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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工智能企业
人才管理实践调研报告
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人工智能行业协会

上海浦东人才服务市场



         上海外服成立于1984年，隶属于东浩兰生集团，秉承

“筑桥引路、聚才兴业”的企业使命，以“咨询+技术+外包”

的独特服务模式，聚焦“人事管理、薪酬福利、招聘及灵活

用工和业务外包”四项主营业务，为各类企业提供融合本土

智慧和全球视野的全方位人力资源解决方案，为上海人才高

地建设、“一带一路”建设、“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提供强

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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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服（集团）简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2018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

致辞时指出，全力打造人工智能人才集聚高地，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积极营造世

界一流的发展环境，加快实施人工智能人才高峰建设行动，大力引进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努力为人工智能人才提供更好平台、创造

更大舞台，让他们在上海大显身手。



关于本次调研和报告的说明

      为了更好了解上海市人工智能领域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管理现状，洞察企业共同面临的人才管理挑

战，共同寻找应对策略，分享同行管理经验，由上海外服集团联合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浦东新

区人才市场联合组织并实施进行了本次调研。

本次调研企业样本情况：

     本次调研，共邀请上海市105家人工智能企业参与调研，有效问卷105个。

本次参与调研企业包括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三类企业。



本次邀请参与调研的人工智能企业的基本情况

<50人, 17, 
16%

50-99人, 16, 
15%

100-199人, 
22, 21%

200-499人, 
22, 21%

500-999人, 
7, 7%

>1000人, 
21, 20%

参与调研企业的人员规模情况

＜5000万, 35, 
33%

5000万-1亿 , 
16, 15%

1-10亿 , 32, 
30%

10-50亿 , 13, 
12%

>50亿以上, 9, 
9%

参与调研企业的营收规模情况

参与调研的企业类型数量：

p 基础层：为人工智能产业链提供算力和数据服务支撑

p 技术层：为人工智能产业链提供通用性技术能力

p 应用层：面向服务对象提供各类应用和适配行业应用场

景的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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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调研应用层企业的主要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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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市场企业竞争日趋激励，不断对创新进行投入是企业竞争关键，创新需要
人才，企业普遍面临雇主品牌、行业人才短缺和人才需求无法满足的挑战

我公司处于有利地位，行业竞争仍然较弱, 
18, 17%

同行企业数量快速增长，行业竞争加剧 , 
46, 45%

行业竞争非常剧烈，我公司必须不断创新, 
39, 38%

企业未来3年市场竞争趋势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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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未来重点投资的领域

其他

基础层技术研发投资

通用技术能力软硬件投入

行业应用层开发投入

服务及产品应用市场开发投入

706050403020100

1

11

21

26

42

46

49

51

专业人才选用育留时面临的主要挑战

员工对公司文化不满意

员工发展机会太少

企业人才流失率大

公司薪酬水平无竞争力

人才对薪酬期望过高

公司对人才需求量大

行业本身人才供应短缺

公司雇主品牌吸引力不足

6050403020100

n 随着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将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

入、应用研发投入和市场投入，而核心投入将是对人才资源的投入。             

n 从职业发展看，人才更亲睐知名品牌大企业机会，通过在大企业参与重

要项目机会、项目所代表科技趋势和影响力为个人提升了职业发展空

间。数据显示，国内人工智能人才主要集中在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科大讯飞等多家科技领军企业。

n 人才供求不平衡，加之人才更愿意到知名企业工作，给中小型人工智能

企业人才招聘带来更大挑战。



人工智能企业未来1年将有较强的招聘需求，企业最紧缺的岗位前三项是应用开发
岗、算法研究岗及产品经理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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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未来1年人工智能及应用领域招聘人才数量

100-199人

200人以上

50-99人

30-49人

10-29人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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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最紧缺的专业职能岗位需求

其他

市场营销岗

项目经理岗

实用技能岗

业务销售岗

产品经理岗

算法研究岗

应用开发岗

80706050403020100

对参与调研的105家企业数据统计预测，新增招聘需求是企

业现有员工规模11.28%，未来1年105家企业的招聘人数规

模将超过4000人。

对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企业进行分类分析，研究发现基础层企业

算法研究岗位需求最大，应用层企业应用开发岗需求最大。



80后是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人才队伍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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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招聘技术类岗人才学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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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初级技术岗位人才对专业从业年限的要求

无经验要求 1-3年专业经验 3-5年专业经验 5年以上专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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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招聘中级以上岗位人才对专业从业年限的要求

无经验要求 1-3年专业经验 3-5年专业经验 5年以上专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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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研究发现，在人工智能企业不断增长人才需求背景下，人工智能人才供不应求

，年轻人才正成为生力军，成为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人才主力。人工智能领域活

跃人群呈现年轻化。许多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公司或团队,基本都是80后。

p腾讯研究院《2017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分析，全球人工智能顶级企业

家的年龄相对年轻，约50%的企业家年龄不超过40岁，中国则更加年轻。



网络招聘、猎头、内部员工招聘是最主要招聘渠道，三种方式各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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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专业技术人才主要且有效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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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校园招聘主要面向的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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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工智能企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人，企业需要不

断加大科技投入、应用投入和市场投入，在人才方面挑战将更加激励。

p   网络招聘作为青年人、科技人才求职的主要方式，目前是企业招聘人工智

能专业人才的主要渠道，优点是不受区域限制的吸引海内外人才；

p猎头服务主要面向中高端的紧缺岗位，猎头公司拥有人才资源优势和专业咨

询能力，可以更有效帮助企业建立品牌影响力，快速搜寻人才、协调事业发

展和薪酬待遇条件，更高效的获取人才和保留人才。

p内部员工推荐正在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招聘领域使用，内部员工更准确传递

公司文化和岗位要求，并且有利于入职后建立良好的团队关系，有利于员工

的长期保留和稳定 。

p 2019年3月，《教育部关于公布2018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

结果的通知》印发，全国共有35所高校获首批「人工智能」新专业建设资

格。第一批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在未来2-3年毕业，校园招聘也将成为企业招

聘重要渠道。国内海外高校将成为人才供给的重要渠道。



专业技术岗位员工主要培训方式是企业内部培训，未来校企合作有巨大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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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业技术岗位员工主要采用培训方式

其他

无培训措施

已建立企业内部大学

设立员工培训补贴用于员工个人培训报销

定期组织参加相关行业论坛

定期组织外部培训

定期组织内部培训

10090807060504030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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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育专业技术人才领域的工作瓶颈

没有组织外部培训的渠道信息

对行业论坛及市场培训信息了解少

对支持AI人才培养相关政策了解少

内部难以找到合适的培训教师

6050403020100

p 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论文发表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人才仍

然稀缺。研究发展，企业需要能解决实际问题人才，企业更多采用内部培训

，让人才将知识与实际相结合，超过80%企业强调企业内训的重要性。

p “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将更加将企业实践与学校学习相结合。多家企业表示

正在与大学建立联合实验室和学生赴企业的实训体系。以百度为例，百度与

多家高校联合建设的联合培养模式成为标杆案例。仅百度之星大赛累计13年

参赛人数超过20万，百度奖学金支持了超40位顶尖青年人才。

p 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牵头制定《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岗位能

力标准》正式发布，将加快校企合作培训的进展，扩大校企合作规模。



更多的企业开始考虑采用股权和期权激励核心专业技术人才，企业也更多使用人才
政策吸引人工智能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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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专业人才技术人才主要激励方式

其他

股权激励

期权激励

现金激励
（如特别奖、超额利润奖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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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05家企业中对员工的主要激励模式还是现金激励（包括特别奖、超

额利润奖金等）

p研究发现，105家企业中32家对员工实施了股权激励和期权激励。其

中47家民企中，16家实施了股权激励，25家实施了期股激励，所有

类型企业占比最高。

p 105家企业中64家企业曾使用了人才落户政策，其中57家企业面向海外招聘

人工智能人才，吸引优秀海归人才来沪就业。

p 105家企业中43家企业受益于人才公寓和住房补贴政策，人才公寓和住房补

贴政策极大助力企业人才吸引和保留。



职业发展成为企业专业技术岗位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20%以上, 6, 
6%

10-20%, 11, 
10%

<3%, 24, 23%

5-10%, 27, 26%

3-5%, 37, 35%

过去1年专业技术岗位人才流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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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年专业技术岗位人才流失主要原因

人际关系

其他

文化不匹配

不胜任岗位

家庭及个人原因

竞争对手挖角

薪酬原因

职业发展原因

80706050403020100

p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企业人才流失率偏高，105家企业中46%的企业人才

流失率超过5%；16%的企业流失率超过10%。

p职业发展原因是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超过薪酬和竞争对

手挖角。

p人工智能人才更关注企业给予项目机会，希望通过项目增强自己的创新

力和影响力，包括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未来趋势和社会效益。



企业品牌、职业发展与薪酬福利条件是决定人工智能人才职业选择的核心三要素。企业需要：（1）利用科技项目机会吸

引人才，为人才提供更好项目资源和发展机会；（2）让优秀青年人才有机会多与高层交流，感知企业与人才共同成长；

（3）建立企业与人才共赢的激励体系，如对核心骨干的股权、期权激励等；（4）为人才提供更为灵活的福利和工作方

式（如远程工作、弹性假期等） 

基于本次调研的研究发现和建议

本次调研，我们还访谈了部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专家，我们发现人工智能企业在招聘渠道、人才培育、人才激励和保留等方面都与传统企业有诸多

的不同，需要人力资源管理者更多进行管理探索和实践。

拓展更广人才渠道
由国内拓展至海外

参与职业培训体系建设
建立校企合作模式

优化人才激励和保留
营造双赢的事业平台

在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紧缺环境下，企业要广开人才渠道，面向全球吸引中高端专业人才。在吸引国内人才同时，也应该开

发海外人才渠道，吸引更多专业领域中国海外留学生人才回国发展。

企业和招聘专家应将企业的深度行业和职业观点通过社交网络和线上线下活动等方式广泛传播，树立企业在专业行业领域

的品牌权威影响力。研究发现，优秀的人才更关注企业在技术演进、商业模式等方观点和职场发展的建议，企业需要通过

帮助候选人全面考虑企业发展和个人发展，通过充分沟通，实现企业和人才共同作出最优决策。

强化雇主品牌沟通
助力人才可持续发展

积极参与国家和上海市人工智能岗位人才标准制定和职业培训体系建设工作；通过国家和上海市人才标准建设和人才培训

体系建设，企业与大学合作，助力大学和职业院校优化培训课程体系，建立校企合作联合培养高素质人才平台，降低人工

智能人才的社会综合培养成本，企业最终将成为校企合作职业培训体系的最终受益者。



感谢！

上海外服集团
官方公众号

了解更多，请扫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