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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 年 7 月-10 月，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正式发起了中国上市公 司管理

调研，调研的主题以北大纵横独有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战略三角形，以 企业

战略、管理、运营的实际情况为核心展开，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年中国上市公司

的管理趋势。 

调研问卷的发放对象为企业工作人员。为体现调研问卷的广泛代表性，我们 

扩大了调研范围，共覆盖 1324 家上市公司（截止 2011 年底中国共有 2342 家上 

市公司），抽样覆盖率 56.5%。 

中国上市公司管理调研将成为我们的一个专业产品，每年度一期，共同研究 

分析大家关心的问题，更多掌握行业发展态势，为政府及相关机构、广大的上市 

公司和客户服务。 

 

本白皮书仅为摘要版，如有需要各行业、各地区等分类数据，请致电北大纵 

横咨询。 

电话：010-82861188、400-620-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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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2 年北大纵横中国上市公司管理白皮书概述 

 
本次调研活动从 2012 年 7 月 24 日正式开始，至 2012 年 10 月 22 日结束， 

历时近 3 个月。调研范围主要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线城市为中心，向全 

国进行辐射，点面结合向目标客户的发放调研问卷，共计回收问卷 2381 份，其 

中有效问卷 2003 份，问卷有效率 84%。 

为体现调研样本的广泛代表性，除重点选择了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企 

业参与调研，包括万科、中联重科、格力电器、五粮液、苏宁电器等知名企业， 

还包括了一些处于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 

本次调研的重点是战略及管理相关问题，包括企业高层者关心的战略合理性、 

认同度、组织氛围、组织沟通、绩效考核、员工忠诚度、员工流动等指标。 

 

 

（一）参与调研企业背景概述 
 
 

 

本次调研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主导企业占的比重几乎相当，两者合计达 

到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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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各 CSRC 行业均有涉及，其中机械、设备、仪表行业占比最多，为 

18.7%。 

 

 

（二）受访人员信息 

 

1．职位 
 
 

 

7 成五的受访者在公司任职高层及中层管理者，对企业的整体运营情况比较 

熟悉，引起调研结果有较高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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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龄 
 
 

 

大部分受访者在公司任职超过 2 年，因此调研结果有较高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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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环境分析 

（一）宏观环境与企业管理的关系 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采购经理人指数是未来经

济发展的指向标，能够反映消费 

者收入预期和宏观经济发展趋势。 失业率是反映劳动力供需关系的一个较直观

的指标，失业率下降意味着经济 

向好。 

 
1．国内生产总值（GDP） 

 

 

 

 

 

 

 

 

 

 

 

 

 

 
在国际国内不利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保持惯性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已经 

明显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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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货膨胀分析（CPI、PPI） 

 

 

 

 

 

 

 

 

 

 

 

 

 

 
2012 年以来，CPI、PPI 同步回落，其中 CPI 已经降低到 5%以内，通胀有转 

向通缩的危险。PPI 已经成为复制，作为一个领先指标，PPI 的转负预示着未来一 

段时间经济可能发生通缩。 

 
3．消费者信心指数（CCI） 

 

 

 

 

 

 

 

 

 

 

 

 

 

 
消费者信心指数保持平稳波动，显示民众对未来经济发展谨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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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自 2011 年下半年以来，采购经理人指数向下探底，显示企业界对未来的经 

济发展并不看好。 

总之，在国际国内双重压力下，2011  年以来经济已经由过热转为变冷，虽 

然 GDP 保持惯性增值，但是各项指标显示未来的经济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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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研成果展现 

（一）调研成果分析框架 构建本次调查问卷的理论基础——北大纵横企业核心

竞争力“金字塔”模型 

战略、人本、文化可以被看成三面体的企业管理金字塔，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三 

驾马车。战略的高端是愿景、文化的高端是价值观、人本的高端是使命，它们构 

成了金字塔的顶部。这三驾马车形成坚固的铁三角，支撑着企业不断发展前进。 
 

 

根据“金字塔”模型，我们从战略、文化、人本及管理等方面来构建此次 

调查问卷的框架 

问卷结构——本次企业管理体检的调查问卷分为四个维度，共二十三个因素， 

并由此形成整个问卷的问题 



 

 

 

 



（二）健康指数赋值说明 
 
 

是否赞同问题的描述 对应 100 分制 

“非常同意” 100 

“比较同意” 80 

“基本同意” 60 

“不同意” 40 

“强烈反对” 20 

 
 

在统计分析管理健康指数时，将企业健康指数分为五个档次：不健康、不太 

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和健康，对应分值区间如下： 

得分范围 0≤HS<30 30≤HS<50 50≤HS<70 70≤HS<90 90  ≤ HS ≤ 

100 

健康指数 

评价 

不健康 不太健康 一般 比较健康 健康 

 

 

 

（三）战略管理调研结果 

 

1．战略清晰度 

 
调研显示，平均 54.9%的员工清楚地了解公司发展战略。 

 
2．战略合理性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24.6% 

比较同意 47.6% 

基本同意 26.8% 



 

不同意 1.0% 

强烈反对 0.0% 

战略合理性的健康度为 79.2。 

 
3．战略落地性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5.9% 

比较同意 50.9% 

基本同意 31.2% 

不同意 1.8% 

强烈反对 0.2% 

战略落地性的健康度为 76.1。 

 

 

（四）文化管理调研结果 

 

1．文化总体功能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5.7% 

比较同意 43.3% 

基本同意 36.9% 

不同意 3.6% 

强烈反对 0.5% 

文化总体功能的健康度为 74.1。 



2．认知认同-理念层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8.2% 

比较同意 44.5% 

基本同意 34.3% 

不同意 3.0% 

强烈反对 0.1% 

认知认同的健康度为 75.5. 

 
3．制度匹配-制度层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4.0% 

比较同意 45.6% 

基本同意 36.8% 

不同意 3.2% 

强烈反对 0.4% 

制度匹配的健康度为 73.9. 

 
4．实践执行-行为层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2.0% 

比较同意 45.4% 

基本同意 36.4% 

不同意 5.8% 

强烈反对 0.5% 

实践执行的健康度为 72.5. 



5．文化氛围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3.3% 

比较同意 50.7% 

基本同意 32.9% 

不同意 2.7% 

强烈反对 0.4% 

文化氛围的健康度为 74.8 

 
6．组织沟通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0.2% 

比较同意 44.1% 

基本同意 39.2% 

不同意 6.1% 

强烈反对 0.4% 

组织沟通的健康度为 71.5 

 
 
 

（五）人本管理调研结果 

 

1．人才队伍规划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9.6% 

比较同意 39.4% 

基本同意 41.1% 

不同意 9.4% 

强烈反对 0.5% 



人才队伍规划的健康度为 69.6 

 
2．岗位管理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1.1% 

比较同意 44.2% 

基本同意 39.7% 

不同意 4.6% 

强烈反对 0.5% 

岗位管理的健康度为 72.2 

 
3．学习与成长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0.8% 

比较同意 39.0% 

基本同意 42.9% 

不同意 6.8% 

强烈反对 0.5% 

 
 

学习与成长的健康度为 70.6 

 
 
 

4．薪酬福利 

 
（1）健康度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8.6% 

比较同意 39.7% 



 

基本同意 45.1% 

不同意 6.2% 

强烈反对 0.4% 

薪酬福利的健康度为 70.0 

（2）起薪 
 

 

 
5．绩效考核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9.0% 

比较同意 36.1% 

基本同意 46.4% 

不同意 8.2% 

强烈反对 0.3% 

绩效考核的健康度为 69.1 

不同学历应届毕业生起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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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职业生涯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9.9% 

比较同意 36.7% 

基本同意 44.6% 

不同意 8.3% 

强烈反对 0.6% 

职业生涯的健康度为 69.4 

 
7．员工忠诚度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7.5% 

比较同意 42.2% 

基本同意 36.0% 

不同意 3.8% 

强烈反对 0.6% 

员工忠诚度的健康度为 74.4 

 
8．流程与风险管理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1.4% 

比较同意 43.3% 

基本同意 41.1% 

不同意 3.4% 

强烈反对 0.3% 

流程与风险管理的健康度为 72.2 



9．组织结构 

 

选项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0.8% 

比较同意 46.0% 

基本同意 38.9% 

不同意 3.9% 

强烈反对 0.4% 

组织结构的健康度为 72.6 

 
10．人员流动 

 

离职率 选择率 

10%以下 69.7% 

10%-20% 23.6% 

20%-30% 5.5% 

30%-50% 1.0% 

50%以上 0.2% 

离职率的加权值为 8.91% 
 

离职原因 选项 占比 

追求更高的薪酬福利 196 30.4% 

发展、晋升机会有限 125 19.4% 

个人风格与企业文化冲突 103 16.0% 

其他 86 13.3% 

不能充分发挥个人优势及能力 47 7.3% 

工作强度压力大 32 5.0% 

所在业务板块前途不定 22 3.4% 

不认可上司 20 3.1% 

公司对其业绩认可不足 9 1.4% 

薪酬与奖金分配不公平 3 0.5% 



 

公司声誉不佳 2 0.3% 

合计 645 100% 

调查数据显示：追求更高的薪酬以及现在岗位发展、晋升机会有限是员工离 

职的主要原因。 

 

（六）整体健康度 
 
 

 

调研显示，中国上市公司整体健康度为 72.75，处于比较健康的区间。 



四．其他 

 
 

（一）公司 2012 年员工规模预计 
 
 

选项 百分比 

大幅增加（20%以上） 4.5% 

略有增加（5%-20%） 38.3% 

同比持平（减少 5%到增加 5% 

之间） 

49.8% 

略有减少（5%-20%） 6.8% 

大幅减少（20%以上） 0.7% 

调研数据显示，面对宏观经济形势近半企业员工规模将同比持平，有近 4 

成企业略有增加。员工规模减少的约 7.5%，不足一成。显示上市企业发展相对 

稳定。 

 
（二）2011 年是否做过管理咨询 

 
 

选项 百分比 

未做过管理咨询，2012 年可能做 7.9% 

未做过管理咨询，2012 年不打算做 17.9% 

做过战略咨询 12.4% 

做过人力资源咨询 16.2% 

做过组织与流程咨询 11.2% 

做过企业文化咨询 6.9% 

做过营销咨询 6.3% 

做过信息化咨询 7.0% 

做过生产运营咨询 4.7% 

做过财务咨询 6.7% 

做过其他咨询 2.7% 

结果显示：大部分企业做过管理咨询。 



（三）2011 年管理咨询项目的效果 
 
 

选项 百分比 

2011 年未做过管理咨询 40.3% 

比较成功 24.4% 

褒贬不一 28.4% 

效果不太明显，但是以后会考虑换 

其他咨询公司提供服务 

4.2% 

效果不太明显，以后不会寻求外部 

咨询服务 

2.7% 

调研结果显示，在 2011 年做过管理咨询的上市公司中，4 成比较成功，近 5 

成褒贬不一，效果不明显的不足 1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