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不确定性因素给各行各业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及时
了解就业市场和职场的真实现状，Michael Page自2月起，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研
究调查。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月14日至2月19日）通过线上渠道收集
问卷结果，第二阶段（2月24日至3月23日）通过招聘顾问一对一电话采访的形式
收集数据和洞见。两个阶段后，我们共收集了3952份来自雇主、HR和资深职场人
士的有效回答。

整个研究调查中，我们针对“员工对于企业疫情期间安排满意度”、“未来求职的
信心指数”、“对于行业及企业未来发展态度”，以及“您最关心话题”等问题，
了解企业及员工受疫情影响程度、他们对企业应对措施的满意程度，以及对行业未
来发展的展望和判断。

此次调查，我们特别采用了顾问一对一电话采访的形式，希望借此在第一时间了解
最准确、最清晰的市场反馈，并对相关话题有更深入的探讨。

希望这份报告能够为您提供有用的洞见，并帮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并规划未来。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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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对疫情概况
截至报告发布日，近95%的受访者已经返回办公场所，其他企业也采取了
轮班、远程办公等协调措施应对疫情。在问卷和采访过程中，我们询问了
受访者对于企业安排的满意度、企业是否针对疫情进行人员及薪资调整，
以及他们最关注的话题等问题，以了解市场近况。

通过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市场整体态度和情绪
的动态变化，也能更深刻地洞悉数字化时代敏捷管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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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的员工对雇主安排表示满意

63%
的员工满意于雇主在远程办
公方面的技术支持

53%
的员工认为领导给予了足够
的指导与关怀

0.3%
1%

10%
42%

47%

1 非常不满意
2 不满意

3 一般
4 满意

5 非常满意

3%
34%

63%

不够好
仍需提升

非常好

0.5%

3%

44%

53%

很差

不够好

还可以

非常好

• 大部分受访者对于雇主的安排表示满意。其中47%的
人表示非常满意。

• 由于技术普及，数字化工具更多地被应用于工作场
景。我们发现，63%的员工认为雇主在远程办公方面
的技术支持相当优秀。而表示“仍需提升”或“不够
好”的员工多数来自于房地产、物流等行业。

• 仅3%的受访者表示，领导在疫情期间没有提供足够的
支持或完全未给予帮助。这一数据表明，中国企业在
特殊时期有较强的适应性，且在敏捷管理及员工关怀
方面表现优异。

雇主针对疫情的相关措施与
安排，您是否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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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疫情发展，越来越多的职场人表示不担心雇主因
疫情调整人员架构或薪资福利。

• 从地域来看，上海与深圳的员工最不担心雇主做出相
关调整，而成都和苏州的员工更为担心。

• 调查显示，近22%的企业已经采取了裁员或延迟薪资
发放等措施应对疫情的后续影响。24%的企业暂停了
第一季度剩余的招聘计划，23%的企业取消了所有招
聘并开始重新规划后续季度的人员架构。其中受影响
较大的行业有房地产行业、服务业以及贸易行业。

您是否担心雇主会因为疫情
调整人员架构或薪资福利？

41%

49%

23%
27%

你是否担心企业调整人员架构（例如裁员、转岗等） 你是否担心企业调整薪资福利（例如停薪、延迟福利发放等）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18% 22%&

担心雇主调整人员架构的
人数减少了

担心雇主调整薪资的
人数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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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疫情对后续招聘和人事调整带来的影响，尚有较多
不确定因素。大部分HR认为，现在无法断定是否会对员
工流动及招聘造成何种影响。

• 43%的HR表示，不确定流动率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往年同
期水平。

• 在访问过程中，有一部分HR表示现在是“吸引人才的好
时机”。另有一部分HR认为，后续招聘将会比较艰难，
因为资深人才在跳槽方面会更为谨慎。

• 大多数流露“悲观态度”的HR来自贸易行业和房地产行
业。大部分医药行业和互联网技术行业的HR则表示会有
积极影响。

人事部门对于后续招聘的预期

负面态度, 

23%

中立态度, 

43%

正面态度, 

34%

高于往

年, 5%

尚不确定, 

43%

低于往年, 26%

保持一致, 

26%

23%
的HR对于后续的招聘持负面态度

43%
的HR尚不确定疫情对于员工流
动率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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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阶段的调查中，最受关注的两大话题均为：一季度企
业产能及业绩、远程办公效率及员工返工情况。

• 在第二阶段，受访者关心话题的着眼点从短期的企业近况
逐渐转向了长期的未来发展。未来人员架构，以及企业和
行业未来发展等话题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

• 除此之外，受访者谈及的其他话题还包括：

您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
一季度企业产能及业绩
远程办公效率及员工返工情况
未来人员架构及招聘
所处企业及行业未来发展
员工薪资福利发放问题

8

30%

24%

17%

15%
14%

26%

21%
20% 19%

13%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一季度企业产能
及业绩

远程办公效率及
员工返工情况

未来人员架构及
招聘

所处企业及行业
未来发展

员工薪资福利发
放问题

2/14-2/19 2/24-3/23

o 对武汉员工的关怀
o 薪资发放及劳动政策
o 全球局势
o 如何高效远程面试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波及各行各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损失，也影响着职场人
对未来就业市场的信心指数。随着疫情的发展和蔓延，员工对求职、企业和行业
未来发展的预期也在动态变化。针对“员工是否还会考虑新机会”、“行业及企
业未来发展的态度”，以及“企业何时能够重回正轨”等问题的调查分析，我们
可以一探究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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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疫情的中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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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的受访者认为现在不敢跳槽

• 在疫情初期，职场人士心态趋向保守，41%的受访者认为
跳槽过于冒险。而一个月后，随着国内局势逐渐好转，持
积极态度的受访者比例有所提升，不敢跳槽的受访者比例
降至25%。

• 来自医疗和互联网技术领域的受访者显然更有信心。44%
的医疗行业受访者认为他们不会受到影响，其中更有15%
的受访者认为市场上的机会将增多。

• 相反，大多数物流运输行业、服务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受
访者认为求职受到了影响，上述三个行业30%以上的受访
者认为现在跳槽过于冒险。

• 企业雇主品牌和个人能力发展成为受访者提及较多的关键
词。受疫情影响，越来越多受访者表示，强大的企业会更
具吸引力。

疫情是否对您跳槽及寻求新机会
造成影响？

19%

40% 41%

33%

42%

25%

不会受到影响 心态趋于稳定 受到影响不敢跳槽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33%
的受访者认为不会受到影响

10

2/14-2/19 2/24-3/23



新冠疫情下中国职场信心指数调查报告

11%
5%

37%
28%

19%

不清楚

非常困难

较为困难

良好

很好

• 针对所处行业和企业的未来发展，大部分受访者均持较为
负面的预期。但是相较于行业发展，受访者对企业未来发
展更有信心。

• 37%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在第一季度有较大损失，5%的受
访者表示企业处境相当困难，而47%的受访者则表示企业
处境尚可。

• 医疗行业的受访者对未来发展最为乐观，63%的受访者表
示企业发展形势很好。贸易和物流运输行业的受访者则相
对悲观，分别仅有36%与33%的受访者表示情况良好，而
有8%与7%的受访者表示企业遭受较大损失。

对于未来您持何种态度？ 62%
的受访者对于行业发展持
负面态度 14%

24%
62%

正面

中立

负面

40%
的受访者对于企业发展持
负面态度 28%

32%
40%

正面

中立

负面

37%
的受访者认为企业现在
处境较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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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业发展态度

对于企业发展态度

所处企业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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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在1-2个月
会重回正轨

3%

15%

46%

36%

超过一年 6-12个月 3-6个月 1-2个月

•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企业需要3-6个月才能重回正轨，而超过
18%的受访者认为需超过半年。

• 医疗行业的受访者相对更有信心，45%的受访者认为1-2个
月即可恢复业务。其他较为乐观的受访者来自金融行业和制
造业。能源和服务行业的受访者则相对悲观。

• 在访谈过程中，也不乏一些极端个例。比如，服务行业的受
访者表示，疫情的影响会持续一整年，并且无法恢复到
2019年6月的水平，当下在尽可能维持企业运营。

• 互联网与信息技术行业的受访者则表示，近期远程办公的需
求激增，对其所在领域会是“明显的利好消息”。

您认为企业多久会重回正轨？3%
的受访者认为企业需要1年的
时间重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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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属行业不同，企业员工对于未来的信心指数也不尽相同。本次调查
涵盖了多个行业的近4000名各层级员工。通过“企业受影响程度”、
“企业及行业未来发展态度展望”，以及“你认为此次疫情会带来哪些深
远的影响”等话题，我们收集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洞见和数据。在对调查
结果按行业细分研究后，我们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有了更为细致的洞察。

深入 细分行业现状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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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制药
• 疫情对医疗行业产生利好，因此医疗行业整体积极向好。

• 对于大多数受访问题，医疗行业受访者呈现乐观态度，认
为疫情会带来更多发展机会。此外，大部分受访者表示，
企业在此期间的整体表现相当好。

受访者针对疫情影响的态度：

• 在疫情的大背景下，未来政府对于大健康医疗产业会给予更多的关注

和支持。

• 对医疗制药行业有局部利好。

• 加快国外三期产品的研发进度，必要时在中国可以提供临床支持，资

金面的配合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

”
• 对未来的预期都下调10-15%，总部给的信号比较保守，但是也没有

很悲观；很多项目延期，而且是连锁性的延期，起码要两个季度。

• 当前总部已经暂停全球的职位招聘，新建工厂是否能按照预期开始运

作是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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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会对
行业产生正面影响

26% 认为会有负面影响

42%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会对
企业产生正面影响

17% 会有负面影响

45%
的受访者认为企业会需要
1-2个月重回正轨

43% 3-6 个月
10% 6-12 个月
2% 超过一年

33%
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发展
情况非常好

31% 处境良好
24% 有些困难
2% 非常困难

45%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不会对
寻找新工作产生影响

23% 会有负面影响
32% 心态趋于稳定

15%
的受访者认为市场上有
更多机会

45% 静待后续发展
29% 所在企业强大
3% 离职过于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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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会对
行业产生正面影响

46% 认为会有负面影响

28%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会对
企业产生正面影响

19% 会有负面影响

42%
的受访者认为企业会需要
1-2个月重回正轨

43% 3-6 个月
11% 6-12 个月
4%超过一年

22%
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发展
情况非常好

43% 处境良好
19% 有些困难
4% 非常困难

44%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不会对
寻找新工作产生影响

23% 会有负面影响
33% 心态趋于稳定

6%
的受访者认为市场上有
更多机会

58% 静待后续发展
18% 所在企业强大
9% 离职过于冒险

• 金融行业各领域也表现出较为积极的一面。42%的受访者
认为企业在1-2个月内就能恢复常态，不足20%的受访者
认为疫情会对他们所在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 从现状来看，超过65%的受访者认为企业现在处境相对良
好，表明金融行业在疫情冲击中具有较强的抗压性和韧
性。

• 长期影响较小，主要是近期影响。线下见客户是券商销售的重要工作

内容之一，这在疫情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但对公司业务影响不大。

• 比较重要的是将整体业务移向线上平台。技术将会是成功的关键。

• 长期来看，规模较小的公司将更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支持。而且我们也

很担心是否现在的风险管理模型能够抵御坏账带来的负面影响。

”

”15

受访者针对疫情影响的态度：

金融/银行/保险/财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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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会对
行业产生正面影响

49% 认为会有负面影响

33%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会对
企业产生正面影响

26% 会有负面影响

40%
的受访者认为企业会需要
1-2个月重回正轨

46% 3-6 个月
12% 6-12 个月
2% 超过一年

27%
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发展
情况非常好

29% 处境良好
29% 有些困难
4% 非常困难

30%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不会对
寻找新工作产生影响

22% 会有负面影响
48% 心态趋于稳定

7%
的受访者认为市场上有
更多机会

52% 静待后续发展
23% 所在企业强大
4% 离职过于冒险

• 总体来看，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领域的员工与雇主都表现出
乐观态度。40%的受访者认为在1-2个月内企业会回归正
轨，46%的受访者则认为需要3-6个月，仅有2%的受访者
认为会超过一年。

• 疫情期间的隔离措施让远程办公成为主流，互联网/信息技
术领域的企业借此契机发展业务。

• 我负责的是医药互联网的会员及中台运营，目前超额达到了Q1的指

标。疫情使得很多用户购买药品，因此对行业来讲是正向影响的。

• 对于我们所在的行业总体影响不大，疫情让大家的生活方式和购物习

惯都转移到了线上，哪怕疫情过后也会持续这个粘度。

• 主要是远程办公效率的影响，业务上影响不大。

• 旅游行业会洗牌。国内竞争会非常激烈，因为国外市场6月之前都

难。美国戒严中，美股大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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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针对疫情影响的态度：

互联网/信息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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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会对
行业产生正面影响

61% 认为会有负面影响

26%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会对
企业产生正面影响

37% 会有负面影响

41%
的受访者认为企业会需要
1-2个月重回正轨

41% 3-6 个月
14% 6-12 个月
4% 超过一年

18%
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发展
情况非常好

20% 处境良好
41% 有些困难
5% 非常困难

32%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不会对
寻找新工作产生影响

24% 会有负面影响
44% 心态趋于稳定

的受访者认为市场上有
更多机会

58% 静待后续发展
22% 所在企业强大
5% 离职过于冒险

• 工程与制造业总体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 在所有与态度相关的问题中，大部分该行业的受访者都
表达了较为负面的看法。部分受访者表示，企业受到了
非常严重的业绩影响，且有较严重的项目交付延迟现
象。

• 短期，生产制造供应链上会产生交付延后的影响，长期来看，政府加

强某些方面的投入后，会有更多的商机，提前布局会有利好消息。

• 对化工制造来说有喜有忧，新产品和机遇已经打开，对生产制造、物

流管理、降本增效的压力也会更加突出。化工业数字化有很大潜力。

• 跨境物流和航运这一块的门槛会更高，一些小公司已经撑不住了，但

行业的多元性会更明显，其他的业务线可以平衡一些亏损。

• 产业环环相扣，船厂不开工，后面的业务都会延缓。

”5%

”17

受访者针对疫情影响的态度：

工程/制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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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会对
行业产生正面影响

66% 认为会有负面影响

17%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会对
企业产生正面影响

53% 会有负面影响

31%
的受访者认为企业会需要
1-2个月重回正轨

43% 3-6 个月
26% 6-12 个月

13%
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发展
情况非常好

20% 处境良好
47% 有些困难
7% 非常困难

26%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不会对
寻找新工作产生影响

31% 会有负面影响
43% 心态趋于稳定

的受访者认为市场上有
更多机会

66% 静待后续发展
14% 所在企业强大
3% 离职过于冒险

• 物流运输及供应链行业在疫情期间总体发展压力较大。

• 在所持态度的相关问题中，半数以上受访者呈负面态度。
仅有16-17%的受访者表达了乐观的预期。大部分受访者
表示现在的态势不够好，所以求职态度趋于稳定，选择观
望并静待后续发展。

• 航空领域较为特殊，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因此这

段时间过后企业可能会有更多在CSR方面的投入。

• 看重2B业务，很多物流行业在转2B业务，看好。B端产品化是趋势。

灵活用工之前已经做了，主要是在物流一线运营层面 。

• 不确定，看Q2情况。目前主要是很多项目延期了。
”9%

”18

受访者针对疫情影响的态度：

物流/运输/供应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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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会对
行业产生正面影响

63% 认为会有负面影响

22%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会对
企业产生正面影响

38% 会有负面影响

28%
的受访者认为企业会需要
1-2个月重回正轨

43% 3-6 个月
28% 6-12 个月
1% 超过一年

9%
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发展
情况非常好

33% 处境良好
41% 有些困难
5% 非常困难

28%
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不会对
寻找新工作产生影响

29% 会有负面影响
43% 心态趋于稳定

的受访者认为市场上有
更多机会

59% 静待后续发展
15% 所在企业强大
6% 离职过于冒险

• 房地产及建筑领域受影响较为严重。

• 在是否担心企业调整的问题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担心企
业会因为疫情调薪或裁员。超过64%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会
给行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一比例在所有行业中最高。

• 传统行业应该还可以，目前短期有些影响，但是长远看来，应当不会

动摇根本。

• 未来也许远程办公会更加吃香，若不是疫情，联合办公、共享办公还

是有不错的前景的。

• 房地产开发和投资的项目会更审慎，扩张计划也会延后放缓。

• 对于住宅地产而言冲击是很明显的，楼盘销售比较明显的下降。

•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第一季度几乎没有收入，目前董事会宣布全面暂

停，只有营销岗位会招，其他的都看下半年。

”12%

”19

受访者针对疫情影响的态度：

房地产/建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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