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 

 

2021 年以来，从十三部门联合发文支持女性科技人才进行科技创新，到王亚平迈出中

国女性太空行走第一步，再到众多女性运动员在冬奥赛场上绽放光彩。不同领域的优秀女性

高度彰显“她力量”，激励女性群体在职场中成长蜕变、释放价值。 

在 2022 年“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智联招聘继续发布《2022 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

查报告》，从职场发展、婚育观念、家庭责任等维度透视，分析职场女性的生存发展状况，

旨在帮助女性更好地跨越职业发展障碍，推动职场性别平等，使更多女性在职场上“发光”。 

 

【核心发现】 

 

一、职场女性薪资上涨，女性更“高知”但晋升信心不足 

 职场女性平均月薪达 8545 元，5%薪资涨幅略高于男性 

 职场女性比男性更“高知”，但半数以上职场人认为男性更具领导力  

 仅 3 成职场女性自认为表现优于男性，男性更能自我肯定 

 73.3%的职场女性对升职缺乏信心，晋升机会有限是关键 

 

二、企业女性福利情况有所改善，但性别不公仍然存在 

 婚育与性别是女性求职之“坎”，6 成女性被问婚育 

 6 成女性认为“生育”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超 5 成女性职场人希望企业和社会共同承担生育负担 

 半数职场人表示公司提供女性专属假期 

 

三、女性渴望跳脱“婚育”桎梏，追求自我并兼顾家庭 

 4 成以上女性想晚婚或不结婚，仅 0.8%的女性准备生三胎 

 经济负担重抑制生育愿望，2 成以上已婚女性遭遇“丧偶式育儿” 

 近 6 成女性希望事业家庭兼顾 

 约 7 成女性每天工作超 8 小时，超 3 成女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40%以上 

 约 4 成女性业余时间充电学习，健身、搞副业一个都不能少 

 

四、榜样力量提升女性信心，职场人相信性别平等会向好发展 

 65.7%的女性认为社会更推崇独立女性，占比高于男性 

 6 成以上职场女性有容貌焦虑，82.2%认为容貌影响事业发展 

 各领域爆发的“她力量”增强职场女性信心，董明珠、谷爱凌成独立女性偶像 

 近 6 成女性将性别平等视为两性在全方位的同等话语权，超 8 成女性愿意完善自我 

 近 7 成女性相信职场性别平等将更好 

 

 

职途圈www.zhituquan.com

官方微信：zhituquan



【报告正文】 

 

一、职场女性薪资上涨，女性更“高知”但晋升信心仍不足 

 

职场女性平均月薪达 8545 元，5%薪资涨幅略高于男性 

2022 年，职场女性平均月薪 8545 元，低于男性的 9776 元，相差 12%，与上一年持

平。但相比去年同期，女性的薪资涨幅为 5%，略高于职场男性薪资涨幅的 4.8%。女性薪

资更快速的增长，说明职场女性在职场中的价值越来越受到认可，男女收入差距有望进一步

缩小。 

 

 
 

职场女性比男性更“高知”，但半数以上职场人认为男性更具领导力 

数据表明，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职场女性占比 55.9%，远高于男性的 33.6%。

然而，处于基层及以上管理职位的女性占比 34.2%，低于男性的 40.7%。虽然女性更高知，

但从职场人的评价上看，59.9%的职场人认为男性的优势是“目标明确，善于完成有挑战的

任务”，选项占比最高，其次有 51.5%认为男性“富有领导力”，而认为富有领导力是女性主

要优势的职场人，占比仅 5.7%，在所有选项中排在最末。职场人对于女性更多的评价是“有

耐心，善于协作”（72.2%）。既定认知或对女性的职位晋升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9848 9328 9776

8173 8138 8545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近三年不同性别职场人薪酬水平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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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4.5%

7.7%

6.3%

13.6%

22.6%

42.8%

1.1%

2.3%

3.2%

4.5%

12.5%

19.4%

57.0%

高级技术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中级技术人员

初级技术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

基层管理人员

普通员工/职员

不同性别职场人所在职位

女 男

51.5%

59.9%

23.6%

13.0%

5.8%

28.7%

5.7%

19.1%

30.7%

47.6%

47.7%

72.2%

富有领导力和雄心壮志

目标明确，善于完成有挑战的任务

诚实守信，值得信赖

外形优势，更能发挥亲和力优势

富有同情心和同理心

更有耐心，善于协作

职场人对不同性别员工的评价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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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3 成职场女性自认为表现优于男性，男性更能自我肯定 

32.7%的职场女性认为，和同级的男性同事相比，自己工作表现更佳；同时，37.2%的

女性职场女性认为，自己比同级女性同事表现更佳。而 41.7%的职场男性认为自己比同级

男性同事工作表现更佳；认为表现优于同级女性的职场男性，达到 50.4%。可见，职场男性

整体上对自我表现更有信心，而无论男女都对同级男性的表现更为肯定。 

 

 
 

 

 
 

49.5%

41.7%

8.9%

52.6%

32.7%

14.7%

无太大差异 更佳 稍弱

职场人自评与同级别男同事工作表现差异

男 女

40.5%

50.4%

9.1%

52.7%

37.2%

10.2%

无太大差异 更佳 稍弱

职场人自评与同级别女同事工作表现差异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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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的职场女性对升职缺乏信心，晋升机会有限是关键 

对于职场人而言，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然而，分别有 29.7%和 43.6%的职场女性认为，

未来一年升职“可能性很小”或“几乎没可能”，总占比达 73.3%，而有同样想法的男性占

比为 66.2%。这表明，职场女性对晋升的信心低于男性。 

 

 
 

调研数据显示，52.2%的女性认为，升职的最大障碍是“公司提供的晋升机会有限”，

占比最高。值得关注的是，选择因“照顾家庭，职场精力分散”和“处在婚育阶段，被动失

去晋升”的女性受访者占比分别是 11.3%和 10%，均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可见家庭和婚育

因素对女性职场晋升的影响在减弱。 

3.9%

13.8%

32.6%

33.6%

2.6%

8.1%

29.7%

43.6%

肯定会升职

可能性较大

可能性很小

几乎没可能

不同性别职场人升职预期

女 男

职途圈www.zhituquan.com

官方微信：zhituquan



 

 
 

二、企业女性福利情况有所改善，但性别不公仍然存在 

 

婚育与性别是女性求职之“坎”，6 成女性被问婚育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61.2%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高于上一年的 55.8%，也远高于

男性的 32.3%。此外，38.3%的女性表示婚育影响职场前景，远高于男性的 17.9%。数据显

示，11.9%的女性因性别升职加薪不顺，高于男性的 10.3%。这意味着，和职场男性相比，

婚育、性别问题为女性的职场发展带来更多困扰。 

1.6%

9.5%

1.3%

11.0%

5.2%

15.9%

20.8%

25.7%

31.1%

54.5%

8.3%

9.8%

10.0%

10.6%

11.3%

11.9%

12.3%

23.6%

31.4%

52.2%

性别歧视

个人不追求晋升，更在意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处在婚育阶段，被动失去晋升

领导不赏识

照顾家庭，职场精力分散

领导、上级任人唯亲

论资排辈，不重能力

同等资历的人才多，竞争激烈

个人能力和经验不足

公司提供的晋升机会有限

不同性别职场人晋升障碍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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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女性认为生育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对于造成职场性别不平等的原因，62.3%的女性认为“生育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

远高于男性的 28.1%，说明女性对此感知更强烈。在男性员工中，认为“根深蒂固的封建思

想”造成性别不同等的占比最高，达到 41.5%，其次是“社会分工”，占比 33%。 

8.2%

4.4%

10.3%

14.8%

17.9%

47.5%

32.3%

8.9%

9.5%

11.9%

22.5%

38.3%

43.0%

61.2%

因性别遭遇过职场PUA

遭遇过性骚扰

因性别升职加薪不顺畅

遭遇过性别歧视

婚育影响职场前景

年龄影响职场前景

在求职中被问婚育

不同性别职场人遭遇过的不公对待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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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5 成女性职场人希望企业和社会共同承担生育负担 

相应的，52.5%的女性认为推动性别平等的核心要素是“企业和社会对生育负担的承担”，

高于上一年的 50.6%，也远高于男性的 23.5%。面对生育这一职场中的性别平等障碍，大

部分女性渴望企业和社会能够共同参与解决这一问题。 

14.0%

12.4%

23.7%

33.0%

13.0%

24.5%

41.5%

28.1%

7.2%

15.7%

17.1%

18.0%

23.7%

32.4%

45.9%

62.3%

教育导致的

女性本身不够自信

性别的天然属性导致的

社会分工决定的

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排挤

社会制度不够公平

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

生育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

不同性别认为职场中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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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职场人表示公司提供女性专属假期 

公司福利方面，50%的职场人表示，所在公司提供产假/哺乳假/月经假等专属假期，高

于上一年的 42.8%，另外表示“为女性提供弹性工作制”、“规划职业发展”等各项其他政策

和福利的职场人占比较去年均有所上升，说明过去一年，一些企业在女性福利方面做出了一

定改善。 

15.5%

40.2%

36.1%

42.6%

29.7%

24.9%

23.5%

12.8%

24.8%

32.9%

37.4%

37.9%

40.5%

52.5%

政策与法律的约束

教育资源上的平等

尊重性别差异带来社会分工不同的事实

更加包容的社会文化

打破社会对性别的刻板印象

女性在社会经济中话语权提升

企业和社会对生育负担的承担

不同性别认为推动性别平等的核心要素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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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渴望跳脱“婚育”桎梏，追求自我并兼顾家庭 

 

4 成以上女性想晚婚或不结婚，仅 0.8%的女性准备生三胎 

调研显示，如果能重新选择，32.1%的已婚男性愿意更早结婚，比例明显高于已婚女性

的 20.4%，而已婚女性选择愿意晚婚或不结婚的比例达到 43.7%，虽然低于上一年的 52%，

但是仍明显高于男性的 30.3%。数据反映出结婚对女性职场人的影响更大，如果能够重新

选择，她们将更加谨慎。 

7.8%

10.1%

11.1%

12.3%

16.1%

20.5%

50.0%

成立女性领导力小组

提供母婴室、哺乳室

等设施

提供女性专题培训课

程

保证一定比例的女性

高管占比

为女性员工规划职业

发展

为女性提供弹性工作

制

产假/哺乳假/月经假

等专属假期

企业针对女性员工的政策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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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问及“不想结婚”的原因时， 58.9%不想结婚的女性认为婚姻不是人生的必选项，

远高于男性的 39.6%。而对于男性来说，“经济条件不支持”是首要原因，占比 39.6%。此

外女性“担心生活质量降低”、“坚持独身主义”的占比分别达到 38.1%、16.9%，均高于男

性，可见女性不想结婚更主要的原因是追求自我，而男性更多是因为受到经济状况制约。 

5.7%

7.1%

32.1%

23.2%

31.9%

4.5%

18.0%

20.4%

25.7%

31.4%

没想好

不想结婚

更早结婚

更晚结婚

跟现在一样

已婚职场人对结婚年龄的选择意愿

已婚女性 已婚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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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胎”政策放开后，人们的生育愿望仍然有限，仅 0.8%的女性准备生三胎，占比低

于男性的 5%。认为“只生一个好”和“不准备生育”的女性分别占比 35%和 17.2%，高于

男性的 27.3%和 11.5%。整体来看，三胎政策影响下，男性的生育意愿强于女性。 

 

16.7%

8.3%

8.3%

14.6%

39.6%

25.0%

22.9%

39.6%

5.6%

10.4%

11.7%

16.9%

19.5%

23.8%

38.1%

58.9%

长期找不到合适对象而放弃婚姻

因为不想生孩子，便没有结婚的必要

不愿意承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

坚持独身主义，不想失去自由

因为经济条件不支持

因个人经历导致恐婚

担心因结婚而降低生活质量

婚姻不是人生必选项

职场人不想结婚的原因

女 男

5.0%

11.5%

19.3%

33.6%

27.3%

0.8%

17.2%

20.8%

24.1%

35.0%

准备生三胎

政策与我无关，不准备生育

没想好/不知道/无所谓

二胎就够了

一个孩子刚刚好

“三胎”政策下不同性别职场人生育意愿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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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负担重抑制生育愿望，2 成以上已婚已育女性遭遇“丧偶式育儿” 

论及生育愿望不强烈的原因，男性和女性普遍感到经济负担的压力，64.5%的女性和

67.9%的男性有此顾虑，在所有选项中占比最高。也有 32.2%的女性害怕失去自由和自我空

间，高于上一年的 26.8%。这表明，追求自由和自我实现对女性来说越来越重要。 

 

 
 

已婚已育职场人中，23.1%的女性表示孩子父亲“基本没有承担家务、照顾小孩的责任”，

而持有同样观点的男性仅 8.5%。可见，不少女性正在遭遇“丧偶式育儿”，而许多男性对此

并无察觉。此外，根据智联招聘调研数据显示，66%的已育女性当过全职妈妈，曾经或正在

全天候陪伴孩子。 

 

25.3%

3.7%

26.3%

36.8%

28.4%

3.7%

14.7%

14.7%

67.9%

14.8%

16.0%

16.9%

21.2%

21.4%

23.1%

31.3%

32.2%

64.5%

没有合适的住房条件

本身不喜欢小孩

生态环境恶化，担心下一代生活质量

教育资源失衡，担心孩子发展

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带孩子

担心生育会影响职场发展

担心降低自己生活质量

害怕失去自由和自我空间

养孩子经济负担重

不愿生育的职场人主要顾虑因素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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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6 成女性希望事业家庭兼顾 

在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方面，数据显示，59.2%的女性希望事业家庭兼顾， 21.9%的女性

希望做事业上的“大女主”。可见，更多的职场女性希望事业家庭双丰收。 

 

 
 

约 7 成女性每天工作超 8 小时，超 3 成女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40%以上 

职场女性拼劲十足，68.9%的女性每天工作超过 8 小时。而回到家中，女性又成为家务

主力，每天操持家务 1 小时以上的女性达 50.9%，高于男性的 45.2%。 

26.1%

29.5%

8.5%

35.9%

18.6%

19.9%

23.1%

38.4%

尽心尽力，不比妈妈做得少

尽力在做，但是并不擅长育儿

基本没有承担家务、照顾小孩的责任

有空会分担家务和照顾小孩

不同性别评价爸爸在育儿中的表现

女 男

59.2%21.9%

12.2%

5.1%1.6%

女性对平衡事业与家庭的看法

希望事业家庭兼顾

希望做事业上的“大女主”

还没想好

希望更多的陪伴孩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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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方面，女性能顶半边天，33.1%的女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40%以上。同时，女性

的开支不止用于吃喝玩乐，41.5%的女性将收入主要用于租房或房贷，其次是子女抚养/教

育（34.2%）、储蓄/理财（32.4%），分别高于男性的 28.8%和 30.9%。 

6.7%

8.6%

9.7%

24.6%

21.0%

29.5%

2.5%

4.6%

5.5%

18.3%

31.1%

38.0%

12个小时以上

11-12小时

10-11小时

9-10小时

8小时以内

8-9小时

不同性别职场人平均工作时长

女 男

2.5%

2.2%

10.4%

30.1%

54.8%

2.6%

2.9%

11.5%

33.8%

49.1%

3-4小时

4小时以上

2-3小时

1-2小时

1小时以内

不同性别职场人平均家务时长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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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4 成女性业余时间充电学习，健身、搞副业一个都不能少 

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40.2%的女性将业余时间用来学习充电，22%的女性锻炼健身，

11.2%的女性兼职赚钱。虽然以上三项占比略低于男性，但是女性在陪伴家人方面做得明显

更好，57.9%的女性用业余时间陪伴家人，而男性占比为 49%。说明女性在自我提升的同

时，也更重视照顾家庭。 

2.6%

8.9%

24.3%

3.7%

21.0%

30.9%

28.8%

49.9%

36.7%

5.9%

9.3%

10.9%

16.8%

24.0%

32.4%

34.2%

41.5%

48.8%

宠物

旅行

车贷/养车

美容健身

学习培训

储蓄/理财

子女抚养/教育

租房/房贷

吃喝玩乐

不同性别职场人收入分配状况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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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榜样力量提升女性信心，职场人相信性别平等会向好发展 

 

65.7%的女性认为社会更推崇独立女性，占比高于男性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65.7%的女性认为当今社会更推崇独立女性，占比排名第一，其次

是事业家庭兼顾的女性，占比 48.9%，选择这两项的女性受访者占比均高于男性。而男性选

择“更推崇贤良淑德女性”的占比达到 28.9%，明显高于女性的 12.7%。可见，虽然独立女

性受到推崇是共识，但受到传统观念影响，相比女性，男性依然会对女性的“贤淑”品德更

关注。 

15.1%

21.1%

24.6%

41.1%

49.0%

55.1%

11.2%

16.2%

22.0%

40.2%

57.9%

61.1%

兼职赚钱

社交会友

锻炼健身

充电学习

陪伴家人

休息娱乐

职场人业余时间都花在哪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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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以上职场女性有容貌焦虑，82.2%认为容貌影响事业发展 

数据显示，分别有 32.2%和 29.3%的女性“希望比别人更好看”、“时常对容貌感到自

卑”，容貌焦虑的职场女性总占比达 61.5%。而有容貌焦虑的男性总占比仅为 36.4%。分别

有 82.2%、77.3%的职场女性和职场男性认为容貌会影响女性事业发展，可见，容貌影响职

场发展仍然是职场人较为普遍的共识，而女性遭受“更高要求”。 

 

28.9%

28.6%

24.3%

32.4%

33.5%

57.5%

12.7%

23.5%

29.1%

32.5%

48.9%

65.7%

更推崇贤良淑德女性

更推崇高颜值女性

更推崇高职位、多金女性

更推崇高学历女性

更推崇事业家庭兼顾女性

更推崇独立女性

不同性别认为社会对女性的评价趋势

女 男

31.4%

27.9%

17.1%

19.3%

16.0%

18.9%

29.3%

32.2%

无，外表怎样无所谓

无，已经对容貌很满意了

有，时常对容貌感到自卑

有，希望比别人更好看

不同性别职场白领容貌焦虑或身材焦虑比例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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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域爆发的“她力量”增强职场女性信心，董明珠、谷爱凌成独立女性偶像 

2021 年以来，中国首位女航天员进入太空、中国女足亚洲杯夺冠鼓舞了大量女性。根

据智联招聘的调查显示，69.2%的职场女性认为这些事件体现了“她力量”在各领域爆发，

占比高于男性的 52.2%。同时，64.4%的女性认为“女性竞技能力不比男性弱”，高于男性

的 57%；此外，分别有 40.4%、28.1%的男性认为“女性社会地位在提升”、“优秀女性能

够代表大国形象”，占比均略高于女性，可见越来越多的男性意识到女性力量对社会的影响。 

 

 
 

2022 年，72.4%的职场人认为董明珠是独立女性的代表人物，其中，女性占比 73.4%，

男性占比 71%。而在 2021 年，董明珠同样位居职场男女心目中的独立女性 No.1。在北京

冬奥会上获得两金一银的“青蛙公主”谷爱凌，成为 32.7%的职场女性、26.3%职场男性心

目中的独立女性偶像，排名仅次于董明珠。 

8.9%

8.2%

28.1%

40.4%

57.0%

52.2%

3.3%

11.4%

27.2%

39.1%

64.4%

69.2%

对此无感

男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优秀女性能够代表大国形象

女性社会地位在提升

女性竞技能力不比男性弱

女性在各个领域爆发“她力量”

针对女性在不同领域绽放的社会看法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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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6 成女性将性别平等视为两性在全方位的同等话语权，超 8 成女性愿意完善自我 

数据显示，58.1%的女性认为，性别平等是“两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层面

的拥有同等话语权”，高于“不管男女都应该拥有独立人格”（50.8%）、“不单纯因生理性别

做价值判定”（46.8%）。可见，女性更追求各个层面上的平等话语权，希望在更广泛的范围

内实现公平。 

4.5%

0.7%

6.9%

2.5%

5.3%

12.4%

12.8%

12.5%

28.1%

26.3%

71.0%

2.3%

2.3%

4.6%

5.1%

8.6%

9.8%

13.1%

20.2%

29.3%

32.7%

73.4%

王冰冰

洪晃

陈薇

杨笠

俞飞鸿

傅莹

王亚平

杨幂

屠呦呦

谷爱凌

董明珠

职场白领认为独立女性形象的代表人物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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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大部分女性正在为追求男女平等做出实际努力，有 83.2%的女性 “加强各

方面学习，完善自我”，高于男性的 75.5%。80.3%的女性选择“增强技能，提高职场竞争

力”，高于男性的 63.9%。值得一提的是，有 11.7%的男性通过“曝光职场不公”来为推动

性别平等做出努力，这一占比高于女性的 4.1%。 

 

26.0%

19.9%

23.2%

41.2%

40.2%

55.1%

19.5%

24.3%

27.2%

46.8%

50.8%

58.1%

根据生理差异男女承担不同分工

女性应该受到更多的社会保护

男女平等建立在彼此经济独立上

不单纯因生理性别做价值判定

不管男女都应该拥有独立人格

两性在各个层面的拥有同等话语权

不同性别职场人对性别平等的理解

女 男

11.7%

16.4%

34.7%

63.9%

75.5%

4.1%

20.8%

49.9%

80.3%

83.2%

曝光职场不公

呼吁女性在社会中的话语权提升

取得更高的经济收入

增强技能，提高职场竞争力

加强各方面学习，完善自我

不同性别职场人为追求性别平等做过的努力

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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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7 成女性相信职场性别平等将更好，男性比女性更乐观 

   本次调研中，分别有 37.5%和 28.9%的女性相信职场性别平等“一定”或“也许”会更

好，总占比达 66.4%，低于男性的 74.8%。可见，大多数职场人相信职场性别平等正在向

好发展，男性比女性更加乐观。 

 

 
 

女性职场现状、职场性别平等持续受到社会关注，通过本次调研可以看出，女性正在通

过自身努力实现职场上更大的发展，不断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很多女性希望能够实现

事业和家庭兼顾。同时，女性期待企业与社会共同分担女性的生育压力，获得更公平的对待，

职场人对于性别平等的发展保持乐观的态度。 

3 月 8 日妇女节到来之际，恰逢全国“两会”召开。在此期间，“改善产假、陪产假及

育儿假规定”、“由国家财政承担延长产假的成本”、建议提升三胎家庭个税起征点”、“大力

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缓解生育女性职业发展矛盾”等提案建议备受瞩目。随着职场性别平

等在公众心目中重要性的提升，女性权益有望得到更好维护，男女平等进程也将由此推进。 

 

 

2.2%

2.8%

25.0%

49.8%

2.2%

6.4%

28.9%

37.5%

一定会变差

也许会变差

也许会更好

一定会更好

不同性别职场人对职场性别平等程度的预期

女 男

职途圈www.zhituquan.com

官方微信：zhituq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