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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受访者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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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调查总结
•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人们面临的工作和家庭责任成倍增加，女性承受的压力格外巨大。许多女性处于崩溃边缘，离开职场的女性数量创历史新高。在为女性提供了必要支持
的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均有提升，这些企业的员工留存率往往也会更高。我们的研究分析了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切实进展的企业的特征，并总结了这方面的方法经
验。

• 以下内容分析了中国女性如何在一些关键领域脱颖而出。我们针对500位中国女性展开调查，并综合种族、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多项因素对反馈结果进行评估。

职场女性：全球展望

全球调查主要发现

新冠疫情对职场女性造成了负面影响。

如今，只有不到一半的女性将工作满意度、积极性和工
作效率评定为“良好”，而疫情之前持这一态度的女性
比例约为四分之三。

近四分之一（23%）的受访者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她
们正考虑离职或有可能会离职。

疫情期间的职场文化对女性并不有利。

仅有39%的女性认为所在企业在疫情期间为女性员工提供了充分的支持。不到25%的女性（22%）表示所在企业让她们能够清晰划分工作和个人时间。63%的女性表
示所在企业以她们的在线时长为评估标准，而非工作的产出质量。超过半数（52%）的受访者在过去12个月经历过非包容性的对待；约25%的女性因担心职业发展
受到影响，而并未报告相关情况。

大部分企业可以为女性提供更多帮助。

部分受访女性对以下三项表述表示赞同，这表明她们所在的企业具有包容和高信任度的文化，女性能够得到重视并获得支持。我们将这一类企业称为“性别平等领先
者”（占全球调查对象的4%），并将未能满足以下三项标准的企业称为“滞后企业”（占全球调查对象的31%）。

我敢于报告非包容性的行为，不会担心
遭到报复

在企业的支持下，我能够平衡工作和其
他事宜

我对自己当前的职业发展速度感到满意



75% 25%40% 43% 17%

10% 14% 31% 45%

7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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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女性：全球展望

国别分析

受访者信息 企业信息

感情状态

是否育有子女？

雇佣状况

职务/级别

行业领域

年度全球总营收
否 是否 是，1个 是，>1个

*注：对中国受访者，我们未询问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问题。

全职员工 兼职员工*

*注：兼职员工包括临时工

C级别高管 C-1级别 C-2级别 非管理层

是否需要照料亲属？

中国500位受访者

年龄

61%

22%

10% 8%

已婚/同居 单身 恋爱 离异/分居

19% 16%
47%

18%

2.5-5亿美元 5.01-9.99亿美元 10-50亿美元 超过50亿美元

13% 12% 12%
10% 10% 10% 9% 9% 9% 8%

18-25 26-37 38-54 55-64

15% 26% 4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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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严重影响了女性的工作满意度和身心健康

• 疫情之前，76%的中国女性将工作满意度评定为“良好”；如今仅有49%的受访者持这一态度。
• 女性的工作与生活平衡亦受到影响。疫情之前，69%的受访者表示她们能够良好或非常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36%。
• 女性的身心健康也在疫情期间受到了负面影响。疫情之前，69%的中国女性将她们的心理健康评定为良好或非常好；而如今仅有36%的受访者持这一态度。

您如何评价自己在疫情之前的生活？（仅中国受访者）

您如何评价自己如今的生活？（仅中国受访者）

职场女性：全球展望

76% 76% 74% 72% 69% 69% 68% 65%

7% 4% 7% 4%
13% 8% 10% 6%

工作满意度 工作效率 工作积极性 对雇主的忠诚度 心理健康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身体健康 享有不受工作打扰的个人时间

良好/非常好

较差/非常差

49% 55% 55%
66%

39% 36%
48% 49%

29% 24% 27%
20%

38% 39%
28% 24%

工作满意度 工作效率 工作积极性 对雇主的忠诚度 心理健康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身体健康 享有不受工作打扰的个人时间

良好/非常好

较差/非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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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表示疫情期间所在企业并未向她们提供充分的支持

• 37%的中国女性表示，新冠疫情爆发后，所在企业为女性员工提供了充分的支持。
• 与此同时，三分之一（34%）的中国女性表示她们对自己目前的职业发展速度并不满意。这一比例比全球平均水平低八个百分点。照料家人/ 家庭责任（28%）和心理健康问题
（25%）被认为是阻碍她们职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注：“可多选”

职场女性：全球展望

赞同以下表述的受访者比例
您的职业发展速度不尽如人意或您认为自己的职业前景不如疫情之前乐观的原因是什么？*（前五大原因）

新冠疫情爆发后，公司在支持女
性发展方面给予了充分的投入
全球比例为39%

我对自己当前的职业发展速度并
不满意
全球比例为42%

28%
25% 25% 24%

18%

34%

29%

23% 22%

16%

中国 全球

37%

34%

*注：仅针对“对自己当前的职业发展速度并不满意”的女性 ；数量=中国170 / 数量=全球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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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认为自己如今的职业前景不如疫情之前乐观

• 42%的中国女性认为自己如今的职业发展前景不如疫情之前乐观，全球调查中的这一比例为51%。
• 此外，有16%的受访者正在考虑离职。
• 工作量增加（44%）以及工资或工作时间减少（25%）是中国女性考虑离职的两大主要原因。

职场女性：全球展望

受疫情影响而考虑离
职的受访中国女性比
例

受访者考虑离职的主要原因*：

vs. 
认为自己如今的职业
前景不如疫情之前乐
观的受访中国女性比
例

vs. 

44%

25%
17%

12%

1%

37%

25% 23%
14%

1%

疫情导致我的工作量增加，这对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 疫情导致我的工作时间/工资减少，从经济角度来说，我没有继续工作的理由 新冠疫情导致我照料家人的责任增加，我无法有效兼顾自己的工作 新冠疫情导致我的工作任务增加，我无法有效兼顾照料家人的责任 其他

中国 全球

42% 23%16%

*注：仅针对“正在考虑离职”的女性；数量=中国81 / 数量=全球1152

51%



21% 27%

©  2021。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有限公司。

女性承担了主要的家庭照料责任
• 受访的10个中国女性中就有六个（61%）表示她们承担了主要的家务责任。五分之一（20%）的受访女性承担了除子女外其他家属的主要照顾责任；超过三分之一（35%）的
受访者在子女照顾方面承担了主要责任。承担了主要家庭照料责任的受访者中，有30%的人表示她们是唯一可以抽身照料家庭的人；另外有15%的受访者表示她们的伴侣工作
安排不灵活。

• 五分之一（21%）的中国女性表示，待环境安全后，她们回到办公室上班的可能性比她们的伴侣低；全球受访者的这一比例为27%。

*注：“可多选”

赞同以下表述的受访者比例：

职场女性：全球展望

家务及/或家庭照料以及照顾家属的责任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原因：

在我家，除子女外其他家属（如年
长亲属）的照顾责任主要由我承担
全球比例为23%

在我家，我在家务和家庭照料方面
承担了主要责任
全球比例为66%

在我家主要由我照料子女
全球比例为38%

中国 全球

7

表示待环境安全后，自己回到办公室上班的可能性比配偶低的女性比例

30%

22%
18% 17% 17% 15% 14%

7%

35%

20% 22% 22% 20%

11% 13%
7%

中国 全球
*注：仅针对表示在家务及/或家庭照料以及照顾家属方面承担了主要责任的女性。数量=中国169 / 数量=全球1960

20%

6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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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工作负担加重，而仅少数企业重视女性员工心理健康问题
• 近四分之三（74%）的中国女性表示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其工作量有所增加。50%的女性表示其家务负担亦有所加重。
• 不出意料，过去一年中国女性在追求个人爱好和提升与家人及朋友之间关系质量方面所花费的时间有所减少。
• 仅24%的女性表示所在企业增加了灵活工作的机会，以助力缓解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一比例低于全球30%的平均水平。

就以下层面而言，自新冠疫情爆发后您的生活发生了何种程度的改变（如有）？
（仅中国受访者）

您所在企业有否采取以下措施，以帮助员工缓解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比例最高
的五大措施）

职场女性 ：全球展望

74%

50%

31%

20%

19%

17%

17%

15%

3%

19%

9%

1%

19%

41%

44%

32%

提升 降低

25% 24%
22%

20% 19%

22%

30%

22% 22%

14%

中国 全球

我的工作量（有偿就业）

完成家务/家庭照料事务所花费的时间

照顾子女所花费的时间

照顾其他家属所花费的时间

我与子女的关系质量

我与朋友的关系质量

追求个人爱好和兴趣所拥有的时间

我与伴侣的关系质量

复核及/或重新
设定了我的工作
目标，以确保这
些目标在当前情
况下的合理性

增加了临时工作
的机会

明确了清晰的
工作时间界限

提供了额外的
经济支持

安排了无薪休
假以调整适应
新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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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性员工提供充足假期和健康支持的企业不足半数
• 中国的企业可采取更多措施在疫情期间及之后为女性员工提供支持。仅40%的中国受访者表示所在企业提供高于法律规定水平的产假，而全球范围内这一比例为47%。仅17%的
企业提供了相关资源以支持员工的身心健康，较全球平均水平低四个百分点；同时，仅15%的企业提供高于法律规定水平的陪产假，较全球平均水平低三个百分点。

• 仅34%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企业建立了清晰的歧视和骚扰举报流程，同时仅30%的企业为举报歧视的员工制定了免遭报复政策。
• 中国在多个方面领先于全球平均水平，包括提供性别薪酬审计（中国30%，全球23%，领先七个百分点）、方便照护家庭的灵活工作机会（中国24%，全球19%）以及高于法律
规定水平的休假津贴（中国24%，全球20%）。

就您所知，您所在企业实施了以下何种措施（如有）？

*注：可多选

职场女性 ：全球展望

13%

18%

21%

8%

22%

23%

22%

19%

20%

19%

28%

30%

23%

30%

31%

47%

11%

15%

17%

17%

21%

23%

23%

23%

24%

24%

28%

30%

30%

33%

34%

40%

儿童照护支持（包括紧急照护支持）

高于法律规定水平的陪产假

用以支持员工身心健康的相关资源

带薪家庭照护假期

针对女性员工的正式导师辅导计划

针对所有员工的无意识偏见培训

女性员工的发展机会

岗位晋升的性别目标

高于法律规定水平的休假津贴

方便照护家庭的灵活工作机会

特别设计以女性为目标的招聘实践

针对所有员工的灵活工作机会

性别薪酬审计

保护举报歧视和骚扰的员工的免遭报复政策

清晰的歧视和骚扰举报流程

高于法律规定水平的产假

中国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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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能平衡工作和生活，大多数女性正考虑离职

• 大多数（56%）中国受访女性表示会在公司继续工作两年或更短时间，21%的受访者计划在公司继续工作两至五年，仅3%的受访者计划在公司继续工作超过五年。
• 女性离职的首要原因是不认同企业的目标或价值观（中国18% vs.全球15%），其次是不能平衡工作和生活（14%）。

基于当前情况，你期望为公司继续工作多长时间？

以下哪个原因可能使你考虑离职？（选择最多的前七项）

职场女性：全球展望

2%

4%

13%

37%

21%

3%

3%

6%

15%

36%

19%

4%

预计将停职/失业

我正在寻求其他公司的工作机会

1年以内

1-2年

2-5年

超过5年

中国 全球

18%
14% 13% 12% 11% 11% 11%

15%

28%

14% 12%
17%

12% 12%

不认同目标或价值观 不能平衡工作和生活 家庭照护压力增加 工作无趣/无意义 福利过少/薪酬过低 无职业发展机会 缺少学习和发展机会

中国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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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表示劳累过度将影响其与所在企业的关系

• 37%的中国女性表示改变或缩短工作时间会影响其与所在企业的关系，而全球平均水平为45%。
• 61%已经缩短工作时间的中国女性表示感到劳累过度，高出全球平均水平九个百分点。她们认为晋升机会减少（22%）、职权变小（20%）。

新冠疫情爆发后，若您必须为承担照护责任而缩短/改变工作时间，这是否会影响您与所在企业的关系？

改变工作时间如何影响你与所在企业的关系？

职场女性：全球展望

中国

赞同

45%

全球

赞同

vs. 

*注：仅针对表示因改变或者缩短工作时间，与所在企业关系受到不良影响的女性；数量=中国183 / 数量=全球2237

61%

22% 20% 14% 13% 11% 9%

52%

22% 22% 20% 15% 13% 10%

感到劳累过度 晋升机会减少 职权变小 被分配更无趣/没挑战性的工作 同事对我的尊重减少 经理对我的尊重减少 我正考虑离职

中国 全球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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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职业发展受到不良影响，女性需要保持“随时在线”的状态

在表示难以享有不受工作打扰的个人时间的受访者中，有以下担忧的受访者占比：

职场女性：全球展望

*注：“可多选”；仅针对表示难以享有不受工作打扰的个人时间的女性；数量=中国120 / 数量=全球1535

46%
43%

40%

20% 18% 16%
13%

10% 9%
4%

52%

33% 33%

20% 21%
15%

9%
15% 13%

4%

中国 全球

• 46%的女性表示难以享有不受工作打扰的个人时间，如果不保持“随时在线”的状态，职业发展或受不良影响。
• 43%的女性担心被排除在重要会议或项目之外，而全球平均水平仅为33%。此外，40%的女性担心企业对其关注减少，而全球平均水平为33%。

职业发展受
到不良影响

被排除在重要会
议或项目之外

企业对我关注
减少

团队中参与加
班的其他成员
工作量增加

在我不能工作
的时间里，我
可能拖团队的

后腿

我需要在个人
事务与职业发
展之间做出抉

择

我可能需要考
虑应暂时离开
职场或完全离

开职场

团队里能够在
非工作时间接
电话/工作的
成员拥有职业

优势

我能被迫去其
他公司寻找不
要求加班的工

作

无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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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半女性在职场经历过非包容性的对待

• 过去12个月，中国过半女性在职场经历过非包容性的对待，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8%）。
• 过去一年，女性最常经历的两种情况：被以不专业的方式称呼（9%）、获得的职业发展机会不如男性同事多（9%）。
• 8%的中国女性表示曾被资历较深的同事轻视。

职场女性：全球展望

过去12个月曾经遭遇轻度冒犯的女性：

中国

过去12个月，在遭遇轻度冒犯的女性中，经历过以下职场非包容性的对待的女性占比（前十种非包容性的对待）

9% 9% 8% 7% 7% 6% 6% 6% 5% 5%

10% 9% 8% 8%
6%

10%
8%

6% 6% 6%

中国 全球

全球

*注：“可多选”

被以不专业或
不尊重的方式

称呼

获得的职业
发展机会不
如男性同事

多

被资历较深的同
事轻视

较男性同事，
与经理一对一
沟通的时间更

少

外貌遭到评论 判断受到质
疑

较男性同事，
在会议中的发
言机会更少

面临有关性特
征的恶意评论

或玩笑

因为照料家庭
而被议论

在社交中被排
斥

50% 58%

中国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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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大多数中国女性不会报告非包容性的行为
• 53%的中国女性选择不报告她们所经历的这类行为，而全球平均水平为57%。其中22%的受访者因为感到难堪而不报告（全球平均水平仅为16%）。18%的受访者担心上报该类
事件可能对其职业发展有不良影响，17%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必要报告这类行为。

• 通过正式渠道报告此类行为的女性确实看到了积极的结果。83%报告该类行为的女性对企业的应对措施表示满意，而全球平均水平为80%。

不报告此类行为的原因：你是否通过正式渠道报告此类行
为？

你是否满意企业针对相关事件采取
的响应措施？

职场女性：全球展望

选择不报告
的中国受访
者比例
相比全球平
均水平

57%

表示满意的
中国受访者
比例
相比全球平
均水平

80%

22%

18% 17%
15% 14%

12% 11%
9%

7% 7% 7%

16%

25%
23%

14% 13%
15%

10% 9%
11% 10%

6%

中国 全球

5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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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认为企业应加大力度推动性别多样化

• 15%的中国女性表示所在企业领导团队倡导性别多样化。
• 12%的中国女性表示所在企业会定期宣传性别多样化的重要意义。
• 仅8%的中国女性表示所在企业通过实际行动推动性别多样化，这一比例接近全球平均水平（7%）。

职场女性：全球展望

同意以下表述的受访者占比

表示所在企业领导团队
倡导性别多样化的中国
受访女性比例

18%

vs. 

表示所在企业领导团队会
定期宣传性别多样化重要
意义的中国受访女性比例

11%

vs. 

表示所在企业通过实际
行动践行性别多样化承
诺的中国女性比例

7%

vs. 

15% 12% 8%



一小部分“性别平等领先者”致力于发展对女性包容和高度信任的文化

• 4%的全球调查样本（约200名受访者）所在企业在支持女性方面的表现一直遥遥领先。以女性员工赞同以下三种表述为前提，我们在中国和全球调查样本中找出“领先者”。
• 相比之下，31%的全球调查样本就职于“滞后企业”，这类企业未采取以下三种行动，且未发展高度信任的包容性文化。

职场女性：全球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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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企业可采取更多措施为女性提供帮助

我们发现有一部分女性赞同以下三种表述，她们表示女性在高度信任的包容性文化中得到重视并获得支持。

相比不赞同以上三种表述的女性，赞同以上三种表述的女性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心理健康、工作满意度、积极性以及工作效率。她们计划在公司继续工作更长时间。我们称这部分
企业为“性别平等领先者”。

我敢于报告非包容性的行为，不担心遭
到报复

在企业的支持下，我能够平衡工作与其
他事宜

我对自己当前的职业发展速度感到满意

细分中国的“性别平等领先者”和“滞后企业”：

性别平等领先者数量 滞后企业数量中国受访者数量

500 22 119



“性别平等领先者”更有可能采取支持女性的举措
• 相比“滞后企业”，“性别平等领先者”更有可能增加灵活工作的机会，明确工作时间，并在疫情期间安排带薪休假。
• 近五分之一的“滞后企业”未采取任何措施以改善女性心理健康。

职场女性：全球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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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公司已采取如下措施，以缓解疫情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影响的受访者占比

52%

38% 36% 35%
32% 32%

25%
22% 20%

3%

16%

10%
7%

27%
32%

22%

14% 13% 12%

19%

性别平等领导者 滞后企业

增加灵活工
作的机会

明确工作时间 安排带薪休假，
以适应新的工作

方式

增加改善心理
健康的资源

定期与直属上
司沟通，确保
保持良好工作

状态

提供额外的
经济支持

复核以及/或
者重新设定目
标，确保目标
符合当前实际

情况

安排无薪休
假，以适应新
的工作方式

提供居家学习
资源

无



企业通过在管理层践行性别平等理念，推动职场性别平等
• 32%的中国女性表示为推动职场性别平等，公司应该坚持在管理层践行性别平等的目标。
• 此外，30%的中国女性希望企业审查招聘流程，而29%的受访者希望企业能够改变“出勤主义”文化（以线上或线下工作时长为评估标准，而非工作的产出质量）。
• 企业支持女性职业发展的最好办法是提供更多资源（16%），其次是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14%）。

职场女性：全球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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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企业应如何促进职场性别平等？（比例最高的五大举措）

除涨薪以外，企业支持女性职业发展并确保员工长期留在公司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比例最高的五大方法）

32%
30% 29% 29%

27%

32%

27%
29% 29% 29%

坚持在管理层践行性别平等的目标 审查招聘流程 改变“出勤主义”文化 为女性提供学习机会 培养多元、包容的文化

中国 全球

16%
14%

11%
9% 8%

15%
11% 11%

8% 9%

提供更多资源 提供更好的学习发展机会 提供更好的育儿支持 提供更好的资源 提供灵活工作的选择

中国 全球



Deloitte（“德勤”）泛指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以及其全球成员所网络和它们的关联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 ”）。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
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相互之间不因第三方而承担任何责任或约束对方。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仅对自身行为及遗漏承担责任，而对相互的行为
及遗漏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德勤有限公司并不向客户提供服务。请参阅 www.deloitte.com/cn/about 了解更多信息。

本通讯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全球成员所网络或它们的关联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可能影响您的财务或
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我们并未对本通讯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陈述、保证或承诺。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关联机构、员工或代理方均不对任何方因使用本通讯而直接或间接
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

©  2021。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