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中国互联网金融人才白皮书



2015年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如火如荼发展的一年，
第三方支付持续良好势头，众筹平台遍地开花，
网贷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互联网金融对
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

然而另一方面，P2P平台跑路、叫停等负面信息不
断，信用遭受舆论质疑，相关监管政策不明朗，
复合型人才紧缺，互联网金融行业实则身处迷
雾，去向何方还是未知数。

2016年注定是互联网金融需要更多思考的一年，
随着更多传统企业巨头、金融机构涌入互联网金
融，行业怎样从野蛮生长转变为理性生长，能否
真正走上发展的正轨，路途中还有很多荆棘需要
行业人才来跨越。

领英作为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平台，帮助您了解
互联网金融行业人才现状，从而精准地寻找与吸
引到最合适的人才。领英智库根据领英人才大数
据和行业专家访谈，结合怡安翰威特的薪酬数
据，联合发布《2016年中国互联网金融人才白皮
书》。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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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报告特邀互联网金融领域内的资深人力资源专家为我们带来专业的行业洞察与数据解读

行业专家

王振宇 徐益峰

众安保险
人力资源总监

普惠金融／爱钱进
人力资源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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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晓

36氪
人力资源副总裁

专家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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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洞察

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在股权众筹。2016
年，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界线越来越
模糊，预示着投资人越早介入优质股权
的投资过程，并分散控制市场风险和个
股风险，越能提高获得稳健回报的几
率。36氪作为国内最大的股权类互联网
金融平台，旨在通过独有创业生态圈，
完善规范、不断创新，推进股权投资行
业的发展。

互联网不是和金融对立的，互联网可以
很好的提高和优化整个金融行业的服务
效率和服务体验，所以，互联网技术有
极大可能改造金融行业。融合两个行业
就是要考虑怎样将两者的经营理念一致
化。两者融合之后的最终受益的是我们
每一个用户。

金融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是相对古老的行业，而互联网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新兴的行业，

但是这两个行业的本质都是融通，一个是财富的融通，另一个是信息的融通。由此可

见，这两个行业有天然共同的基因，行业融合是大趋势。我所理解的融合，是指怎么融

合来自于这两个行业的人才，怎么创新出跨界的产品。

王振宇

潘晓晓 徐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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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制定“互联网+ 行动计划”的要求，互
联网金融是计划中的重要部分。互联网金融的叫法属中国首创，之前一直未有明确定义。

2015年7月，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将
互联网金融定义为“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
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

2005年 2013年互联网为金融机构

提供技术支持

互联网逐渐深入到

金融业务领域

互联网金融

迅猛发展

发展阶段的划分借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

截至目前，互联网金融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05年之前，互联网行业仅帮助金融机构开
展网上业务，互联网金融业态还未呈现；2005年到2012年，网络借贷开始萌芽，第三方支
付逐渐成长，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深入金融业务领域；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
自此，P2P、众筹融资、网络保险等业务迅速发展，互联网金融进入新阶段。

互联网金融

业态初现

互联网金融

元年

行业简介
定义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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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促进互联
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可将中国
互联网金融产业格局
大致分为互联网融资
与互联网金融服务两
个大类，又包含了网
络借贷、众筹融资等
七个细分领域。

产业格局

网络借贷 众筹融资 互联网信托
互联网
支付

互联网
基金销售

互联网
保险

互联网
消费金融

互联网
金融服务

互联网融资

互联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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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逐步落实促使企业关注自身能力的提升和人才队伍的建设，随着指导意见出台，各业务
领域的监管主体已经明确。随着行业监管要求和准入门槛的提高，互联网金融野蛮发展的阶
段即将结束，互联网金融企业必须开始重视自身管理能力的提升和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否
则将在行业的洗牌与整合中被淘汰。

2014年4月29日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由央行发布，报告提出
互金监管的五大原则，
首度为互金监管定调。

2015年7月18日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由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成为我国互金发展
的第一个专门的纲领性文，使互金行业终于走
出“监管真空”的尴尬境地。

2015年8月6日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
由最高法院发布，将早已嫁接多种传统
金融类型、变化多样的P2P也被监管层
纳入规范范畴。针对平台利率，给出年
借款利率36%的新红线。

2015年1月末

银监会进行组织架构重大
调整，设立普惠金融部。

2015年7月31日
《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由央行发布，对网络支付进行了限额管理，对于第三方账户开立、转
账都做出严格的限制。

监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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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金融纳入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不应简单地认为就是“传统金
融机构+互联网”，而应该立足于互联网巨大的功能和潜力，积极探索
在互联网新的技术平台上，创造金融新产品、新模式。

发展互联网金融
需要什么？

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而与之对应的互联网金融的核心人才资源却不
足。人才的供给已跟不上互联网金融扩张的步伐，复合型人才更是
“一将难求”。未来，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竞争更多会体现在对人才的
争夺上。互联网金融的优质人才既要懂得金融产品与业务的相关知
识，又要具备互联网的思维与技术，怎样才能找到如此跨界的复合型
人才呢？

优质的人才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支持，既要突破传统和习惯，
充分利用市场的潜力，又要相关法规和监管的推进，避免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

健康的环境

创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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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行业

人才库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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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金融

互联网 金融

互联网行业与金融行业的融合也是两个行业人才上的融合，领英中国智库基于大数据
人才库，选取了互联网、金融以及互联网金融三个行业的人才进行多维度的对比，更
全面地分析了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人才状况。

互联网金融
人才库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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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库概览

／总人数／

1万以下 1万－5万 5万－10万 10万－50万 50万以上

1万以下 1万－5万 5万－10万 10万－50万 50万以上

1万以下 1万－5万 5万－10万 10万－50万 50万以上

互联网行业

金融行业

互联网金融行业

领英中国汇聚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其中，金融人才在50万以上，互联网人才在
10万－50万之间，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行业也有1万－5万的人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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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级分布／

从三个行业的职级分布对比中可以发现，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初级职位人才比例介于互
联网行业和金融行业之间，而总监及以上级别的人才比例却远远不如互联网和金融行
业，这与互联网金融高级别人才“一将难求”的状况十分相符。

初级职位

高级专业人员

经理

总监

CXO/副总裁

19.2%

16.5%

4.7%

13.4%

3%企业主／合伙人

43.3%

初级职位

高级专业人员

经理

总监

CXO/副总裁

企业主／合伙人

32.5%

25.1%

22.8%

5.6%

10.7%

3.3%

初级职位

高级专业人员

经理

总监

CXO/副总裁

企业主／合伙人

36.1%

29.0%

24.7%

5.8%

4%

0.4%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每个行业都有初

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行业人

才成熟度与之相应。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

行业，高级别人才集聚效应尚未充分体现，

需要有不断积累的过程。王振宇

互联网行业 金融行业 互联网金融行业13



／城市分布／

在地域分布上，互联网行业的人才最多集中在北京，金融行业人才最多集中在上海。
然而，互联网金融的人才地域分布呈现更加分散的状况，上海最多，北京其次，所占
比例都不高，更多人才分散在其它各个城市之中。

22.9%
北京

其他

其他

其他

11.7%
上海

7.5%
深圳

6.0%
广州

5.5%
杭州

14.8%
上海

13.8%
北京

5.6%
深圳

4.1%
广州

2.6%
成都

12.4%
上海

8.0%
北京

5.7%
杭州

3.6%
广州

2.9%
成都

互联网行业

金融行业

互联网金融行业

互联网行业在北京集中，金融行业在上海集中，

这与政策的倾斜、资源的聚集等密不可分。互

联网金融人才在地域上呈现分散的状态也正是

说明了这个行业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但随着行业不断地纵深发展，

势必会逐步形成一种行业内的聚集。
王振宇

这与行业背景有关，在互联网环境下，公司的
所在地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因此会呈现分散的
特征。

徐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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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行业和金融行
业之中，人才最多毕业
于上海及北京的高校，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人才
最多。在互联网金融行
业中，前五名的学校有
四所上海高校，并且人
才最多毕业于上海交通
大学。这与领英会员的
总体高校分布情况也有
一定的相关性。

／国内毕业院校
TOP10／

互联网行业 金融行业 互联网金融行业

教育背景

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山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浙江大学

中山大学

南开大学

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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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除MBA外硕士 MBA 博士

68.5%

54.3%

60.7%

26.3%

36.0%
33.1%

3.4%

7.3%
4.1%

1.9%
2.4% 2.1%

互联网行业 金融行业 互联网金融行业

／最高学历分布／

16

在学历分布上，三个行业的人才都以本科学历居多，最突出的是互联网行业，拥有将近

70%的本科学历人才。金融行业的人才整体学历水平最高，硕士及以上的人才比例最多，

互联网金融的人才整体学历水平在互联网行业人才与金融行业人才之间。



三个行业的人才所学专业都很多样化，其中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人才专业前三名综
合了互联网与金融两个行业的热门专业，既有计算机科学也有经济学。

／专业TOP10／

金融行业 互联网金融行业互联网行业

计算机科学

企业经营管理

语言文学

电子电气工程

新闻传播

经济学

工业工程与
管理科学

数学

工程

法学

经济学

计算机科学

数学

语言文学

工业工程与
管理科学

法律

电子电气工程

新闻传播

科学

企业经营管理

经济学

数学

电子电气工程

新闻传播

工业工程与
管理科学

法
学

语言文学

工程

企业经营管理 计算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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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金融业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已经走过了很长的历程，欧美
国家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都有非常深厚的积累，所以金融行
业的人才通过留学获得知识层面的提升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的
互联网行业发展与世界水平接轨，甚至有机会引领全球，因此
对于新兴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吸引海外背景人才是有帮助的，
但并不以此作为主要筛选条件。王振宇

传统金融行业具备留学背
景的人才并不少，而在新
兴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中，
人才的留学比例偏低，本
土人才的比例相对较高 。

／留学背景比例／

9.2% 24.1% 10.8%
有留学背景 有留学背景

有留学背景

互联网行业 金融行业 互联网金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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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毕业院校TOP10／

互联网行业 金融行业 互联网金融行业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曼彻斯特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
洛杉矶分校

香港中文大学

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

麦考瑞大学

悉尼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莫纳什大学

伯明翰大学

墨尔本大学

香港大学

爱丁堡大学

纽约大学

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

悉尼大学

墨尔本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香港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斯坦福大学

三个行业人才的海外毕业院校分布世界各地，其中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洲热门的留学
地，许多中国的优秀人才都来自这两个地方的高校。除此之外，互联网金融人才会选择
一些不仅金融专业实力强且位于金融业发达城市的高校，比如纽约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等。

徐益峰

我们一月份就有两场与领英一起在
美国的招聘，主要面向东部的金融
风控人才和西部的技术人才，优秀
的人才是不分国籍和行业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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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益峰

对比三个行业，互联网金融人才拥有的热门技
能更偏向于互联网人才所拥有的技能，比如
Java、Linux、Python等。

／工作技能
TOP10／

互联网行业 金融行业 互联网金融行业

管理

项目管理

领导力

Java

社交媒体

Linux

营销

顾客服务

战略规划

管理

金融模型

顾客服务

领导力

公司财务

项目管理

管理

会计

战略规划

管理

顾客服务

Linux

保险

SQL

Python

领导力

推销

战略规划

金融分析 Java

JavaScript

职业背景

互联网行业正在以其特有的技术优势
为传统金融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强有
力的技术支持，所以互联网金融人才
拥有这样一些技能是必然的。

王振宇

20

数据驱动业务，技术改造金融，从
提高效率来讲，互联网技术可以给
我们提供很大帮助。为什么说技术
改造金融，就是你可以用完全不同
的新方法去做同样的事情。



金融行业资格证书众多，金融人才的技能通常也可以通过所获证书来显现，但互联网行
业的人才技能更多需要通过实际操作来展示。因此，虽然互联网金融人才在工作技能上
更偏向于互联网所需求的技能，但在资格证书上却更偏向于金融行业的证书，例如：保
险代理人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等。

／资格证书TOP6／

互联网行业 金融行业 互联网金融行业

PMP

CCNA

The Data
Scientist’s
Toolbox

软件设计师

会计从业资格证

CCNP

CPA

会计从业资格证

证券从业资格证

PMP

ACCA

保险代理人资格证

CFA

FRM

证券从业资格证

CISA

CFA PMP

21



34.8%的人才在互联网金融行业从事的职能是工程或信息技术，这也说明在互联网
与金融的融合过程当中，互联网的技术人才对于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十分重要。

／职能分布／

工程

信息技术

销售

人力资源

运营

项目管理

15.0%

14.6%

9.5%

7.5%

5.8%

5.1%

金融

会计

销售

研究

运营

管理

21.2%

11.4%

9.6%

6.7%

5.5%

5.1%

工程

信息技术

金融

人力资源

项目运营

运营

21.3%

13.5%

9.0%

6.6%

6.3%

5.6%

互联网行业 金融行业 互联网金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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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晓晓

36氪的技术人才占到了全公司的
25%，排名前三的技术人才与金融人
才对我们都非常重要。

34.8%的人才在互联网金融从事工程
和信息技术的工作，这是有一定代
表性的。从众安保险的人员构成来
讲，占比明显要高于这个比例，这
并不意味着金融和其它跨界人才就
不重要，但技术确实是互联网金融
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王振宇



人才流动与

跨行业吸引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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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26.4

24.4

／跳槽速度与
职能流动／

工程

信息技术

销售

运营

人力资源

产品管理

市场

商务拓展

项目管理

媒体传播

研究

会计

销售

运营

人力资源

支持

信息技术

咨询

管理

信息技术

金融

项目管理

市场

研究

运营

销售

支持

商务拓展

金融 工程

跳槽速度（月）

各职能流动率排名

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人才平均大
约两年时间会换一次工作，频
率在互联网和金融行业人才跳
槽速度之间。此外，互联网金
融行业内，工程与信息技术职
能的人才流动最为频繁。

人才流动状况

互联网行业 金融行业 互联网金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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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才流动方向上看，互联网与金融行业的人才在本行业流动最多且流入流出较为
均衡，而互联网金融人才跨界流动较为频繁。此外，互联网金融的人才主要从金
融、互联网及高科技行业流入。

／人才流入流出方向／

互联网金融人才主要从以下行业跨界流入

本行业15%

本行业23%

跨行业85%

跨行业77%

互联网行业

金融行业

互联网金融行业

从…流入

流出到…

本行业70%

本行业78% 跨行业22%

跨行业30%

本行业80%

本行业82% 跨行业18%

跨行业20%从…流入

流出到…

从…流入

流出到…

本行业 金融 互联网 高科技 企业服务

制造业

其他
15.1% 35.1% 18.4% 16.4%

2.7%

8.5%3.8%

行业发展有不同的周期，人才也相应有

聚集的过程。互联网金融行业比较新，

在行业内人才的聚集效应还未形成的情

况下，必然会引入其它行业的人才来促

进行业的发展。无论是自身培养人才或

是从其他行业流入人才，都需要慢慢积

累的过程。

王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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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人才吸引力指数显示，互联网金融行业作为新兴行业，对于多个行业都是人
才净流入状况。其中，互联网金融行业对于高科技行业的人才吸引力指数高达
2.66，位居榜首，互联网行业和金融行业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

1.61

1.86

2.66

1.6

1.22 1.24
1.15 1.17

1.25
1.17

金融 互联网 高科技 企业服务 制造业 消费品 教育 娱乐 非盈利组织 艺术

／互联网金融人才吸引力指数／

在这份数据报告中，互联网金融人才吸引力指数定义为，对某个具体行业而言，在指定期间内，从该行业流入到互联网金融行业人才总数 / 从
互联网金融行业流出到该行业人才总数。如果人才吸引力指数超过1则表示互联网金融行业对此行业为人才净流入状况，如果指数小于1则表示
互联网金融行业对该行业为人才净流出状况。

2016年互联网金融人才吸引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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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宇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公司对人才具

有很大的吸引力，是因为这些公

司通常可以为人才制定一些中长

期的激励方案，让他们可以从公

司价值的增长过程中，得到个人

价值的增长。



从高科技行业流入互联网金融的人才状况

30.7%

从业年限
分布

39.2%
0-3年

4-6年

19.9%
7-10年

10.1%
10年以上

原职能TOP3

工程 信息技术 质量保证 工程 信息技术 质量保证

现职能TOP3

掌握技能 Top5

Java1

Linux2

软件开发3

Python4

SQL5

吸引力指数

平均从业年限

2.66

5.2年

领英对较多流入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跨界人才进行了详细分析，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的从业年
限、原职能及现职能、掌握的技能等。

其中，随着技术不断被应用于互联网金融领域，互联网金融行业对高科技行业的人才吸引
力也大大增加。流入互联网金融的高科技人才平均从业年限较长，达到5.2年，并且他们在
转到互联网金融行业后，依然继续从事工程、信息技术、质量保证等技术职能。

／跨界人才流入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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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年限
分布

47.1%

0-3年

24.5%

4-6年

20.7%

7-10年

7.7%

10年以上

从金融行业流入互联网金融的人才状况

吸引力指数

平均从业年限
原职能TOP3

金融 工程 销售 金融 工程 产品管理

现职能TOP3

掌握技能 Top5

顾客服务1

风险管理2

金融建模3

项目管理4

金融分析51.61

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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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联网行业流入互联网金融的人才状况

吸引力指数

平均从业年限

掌握技能 Top5

Java1

Linux2

JavaScript3

SQL4

Python51.86

4.7年

从业年限
分布

47.7%
0-3年

26.2%
4-6年

18.3%
7-10年

7.8%
10年以上

原职能TOP3

工程 信息技术 产品管理 工程 信息技术 产品管理

现职能TOP3

互联网金融行业对于互联网及金融行业的人才也十分具有吸引力，从这两个行业流
入的人才平均从业年限都是4.7年，且更多是从业经验在0-3年的初级人才。来自这
两个行业的人才除了原职能之外，较多从事产品管理工作。



从业年限
分布

43.9%

0-3年

33.3%

4-6年

19.7%

7-10年
3.0%

10年以上

从企业服务行业流入互联网金融的人才状况

吸引力指数

平均从业年限

掌握技能 Top5

项目管理1

管理2

市场研究3

商业策略4

顾客服务51.60

4.5年 原职能TOP3

咨询 研究 销售 信息技术 商务拓展 支持

现职能TOP3

从制造业流入互联网金融的人才状况

吸引力指数

平均从业年限
原职能TOP3

工程 运营 研究 工程 人力资源 项目管理

现职能TOP3

掌握技能 Top5

Java1

C++2

金融分析3

SAP R/34

数据分析51.22

4年

从业年限
分布

45.6%
0-3年

34.8%
4-6年

13%
7-10年

6.5%
10年以上

从企业服务与制造业流入互联网金融的人才行业跨度较大，因此在职能上的变动也较为明
显。例如，从企业服务行业转到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人才原先更多从事咨询、销售等职能，转
行后更多从事信息技术、商务拓展等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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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薪酬结构与

人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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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增速与
浮动收入水平

从薪酬水平来看,互金行业新员工的起薪水平通常在10万年薪左右,具有2~3工作经验的熟手通常能够
实现收入上涨50%,骨干员工的收入水平在25万~35万之间,主管的收入水平约为45万。从员工向二级
部门负责人晋升通常也意味着近一倍的薪酬涨幅,达到65万左右,而成为一级部门副职已能获得百万年
薪,一级部门负责人则通常会有2.5倍的增长,达到250万的平均年薪水平。

新员工

基层员工

骨干员工

基层管理者

中层管理者

一级部门负
责人

互联网金融行业薪酬增长状况

从薪酬结构来看,专业技术人员的年
浮动收入约为3个月的月薪,管理人
员通常为5个月月薪左右,而销售人
员则达到8个月。

其他 管理类 销售类

行业平均年浮动收入水平

约三个
月的月
薪

约五个
月的月
薪

约八个
月的月
薪

薪酬增长通常接近2.5倍

薪酬增长通常接近1倍

全面现金薪酬：25-35万

薪酬增长通常在40%－50%

全面现金薪酬：10万

薪酬增长通常接近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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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资源
投放倾斜

各职能整体薪酬水平差异度

（实际全面现金薪酬）

客
服

行
政

支
付
管
理

编
辑
运
营

信
息
技
术

人
力
资
源

财
务
／
会
计

授
信
审
批

法
律
合
规

市
场
营
销

设
计

战
略
及
业
务
发
展

产
品

风
险
管
理

研
发

销
售

-30% -25% -5%
5%

7%

26%

在行业内部，资源向核心人才倾斜的趋势十分明显
第一梯队：销售、研发、风险管理、产品、战略及业务发展、设计、市场营销
第二梯队：法律合规、授信审批、财务／会计、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编辑运营、支付管理
第三梯队：行政、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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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专业序列主要层级

员工年薪

13.1
23.9

37.2

64.1

107.8

新员工 基层员工 骨干员工 基层管理 中层管理

开发类
万

12.7
21.1

34.5

60.5

108.9

新员工 基层员工 骨干员工 基层管理 中层管理

产品类
万

8.5 12.4
25.5

50.7

112.8

新员工 基层员工 骨干员工 基层管理 中层管理

风控类
万

10.8 
22.4 

39.1 

55.1 

86.0 

新员工 基层员工 骨干员工 基层管理 中层管理

销售类
万

开发类人员新员工堪称
各类员工最高，产品类
新员工起薪略低于开发
类人员，但随着级别的
提升，产品人员年薪增
长速度逐步加快。

互金行业专家级风控
人员稀缺，这也使得
其年薪水平为四类岗
位中最高。销售类较
低级别员工(通常为5
年及以下工作经验)年
薪水平通常较高，但
随着级别的进一步提
升,资深销售经理 (含
基层管理)及以上人员
的薪酬竞争力低于其
他三类序列同层级岗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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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4%

32%

14%

1%

新员工

基层员工

骨干员工

基层管理者

中高层管理者

开发类

58%

24%

10%

6%

1%

新员工

基层员工

骨干员工

基层管理者

中高层管理者

风险类

24%

36%

28%

12%

1%

新员工

基层员工

骨干员工

基层管理者

中高层管理者

产品类

50%

26%

16%

8%

1%

新员工

基层员工

骨干员工

基层管理者

中高层管理者

销售类

从人才梯队来看,开发类和产品类的初级人才人才储备不足，基层员工和骨干人员梯队比大约为1.4:1,
管理人员(含技术专家)与员工的梯队比例约为6:1。
风险与销售序列呈现较为健康的人才结构，整体还是传统的金字塔型人才构成,员工层各级别的梯队比
均为2:1,管理人员 (含技术专家)与员工的梯队比例约为12:1。

重点专业序列主要层级

员工梯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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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招聘

大数据

雇主品牌 全球人才库

关于领英

领英成立于 2003 年，目前拥有 4亿会员 (其中包括世界财富 500 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

员)，是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在中国会员数超过1700万。

领英致力于成为中国企业的人才战略合作伙伴，帮助企业连接全球职场人士，建立雇主

品牌，网罗顶尖人才。领英征才解决方案的四大价值包括：

领英会员数截至2015年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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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怡安翰威特

怡安翰威特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在全球90个国家拥有30,000多名
专业人士，为20,000多个客户提供服务。怡安翰威特致力于通过提供创新人才、健
康及退休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和个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领英中国智库致力于将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力量注入人才管理领域，提供关于人

才战略的洞察。

成立至今，响应“中国制造2025”、“普惠金融”、“互联网＋”等国家发展

战略，发布了《中国制造人才白皮书》、《中国互联网金融人才白皮书》等一

系列基于大数据的独家行业人才报告，获得CCTV、上海东方财经、人民日

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

关注微信公众号:

@LinkedInChinaHR

本白皮书由领英中国智库与
怡安翰威特互联网金融团队联合制作发布

了解更多行业洞察：

cn.talent.linkedin.com

拨打热线：

400-010-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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