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台的，系统性支持银行理财、信托、证券、基金、保险、

私募、期货等“大资管”行业发展的文件，彰显了上海建设

全球金融中心的决心。 建设产业高地离不开人才梯队的储备

与培养。近年来，上海启动实施“3411”金才工程，吸引和

培育海外金才、领军金才、青年金才三类重点人才。 2021

年全市金融从业人员突破 47 万，国际金融人才高地建设取

得积极进展。此外，上海拥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至 2020

年末，全市有普通高等院校 63 所，在校学生 54.07 万人，

毕业生 13.56 万人。由此可见，上海不仅具备高校云集的天

然优势，也大力推进人才体制改革，主动实施各项金融服务

措施，大力吸引金融机构、金融人才集聚。

在上海金融从业者中，男性约占 51%，女性约占 49%，后者

略高于全国金融行业女性从业者的平均水平。尽管金融行业

中的“她”力量在不断增长，但在资本市场的高层职位中，

女性占比仍然偏低，同时存在性别薪酬差距。《中国金融圈

女性生存状态报告》通过大数据分析了公募基金经理、券商

分析师、上市公司董监高的性别比例分布后发现，越往资本

链条最顶端，女性的占比越低，且女性高管平均薪酬也低于

男性。可见女性要在金融行业实现平等发展，至少会面临性

别与薪酬的双重挑战。

让女性平等发展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是上海市始终推行的优

先目标。2021 年 7 月，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妇女儿童

发展“十四五”规划》，在“经济参与、身心健康、婚姻家

庭、权益保障”等六个领域设置妇女优先发展的 33 个指标。

希望到 2025 年，上海妇女儿童发展水平保持“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该规划指出“要关注妇女发展，提升妇女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结合上海市产业转型发展战略，吸

引和帮助更多女性在新兴产业和行业实现就业，引导女性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金融业隶属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目录，这一规划的实施更是为

该行业的女性从业者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权益保障。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女性个人和职业发展公益平台，励媖中

国自创立以来，通过数据研究、人才教育、科技创投来赋能

女性发展，在全国建立起 100+ 女性职业发展社区。2022 年：

励媖中国携手国内领先的人力资本生态价值链平台——智联

招聘，联合发布《2022 女性、职业与幸福感：上海资管行

业女性发展报告》，以此为政策制定者、各行业雇主、女性

从业者和求职者提供有效参考。该报告也是目前国内首个资

管行业大数据性别研究项目。

前言

上海，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海纳百川”是其核

心精神。上海在经济多样性、文化包容性和思想广博性等诸

多方面都展现出卓越地位。2021 年上海全市 GDP 突破 4 万

亿大关，较上年增长 8.1%。同年，《全球城市 500 强》分

析报告从经济、治理、人才等六个维度，测算各国主要城市

的品牌价值，上海首次进入 500 强前十榜单，并超越香港成

为中国最具价值城市。 

金融业是上海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2020 年上海实现金融

业增加值 7166.3 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 18.5%，占全国

金融业增加值的 8.5%。全年金融市场成交额 2274.83 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 17.6%。其中，上交所上市公司年末总市值

超过 45.53 万亿元，股票筹资总额位居全球第一。此外，上

海黄金交易所场内现货黄金交易量全球第一，银行间债券市

场托管规模全球第二，上海期货交易所 10 多个期货品种交

易量均居全球第一。2021 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从

营商环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声誉及综合等

方面，对各国主要金融城市进行评估，上海位居世界第三，

仅次于纽约和伦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前瞻研究课题组

的报告指出，十四五期间，要着力打造升级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在未来 5-15 年乃至 30 年内，上海的总目标是从“国

际金融中心”迈向“全球金融中心”，形成纽约、伦敦、上

海“三足鼎立”的新局面。

上海也是国内中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城市，资产管理机构

数量位居全国首位。上海拥有持牌金融机构 1600 余家，其

中外资金融机构占 1/3。截至 2020 年 4 季度，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 33 家外商独资和合资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人，绝大多数落户上海，上海已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国

内首选地。此外，上海市还聚集了 2295 家股权投资管理公司；

上海的保险资管、公募基金规模占全国比重均超过 30%。截

至 2021 年 6 月底，在全国 152 家公募基金管理机构中，注

册地址位于上海的公募基金管理人几近占据一半，达 71 家。

其中，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基金公司 24 家，占全国所有合

资基金公司的比例超过 50%。在私募基金方面，截至同一时

期，在 86 家百亿证券私募中，办公地点位于上海的有 38 家，

占全国数量的 44%，且上海在管理资金规模和管理基金数量

上均为国内第一。

2021 年是中国加快金融开放和落实资管新规的关键之年，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全球资产

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国首个由省级政府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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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报告目标，我们根据受访者基本信息变量（包括其性别、年龄、学历、婚育、月薪、职级、岗位、从业年限、机构性质、机构

类型、投资方向、管理资产体量）对数据进行了分析。

《2022 女性、职业与幸福感：上海资管行业女性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以性别视角为切入点，结合智

联招聘平台的大数据和在线问卷，选取基金、证券、期货、投资四个子行业，客观解读资管行业的发展状况，从人才

结构、职场环境、职业发展、从业压力与动力等方面对该行业进行深度剖析。

本报告依托中国职场女性领域的首个数据研究项目《女性、职业与幸福感》报告，借由励媖中国多年发布的品牌影响

力和专业研究团队，理解并评估女性在资管行业的职场影响力和女性领导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同时展现上海职业

女性风貌、工作成就和“她经济”潜力。

报告目标

样本画像和研究方法

受访者主要来源

1. 促进金融行业的性别平等和女性发展，鼓励更多女性“向前一步”走向更高领导岗位

2.“数说”资管行业女性的职业挑战和需求，倡导为其创造更加多元包容、提升幸福感的工作环境

3. 激发女性人才的动力与潜能，积极参与上海迈向全球金融中心建设，从职场和社会角度推动女性获得更大职业成就

报告团队通过智联招聘平台，获取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区间内的上海资管行业（即选取基金、证券、期货、

投资四个行业）的大数据约为 80,000 人（区间内存在流动，但总数始终保持一致），将其作为基础样本进行观察与分析。

同时，在该数据池中投放“上海资管行业从业者性别调研问卷”，并通过机构端发放相同问卷，以此收集到的有效态

度样本共占大数据样本的 2%。在有效问卷中，女性样本占 50.3%，男性样本占 49.7%。为保证本次调研的科学性与

客观性，所有问卷均以匿名方式填写。

就样本总体分析，年龄在 26-40 岁之间，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已婚已育和未婚未育，月薪为 1 万到 4 万元，在证券

公司、保险、银行、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的从业人员是本次调研的主要分析对象。

1.31-35 岁（30.3%）、26-30 岁（24.55%）和 36-40 岁（16.97%）

2. 学历为本科及以上（90.61%）

3. 已婚已育（56.67%）和未婚未育（38.79%）

4. 月薪介于 10,001-40,000 人民币之间（55.76%）

5. 从业机构较均衡分布于证券公司 (22.12%)、私募基金（19.09%）、保险公司（18.49%）、银行（17.58%）、公         

募基金（17.27%）

一、报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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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信息统计

税前月薪   

13.64%

14.85%

5.15%

5.46%
2.42%

1.82%

27.27%

13.33%

9.39%
6.67%

80,001-100,000 元

100,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

5,001-10,000 元

10,001-20,000 元

20,001-30,000 元

60,001-80,000 元

50,001-60,000 元

40,001-50,000 元

30,001-40,000 元

职级

18.48%

12.73%

7.88%
3.33%

30.61%

1.21%

25.76%

普通职员

基层管理

中层管理

高层管理

首席高管 其他

董事会成员

婚育 1.21%

2.42%

8.49%

45.76%

38.79%

2.12%

1.21%

未婚未育 

已婚，已育二胎

离异未育 

离异已育 

已婚未育 

已婚，已育一胎 

已婚，已育三胎

学历
9.39%

58.18%

25.76%

6.67%

大专及以下

硕士

本科

博士

性别

50.3% 49.7%

男性

女性

年龄

16.97%

10.3%

3.33% 13.34%

30.3%

1.21%

24.55%

18-25 岁

36-40 岁

31-35 岁 

26-30 岁

50 岁以上

46-50 岁

41-4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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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性质

29.7%

21.82%

1.21%

45.76%

1.51%

私营企业

行业协会 / 非营利组织及其他 

国有企业

政府机构 / 事业单位

外企 / 合资企业

从业年限

15.76%

20.6%

2.42%

3.64%

18.18%

9.7%

29.7%

小于 1 年

6-9 年

1-2 年

3-5 年

10-15 年

20 年以上

16-20 年

投资方向

11.52%

5.76%

7.27%

11.82%

25.15%

38.48%

股票

衍生品

债券

另类投资

外汇

其他

管理资产体量

16.97%

3.94%

0.91%
4.85% 22.42%

9.7%

10.91%

30.3%
100 万以下

1000 万 -1 亿

100 万 -500 万

1 亿 -10 亿

500 万 -1000 万

10 亿 -100 亿

100 亿以上

不管理资产 ( 单位：元）

岗位

7.25%

9.27%

16.52%

7.25%

3.19%

8.98%

24.35%

23.19%

投资

管理

销售

交易

风控 / 合规

研究

技术

其他

机构类型

19.09%17.58%

5.45%

18.49%

17.27%

22.12%

证券公司

私募基金

保险公司

银行

公募基金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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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概览

二、核心发现

2.“研”读行业

资管行业“升职加薪”密切相关，从业年限越长、职级越高，平均薪资越高

女性薪资排在前三位的机构是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

资管行业平均月薪排名前三的岗位是研究、管理、风控 / 合规

超九成男性受访者在机构管理资产，而不负责管理资产的女性人数是男性的

1.46 倍

资管行业受访者中，男性未婚未育比例高于女性，已育二胎三胎比例最高的

是管理岗

1.“数”说行业

资管行业女性占比略低于男性，但近 3 年内女性就业比例在逐年提高

资管行业女性从业者呈现年轻化趋势，近六成女性低于 30 岁，女性在高学

历层次上更占优势

资管行业女性从事职能岗比例高于男性，在高级管理岗和业务岗的比例则低

于男性

资管行业存在性别薪酬差距，2021 年女性平均月薪低于男性近 1/4，但薪资

涨幅略高于男性

资管从业者更喜欢在业内“找下家”，两性期待转行的共同赛道是互联网 /

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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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职场环境

1. 性别比例

超半数资管机构中男性员工占比更多，超八成机构的高层职位由男性担任，

女性要站上资本金字塔尖绝非易事

资管机构领导层的男女比例越接近，越有助于员工性别比例的平等

2. 职场环境

资管从业者最重视职场中的认可和尊重，女性更期待透明的竞争机制和平等

的晋升环境

年逾半百和已育三胎的资管人更重视经济回报，90 后和 00 后最期待被认同

与尊重

3. 职场挑战

生育和年龄为女性求职就业最大挑战，超八成资管行业受访者认同女性遭遇

性别歧视

资管行业受访者的学历和职位越高，越易感知女性受到职场歧视程度越深

4. 职场安全

超六成资管行业受访者表示所在职场存在性骚扰现象，年轻女性对于职场性

骚扰的意识较弱

无论男女，受访者学历和职位越高，对职场性骚扰现象存在的认知程度越深

案例研究：2021 年民法典实施后上海首例“职场性骚扰”案，明确用人单位

有防止制止义务

5. 刻板印象

两性职业优势互评揭示“男性更擅长领导与战略，女性更有耐心和亲和力”

在职业优势测评中，女性的销售能力得到普遍认可，而男性的募资能力更受

推崇。资管行业亟待打破刻板印象和职业性别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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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发展

1. 薪资满意度

近七成资管行业受访者对薪资感到满意，女性的薪资满意度总体高于男性

资管行业首席女高管最满意其薪酬回报，31-35 岁女性受访者的薪资满意度

超过八成

外资 / 合资 / 国企员工的薪资满意度最高，平均月薪超过 3 万元

薪资满意度并非唯一指标，资管从业者也在关注职场文化和内部机制的平等

透明

4. 行业前景 

近八成受访者看好资管行业前景，女性对行业发展机会比男性更为乐观

公募基金从业者最看好行业前景，而保险公司员工对长期从事资管行业并不

乐观

投资于外汇、债券、股票的从业者最看好行业发展机会，而 1/4 的另类投资

受访者会选择转行

超八成两性受访者认可 ESG 对资管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性，首席高管和风控

合规从业者最重视 ESG

2. 晋升挑战

超九成资管行业受访者期待晋升，女性展现出更强上升意愿，近四成女性希

望晋升为高管

虽然女性展现出更高晋升意愿，然而她们也清醒意识到现实情况不容乐观

无论男女，年龄歧视是资管行业晋升最大阻碍，女性在生育后晋升机会明显

受限

3. 跳槽原因

超七成资管行业受访者有过至少 1 次业内跳槽经历，女性在职稳定性高于男

性

超四成私募基金从业者有过 2 次以上业内跳槽经历，投资岗最爱在本行业寻

找新机会

资管从业者跳槽的最大原因是个人职业规划与机构发展方向不符，女性则是

因晋升机会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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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压力与动力

1. 压力水平

资管机构董事会成员“压力山大”，而高管压力小于普通员工，受访者管理

资产越多压力越大

资管行业虽非“超高压”行业，但仍有近四成受访者表示“压力较大”

2. 工作时长

资管从业者的职位越高每日工作时间越长，女性董事堪称“业内劳模”

银行和私募基金从业者压力偏大，后者每日工作时间更长，平均为 9.34 小时

3. 睡眠时长

资管行业中超过 86% 的受访者睡眠不足 8 小时，四成从业者每日睡眠时长为

6-7 小时

资管机构首席高管和普通职员最缺睡眠，公募基金从业者坦言“没睡够”

4. 职场成功

想要获得职场成功，近四成资管行业受访者最希望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

超四成 95 后资管人更看重机构政策助力，职场妈妈更需要“另一半”支持

5. 职业动力

资管从业者多为“成就和金钱”拼事业，女性奋斗更始于内心热爱，男性则

更因地位名誉驱动

随着职位跃升“金钱”的驱动力下降，七成以上的董事会成员最重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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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概览

1.“数”说行业

本节通过智联平台大数据和在线问卷调研，分析上海资产管理行业的性别比例、就业情况、薪资水平、从业者婚育等

状况，分别以“数说”和“研读”方式展示行业发展现状。

大数据显示，2021 年上海资管行业的男女从业者比例为

1.12:1，女性从业者从 2019 年占比 45.9% 到 2021 年

的 47.2%，提高了 1.3 个百分点。

相比男性，女性从业者年龄分布呈年轻化趋势。30 岁以下女性占比接近 60%，比同年龄段男性群体高出近 10%。从大数

据看学历层次，本科学历的女性占比仅低于男性 1.8 个百分点，而硕士及以上学历女性占比近 30%，高于男性 3.5%。

从岗位分布来看，自 2019 至 2021 年间，在上海资管机构就业的女性，从事人力资源、财务、行政等职能岗位的比

例更高，三年间女性占比均超过七成；在高级管理岗和业务岗（如证券 / 期货 / 投资管理 / 服务）的比例则平均低于男

性近三成。但是，后两类岗位中女性比例在逐年提升，2021 年比 2019 年分别提高了 3.2 和 4.4 个百分点。

三、报告发现

资管机构岗位变化（2019 年 -2021 年）

女性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男性

高级管理
31.58% 68.42%
32.29% 67.71%

34.79% 65.21%

证劵 / 期货 / 投资管理 / 服务
33.62% 66.38%

35.78% 64.22%
38.05% 61.95%

行政 / 后勤 / 文秘
80.35% 19.65%

79.05% 20.95%
74.37% 25.63%

财务 / 审计 / 税务
75.53% 24.47%
75.64% 24.36%
76.87% 23.13%

人力资源
77.73% 22.27%
78.56% 21.44%
78.33% 21.67%

资管行业女性占比略低于男性，但近 3 年内女性

就业比例在逐年提高

资管行业女性从业者呈现年轻化趋势，近六成女性低于 30 岁，女性在高学历层次上更占优势

资管行业女性从事职能岗比例高于男性，在高级管理岗和业务岗的比例则低于男性

资管行业女性就业占比（2019 年 -2021 年）

45.9% 46%

0.1%

47.2%

2021 年2020 年2019 年

资管行业学历水平

女性 男性

硕士及以上

本科

大专及以下

26.2%
29.7%

44.3%
46.1%

29.4%
24.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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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大数据显示，2021 年上海资管行业的女性从业者平均月薪为 11,049 元，男性平均月薪为 14,495 元，女性的

平均月薪仅为男性的 76.23%。如果以 12 个月计算年度薪资，女性从业者的平均年薪将至少低于男性 4 万余元。

2021 年，女性从业者平均薪资较上年环比增速 8.5%，高出男性 1.8 个百分点。

对于两性而言，在金融行业内跳槽依然是首选。男性比女性更钟意于在本行业寻找新机会，超过四成的男性在跳槽时

仍期待从事资管行业（即基金 / 证券 / 期货 / 投资行业），而女性在业内继续发展的意愿低于男性 13.5 个百分点。在

金融行业之外，女性偏好互联网 / 电商、专业服务 / 咨询（财会 / 法律 / 人力资源等）行业，求职意愿分别为 6.3% 和 5%；

男性则倾向于在计算机软件（5.3%）和互联网 / 电商（5.1%）中寻找发展机会。

资管行业存在性别薪酬差距，2021 年女性平均月薪低于男性近 1/4，但薪资涨幅略高于男性

资管从业者更喜欢在业内“找下家”，两性期待转行的共同赛道是互联网 / 电商

资管行业女性期望跳槽行业 Top10

基金 / 证券 / 期货 / 投资 

银行

计算机软件

互联网 / 电子商务 信托 / 担保 / 拍卖 / 典当

教育 / 培训 / 院校

贸易 / 进出口

房地产 / 建筑 / 建材 / 工程

专业服务 / 咨询 ( 财会

/ 法律 / 人力资源等 )
保险

2.6%
2.7%

3.6%
3.6%

3.6%

4.8%

5%

6.3%

16.9%

30.6%

资管行业男性期望跳槽行业 Top10

1.5%1.8%
2.4%

2.4%
2.8%

4%

5.1%

5.3%

14.9%

44.1%

基金 / 证券 / 期货 / 投资 

银行

计算机软件

互联网 / 电子商务

信托 / 担保 / 拍卖 / 典当
教育 / 培训 / 院校

IT 服务 ( 系统 / 数据 / 维护 ) 

房地产 / 建筑 / 建材 / 工程

专业服务 / 咨询 ( 财会

/ 法律 / 人力资源等 )

保险

资管行业平均月薪（2019 年 -2021 年）

（单位 ：元）

2020 年

10,187

13,588
11,049

14,495

2021 年2019 年

9,829

13,309

女性 男性

2.1%

6.7%

8.5%

7.1%

3.6%
2.6%

2020 年环比增速 2021 年环比增速

男性 女性 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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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调研数据分析，资管行业受访者的平均薪资水平整体高于智联平台大数据，这是因为平台大数据中的从业者范围更广，从而获取的薪资水平存在合理差异。以下均

为问卷受访者的真实数据分析。

在资管行业，当普通职员晋升到基层管理人员，其平均月薪提高了 60.5%，再上升到中层管理，薪资提升 56.63%；

从高级管理上升至首席高管时，收入增幅虽有所下降，但依然能达到近 20%。此外，随着就业年限的增加，从业者收

入也在逐步提升，当工作 6-9 年时其平均月薪达到起薪的近 3.6 倍。普通员工在 3-5 年内的平均薪资是起薪的 2.23 倍。

从性别视角分析，女性从业年限超过 20 年，其平均月薪达到最高水平，为 73,125 元。当女性位居中层管理时，其平

均月薪与男性基本持平；而当她们跃升至董事会成员后，平均月薪达到最高峰，为 76,667 元，但此时董事会中男性

成员的平均薪资（81,000 元）依然高于女性。

资管行业“升职加薪”密切相关，从业年限越长、职级越高，平均薪资越高

2.“研”读行业 1

资管行业各职级的平均月薪

（单位：元）

中层管理
35,865.38
35,500
35,655.74

高层管理
51,315.79
38695.65
44,404.76

董事会成员
76,666.67
81,000
78,636.36

首席高管
60,000
49,062.5
53,269.23

基层管理
21,187.5

22,764.71
24,166.67

普通职员
11,854.84
17,884.62
14,183.17

女性 男性 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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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构类型分析，私募基金从业者的平均月薪最高，达到 40,992.06 元，其次是公募基金 33,114.04 元，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和银行的平均月薪均未超过 3 万元。从性别角度分析，就职于公募基金（34,821.43 元）、私募基金（33,750

元）、证券公司（26,857.14 元）的女性平均月薪排在前列。其中，私募基金从业者的两性薪资差距最大，男性高出

女性 36.54%；在公募基金和证券公司就业的女性比例略低于男性，但女性的平均月薪略高于男性。其中，公募基金

的男女薪资比为 0.9:1，证券公司的男女薪资比为 0.93:1。

调研数据显示，月薪最高的岗位依次是研究（44,800 元）、管理（35,625 元）、风控 / 合规（33,500 元）。从性别

视角分析，在技术、交易、销售、研究岗的女性薪资均高于男性。其中，女性在技术岗的薪资为男性的 1.4 倍，在销售、

交易、研究岗的薪资分别达到男性的 1.27 倍、1.18 倍、1.03 倍；而位于投资 、管理岗的男性平均薪资更高，分别为

女性的 1.18 倍和 1.14 倍。

女性薪资排在前三位的机构是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

资管行业平均月薪排名前三的岗位是研究、管理、风控 / 合规

资管机构平均月薪

（单位：元）

私募基金
33,750
46,081.08
40,992.06

公募基金
34,821.43
31,465.52
33,114.04

银行
21,987.18
29,605.26
24,482.75

保险公司
25,000
26,285.71
25,737.7

证券公司
26,857.14
24,934.21
25,856.16

其他
22,291.67
12,500
19,027.78

女性 男性 总体

资管行业各岗位平均月薪

（单位：元）

管理
33,312.5
37,937.5
35,625

风控 / 合规
33,541.67
33,461.54
33,500

投资
27,847.22
32,812.5
30,684.52

交易
26,470.59

22,500
24,609.38

销售
21,642.86
17,045.45
19,868.42

技术
21,000
15,000
17,727.27

其他
8,958.33
20,625
11,875

研究
45,555.5
44,375
44,800

女性 男性 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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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管理的资产体量来看，有 30.3% 的受访者在管资产为 500 万 -1,000 万人民币，22.42% 的受访者管理 100

万元以下资产，16.97% 的受访者管理的资产体量为 1,000 万 -1 亿元，而管理资产超过 1 亿元的从业者总占比为 9.7%。

从性别分布来看，92.07% 的男性受访者都管理着一定体量的资产，而在不管理资产的受访者中，女性人数是男性的

1.46 倍。在管理资产的从业者中，女性人数占比仅在 100 万元以下和 1,000 万 -1 亿元两个区间中高于男性，在其

他各资产体量区间占比中均低于男性。

超九成男性受访者在机构管理资产，而不负责管理资产的女性人数是男性的 1.46 倍

调研显示，上海资管行业受访者的婚育状况主要为已婚已育一胎（45.76%）和未婚未育（38.79%）。男性未婚未育

的比例高出女性 17.44%，而女性已婚已育一胎的比例高出男性近 11%。从职级来看，未婚未育占比最低的人群是中

层管理（22.95%），最高的是普通职员（52.48%）。从岗位来看，未婚未育比例最高的依次是研究、技术、交易岗，

三者均超过 50%；而风控 / 合规、投资、销售岗在已婚一胎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 64%、55% 和 54%；已育二胎、

三胎比例最高的是管理岗 , 达到 22.5% 。

此外，受访者所在行业投资方向以股票和债券为主，其总占比超过六成，其次是外汇（11.52%）、另类投资（7.27%）

和衍生品（5.76%）。其中，投资方向为股票、外汇、衍生品中的男性占比均略高于女性，分别高出 2.28%、1.36%

和 0.68%，而在另类投资的从业者中，女性人数比男性多 2.33%。

资管行业受访者中，男性未婚未育比例高于女性，已育二胎三胎比例最高的是管理岗

10 亿 -100 亿
0.6%
1.22%
0.91%

100 亿以上
4.82%
4.88%
4.85%

1 亿 -10 亿
0.6%
7.32%
3.94%

1000 万 -1 亿
19.28%
14.63%
16.97%

500 万 -1000 万
28.31%
32.32%
30.3%

100 万 -500 万
8.43%
13.41%
10.91%

不管理资产
11.45%
7.93%
9.7%

100 万以下
26.51%
18.29%
22.42%

个人管理资产体量

（单位：元）

女性 男性 总体

资管从业者的婚育状况

女性 男性 总体

未婚未育
30.12%
47.56%
38.79%

已婚未育
2.41%
1.83%
2.12%

已婚，已育一胎
51.2%
40.24%
45.76%

已婚，已育二胎
9.04%
7.93%
8.48%

已婚，已育三胎
3.61%
1.22%
2.42%

离异已育
2.41%

1.21%
0%

离异未育
1.2%

1.22%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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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职场环境

1. 性别比例

本节以从业者视角，展现上海资管行业的职场环境和性别平等现状。通过调研，了解各类资管机构的员工和领导层性别

比例，探寻女性在求职就业中遇到的挑战及其背后的原因，发掘资管行业中两性的从业优势，以及资管从业者最重视的

职场因素。以期为政策制定者和各行业雇主，在创建更加平等安全、多元包容的职场环境中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和参考。

从性别视角分析，有 51.5% 的受访者所在机构的男性员工占比更多，有 26.5% 的机构女性员工占比更多，而男女员

工比例相近的机构仅占 22%。在领导层（高级管理层）方面，男性领导占比更多的机构高达 81%，男女领导性别比相

近或者女性领导更多的情况各占 10% 和 9%。这表明，女性要获得资管机构的高层职位绝非易事。

超半数资管机构中男性员工占比更多，超八成机构的高层职位由男性担任，女性要站上资本金字塔尖绝

非易事

资管机构员工和领导层性别比

从机构类型看，在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从业的女性最难晋升到高级管理层。在这几类机构中，女性高管占比更多的情

况仅分别达到 2.5% 和 7.89%，低于私募基金（13.16%）和银行（10.26%）。

如前文所述，虽然上海资管行业的女性从业人数低于男性，但在近三年逐步提升。 以基金行业为例，上海市基金同

业公会于 2022 年 3 月 8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公募及子公司的女性员工占比 47%，私募基金女性员工占比

48%，基金销售公司女性员比例为 60%。这说明女性从业者撑起了上海基金行业的半边天。

资管机构女性领导层占比

银行

10.26%

公募基金

9.52%

保险公司

7.89%

证券公司

2.5%

私募基金

13.16%

9%

女性领导占比多

26.5%

女性员工占比多

81%

男性领导占比多

51.5%

男性员工占比多

10%

男女领导比例相近

22%

男女员工比例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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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领导层性别比例不均衡的机构，员工性别差异更显著。对于男性领导占比多的机构，其

男性员工占比更多的情况为 53.7%，而女性员工占比多的情况则为 25.31%； 若机构的女性领导

占比更多，则依旧是男性员工占比更多，为 61.11%，而女性员工占比多的情况为 38.89%，且没

有出现男女员工比例相近的情况。这说明，资管机构并没有因为女性高管占比多而出现员工性别比

平衡的状况。

但是，在男女领导比例相近的机构中，员工的性别比例更容易实现均衡（达到 50%）。这一数据

也显示出，领导层男女比例越平等，可能越有助于机构中员工性别比例的平等。调研还发现，政府

机构 / 事业单位的男女领导比例最为接近，其领导层性别平衡的机构占 50%，而外资 / 合资企业、

私营企业的男女性别比例差异最大，领导层性别平衡的机构分别仅占 6% 和 8.33%。 

资管机构领导层的男女比例越接近，越有助于员工性别比例的平等

按资管机构领导层性别比看员工性别比

男女员工比例相近 男性员工占比多 女性员工占比多

男性领导占比多

20.99%
53.7%
25.31%

男女领导比例相近

50%

25%
25%

女性领导占比多 61.11%
38.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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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场环境

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上海资管行业的从业者在职场中最重视的因素是“工作中的认可和尊重”（57%），其次是“健

康的机构文化和价值观”（40%）以及“透明的竞争机制和平等的晋升环境”（39%）。从性别视角分析，女性选择

的前三项与此相同，男性则将“充足或高于市场的报酬”（44.5%）纳入前三。

两性重视的职场因素中差异最大的包括，女性比男性更注重“和优秀的人才共事和成长”和“安全及包容性的职场政策”

（比如反骚扰机制，多元化招聘政策等），分别高出男性 11.8% 和 9%；男性则比女性更关注“报酬”和“快速的晋升机会”，

分别高于女性 12% 和 11.8%。

资管从业者最重视职场中的认可和尊重，女性更期待透明的竞争机制和平等的晋升环境

以上图表展示了从业者的真实需求，这提示雇主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创造竞争优势，留住优秀人才。在这方

面，彭博性别平等指数（GenderEqualityIndex, 简称 GEI）的成员企业提供了最佳实践并树立了榜样。2022 年，

GEI 纳入了来自 45 个国家和地区的 418 家公司，分别从女性领导层和人才通道、同工同酬和性别间薪酬对等、包容

性文化、反性骚扰政策、亲女性品牌五个维度衡量企业的性别平等状况。我们欣喜地看到，这其中有更多在中国的企

业开始致力于改善与性别相关的指标，为女性及多元化人才创造更多机会，肩负起引领重要变革的使命。

资管从业者最重视的职场因素

工作中的认可和尊重

透明的竞争机制和平等的晋升环境

健康的机构文化和价值观

和优秀的人才共事和成长

充足或高于市场的报酬

灵活性工作政策
（比如远程办公，工作时间灵活等）

快速的晋升机会

安全及包容性的职场政策
（比如反骚扰机制，多元化招聘政策等）

支持性的职场环境
（比如上级和同事的支持，建设性的反馈等）

适当和定期的培训
（比如在职培训，导师计划等）

为员工提供健康设施
（比如健身房，休息区，空气净化器等）

为员工和及其婴孩提供设施和服务
（比如母婴室，托育班等）

其他福利
（比如健康体检，个人保险等）

7.2%
3.7%
5%

7.2%
5.5%
6%

10.2%
11%
11%

15.1%
7.9%
12%

17.5%
8.5%
13%

18.7%
30.5%
25%

22.9%
17.7%
20%

32.5%
44.5%
38%

33.1%
21.3%
27%

34.9%
44.5%
40%

37.3%
41.5%
39%

56.6%
57.3%

57%

6.6%
6.1%
6%

女性 男性 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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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年龄和婚育状况分析，50 岁以上（75%）和已育三胎的从业者（50%），趋向于将“报酬”视为最重视的职场因素；

而年轻一代最希望获得工作中的认可和尊重，其中，有 65.91% 的 18-25 岁受访者和 59.26% 的 26-30 岁受访者最

重视这一维度，分别高于排名第二位“报酬”6.82% 和 19.75%。这说明年轻一代的从业者，更在乎职场中的“价值

认同”。正如《2021 中国年度最佳雇主评选报告》所言，职场新生力量个性鲜明、与众不同。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

系更像是共存关系，而共存的深层基础则是双方价值认同。这提示雇主们在招募和留任年轻人才时，需要重视审视 TA

们的需求，将提升员工价值感和幸福感等非经济因素考虑在内。

年逾半百和已育三胎的资管人更重视经济回报，90 后和 00 后最期待被认同和尊重

按年龄段看资管从业者最重视的职场因素

65.91%
59.26%
59%
48.21%
50%

50%
54.55%

59.09%
39.51%
42%
19.64%
26.47%

75%
36.36%

29.55%
34.57%
42%
44.64%
44.12%

75%
45.45%

25%
34.57%
49%
37.5%
41.18%

25%
54.55%

工作中的认可和尊重

充足或高于市场的报酬

健康的机构文化和价值观

透明的竞争机制和平等的晋升环境

18-25 岁

41-45 岁 50 岁以上

31-35 岁 36-40 岁26-30 岁

46-5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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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女性在行业中遇到的性别歧视，受访者通过 4 个维度对其程度进行评估。数据显示，有 80.6% 的受访者认为女

性在求职和就业中遭遇性别歧视，包括 10% 的受访者认为资管行业的性别歧视现象“很严重”，35.45% 的受访者

选择了“比较严重”，表示性别歧视“不太严重”的受访者为 35.15%。通过两性对比发现，女性在职场性别平等

的意识方面较男性更为强烈。选择“很严重”的女性为 12.05%，而男性仅为 7.93%；认为“比较严重”的女性占

37.95%，高出男性超 5 个百分点；而倾向于“没有”性别歧视的男性高出女性 11 个百分点以上。时至今日，性别

依然是女性遭遇职场不公的“原罪”。

3. 职场挑战

为理解女性在资管行业求职就业中遇到歧视的原因，问卷设置包括生育、年龄、性别、学历、地域等多个情境。结果显示，

两性均认为生育和年龄为最主要原因，分别占 76.7% 和 66.7%。性别因素紧随其后，被 56.4% 的资管从业者选择。

当综合各年龄段以及不同婚育、收入、从业年限、岗位和机构类型考虑时，结果显示无论男女，均认同“生育”是女

性遭遇职场歧视的最大挑战。智联招聘在《2021 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指出，有 55.8% 的女性在“应聘过程

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超过男性职场人 2 倍多；在婚育阶段被调岗降薪、未享受假期的女性分别占 7.8% 和 4.1%。

可见女性在职场发展时仍被生育因素拖累。

生育和年龄为女性求职就业最大挑战，超八成资管行业受访者认同女性遭遇性别歧视

女性在资管行业求职就业中遇到歧视的原因

生育

年龄

性别

学历

地域

社会地位

家庭背景

其他

76.7%

66.7%

56.4%

28.2%

24.5%

20.6%

20%

7%

很严重

比较严重

不太严重

没有

女性在资管行业求职就业中遭遇性别歧视的程度

13.86%
25%
19.39%

36.14%
34.15%
35.15%

37.95%
32.93%
35.45%

12.05%
7.93%
10%

女性 男性 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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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学历与性别认知存在正相关。学历越高的女性，有更高比例认为女性遭遇职场歧视。其中，55.55% 的女

博士和 53.85% 的女硕士表示女性遭遇职场歧视现象“很严重”和“比较严重”，分别高于大专及以下学历女性（50%）

和本科学历女性（48%）；在男性方面，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较大专及以下学历群体对女性受歧视认知更深。在博士、

硕士和本科的男性受访者中，认为女性受歧视情况“很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占样本总数的四成左右；然而，在大

专及以下男性人群中，认为此情况“很严重”数量为 0。

资管行业受访者的学历和职位越高，越易感知女性受到职场歧视程度越深

随着职位的升高，两性对职场性别歧视的认知更为深刻。在受访女性中，有 70% 的首席高管（高出同职级男性

20%）和 63.16% 的高层管理（高出同职级男性 24.03%）认为职场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很严重”和“比较严重”。

虽然认同度低于女性，但在男性高管中，仍有 39.13% 的高层管理、50% 的首席高管和 40% 的董事会成员认为性别

歧视现象“很严重”和“比较严重”。

按学历看女性遭遇职场性别歧视的程度（女性）

博士

硕士

本科

大专及以下

33.33%
22.22%
11.11%
33.33%

10.26%
43.59%
43.59%

2.56%

10%
38%
36%
16%

16.67%
33.33%
33.33%
16.67%

很严重 比较严重 不太严重 没有

博士

硕士

本科

大专及以下

按学历看女性遭遇职场性别歧视的程度（男性）

8.7%
33.7%
34.78%
22.83%

4.35%
39.13%
34.78%
21.74%

23.08%
15.38%

7.69%
53.85%

23.08%
53.85%
23.08%

很严重 比较严重 不太严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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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职场安全

通过匿名问卷，受访者以客观的态度回答了有关职场安全性的问题，分别从 4 个维度对职场性骚扰现象进行评价。

2021 年，全国妇联权益部编写的《防治职场性骚扰指导手册》明确指出，职场性骚扰是发生在工作场所的，以动作、

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等方式实施的，与性有关的、违背员工意愿的行为。

当受访者被问及工作场所是否有性骚扰时，表示“很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占比分别为 6.67% 和 15.15%，认为“不

太严重”的占比为 39.7%，其余受访者觉得“没有”性骚扰。这说明六成以上的资管行业受访者认为其所在的职场中

存在性骚扰现象，且“很严重”和“比较严重”的比例超过 20%。

从性别视角分析，男性受访者对于职场性骚扰的认知两极分化，认为“没有”和“很严重”的占比都超过女性。具体而言，

42.68% 的男性表示所在职场“没有”性骚扰，高出女性 8.34 个百分点；而 8.54% 的男性认为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

现象“很严重”，高出女性 3.72 个百分点。相比于男性，受访女性在选择 “比较严重”和“不太严重”的占比更高。

而从年龄来看，在 18-25 岁的女性认为其工作场所中没有性骚扰的比例为 53.57%，超过同年龄段男性 22.32%。对

这一结论的推测是，资管行业的年轻女性由于从业时间较短，可能对于职场性骚扰的认知以及如何鉴别此类行为的意

识相对较弱。

超六成资管行业受访者表示所在职场存在性骚扰现象，年轻女性对于职场性骚扰的意识较弱 

所在职场中性骚扰现象的程度

很严重

比较严重

不太严重

没有

4.82%

8.54%

6.67%

15.66%

14.63%

15.15%

45.18%

34.15%

39.7%

34.34%

42.68%

38.48%

女性 男性 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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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在资管行业，学历和职位越高的从业者趋向于认为性骚扰现象的严重程度更深。有 50% 的博士受访者认

为职场性骚扰现象“很严重”和“比较严重”，认同该现象的硕士、本科、大专及以下样本数量依次递减，分别占

比 23.53%、18.75% 和 16.13%。从机构性质来看，银行和公募基金受访者对于性骚扰现象严重程度的反馈最深，有

36.36% 的银行受访者和 27.27% 的公募基金受访者表示职场性骚扰“很严重”，另有 28% 的私募基金受访者认为该

现象“比较严重”。

无论男女，受访者学历和职位越高，对职场性骚扰现象存在的认知程度越深

在职级方面，有 54.55% 的董事会成员、34.61% 的首席高管和 33.33% 的高层管理认为该现象“很严重”和“比较严

重”，对比中层管理者（19.67%）、基层管理者（18.82%）和普通职员（14.85%）同样呈现递减趋势。此外，领导

层和员工性别比例均衡的机构，在性别歧视和性骚扰“很严重”的选项上均为 0。这说明性别比例越平衡的机构，在

构建职场平等性和安全性方面相对做得更好。

按学历看所在职场中性骚扰现象的程度

很严重 比较严重 不太严重 没有

36.46%
44.79%
16.15%
2.6%

36.47%
40%
18.82%
4.71%

27.27%
22.73%
9.09%
40.91%

64.52%
19.35%
3.23%
12.9%

大专及以下

本科

硕士

博士

按职级看所在职场中性骚扰现象的程度

很严重 比较严重 不太严重 没有

54.55%
36.36%
9.09%

50%
50%

2.97%
11.88%
43.56%
41.58%

2.35%
16.47%
43.53%
37.65%

6.56%
13.11%
37.7%
42.62%

7.14%
26.19%
26.19%
40.48%

15.38%
19.23%
38.46%
26.92%

普通职员

其他

董事会成员

首席高管

高层管理

中层管理

基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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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2021 年民法典实施后上海首例“职场性骚扰”案，明确用人单位有防止制止义务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扎实推动优化营商环境 4.0 版的多项举措，在公平、高效、创新、包容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

而在推进职场安全环境建设方面，上海在关注硬件与服务升级的同时，也在强化女性职工的权益保障。早在 2006 年，

上海首次将妇女权益保障法有关性骚扰的条款细化，并界定了五种性骚扰形式，分别为语言骚扰、文字骚扰、图像骚扰、

电子信息和肢体行为。2021 年，上海律协受上海市妇联委托，开展《职场性骚扰防治体系建设探索》课题调研任务。

2021 年 3 月 8 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进行宣判，这是在民法典实施后上海首例职

场性骚扰案。被告人徐强（化名）与原告王莉（化名）为同事，且在同一部门共事多年。自 2019 年 8 月始，徐强几

乎每日不间断向王莉发送低俗、下流、暴力的短信和微信，甚至采取偷窥、尾随等方式对原告实施性骚扰。2020 年 3

月至 5 月期间，王莉两次将此事向单位反映，经领导要求，徐强写下保证书。面对徐强的反复骚扰，王莉感到心情抑郁、

精神恍惚，只能病休在家。在家人的支持下，她寻求了医生帮助并报警。2020 年 6 月，公安机关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给予徐强行政拘留 7 日并处罚款 200 元。2020 年底，王莉又通过代理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最终，法院在宣判该

案时明确了不当言语同样可构成性骚扰，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费用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 9.8 万余元，并责令其向

原告书面赔礼道歉。

针对此案件，法官表示，近年来职场性骚扰愈发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女性往往因为性骚扰者是领导或同事，且行

为尚未构成猥亵或强奸，或是因内心羞耻感，而选择隐忍。但如不幸遭受性骚扰行为侵害，应注意收集证据，寻求帮助，

当事人有义务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了性骚

扰者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以及用人单位的防止、制止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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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刻板印象

通过问卷，受访者对于异性在资管行业的职业优势进行了评价。男性视角下，女性优势的前三项分别为“耐心和亲和力”

（47.56%）、“沟通力和说服力”（41.46%）、“销售”（41.46%）；女性视角下，男性优势的前三项则是“战略规划”

（55.42%）、“敢于冒险和尝试创新”（51.2%%）、“领导力”（51.2%）。有意思的是，当查看同性间的从业优

势判断时，其调研结果与异性间认知的优势几乎趋同。该结果体现了一定的性别刻板印象，即男性更擅长“领导与战略”，

而女性更偏向“耐心和沟通”。剖析背后的原因，如前文所述与资管行业女性从事职能岗比例更高，而在高级管理岗

和业务岗的比例则低于男性的现象有一定关联。

两性职业优势互评揭示“男性更擅长领导与战略，女性更有耐心和亲和力”

资管行业两性职业优势互评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职业优势 女性视角下的男性职业优势

敢于冒险和尝试创新4.88% 51.2%

为 TA 人着想的意识9.76% 3.01%

领导力28.05% 51.2%

募资30.49% 28.31%

同理心和共情力20.12% 6.63%

团队合作21.34% 6.63%

销售41.46% 26.51%

细致和严谨35.98% 13.86%

沟通力和说服力41.46% 19.28%

耐心和亲和力47.56% 14.46%

战略规划14.63% 55.42%

其他4.27%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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