技 

师、高级技能、中级技能人才月平均薪酬中位值均超万元，分别为 12504元/ 

月、11349元/月、11029元/月、10624元/月。

（一）技能人才整体薪酬状况

三季度，以生产制造环节人员为主的技能人才薪酬中位值同环比均保持正 

增长。各技能等级人才薪酬中位值如下表所示。

三、技能人才

图表24：三季度各等级技能人才月平均薪酬分位值（单位：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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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技能等级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制造业

高级技师 10456 11448 15910

技师 9233 10500 14869

高级技能 8975 10191 14022

中级技能 8356 9486 11624

初级技能 7220 7752 11585

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高级技师 12566 16185 17558

技师 12469 14938 17049

高级技能 12299 13415 16062

中级技能 9897 12548 14364

初级技能 8443 10275 13193

建筑业

高级技师 10037 10729 14790

技师 8657 9928 14347

高级技能 8107 9511 13570

中级技能 7856 8752 12018

初级技能 6487 7121 10698

批发和零售业

高级技师 9403 10244 12998

技师 8590 8998 11912

高级技能 7678 8424 10842

中级技能 6979 7694 10184

初级技能 6550 7290 977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

高级技师 11525 11479 14396

技师 10989 10920 13995

高级技能 10225 10524 12552

中级技能 8807 9583 12032

初级技能 7242 8632 11227

（二）不同行业各等级技能人才薪酬状况

三季度不同行业各等级技能人才各分位值薪酬如下表所示（图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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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技能等级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住宿和餐饮业

高级技师 8884 10017 11917

技师 7856 9154 11445

高级技能 7242 7845 10101

中级技能 7138 7312 9534

初级技能 6417 6479 9294

金融业

高级技师 25239 33491 38532

技师 22075 29768 32858

高级技能 20878 26657 31367

中级技能 18024 22449 31315

初级技能 15374 18477 2185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高级技师 8239 9169 14721

技师 7801 8253 11367

高级技能 7673 7596 10116

中级技能 7065 7099 9559

初级技能 6125 6710 930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高级技师 11419 11956 16302

技师 10268 11096 15390

高级技能 10125 10980 14832

中级技能 9079 10370 12897

初级技能 7779 9358 1250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

高级技师 9718 12681 14015

技师 7799 11107 12821

高级技能 7459 10956 12788

中级技能 7271 9159 10774

初级技能 6112 7038 1009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高级技师 9164 9933 13052

技师 7702 9411 1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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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技能等级 下四分位值 中位值 上四分位值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高级技能 6997 8655 11238

中级技能 7652 7872 10110

初级技能 6376 7091 1015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高级技师 9265 9745 13263

技师 8260 9180 12428

高级技能 8779 9216 11908

中级技能 8067 9034 11070

初级技能 6879 8787 10527

农、林、牧、渔业

高级技师 8613 9206 10982

技师 7933 8716 9402

高级技能 7888 8567 9030

中级技能 7278 7318 8636

初级技能 6237 7257 8492

房地产业

高级技师 9021 9481 13089

技师 7211 8319 11638

高级技能 6413 7668 10791

中级技能 5785 6492 8931

初级技能 5472 6076 8537

其他

高级技师 8420 9370 11456

技师 7273 7689 11088

高级技能 7274 7537 9876

中级技能 6790 6986 9206

初级技能 5494 5603 6443

图表25：三季度不同行业各等级技能人才薪酬分位值（单位：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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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

行业交流分享群

免责声明

分享：可获取人资行业的报告、方案及其

他学习资源，上新群内通知

交流：求职、找人、找资源、找供应商

第三方声明：本报告所有内容（数据/观点

/结论）整理于网络公开渠道，均不代表我

司立场，我司不承担其准确性、完整性担

保责任。

侵权处理承诺：如报告内容涉嫌侵权，请

立即联系客服微信，我司将在核实后第一

时间清理相关内容并配合处理

交流群

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