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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人幸福指数调研数据分享

2023年（第七届）中国客户服务节

担当 坚守 奉献 感恩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参调人数：23038人
企业数：119个

+17.8%

+34.3%

+22.6%

样本量
逐年提升

问卷数量：70题

参调人数：27134人
企业数：201个
问卷数量：69题

参调人数：36431人
企业数：225个
问卷数量：37题

参调人数：44672人
企业数：240个
问卷数量：35题



1. 客服人基本信息：年龄 / 学历 / 收入 / 岗位 /  地域 / 所处行业等，共14题
2. 围绕幸福度：综合评价 / 企业 / 个人 / 社会四大板块，共15题

调研内容

8.  员工福利：我所在企业非常重视员工工作体验，工作环境舒适，员工福利充实（工服/三薪/体检等）。

9.  气氛融洽：我所在企业团队气氛和谐融洽，在团队中有我的良师益友，我能够获得归属感与安定感。

10. 员工薪酬：我所在企业提供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标准，我认为我的付出与收益是对等的。

11. 人才培养：我所在企业非常重视服务人才培养，设有建全且付诸实施的员工培训与发展计划，我对于在企业能够获得的发展机遇感到满意。

个人工作体验

12. 客户理性：我的客户普遍理性、好沟通，并不会过于为难个别服务人员。

13. 成就感：在服务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帮助到客户，使我感受到满满的成就感。

14. 得到认可：我能感受到家庭与社会对客户服务工作的认可，周围人了解客户服务工作的难处与价值。

15. 工作选择：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我仍然会选择客户服务行业。

社会认同

4.  企业重视：领导班子非常重视客户服务工作，通过多种有效措施，行之有效的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5.  部门配合：各个部门均能有效配合客服工作，通过多部门协同配合，最终达成良好客户服务体验。

6.  设施完备：具备非常完备的客户服务必要硬件设施，包括但不限于简单易用的信息系统、必要的服务网点与服务资源。

7.  服务流程：我所在企业的客户服务流程设计科学合理，客户服务痛点、阻点均能得到有效管理，客服体系压力平稳可控。

企业管理因素

1.  幸福度：目前这份工作令您觉得幸福吗？

2.  职业发展前景：当前从事的工作职业发展前景（晋升、薪酬增长、能力提升等）如何？

3.  职业发展预期：对于目前这份工作，您还愿意从事多久？

综合评价



围绕幸福度提升 / 管理体系 / 工作选择倾向 / 求职方式 / 开放性问题，共6题幸福度提升

2. 您认为企业在以下哪些方面，仍有改善与提升的空间（多选题）

□ 运营管理体系方面（组织设置、日常运营、现场管理、团队管理、突发事件处置等）

□ 数据指标体系方面（基础指标开发与计算、数据日/周/月报、基础数据分析等）

□ 培训管理体系方面（新员工入职培训、岗中培训等）

□ 质检管理体系方面（质检抽样规则、质检标准、质检及复议流程、差错监控及数据分析等）

□ 生产力管理体系方面（话务预测、排班管理、班务调度、考勤管理等）

□ 客户投诉管理体系方面（应诉流程、投诉处理技能、投诉分级、投诉定责、投诉数据分析等）

□ 客户体验管理体系方面（服务流程设计、服务话术、服务体验测量与监控等）

□ 智能服务相关方面（智能客服、智能导航、智能语音分析、智能知识库等）

幸福度提升
调研内容

1. 以您个人意见，提升客服人幸福度的关键动作是：（多选题）
□ 企业越发重视客户服务，客服部门在企业的位置上升。

□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正式编制、同工同酬。

□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的薪酬或福利上升。

□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更好的工作环境，例如休息室、健身室。

□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相对较少的工作压力（减少产能考核）。

□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更灵活的班制结构、排班/换班/调休自由度。

□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更多的培训、学习机会。

□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更多的团建活动、减压活动。

3. 您在选择当前工作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多选题）
□ 收入高、待遇好

□ 工作或收入比较稳定

□ 工作时间灵活自由

□ 工作环境好

□ 有多样的工作体验、不简单枯燥

□ 积累经验，职业发展前景好

□ 更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和能力

□ 社会认可度高

□ 找不到其他工作，无奈选择

□ 有一份工作就好，并没有特别考虑

□ 离家近，方便照顾家人

4. 您通过什么途径获取就业工作信息？ （多选题）
□ 专门的求职网站或手机APP

□ 媒体（报纸、公众号等）招聘广告

□ 亲戚朋友介绍

□ 私营劳务中介

□ 招聘会

□ 政府公共人力资源市场

□“桥头”市场、劳务市场等

5. 做为客服人，您觉得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填空题]

6. 做为客服人，您觉得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填空题]



优化调研体验 567s - 530s 问卷回收均长缩短半分钟

调整问卷内容 删除 [ 户口类型 ] [ 合同方式 ]等低价值采集点

新增分析内容
观察 [ 社会工龄 ] & [ 幸福度 ]的关系
分析 [ 提升幸福指数建议 ]与 [ 幸福指数 ]的关联性

2023年1-2月

调研设计

2023年3-4月

数据收集

2023年5月

出具报告



参评企业《企业员工幸福度调研报告》

例如：2年之间，员工幸福度指数的变化和不同维度的分析
2年之间，企业在工作环境、文化氛围、数据指标体系等方面是否有进步
2年之间，员工在“是否愿意将客服作为终生职业”的倾向占比是否发生变化
2年之间，员工选择工作的考虑因素和求职方式的变化对比等

提供企业多年数据变化分析、多部门数据对标分析——如果企业连续2年参加“员工幸福度调研”
将展示2年之间员工对各管理体系需求程度的对比变化，用于员工体验持续跟踪监控。



专业版 《企业员工幸福度调研报告》

内容充实——全文 7000余字，51张图表，充分解读企业员工信息反馈

提供本省份、本行业对标——充分了解关键信息所处行业情况

例如：本企业员工收入，处于省份中什么位置？
本企业员工平均司龄，在行业中是什么位置？
本企业装修水平、班务体验，在行业中是什么位置？



疫情反弹 三十而立 思考慎重 老兵犹在



客服人幸福指数上升

2023年客服人幸福指数：73.4 （+1.5）

2022年幸福指数：71.9



客服人长大了两岁

在44672个受访者中平均年龄30.74岁，年龄中位数30.97岁（+2.09）

2022年平均年龄28.82岁，年龄中位数28.88岁（+0.34）
2021年平均年龄28.19岁，年龄中位数28.54岁（+0.15）
2020年平均年龄27.53岁，年龄中位数28.39岁



认真且慎重
在44672个受访者中5412位选择在20:00-次日6点前完成调研

8455位客服人，花费10分钟以上慎重思考

2022年：受访者中5881位选择在20:00-次日6点前完成调研

仅38位客服人，花费10分钟以上慎重思考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在44672个受访者中有126位60后，其中有49位老客服人从事着一线客服的工作

2022年：受访者中有5位60后，其中有3位老客服人从事一线客服工作



担当 坚守 奉献 感恩

调研基本信息
B a s i c  i n f o r m a t i o n  



参调行业分布

l 公共服务业占比最高19%
l 保险业、银行业、通信业、物流快递业连续三年占比上升

参 调 行 业 分 布 图 参 调 行 业 分 布 图 三 年 对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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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调规模分布

l 本次参调单位规模较22年变化较大
l 100席及以下占比增多20%；100席 – 500席的占比缩小19.8%

参 调 规 模 分 布 图 参 调 行 业 分 布 往 年 对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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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调区域分布

华东

华南
华中

西南

华北

西北 东北

l 全国划分为华南、华东、华北、华中、西南、东北、西北七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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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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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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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3
1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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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3
12% 2022
12% 2021

10%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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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1

参 调 区 域 分 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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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调区域分布

东北地区 74.1
70.0

华北地区 73.2
74.2

西北地区 66.0
66.8

西南地区 70.5
71.9

华中地区 78.3
70.3

华南地区 73.2
71.7

华东地区 74.1
74.5

区 域 幸 福 度 分 布 图

华中地区从业人员幸福度较高，西北地区幸福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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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调个人信息分布

l 30岁以下客服人比例逐年在减少，行业规模增加，稳定性增加
l 客服人平均年龄和年龄中位数均比去年长了两岁左右

18-25岁
职场新人

7 2 . 8

7 4 . 0

31-35岁
三十而立

7 3 . 5

40岁以上
四十不惑

7 2 . 6

26-30岁
奋斗青年

7 4 . 6

36-40岁
淡定成年

年 龄 幸 福 度 排 行 榜年 龄 分 布 往 年 对 比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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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调个人信息分布

l 华南区域30岁以下的年轻人相对较多，人员构成相对最为年轻化
l 东北36岁以上的老客服人相对较多，超过70%的员工分布在31岁以上
l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国人口中位数为38.8岁

参 调 区 域 与 年 龄 段 分 布 图



参调个人信息分布

l 物流和电商业30岁以下的年轻人较多
l 通信业36岁以上的老客服人较多

参 调 行 业 与 年 龄 段 分 布 图



参调个人信息分布

男, 23.8%

女, 76.2%

l 男女比例差距递增
l 婚育状态分布、学历分布较往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2022年

2021年26.5%

2020年29.2%

2023年

27.5%

2022年

2021年73.5%

2020年70.8%

2023年
72.5%

男 女 比 例 往 年 对 比 婚 育 状 态 男 女 比 例

女, 65.37%

女, 79.42%

女, 85.73%

0.00% 20.00% 40.00% 60.00% 80.00%100.00%

未婚

已婚未育

已婚已育

男 女



参调个人信息分布

l 本次调研，超过80%参调样本为大专及以上学历
l 对比美团发布的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所披露的骑手学历分布，客服行业学历普遍较高

2 0 2 3 客 服 行 业 学 历 分 布 美 团 骑 手 就 业 报 告 披 露



参调个人信息分布

l 华东、华南区域男性选择从业相对最多，东北区域相对最少
l 地产业男性选择从业相对最多，证券基金业相对最少
l 证券基金业相对本科学历以上高学历人群最多，酒店旅游业硕士以上高学历人群最多

区 域 性 别 分 布 图 行 业 性 别 分 布 图 行 业 学 历 分 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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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调岗位信息分布

l 呼入坐席代表、呼出坐席代表岗位的职龄较短年龄相对较小
l 管理人员、职能人员和班组长岗位职龄较长年龄相对较长

参 调 岗 位 与 司 龄 分 布 图

参 调 岗 位 与 职 龄 分 布 图



参调工作信息分布

l 2023年平均收入达到5546.39元，收入中位数为5000.03元
l 客服人薪资较2020年平均收入提高370.15元，收入中位数提高343.28元
l 2020 – 2023平均收入复合增长率为2.33%，收入中位数复合增长率为2.40%

平 均 收 入 与 收 入 中 位 数 往 年 对 比 表

¥5,176.24 
¥5,001.45 

¥5,615.82 
¥5,546.39 

¥4,656.75 

¥4,946.30 ¥5,000.10 ¥5,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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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1 2022 2023

平均收入 收入中位数



参调工作信息分布

l 银行业、地产业的员工薪资水平在行业分布中相对最高

行 业 平 均 薪 资 往 年 对 比 表

保险业, 5%
汽车业, 4%

制造业, 4%

银行业, 4%

旅游酒店业, 3%

物流快递业, 1%

地产业, 1%

公共服务业, 0%
通信业, 0%

其他, -1%
证券基金业, -1%

服务外包业, -3%

电商业, -3%-4%

-3%

-2%

-1%

0%

1%

2%

3%

4%

5%

6%2020 2021 2022 2023

保险业 4905 4990 6247 5723

汽车业 5282 4804 7219 5995

制造业 5354 5077 5854 6017

银行业 7318 6724 7687 8148

旅游酒店业 6083 7569 5660 6557

物流快递业 6166 5173 6208 6436

地产业 7666 7300 7300 7919

公共服务业 4383 4354 5090 4356

通信业 5066 4878 4505 5013

其他 4807 4807 4807 4723

证券基金业 5855 6250 6291 5644

服务外包业 4954 4837 5209 4529

电商业 5801 4521 4628 5217

行 业 平 均 薪 资 复 合 增 长 率 对 比 图



参调工作信息分布

l 华东区域平均薪资与高薪资人员占比均高于其他每个区域
l 东北区域平均薪资与高薪资人员占相对较低

西北, 11%

华东, 7%

西南, 3% 华中, 3%

华南, -2%
华北, -2%

东北, -3%-4%

-2%

0%

2%

4%

6%

8%

10%

12%

2020 2021 2022 2023

西北 3868 5118 5532 5262

华东 5129 4850 5769 6213

西南 4744 4150 5637 5228

华中 4740 4769 4658 5181

华南 5714 5018 5899 5451

华北 5438 5539 6138 5043

东北 4255 4240 6498 3882

区 域 平 均 薪 资 往 年 对 比 表 区 域 平 均 薪 资 复 合 增 长 率 对 比 图



担当 坚守 奉献 感恩

I n s i g h t  i n t o  H a p p i n e s s  I n d e x  

幸福指数洞察



马云说的不对 996不是福报

工时与幸福度指数的相关系数仅 -7.4%



l 相对来说每周工作39-40小时的幸福指数最高

工 时 与 幸 福 度 关 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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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安居再乐业

本市就业员工最能感到幸福



l 本市就业员工占比最高且幸福指数相对最高，其次是跨省就业
l 本省就业员工幸福感相对较低（-1.72）
l 对比2022线数据，跨省就业人数占比显著减少

户 籍 关 系 与 幸 福 度 关 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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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籍 就 业 类 型 对 比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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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未育男性客服人感到焦虑

幸福指数与婚育情况正相关
男性客服人在已婚未育时期幸福指数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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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已婚已育的幸福指数较高，较去年有所上升（+0.2）
l 相对的未婚幸福指数较低，差距（-1.2）
l 女性在婚育后幸福指数上升

婚 育 状 态 幸 福 度 婚 育 状 态 幸 福 度 男 女 分 布

（+0.07）

（-3.08）

（-1.82）

幸福指数洞察



工作12年以后 确认长期职业

人员稳定性与幸福指数成正比



l 择业稳定性与幸福指数成正比
l 马上更换职业的与终身职业的幸福指数平均差值为（+38.3）
l 幸福指数低于60时，则会产生在1年内重新择业的想法

幸 福 指 数 与 择 业 关 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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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人职业生涯三个倦怠高峰期

在工作后的第1年、第2年、第4年，客服人遇到职业倦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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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幸福指数低于60，则容易产生重新择业的想法

l 第1年、第2年、第4年，幸福指数低于60人数占比大于45%

社 会 工 龄 与 参 调 低 幸 福 度 指 数 统 计 图

幸福指数洞察



“劳务派遣编制”幸福度大幅提升

外包与正编客服的幸福感差距正在缩小



幸福指数洞察

l 劳务派遣整体幸福指数较高
l 集团正编的管理人员感到最幸福
l 外包呼出坐席幸福指数反超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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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知足长乐

总的来说收入和幸福指数成正比
但当月均收入达到4500以上，幸福指数就高于整体幸福指数均值



幸福指数洞察

l 当月均收入低于3000元时的平均幸福指数处于整体幸福指数的极低值：69.57
l 当月均收入高于12000元时的平均幸福指数处于整体幸福指数的最高值：77.24
l 随着收入增加，幸福指数随之一同增长，当月均收入高于4500元后，超过平均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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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 坚守 奉献 感恩

I m p a c t  o n  h a p p i n e s s  i n d e x

驱动幸福指数



1. 客服人基本信息：年龄 / 学历 / 收入 / 岗位 /  地域 / 所处行业等，共14题
2. 围绕幸福度：综合评价 / 企业 / 个人 / 社会四大板块，共15题

调研内容

8.  员工福利：我所在企业非常重视员工工作体验，工作环境舒适，员工福利充实（工服/三薪/体检等）。

9.  气氛融洽：我所在企业团队气氛和谐融洽，在团队中有我的良师益友，我能够获得归属感与安定感。

10. 员工薪酬：我所在企业提供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标准，我认为我的付出与收益是对等的。

11. 人才培养：我所在企业非常重视服务人才培养，设有建全且付诸实施的员工培训与发展计划，我对于在企业能够获得的发展机遇感到满意。

个人工作体验

12. 客户理性：我的客户普遍理性、好沟通，并不会过于为难个别服务人员。

13. 成就感：在服务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帮助到客户，使我感受到满满的成就感。

14. 得到认可：我能感受到家庭与社会对客户服务工作的认可，周围人了解客户服务工作的难处与价值。

15. 工作选择：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我仍然会选择客户服务行业。

社会认同

4.  企业重视：领导班子非常重视客户服务工作，通过多种有效措施，行之有效的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5.  部门配合：各个部门均能有效配合客服工作，通过多部门协同配合，最终达成良好客户服务体验。

6.  设施完备：具备非常完备的客户服务必要硬件设施，包括但不限于简单易用的信息系统、必要的服务网点与服务资源。

7.  服务流程：我所在企业的客户服务流程设计科学合理，客户服务痛点、阻点均能得到有效管理，客服体系压力平稳可控。

企业管理因素

1.  幸福度：目前这份工作令您觉得幸福吗？

2.  职业发展前景：当前从事的工作职业发展前景（晋升、薪酬增长、能力提升等）如何？

3.  职业发展预期：对于目前这份工作，您还愿意从事多久？

综合评价



幸福指数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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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幸福指数

客服人幸福度与员工薪酬、工作选择、服务流程的分布关系，均为正相关关系
企业薪酬越有市场竞争力，工作反馈越正向，企业越重视人才培养企业客服人幸福度越高

幸 福 度 因 素 洞 察

幸福指数驱动程度强，
企业与企业之间差异度高，
能够快速改善幸福指数。

重点关注领域

波动性高

相关性高

波动性低

相关性低

与幸福指数相关性不高，
但不同企业的差异度大，
能做到够锦上添花。

头部企业需关注

绝大多数企业均能做到，
与幸福度指数相关性不高，
是保证幸福指数的基础。

行业基本达标

能够驱动幸福指数，
但企业之间差异度并不大，
可以对照标准，优化改进。

运营必备条件



绝大多数企业均能做到，
与幸福度指数相关性不高，
是保证幸福指数的基础。

行业基本达标

驱动幸福指数

工作成就感：在服务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帮助到客户，使我感

受到满满的成就感。

企业重视：领导班子非常重视客户服务工作，通过多种有效措施，行之

有效的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气氛融洽：我所在企业团队气氛和谐融洽，在团队中有我的良师益友，

我能够获得归属感与安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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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幸福指数

部门配合：各个部门均能有效配合客服工作，通过多部门协同配合，最

终达成良好客户服务体验。

设施完备：具备非常完备的客户服务必要硬件设施，包括但不限于简单

易用的信息系统、必要的服务网点与服务资源。

服务流程：我所在企业的客户服务流程设计科学合理，客户服务痛点、

阻点均能得到有效管理，客服体系压力平稳可控。

与幸福指数相关性不高，
但不同企业的差异度大，
能做到够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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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幸福指数

员工福利：我所在企业非常重视员工工作体验，工作环境舒适，员工福

利充实（工服/三薪/体检等）。

客户理性：我的客户普遍理性、好沟通，并不会过于为难个别服务人员。

得到认可：我能感受到家庭与社会对客户服务工作的认可，周围人了解

客户服务工作的难处与价值。

能够驱动幸福指数，
但企业之间差异度并不大，
可以对照标准，优化改进。

运营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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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幸福指数

人才培养：我所在企业非常重视服务人才培养，设有建全且付诸实施的

员工培训与发展计划，我对于在企业能够获得的发展机遇感到满意。

员工薪酬：我所在企业提供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标准，我认为我的

付出与收益是对等的。

工作选择：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我仍然会选择客户服务行业。

幸福指数驱动程度强，
企业与企业之间差异度高，
能够快速改善幸福指数。

重点关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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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数达成

行业维度： VS 汽车业72.3分
在服务流程、员工福利方面得分差值最大
其次是部门配合、气氛融洽和设备完善

区域维度： VS 西北66.0分
在员工福利、员工薪酬、人才培养方面得分差值最大
其次是企业重视、气氛融洽、设备完善、部门配合和服务流程



担当 坚守 奉献 感恩

i m p r o v e  h a p p i n e s s  i n d e x

如何提升幸福指数



围绕幸福度提升 / 管理体系 / 工作选择倾向 / 求职方式 / 开放性问题，共6题幸福度提升

2. 您认为企业在以下哪些方面，仍有改善与提升的空间（多选题）

□ 运营管理体系方面（组织设置、日常运营、现场管理、团队管理、突发事件处置等）

□ 数据指标体系方面（基础指标开发与计算、数据日/周/月报、基础数据分析等）

□ 培训管理体系方面（新员工入职培训、岗中培训等）

□ 质检管理体系方面（质检抽样规则、质检标准、质检及复议流程、差错监控及数据分析等）

□ 生产力管理体系方面（话务预测、排班管理、班务调度、考勤管理等）

□ 客户投诉管理体系方面（应诉流程、投诉处理技能、投诉分级、投诉定责、投诉数据分析等）

□ 客户体验管理体系方面（服务流程设计、服务话术、服务体验测量与监控等）

□ 智能服务相关方面（智能客服、智能导航、智能语音分析、智能知识库等）

幸福度提升
调研内容

1. 以您个人意见，提升客服人幸福度的关键动作是：（多选题）
□ 企业越发重视客户服务，客服部门在企业的位置上升。

□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正式编制、同工同酬。

□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的薪酬或福利上升。

□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更好的工作环境，例如休息室、健身室。

□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相对较少的工作压力（减少产能考核）。

□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更灵活的班制结构、排班/换班/调休自由度。

□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更多的培训、学习机会。

□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更多的团建活动、减压活动。

3. 您在选择当前工作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多选题）
□ 收入高、待遇好

□ 工作或收入比较稳定

□ 工作时间灵活自由

□ 工作环境好

□ 有多样的工作体验、不简单枯燥

□ 积累经验，职业发展前景好

□ 更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和能力

□ 社会认可度高

□ 找不到其他工作，无奈选择

□ 有一份工作就好，并没有特别考虑

□ 离家近，方便照顾家人

4. 您通过什么途径获取就业工作信息？ （多选题）
□ 专门的求职网站或手机APP

□ 媒体（报纸、公众号等）招聘广告

□ 亲戚朋友介绍

□ 私营劳务中介

□ 招聘会

□ 政府公共人力资源市场

□“桥头”市场、劳务市场等

5. 做为客服人，您觉得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填空题]

6. 做为客服人，您觉得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填空题]



您认为提升幸福度的关键动作是什么？

认为企业给予客服人员的薪酬或福利上升、正式编制同工同酬能够提升幸福度占比最高。

企业越发重视客户服

务，客服部门在企业

的位置上升

11.81%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正

式编制、同工同酬

13.43%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的

薪酬或福利上升。

16.85%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更

好的工作环境，例如

休息室、健身室。

10.96%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相

对较少的工作压力

（减少产能考核）。

13.06%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更

灵活的班制结构、排

班/换班/调休自由

度。

12.63%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更

多的培训、学习机

会。

10.05%

企业给予客服人员更

多的团建活动、减压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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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幸福指数



如何提升幸福指数

您认为企业哪些方面仍有改善与提升的空间？

认为运营管理体系方面和智能服务方面仍有提升的占比较高。

运营管理体系方面

14.34%

数据指标体系方面

11.77%

培训管理体系方面

11.58%

质检管理体系方面

11.55%
生产力管理体系方

面

11.82%

客户投诉管理体系

方面

13.49%

客户体验管理体

系方面

11.17%

智能服务相关方面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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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幸福指数

您选择现在的工作时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客服行业这份工作或收入比较稳定，其次是工作环境好。

收入高、待遇好

11.05%

工作或收入比较稳

定

27.73%

工作时间灵

活自由

10.52%

工作环境好

13.14%
有多样的工作体

验、不简单枯燥

4.20%

积累经验，职业发

展前景好

7.63%

更能发挥自

己的专长和

能力

4.34%

社会认可

度高

2.30%

找不到其他工

作，无奈选择

2.95%

有一份工作就好，

并没有特别考虑

6.65% 离家近，方便

照顾家人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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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幸福指数

您获取就业工作信息的途径是什么？

大部分人员是通过专门的求职网站或者手机APP获取工作信息，其次是亲戚朋友介绍。

专门的求职网站

或手机APP

39.26%

媒体（报纸、公

众号等）招聘广

告

15.89%

亲戚朋友介绍

24.80%

私营劳务中介

1.72%

招聘会

10.91%

政府公共人力资

源市场

6.90%

“桥头”市场、

劳务市场等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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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幸福指数

做为客服人，您觉得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2 0 2 2年 2 0 2 3年



如何提升幸福指数

做为客服人，您觉得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2 0 2 2年 2 0 2 3年



客服行业基准指数 - 重点采样企业

2023（第三届）中国服务品牌年度盛典定于12月举办

l 最终评选出“中国服务品牌500强”榜单
l 同时在“中国服务品牌500强”榜单中征集
《客服行业基准指数 - 重点采样企业》

图 ： 2 0 2 2 第 二 届 中 国 服 务 品 牌 年 度 盛 典



数智化转型

科学管理

创新运营

智能客服

《2023客户联络中心行业发展白皮书》
创新实践案例征集



在疫情之后，

我们行业迎来了发展变革阶段的一年，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想要做好服务并不容易。



担当 坚守 奉献 感恩

弘扬服务精神

传递微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