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惠州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 82270 元

2019年，惠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82270元，与 2018年的 76662元相比，增加 5608元，名义

增长 7.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4.0%。其中，在岗职工

年平均工资 83639元，名义增长 7.7%，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

长 4.4%。（见图）。

2019 年，惠州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54621元，与 2018年的 51635元相比，增加 2986元，名义

增长 5.8%，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2.5%。

分县区看，201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由高到低排列为惠城 92182元、大亚湾 87313元、仲恺 81202

元、惠东 79980元、惠阳 75812元、博罗 74761元、龙门 73504

元；名义增长率超全市平均水平的依次为博罗（10.3%）、

惠东（9.5%）、仲恺（9.2%）和惠阳（7.5%）。最高和最低

区域的平均工资之比为 1.25，比上年缩小 0.03（见表 1）

表 1 2019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分县区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单位：元、%

县 区 2018年 2019年 名义增长率

惠州市 76662 82270 7.3

惠城区 86581 92182 6.5

惠阳区 70536 75812 7.5

惠东县 73058 79980 9.5

博罗县 67756 74761 10.3

龙门县 71179 73504 3.3

大亚湾区 85923 87313 1.6

仲恺区 74365 81202 9.2

分行业门类看，年平均工资超过 10万元的五个行业分

别是卫生和社会工作 132377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 123466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12949

元，教育 111042元，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06542元，分别是全市平均水平的 161%、150%、137%、

135%、和 130%。年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分别是住宿和餐饮

业 45930元，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2226元，仅全

市平均水平的 56%和 63%。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比为



2.88，与 2018年的 2.74相比差距扩大 0.14。

从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来看，在 19个行业门类中，有 7

个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增速最高的三个

行业依次为采矿业（293.7%），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

组织（25.9%），农、林、牧渔业，分别增长（22.9%）。增

速下降较大的三个行业依次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3.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3.9%）、金融业（-2.3%）。（见表

2）

表 2 2019 年惠州城镇非私营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单位：元、%

行 业 2018 年 2019 年 名义增长率

合 计 76662 82270 7.3

1．农、林、牧、渔业 59450 73038 22.9

2．采矿业 22889 90112 293.7

3．制造业 68320 72087 5.5

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94832 106542 12.3

5．建筑业 56406 60680 7.6

6．批发和零售业 69930 69420 -0.7

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2800 77583 6.6

8.住宿和餐饮业 41781 45930 9.9

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10485 112949 2.2

10．金融业 95515 93293 -2.3

11．房地产业 84107 84618 0.6

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97426 74435 -23.6

1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96728 92966 -3.9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89184 89928 0.8

15．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2183 52226 0.1

16．教育 111903 111042 -0.8

17．卫生、社会工作 114454 132377 15.7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83322 84280 1.1

19．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98048 123466 25.9



分登记注册类型看，年平均工资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是

国有单位 126019元，股份有限公司 87939元，外商投资 84097

元，为全市平均水平的 153%、107%和 102%。其余经济类

型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年平均工资最低的是集体经济企业

64601元，为全市平均水平的 79%。

从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来看，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依次为股份合作（56.6%）、集体（20.1%）、国有（19.5%）、

外商投资（9.8%）和股份有限公司（7.8%）。增速均低于全

市平均水平有联营、港澳台商投资、其他内资和有限责任公

司。（见表 3）

表 3 2019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分登记注册类型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单位：元、%

登记注册类型 2018 年 2019 年 名义增长率

合计 76662 82270 7.3

国有 105418 126019 19.5

集体 53795 64601 20.1

股份合作 52067 81531 56.6

联营 63064 67221 6.6

有限责任公司 72257 71986 -0.4

股份有限公司 81553 87939 7.8

其他内资 70761 71684 1.3

港澳台商投资 63139 66319 5.0

外商投资 76590 84097 9.8



附注：

1、指标解释

（1）单位就业人员：是指在本单位工作，并由单位支付劳动报酬的人员。

（2）在岗职工：指在本单位工作且与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由单位支付各项工资和

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人员，以及上述人员中由于学习、病伤、产假等原因暂未工作仍由

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按国家和省统计局要求，公布的“在岗职工”统计指标包含“在岗职

工+劳务派遣人员”两块数据。

（3）工资总额：指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1990 年 1 月 1 日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一号令）进行修订，本单位在报告期内（季度或年度）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就业人员

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

下支付的工资。

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社会

保险金、住房公积金、职业年金等个人应缴纳部分。

工资总额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

式支付的，均应列入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

工资总额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工资性津贴和补贴、其他工资四部分组成。工资总额

不包括病假、事假等情况的扣款。

基本工资 也可称为标准工资、合同工资、谈判工资。指本单位在报告期内（季度或年

度）支付给本单位在岗职工的按照法定工作时间提供正常工作的劳动报酬。各单位给个人确

定的底薪可作为基本工资。包括工龄工资。基本工资不含定时、定额发放的各种奖金、各种

津贴和补贴、加班工资，也不包括补发的上一季度或上一年度的基本工资。

绩效工资 也可称为效益工资、业绩工资。指根据本单位利润增长和工作业绩定期支付

给本单位在岗职工的奖金；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

具体包括：值加班工资、绩效奖金（如年度、季度、月度等）、全勤奖、生产奖、节约奖、

劳动竞赛奖和其他名目的奖金；以及某工作事项完成后的提成工资、年底双薪等。但不包括

入股分红、股权激励兑现的钱和各种资本性收益。

工资性津贴和补贴 指本单位制定的员工相关工资政策中，为补偿本单位在岗职工特殊

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的津贴，以及为保证其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而支

付的物价补贴。具体包括：补偿特殊或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及岗位性津贴、保健性津贴、技

术性津贴、地区津贴和其他津贴。如：过节费、通讯补贴、交通补贴、公车改革补贴、不休

假补贴、无食堂补贴、单位发的可自行支配的住房补贴以及为员工缴纳的各种商业性保险等。

上述各种项目既包括货币性质的，也包括实物性质的以及各种形式的充值卡、购物卡（券）

等。

其他工资 指上述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工资性津贴和补贴三类工资均不能包括的发给

在岗职工的工资，如补发上一年度的工资等。



（4）平均工资：是指在报告期内单位发放工资的人均水平。计算公式为：

2、统计范围

城镇非私营单位：城镇地区全部非私营法人单位，具体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联营

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商投资经济等单位。工资统计是统计单位的就业

人员，而个体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非单位就业人员不在工资统计范围内。2019 年城镇

非私营单位全市共调查 13491 家，就业人员 100.61 万人。

城镇私营单位：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在工资

统计调查中的私营法人单位主要是指：在内资法人单位中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

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包括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

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合伙企业和私

营独资企业。2019 年全市城镇私营单位工资统计共调查 3193家单位，占全部城镇私营单位

总数的 4.3%。

3、调查方法

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和《劳动工资统计调查制度》，对

城镇非私营单位工资统计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对城镇私营单位工资统计采用全面调查和抽

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4、行业分类标准

工资统计的行业分类标准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执行。

5、因城镇私营单位个别行业调查样本量小，代表性不足，故未发布分行业详细数据。

惠州市统计局

2020年 6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