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工资“被”增长了吗？ 

        ——基于统计学视角的“算数平均数” 分析 



案例背景—— 

 2021年4月13日，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社会年平均工资

为106168元。 

 许多人感觉自己的工资低，甚至远低于社会年平均工

资。 



问题引出—— 

    我们的工资真的“被”增长了吗?  



原理应用——算数平均数计算法 

平均工资：即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社会年平均工资 



原理解析1——平均工资不等于个人工资 

• 平均工资是某一范围内所有个人工资的平均值； 

• 受高工资和低工资的共同作用下得到了平均数。 



原理解析2—政府公布的平均工资比个人实际拿到的工资高 

 
 

•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是税前工资 
 
•税前工资包括：实发工资、个人所得税、 
                               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 
 
•税前工资还包括：月度、季度、年度发放的各类 
                                  奖金、补贴 



原理解析3—平均工资受高收入群体影响更大 

•高收入人群包括：大型国企、央企、私企、外企、明星、 

•                           金融机构、高校等等人群； 

•北京的高收入人群尤其更多； 

•他们“拉”高了中低收入人群的平均工资。 



结      论 
          

•由于政府采用的是算数平均数计算法计算出来的      

  社会年平均工资。 

• 所以，导致我们感觉自己的工资“被”拉高了。 

 
。 

 

 

 

 



          

•那么，如何使我们的工资不“被”拉高，更加真

实、客观地反映绝大多数人工资的真实水平呢？ 

•其实，统计学还有两种计算方法，即中位数计算

法和众数计算法。 

 

 



给政府的建议—— 

          

 

1. 采用中位数计算法反映“中等水平” 工资 
 
2. 采用众数计算法反映“多数水平” 工资 
 

 



结   语（一） 
 

 社会平均工资——真实、可靠、利国、利民！ 

 统计社会平均工资的作用—— 

1.政府角度：了解地区、行业发展，制定 、调整产业、   

                    民生发展等相关政策。 

2.社会角度： 

（1）作为征缴和支付各项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及城       

         乡居民最低保障标准的重要参考依据; 

（2）作为赔偿制度的基础参照数据; 

（3）作为制定税收起征点标准的重要参考指标。 



结   语（二） 

        由此看来，政府公布的社会平均工资对我们

这群“被”拉高工资的一族，还有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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