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中国企业采购人员薪酬调查报告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于 2013年 4月~5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两个月

的企业采购人力资源绩效调查，调查问卷所收集的数据涵盖了通信、电子、汽车、

工业设备、能源、医药、流通商贸等多个行业的 299家企业，企业类型涉及国企、

民企以及外资企业等。采购人员的职位上至副总裁级别，下至采购专员，既有入

职 20 多年、具有丰富采购知识与实践经验的老者，也有初入职场的新手，调查

结果能相对充分地反映了中国东部地区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采购人力资源薪酬

绩效的现状。 

一、综述 

如图 1所示，本次调查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了采购经理职位，占到了 63.31%，

企业高管（采购总监以上级别）占到了近 14%的比例。 

 

                  图 1 采购人员职位类型 

从受访者公司所处的地域来看，北京、上海两大直辖市所占比重居多，比例

分别达到了 15.99%和 26.53%；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是很

快，在本次调查中来源于深圳的企业占比为 14.29%。从图 2很明显的可以看出，

受访企业主要集中在了东部沿海城市，中西部地区所占企业比例较少。由于东部

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有明显的区别，企业人力资源绩效水平有一定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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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受访企业区域分布 

从受访企业的类型上来看，本次调查的对象依旧是集中在外资企业，国有企

业、私营企业及其他类型的企业占比不足 40%。本文将重点分析外资企业在全球

经济形势低迷的大环境下人力资源绩效的水平状况。  

 

                           图 3 企业类型 

从受访企业所属的行业类型来看，工业设备行业独占鳌头，占到了四分之一

以上的比例，汽车、电子和高科技以及通信三大行业的比例旗鼓相当，均达到了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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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企业所属行业类型 

二、采购部门人员流失率分析 

本次的调查结果显示（图 5），根据 20/80 原则，大部分企业的离职率都在

20%以下，这说明 2012年企业内采购专业队伍基本稳定，企业内部人员流失的主

要是以下几方面原因： 

（1）企业内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比较合理的福利待遇，员工对收入报酬

的满意度低。 

（2）企业内没有能够让员工充分发挥积极性和智慧的平台，员工无法在工

作中看到努力的方向。 

（3）企业内管理水平较低，经营环境不良，没有形成一定的企业文化，员

工之间无法形成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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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人员流失率分析 

             

三、采购人员工作年限与薪资分析 

从图 6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采购经理工作年限在 6年以上，多数的采购

总监工作年限在 1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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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采购人员工作年限 

由图 6 知，在工作年限 1-5 年中，采购经理以及以下级别的人员占比较多，

从采购经理和采购经理以下级别人员的薪资对比中可以看出，采购经理以下级别

的人员薪资主要是集中在 15 万元以下，而采购经理的薪资水平就比较分散，集

中度不高。 

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采购人员对社会、行业信息的掌握越来越多，专业技

能水平逐渐提高，能够直接反映出来的便是薪资水平的变化。采购经理以下级别

人员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薪资水平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碍于职位较低，工作性

质所限，涨幅并不是很明显；采购经理通过多年采购实践经验的积累，已经具备

了一定的决策能力，成为采购团队的直接领导者，因此在薪资的涨幅上体现的比

较明显，薪资水平主要集中在 15-20 万，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群的薪资已超过 20

万；采购总监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是企业采购部门的关键领导者，是企业采购

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先进的采购战略能够促使企业在采购环节中实现成本的

节约，取得市场的竞争力优势。因此，采购总监在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薪资水平也比其他采购职位高出很多，具体如图 8所示。 

在采购这个职业中，决定个人薪资水平高低的因素除了工作年限之外，还有

职务层级。在图 8和图 9的对比中可以很明显看出，随着年限的增加，采购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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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薪资水平整体上来说变动不是很大，但是采购总监的薪资水平可以说是向前大

迈了一步，年薪 60万以上的人员占了多数。 

图 7 薪资对比图（工作年限 1-5年） 

 

图 8 薪资对比图（工作年限 6-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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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薪资对比图（工作年限 11-20 年） 

从企业性质上来看，国企的薪资水平相对较低，大部分集中在了 15万以下。

私企和外企的薪资水平比较分散，私企的平均水平在 15 万左右，外企的平均水

平在 20 万左右。 

 

                  图 10 不同企业性质的薪资水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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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购人员培训时间分析 

从图 11 中可以看出，目前企业还是很看重对员工的培训，无论是不断追求

创新的外企，还是处于相对保守的国企，基本都能保持为员工提供 9小时以上的

培训时间。俗话说，笨鸟先飞。初入职场的新手，若想快速的适应该职业发展所

需的要求，就应该不断的用知识充实自己，并将吸收的先进理念运用到实际工作

中去，如图 12 所示，采购经理以及以下级别的人员，在培训时间上明显的要多

于采购总监以上级别。换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即便是采购总监甚至副总裁，

要想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也要用知识来武装自己，加上多年实践的经验，只有

这样才能更好的领导整个团队，带动企业的发展。 

 

                      图 11 不同企业性质的培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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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不同职位的培训时间 

目前，各种各样的证书充斥着整个社会，即便如此，必须要承认某些证书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成为进入理想企业的敲门砖，尤其是欧美跨国企业，如壳牌在招

聘时将拥有 CPSM 证书的应聘者列入优先考虑的范围等。从调查的结果中来看，

绝大部分采购人员都具有证书，其中 CPM和 CPSM证书占到了多数。从图 14和图

15中可以看出，外资企业的采购人员拥有的 CPM和 CPSM 证书居多，而外资企业

主要坐落于北上广以及东部沿海城市，因此这些地区的采购人员拥有 CPM和 CPSM

证书的比例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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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受访者所获各类证书比例 

 

            图 14 不同性质企业获得 CPM和 CPSM证书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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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 各地区获得 CPM 和 CPSM证书的比例 

五、其他问题分析 

针对企业采购部门如何来构建个人职业发展道路问题，调查中涉及了五个等

级， 受访企业具体所处的级别如图 16 所示，至少有 70%的企业处于第三级（含）

以上水平，52.84%的企业已经认识到了构建个人职业发展道路问题的重要性，但

未能采取一定的行动。有 20%以上的企业已经主动开始借助激励措施来调动采购

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尽最大可能为企业留住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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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受访企业所处级别 

关于公司对采购部门员工进行绩效考核的问题，调查中涉及了五个等级，受

访企业具体所处的级别如图 17 所示，至少有 80%的企业处于第三级（含）以上

水平。有 56.57%的企业在绩效考核上实现了从基本采购结果记录到与供应商管

理、库存管理相结合的跨越；有 30%以上的企业在采购绩效考核上做的比较突出，

能够全方位的对采购部门员工进行绩效的考核。 

 

图 17 受访企业所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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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如何规范采购执行过程中的道德行为问题，调查中涉及了五个等

级，受访企业具体所处的级别如图 18 所示，至少有 90%的企业处于第三级（含）

以上水平。在采购执行过程中如何规范采购人员的道德行为，是一个比较敏感的

话题，也是企业从采购环节控制原材料质量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调查的结果

来看，超过半数的企业能够从预防层面做起，从采购人员的教育、防范机制的建

立以及监管团队的进入等方面展开采购人员道德行为的规范活动。 

 

图 18受访企业所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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