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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人力资源数据调查机构
众达朴信的数据显示，今年上海
地区年终奖平均值为8523元，居
全国第一，深圳则以8235元紧随
其后，北京以7855元排名第三，广
州以6995元位列第四。武汉在人
均4000元左右。

年终奖，企业搔头，员工盼
望，多与少，有与无，显然成了一
种社会情绪。从宏观看，年终奖是
听诊器；在微观上，则是温度计。

年终奖有着用物质报酬奖励
个人一年成绩的味道在内，也可
考量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走势，
更让人管窥社会经济发展态势。
只是，面对“77 . 6%的企业年终奖
在5000元以上”的信息，还是让很
多人产生了“拖后腿”的想法。而
相比“有的是两捆绿油油的芹菜，
有的是一瓶老酒，还有更奇葩的，
发了一袋大白兔奶糖……”之类
的年终奖，又有很多人不淡定了
吧？对职场中人来说，年终奖并不
仅仅意味着金钱，更意味着认同
感和成就感。

有种双因素理论认为，企业
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手段可以分为
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年终奖恰
恰体现了这两方面的作用。年终
奖不但体现了企业对员工工作表
现的肯定程度，还能调动员工的
积极性，并且是在传递企业对待
员工的态度，传递企业在市场经
济浪潮中的地位，更反证着社会和
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因此，尽管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但作为一种变相的人力资源投资，
是值得的。它不仅提升了企业形象
和增加了公司的凝聚力，还能呈现
共同发展、利益共享的价值观。那
么，有理由认为，年终奖也是检测
社会经济发展的听诊器。

不过像那些用“一沓1毛或者
2毛的旧钱”“20注双色球彩票”之
类作为年终奖的，不仅证明企业
管理者的短视，也传达了企业经
营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在
让员工不满、郁闷的同时，也会压
制他们的积极性和活力。从价值
观的角度看待之，如此年终奖怪
象足以导致员工自身价值的贬值
和不被认可的情绪，甚至可能产
生员工与企业管理者的对立、猜
忌心理，引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
悲观心态。

正如现实所展示的那样，年
终奖不仅是物质奖励，更是展示
企业文化的方式之一，多元化的
年终奖形式将成为一种趋势。我
们期待年终奖成为一种积极的符
号——— 个人的温度计、社会的听
诊器，也盼望在不拖后腿的同时，
于社会和企业都无益处的奇葩年
终奖早点绝迹。从这个角度看，年
终奖也算是职场人士特有的一种
幸福指数。 (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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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说

美国———

高管“吃肉”，员工“喝汤”

华尔街金融高管动辄几千万美元的高
额年终奖一度惹来众怒，在对待“年终奖”
的问题上，美国普通民众也持“不患寡而患
不均”的心理。对大多数美国人，年终奖只
属于华尔街和某些公司的高管，在他们“吃
肉”的时候，自己能“喝汤”已算奢侈。

其实，美国是个不折不扣挣死工资的
国家，大多数人没有什么灰色收入。主要的
收入就是基本工资。只有30%-40%的企业
会给员工发放年终奖。年终奖主要还是给
中高层以上的员工，中层拿到的年终奖，可
能是年薪的5%-10%，而高层可能达到50%
甚至更高。此外，高层可能还会有期权、股
票等红利，年终奖可能会远远超过年薪。而
普通员工可能也会有一部分人得到年终
奖，但数额多数是年收入的1%-3%，如果
到5%就算是比较高的。对普通职工可能会
给充值卡、礼物花篮等，或在万圣节、圣诞
节办party感谢员工。

在美国，普通公务员或科研院所等教
育机构的职员，没有任何性质的补贴或隐
性收入，也没有年终奖或股票分红。美国人
事管理局就公务员的薪酬和奖励制定了一
系列规则。政府部门的新员工可能会获得
某些特殊的奖金，如招聘奖金或搬迁奖金
约为基本工资的25%。

日本———

每年发两次，还有“太太奖”

与美国年终奖的“寒碜”相比，日本的
众多企业则是“有钱，任性”！每年发两次奖
金不说，还会有额外的“太太奖”！

12月中旬是日本员工一年中最期待的
日子，因为这是老板发双薪加年终奖的时
候，日本很多企业都是多发6个月薪水当年
终奖，甚至更多，老板的慷慨总会让员工吃
惊和感动。因为员工在企业中工作时间比
较长，形成了深厚的人际关系网络，所以大
部分企业干脆实行透明化发放，当然，一般
来说数额差距也不会太大。

日本公司有一项不成文的惯例，就是
每年给员工发两次奖金，奖金的数额也相
对固定。日本人的奖金按月工资2-3倍左
右确定。很少听说有公司发巨额年终奖。

从一般企业的员工到公务员均有年终
奖，普通行政职务的国家公务员奖金平均
68 . 3万日元(约4 . 8万元人民币)，地方公务
员65 . 2万日元(约4 . 6万元人民币)。

除了让人艳羡的半年奖、年终奖外，日
本很多企业在每年的4月份还会再发一次
奖金，但不发给员工本人，而是发给员工的
太太，被称为“太太奖金”。日本企业认为，
太太奖金很重要，能督促员工太太们更好
地支持丈夫的工作。很多日本人将年终奖
当作老板对自己信任与否的表现。

英国———

行业地域差别大，

假期津贴更受宠

在英国，一年工作的开始是从四月份
到第二年的三月份。因此，英国政府、公司
的年终总结、年报以及年终奖的评定和发
放通常是在三月份进行。每年的年终奖都
根据当年的薪资水平来确定，普遍不高。

英国相关网站上的数据显示，除了高

管、投行等高收入人群外，2013年，英国人
普遍得到的年终奖仅占一年工资的4%-
6%。这代表着，英国多数人所能拿到的年
终奖，只相当于0 . 48个月的工资而已。

另一个让年终奖不太受重视的原因
是，英国还有一项holiday enti-tlement(假
期津贴)。简单来说，每一个员工在英国与
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合同上都会说明员
工可享受15-20天的假期津贴。算下来，假
期津贴一般都能与年终奖持平甚至高过。
假期津贴比年终奖更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
是，年终奖通常需要工作满一年才有。但这
半个月的假期津贴就连刚刚入职的新人都
可以拿到，自然又赢年终奖一回。

英国公司分发年终奖金首先是行业差
别。在金融界工作的人拿到的奖金往往是
在产业界工作的人的近3倍。私营服务业企
业发放年终奖金的比例为69%；制造业企
业为62%，公共服务业企业的这一比例仅
为22%。其次是地域差别。伦敦地区的年终
奖金明显高于伦敦以外的地区。最后是职
位差别。管理人员的年终奖金高于非管理
人员。高级经理人员一般能拿到相当于年
薪20%左右的年终奖金，而从事文秘或体
力劳动的员工只能拿到6%左右。

澳大利亚———

多是小打小闹，员工期待不多

在澳大利亚，一般员工签年薪合同，合
同上清楚写明一年挣多少钱，对于这些人
来说，年终奖就不太重要。还有一些人是按
小时工计算的，他们对一年能做多少小时
的工、挣多少钱，心里也很清楚。到年末，大
大小小的公司一定要吃饭，一到年末，很多
公司要提前至少两个月把饭店订好。

当然，澳大利亚的公司也不是没有年
终奖，很多公司会小打小闹，比如送购物
卡、小礼物、葡萄酒。高额年终奖也有，像澳
大利亚的金融和保险公司的高级主管，可
能都会拿到年终奖，或很多股票分红。有些
福利好的公司会提供员工免费旅游等。澳
大利亚还有一种非常火热的年终奖：第一
个是明年能否升职，第二个是明年能不能
给更多的假期。还有的公司是明年给员工
更好的车位作为年终奖，以此来鼓励员工。

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匪夷所思的年终
奖。拿这个奖的前提是，你必须休过年假。
因为对于澳大利亚的公司来说，如果员工
选择了年假这就意味着他在年假期间没有
办法去加班获得额外的薪酬，以及他没有
办法在周末工作获得双倍的薪酬或者是3
倍的薪酬，所以公司会给出这么一个奖金，
这笔奖金的数目通常是你年假应得收入的
17 . 5%。

新加坡———

服务年限很重要

按照惯例，新加坡的大多数公司都会
在每年12月发给员工相等于1个月薪金的
年终奖。有些公司也根据员工的服务年限
来决定年终奖的不同梯级，如1 . 1个月、
1 . 25个月等。业绩好的公司也会在不定的
时间发放特别年终奖，让员工分享公司的
盈利。

在新加坡，公务员的收入一直是全球
顶尖且羡煞众人，事实上他们的奖金多寡
取决于新加坡的经济表现，根据新加坡最新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公务员年终奖金只
有0 .8个月，全年拿到的奖金约2 . 3个月。

国国
外外
年年
终终
奖奖
是是
个个
啥啥
模模
样样

在美国，
高 额 年 终 奖
只 是 高 管 的

“特权”，普通
民众只有“羡
慕嫉妒恨”的
份 儿 ；在 日
本，每年发两
次奖金不说，
还 会 有 额 外
的“太太奖”；
在英国，年终
奖和行业、地
域挂钩，与这
飘 忽 不 定 的
年终奖相比，
员 工 们 更 期
待 假 期 津
贴 … … 五 花
八 门 的 年 终
奖 也 是 经 济
体制、社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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