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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青年对单位组织的认知和评价 

 

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是中国社会在制度和结构上

两个层面超越传统社会的重要体现。建国后的长时期里，出现了一个“单位办社会”的过程，单位（指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全民和集体企业）成为了“微型社会”，承担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职能，

是个人获取各种资源的最主要甚至唯一渠道，因而对个人具有重要影响力，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

“个人对单位的依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首先从形态上说，单位的类型和主要特征发生了一定变

化，有别于传统类型的单位——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单位大量涌现，而且人们就业形式开始多样

化。其次，在社会中单位对资源的掌握和分配虽然仍是主流，但也逐渐增添了多种渠道，许多资源不一

定需要单位的分配，可以通过市场或社区等其他方式获得。第三，单位对青年而言，从原来对青年有着

全方位的影响，逐步表现在工作层面上，而不再成为青年的精神和生活双重层面。所以，有学者认为，

“单位”对个人的影响和控制力减弱。但是，工作单位（包括“单位”和非单位）目前仍是大多数个人

获得货币收入和各种福利的主要渠道，对个人具有重要影响，青年的工作乃至生活都与单位息息相关，

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重新单位化”的说法。同时单位作为联系国家和个人的主要中间组织形式，在当

今社会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不同青年的货币收入差别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最明显的变化是单位体

制的松动。当代的职业青年已经慢慢淡化了个人对单位的依附关系，逐步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

变。但是单位制在逐步松动的同时，在市场化进程中重新找到积聚的力量和方式。越来越多的迹象表

明，单位盛，则个人生活趋于富足；单位衰，个人生活则趋于拮据。工作于不同的单位，直接导致了青

年在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巨大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不是依照学历、知识、能力甚至阶层作

为衡量社会差异的指标，而是以工作单位的不同作为最终的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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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不同工作单位性质青年的月平均收入情况（元） 

 

表2.2    不同行业青年的月平均收入情况（元） 

 

表2.1和表2.2显示了上海职业青年平均月收入为1676.47元。以所在工作单位的性质区分，在三资企

业工作的青年的平均月收入最高，为2643.38元；其次为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工作的青年，

平均月收入为1756.42元；第三位是在混和所有制企业工作的青年，平均月收入为1668.42元。以工作单

位所在行业区分，则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工作的青年的月平均收入最高，为2721.83元；其次为

在金融保险业工作的青年，月平均收入为1976.36元；第三为在工业工作的青年，月平均收入为1952.56

元。 

 

  月平均收入 

三资企业 2643.38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1756.42

其他混合所有制企业 1668.42

国有企业 1638.13

集体企业 1496.00

私营企业 1059.87

个体工商户 1033.33

  月平均收入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2721.83

金融保险业 1976.36

工业 1952.56

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 1735.41

教育、文艺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1733.45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1704.02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1634.00

房地产业 1620.00

建筑业 1568.73

公共服务或居民服务 1316.09

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 892.06



表2.3    不同工作单位性质的青年对收入的满意度（%） 

 

表2.4    不同行业的青年对收入的满意度（%） 

 

调查显示，上海职业青年对自己收入的满意程度较为一般，表示十分满意和满意的为9.7%，一般的

为45.6%，而有31.9%和7.9%的青年表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交互分析发现，所在工作单位性质不同的青

年在收入满意程度上的差异显著。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工作的青年对自己收入的满意度相

对较高，十分满意和满意的占18.1%；而在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单位工作的青年

的满意度相对更低，表示十分满意和满意的仅为5.9%。从行业看，在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工作的青年对

收入的满意度仍相对较高，十分满意和满意的占19.2%；而月平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

术服务业工作的青年，对自己收入十分满意和满意的占10.3%，处中上水平；金融保险业则仅为5.5%。调

查表明，月收入高的青年并不能直接导致对工作的满意度高，但是，月收入低的青年一般对工作的满意

度都不高。 

工作单位所能提供的货币收入，以及个人对此的主观满意程度将影响着个人对工作单位的依附程

度。交互分析发现，对自己收入越满意的职业青年，不想跳槽的比例就越高，想跳槽的比例一般也越

低。对自己收入十分满意和满意的职业青年，没有想过跳槽的分别为76.9%和68.8%；而对自己收入很不

满意和不满意的职业青年，经常想跳槽的分别占了32.7%和20.0%。 

 

  十分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1.2 16.9 47.7 28.9 5.4

国有和集体企业 0.5 7.1 45.8 35.7 10.8

三资、私营和其他混合所有制企业 1.5 4.4 52.1 34.9 7.1

  十分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工业 0.7 9.5 41.4 37.5 10.9

建筑业 1.9 3.7 41.5 37.7 13.2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 0.5 7.1 50.8 31.1 10.4

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 1.5 4.6 59.5 26.7 7.6

金融保险业   5.5 49.1 40.0  

房地产业     60.0 40.0  

公共服务或居民服务业 2.5 11.1 49.4 29.6 7.4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12.5 50.0 33.7 4.2

教育、文艺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1.4 7.9 40.3 40.3 10.1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10.3 38.2 42.6 8.8

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 0.9 18.4 54.3 22.9 3.6



表2.5    不同收入满意度与个人对单位的依附程度 

 

从工作单位性质看，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工作的青年（对自己收入满意度相对较高）

没有想过跳槽的比例最高，为45.8%；个体工商户中有三分之一的青年经常想跳槽，这与他们的收入有较

大的相关性。有意思的是，月平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在三资企业工作的青年没有想过跳槽的比例相对较

低，仅为28.1%。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了受教育程度后，上述关系有所变化。对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的

青年而言，其所在工作单位的性质与其最近有没有想过跳槽的关系不显著。因此，受教育程度是在考察

职业青年对工作单位依附情况时需要分析的一个重要条件。从行业看，在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工作的青

年没有想过跳槽的比例同样最高，为51.8%；而月平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工

作的青年，没有想过跳槽的比例仅为24.6%。 

 

表2.6    不同工作单位性质与个人对单位的依附程度 

 

二、不同青年的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状况 

单位对青年的物质给予不仅表现在货币收入上，还体现在一些社会保险和福利状况上。调查显示，

大多数上海职业青年所在工作单位为他们交纳了社会保险金和公积金，其中按时足额交纳医疗、养老和

失业保险金以及公积金的比例分别是84.7%、85.1%、82.2%和79.9%。从工作单位性质看，国有和集体企

  最近想过跳槽吗？（%） 

收入满意程度 经常想 有时会想 没有想过 

很不满意 32.7 54.0 13.3

不满意 20.0 62.1 17.9

一般 5.4 53.2 41.4

满意 3.2 28.0 68.8

十分满意 7.7 15.4 76.9

  最近想过跳槽吗？（%） 

工作单位性质 经常想 有时会想 没有想过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7.7 46.5 45.8

国有企业 14.0 56.5 29.5

集体企业 8.3 54.2 37.5

私营企业 15.1 56.8 28.1

个体工商户 33.3 33.3 33.3

三资企业 13.2 58.8 28.1

其他混合所有制企业 17.1 57.1 25.7



业、三资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混合所有制企业综合交纳的情况较好，而个体工商户

和私营企业交纳的情况较差。 

 

表2.7    不同工作单位性质的“四金”综合交纳情况 

 

交互分析进一步发现，所在工作单位“四金”综合交纳情况越好，青年没有想过跳槽的比例一般也

越低。“四金”交纳情况好的工作单位的青年，没有想过跳槽的比例为34.3%。不过，控制受教育程度

后，上述关系有所变化。对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青年而言，其所在工作单位交纳“四金”的情况

与其最近有没有想过跳槽的关系不显著。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仍有36.4%的青年当工作单位交纳

“四金”情况差时没有想过跳槽。因为这部分青年拥有较少的人力资本，跳槽可能有些力不从心。此

外，调查显示，工作稳定已成为工作单位最吸引青年的因素（51.0%），具有发展空间（18.0%）是单位

吸引青年的第二因素，而只有1.9%和1.7%的青年选择了单位的收入水平高和较好的福利待遇为最吸引自

己的因素。调查表明，在现代社会职业变动较大的背景下，青年更看重的是工作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

性。 

 

表2.8    工作单位交纳“四金”情况与个人对单位的依附程度 

 

有恒产者有恒心，住房一直是青年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影响青年对单位的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调查显示，70.6%的青年的所在工作单位没有向其提供过住房或补贴（福利分房或货币分房）；对工作单

位住房分配政策十分满意和满意的青年只占18.1%。交互分析发现，工作单位近期会提供或已提供住房的

青年没有想过跳槽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43.1%和39.8%；对住房分配政策满意度越高，没有想过跳槽

的比例一般也越高，对住房分配政策十分满意和满意的青年没有想过跳槽的比例分别是50.0%和68.4%。 

  好（6-8分） 一般（3-5分） 差（0-2分）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90.9 1.8 8.2

国有企业 96.4 2.6 1.0

集体企业 95.5 4.5  

私营企业 45.1 4.1 50.8

个体工商户 33.3   66.7

三资企业 91.7 2.8 5.5

其他混合所有制企业 90.9 3.0 6.1

  最近想过跳槽吗？（%） 

工作单位交纳“四金”情况 经常想 有时会想 没有想过 

好 12.2 53.5 34.3

一般 34.3 46.9 18.8

差 9.1 54.5 36.4



 

表2.9    工作单位提供住房情况与个人对单位依附的程度 

 

调查显示，工作单位在不同程度上为青年提供了各种职业福利，如，43.8%的工作单位提供了各类津

贴和补贴。此外还有，培训进修，39.4%；带薪休假，36.5%；旅游休养，23.7%；商业补充保险，9.7%。

青年对工作单位提供的职业福利十分满意和满意的占14.6%，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23.9%。交互分析发

现，工作单位提供的职业福利越好，青年没有想过跳槽的比例就越高；青年对工作单位提供的职业福利

越满意，没有想过跳槽的比例就越高。     

表2.10    工作单位提供职业福利情况与个人对单位依附的程度 

  最近想过跳槽吗？（%） 

工作单位提供住房情况 经常想 有时会想 没有想过 

没有 13.0 55.2 31.9

近期会提供 4.2 52.8 43.1

已提供 10.8 49.4 39.8

对住房分配政策满意度      

十分满意   50.0 50.0

满意 3.5 28.1 68.4

一般 9.0 53.3 37.7

不满意 16.9 58.5 24.6

很不满意 25.0 62.5 12.5

  最近想过跳槽吗？（%） 

工作单位提供职业福利的情况 经常想 有时会想 没有想过 

好 7.6 46.2 46.2

一般 8.0 54.6 37.4

差 16.0 53.7 30.3

对职业福利满意度      

十分满意 7.7 7.7 84.6

满意 4.1 32.7 63.3

一般 7.7 58.1 34.2

不满意 25.3 57.9 16.8

很不满意 43.3 48.3 8.3



 

三、不同青年对工作和单位的满意度 

上海职业青年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趋于一般，“十分满意”和“满意”的占23.8%，“一般”占

59.9%，“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13.4%。以所在工作单位性质分，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工作的青年的满意度最高，“十分满意”和“满意”的占36.7%；以工作单位所在行业分，在党政机

关和社会团体工作的青年的满意度最高，“十分满意”和“满意”的占39.8%，其次为在教育、文艺及广

播、电影、电视业工作的青年（32.6%），再次为在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工作的青年（24.0%）；以

青年的文化程度分，一般学历越高，对工作的满意度也相对越高。 

 

表2.11    不同工作单位性质青年的工作满意度（%） 

 

表2.12    不同文化程度青年的工作满意度（%） 

 

交互发现，对月收入和单位职业福利的满意度是影响上海职业青年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月收入

满意度越高，一般对工作满意度也越高，如，在对自己月收入十分满意的青年中，有77.0%对自己的工作

“十分满意”和“满意”。同样，对单位职业福利越满意，一般对工作的满意度也越高，如，在对单位

职业福利十分满意的青年中，有84.6%对自己的工作“十分满意”和“满意”。反之，对自己月收入很不

满意的青年中，有44.8%对自己的工作也“很不满意”和“不满意”；对单位职业福利不满意的青年，一

般对工作的满意度也不高。 

 

表2.13    不同月收入和单位职业福利的青年对工作的满意度（%） 

  十分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3.8 32.9 55.2 6.7 1.4

国有和集体企业 1.0 18.5 64.7 12.5 3.4

私营、三资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及个体

工商户 

0.6 19.6 63.5 14.6 1.8

  十分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高中及以下 2.2 17.7 65.5 12.1 2.5

大学专科 1.2 24.4 61.8 9.4 3.3

大学本科 1.1 26.6 58.5 11.8 2.1

研究生及以上 7.0 19.3 56.1 17.5  

  十分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很不满意 

对月收入的看法          

十分满意 38.5 38.5 23.1    

满意 10.2 69.3 18.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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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分析还发现，对月收入越满意，最近没有想过跳槽的比例越高，这个趋势十分明显。对工作十

分满意的青年，有70.8%最近没有想过跳槽；而这个比例在对工作很不满意的青年中仅为2.9%，相反，

74.3%的对工作很不满意的青年最近经常想跳槽。 

 

表2.14    工作满意度与个人对单位依附的程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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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0.5 26.7 68.6 4.1 0.2

不满意 0.2 8.4 67.6 21.6 2.2

很不满意 1.8 3.5 50.0 24.6 20.2

对单位职业福利的看法          

十分满意 61.5 23.1 15.4    

满意 4.6 59.4 34.0 2.0  

一般 0.4 21.6 71.5 6.0 0.5

不满意 0.4 5.4 60.1 29.3 4.7

很不满意 3.2   37.1 30.6 29.0

  最近想过跳槽吗？（%） 

工作满意度 经常想 有时会想 没有想过 

十分满意 16.7 12.5 70.8

满意 1.9 29.7 68.5

一般 7.6 65.1 27.3

不满意 43.7 49.4 7.0

很不满意 74.3 22.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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