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显示：

年终奖影响白领“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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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火气大，究竟是为啥？
症结 集体上火的十二月

新年之前，本应该是充满期
待和放松的时刻，但事实上，大多
数人反而更加紧张，年终之前的
这一个月，似乎成了大多数白领
难渡的关口。年关难过，似乎成了
普遍现象。

各种各样让人火气上升的事情
纷至沓来，网友们上火的理由五花
八门，“每到年底，我的火气都很大，
因为买不到火车票”；“项目紧，压力
大，还要带新人，有时候真想干脆自
己都做了，可是又不行”；“又到年底
了，好多请帖，这都要送钱呐，一个
月工资还不知道够不够”；“我们年
底才结算一年的绩效工资，今年业
绩不好，恐怕没什么钱了……”日
前，有报道显示，进入年底最后一个
月，进入心理门诊就医的人数猛增，
各大医院的呼吸道感染，消化系统
疾病也新增不少，过年，似乎成了一
个集体上火的时间。

源头 工作重收入少、支出庞大

一因多果，多果一因，这和当
前大环境有关。其一，社会上浮躁
之风大行，人们攀名逐利，特别是
到年底，各种和金钱有关的事情
集中在一起，如年终奖、送礼等；
其二，现代人生活压力大，生活节
奏越来越快，快到年底，本来以为
能轻松一下了，谁知道任务更重、
工作更多，原本期待放松的心情
被破坏掉了；再次，社会大环境中
仍存在两极分化、生活成本高昂

等现象，所有的问题在年关这个
特殊时刻，最容易爆发出来，一点
儿小事都会升级演变成为冲突。
现实在逼迫着人们，而人们也在
助长着各种不合理的潮流。

现象 愤怒漂移，只会更加焦虑

“今天冲同事发火了，也没有
什么大事，不知为什么，就是压不
住火。后来又去找他道歉，现在想
起来挺不应该的，怎么当时就没
忍住呢？”这名网友有些自我检讨
的味道，对于承受他火气的人，他
不知道还能不能和好如初，甚至
不知道应该怎么弥补。

愤怒会漂移，火气积蓄得多了，
自然需要爆发，那么，就会找一个发
泄的对象。而事实上，那些承受你愤
怒的人，往往并不是真正惹你生气
的人，一个人在压力之下的爆发，也
时常并非针对某个人，只是想发火
而已。但是对于那些"替罪羊"来说，
却是不公平的，因为受气的人往往
是和发火的是同等地位的人，甚至
地位更低、压力更大、火气更多的
人，所以，伤害他们非但于事无补，
反而会积蓄更多的不满。

治疗，从根上去火

究竟是什么让人们在年底不

能放松反而更加紧张和焦虑？究
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环境所致，今
天的社会，浮躁之风横行，加上福
利制度不够完善，两极分化、社会
分配不公等问题，让人们心里憋
着火，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很
容易爆发出来。

学会调节自己很重要。比如说
年终奖金不多，那就不要攀比，送礼
要量入为出，虚荣心不要太强；太过
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特别是金
钱上的评价，最终吃亏的只是自己，
要想清楚这个道理，火气也就没那
么大了；买票难，那就早一点着手，
多跑跑，想想办法，虽说现在运力仍
旧紧张，但应该比以前好很多了。

年底多忙碌
细节别忽视

年底一到，大家都变得格外
的忙，一些平日里疏忽的种种麻
烦事似乎也突然多了起来。琳达
平时一直兢兢业业工作，但因为
工作的关系要经常出差，再加上
业务繁忙等原因，一笔需要8月份
报销的款项一直拖到年底还没报
上去。眼瞅着过了12月这笔钱就
要报废，于是她赶紧跟上司申请
报销。可没想到，一向都对她信任
有加的上司，这时候居然铁面无
私起来。

领导当着她的面把一笔笔款
项仔细核对了一遍，琳达有些不
高兴，她想报销是很正常的事情，
怎么上司突然变得如此计较。让
琳达更尴尬的是，上司在仔细核
查之后，竟然真的发现有一笔款
项的数目跟实际有出入，幸好数
字不大，上司只是稍稍黑了脸。

事后，琳达也很郁闷，因为很
多时候同事都会为了报销方便，
把一些零头凑成整数，上司一般
也不会注意，今天到底是为什么？
几天之后，琳达才从别的同事那
里得知，原来今年业绩不大好，年
底有几个项目的人员要收缩，琳
达的部门也在裁员之列，一向自
我感觉不错的琳达，突然发现自
己岌岌可危！

到了年底，切忌报销要趁早，
因为这正是公司资金链条最紧张
的时候，如果再加上业绩不好，偏
偏挑此时来报一笔费用不低的款
项，自然会招致上司反感。

琳达险些在小事上栽了跟
头，可阿美就没这么幸运了。阿美
在一家星级酒店做经理助理，辛
辛苦苦工作了两年，眼看就能升
职，没想到却在年底时遇到了变
数。当时酒店跟一个知名品牌的
商家联合举办了一个展销活动，
前期的策划、筹备工作主要都是
阿美一个人在忙，好不容易完成，
阿美才回家休息。本来第二天阿
美应该代表出席展销会，以示重
视的，没想到她一睡过了头。结果
上司回来，通过食品商反馈里发
现阿美并没有出席活动，上司问
她时，阿美理直气壮地说“太累，
睡过了头”。就这样，三年合约期
满，酒店没有再给阿美续约。

年底的忙碌并不能成为我们
懒惰的借口。有些工作是可以根
据个人的特长扬长避短，但有些
是根本不可能挑选，一个人的弱
项恰恰是要完成任务中需要克服
的最大障碍。

格人在江湖格职场兵法

近日，北京23岁女白领方言因
急性胃溃疡而去世引起了人们关
注。由于她在生前曾发微博称“忍
疼加班”，此事引起了大家对白领

“过劳死”的关注。网友“王者清
风”感慨：“不只是方言，奔波的年
轻一代，谁又不是在用身体拼未来
呢？

没有家庭背景，没有轻松的好
工作，加班加点再正常不过，能够

‘朝九晚五’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情。面对不断攀升的物价、房租，再
看看每个月的薪水，工作不拼命怎
么能行？更别说高不可攀的房价
了，那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情。都市小白领的生活何止是苦，
实在是悲催。为了生活，为了未来，
这些苦必须得吃，年轻一代成了

“亚健康”的一代。
某权威数据机构提供了一组

数字：“全世界每小时人均工资全
世界第一名是德国，约30美金；第
二名美国，约22美金。中国0 . 8美
金一小时。但是我们有排第一名
的，就是中国的人均工作时间一
年竟高达 2 2 0 0个小时，而美国只
有1610小时，日本是1758小时，荷
兰只有1 3 8 9小时。”再看看房价，
经济学家“韩志国 (微博 )”发微博

说：“美国普通工人5年可买300平
米新房”。根据美国统计局和住建
部的报告，美国 2 0 1 0年 1 1月共售
出新房 2 9万套，每套价格中间值
为21 . 3万美元(含地价)，建筑面积
中间值是303平米，地产面积中间
值是1416平米。2009年，美国从业
人员人均工资为43460美元，普通
工人不到 5年的工资就可以买一
套300多平米的新房。”

白领的悲催不只是因为累，
还因为安全感的缺失。在我们身
边，这门那门的安全事件接二连
三地上演的时候，当我们一次又
一次地在这些‘门’事件当中，被
科普的时候，谁又能淡定之？然
而，这样的心理却恰恰被那些商
家们死死抓住了。

比安全感的缺失更可怕的是

“被剥夺感”。年关将至，年终奖又
成为网上热聊话题，一汽大众公
司今年给员工发的年终奖金竟达
到 2 7个月的工资，多得让人羡慕
嫉妒恨。网友“单士兵”写道：“年
终奖的羡慕嫉妒恨，说到底，就是
收入分配不公的一次重大聚焦。
对各行各业年终奖的数据进行梳
理，不难发现，影响年终奖的，最
大的还是劳动者从事的行业，而
学历、社会地位或职务高低影响
则相对较小。比如，在年终奖分配
中 ，金 融 、证 券 、电 力 、通 信 、地
产、能源等行业明显高于其他行
业。不必讳言，这些行业，恰恰又
多是带着高度垄断性质的行业。
这些行业年终奖拿得多，当然也
就只能增加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的
相对剥夺感了。”

白领过劳死：无处安放的青春

某招聘网站近期以“对
年终奖，您有啥期待呢”为
题，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
共有1579人参与。调查显示，
3 1%的白领去年没有得到年
终奖，45%的白领去年年终奖
在5000元以下，15%的白领去
年年终奖为5000至1万元，超
过1万元的比例仅为一成。另
外，29%的白领去年年终奖占
全年薪资的比例在5%以下，
1 9%白领声称去年年终奖占
全年薪资6%至10%。

对于微薄的年终奖，表
示“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的受调查者分别达到3 5%和
3 6%。调查中，白领们对今年
年终奖的期望值较去年的实

际所得有所提升。3 3 %期望
5000元至1万元，16%期望1至2

万元，16%的白领期望今年年
终奖在2万元以上。

各用人单位发放年终奖
的方式不尽相同。整体而言，
白领更偏好现金方式，其中
6 3%的白领倾向于采取年末
双薪或多薪的方式。49%偏好
年末红包，3 8 %偏好绩效奖
金。非现金方式受欢迎程度
相对，偏好股权分红、购物券
/ 卡 和 实 物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17%、15%和4%。

值得注意的是，60%的白
领表示年终奖的多少会影响
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而明
确表示不会的比例仅为12%。

另外，38%的白领表示2012年
会跳槽，3 7%表示仍在观望，
4%则表示已经付诸行动。超
过八成的白领开始为跳槽作
准备。

调查显示，收入低是白
领跳槽的首因，因此薪酬福
利水平成为挑选下家最看重
的因素。除此以外，“公司运
营状况及发展状况”也受到
关注。而“知名度”“公司规
模”“工作环境”等因素出人
意料地不受重视。

对于企业而言，年终奖
实际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
不仅是对员工价值的认可，
也会使员工的自信心增强，
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凝聚力。

事件：

求职者遭遇骗局

入职竟要孝敬经理1万元红包

据《新闻晚报》报道，23岁的
外来务工人员小王12月初在某网
站看到一家文化娱乐公司正在招

“总经理助理”职位。“试用期月薪
5000元，转正后8500元，没有具体
的从业限制和要求。”于是小王给
这家公司发了简历。12月9日，收到
面试通知。之后为了获得这份“高
薪工作”，他不断给“经理”送红
包，“孝敬”出去近1万元才发现自
己陷入了骗局。

点评：企业不能向求职者以
任何形式收取费用，这是《劳动合
同法》的规定，也是求职者应该具
有的一种常识。但在实际生活中，
类似上面的“招聘陷阱”却屡屡出
现，因此，在求职中学会保护自
己，不轻易缴费，对职场新人是一
个永不过时的话题。

事件：

年底中小企业遭遇招聘“寒冬”

老板着急储备人才

职场人为保年终奖不愿动
窝，企业却又急着为来年的扩大
经营储备人才。人才供应不足，岗
位需求猛增，导致越来越多的中
小企业遭遇“招聘难”。据《北京晚
报》报道，在日前的一场招聘会
上，虽然各家企业早早地到场等
候，但是求职者并不多，一些企业
的展台根本无人光顾，招聘代表
们有的百无聊赖地翻看报纸，有
的把收到的几份简历仔仔细细地
翻了又翻。

点评：中小企业年底遭遇“招
聘难”，已渐渐成为了一种招聘常
态。究其原因主要是年底职场人职
位变动的意向明显下降，很多人惦
记着马上到手的年终奖或者年底
双薪，都不愿这时候辞职，这导致
了年底人才供应不足。这好比是

“池子里的水少了，要水的人却多
了，难免出现无水可供的现象”。

事件：

员工年底扎堆“休假”让人愁

单位批不批假都为难

据《南国今报》报道，按照国
家相关规定，职工在单位累计工
作到一定的年限就可享受5-15天
的带薪年假。眼看又到年底了，积
压了一年的年休假再不休就要过
期了，于是不少员工纷纷提出年
休假申请；而对于不少企业来说，
年底正是业务最繁忙的时候，这
股员工集中请假潮让不少企业面
临人手短缺的尴尬。

点评：年底扎堆休假，对于企
业而言，的确是一件棘手的事。要
避免这种现象，企业就要提前做
好相关的安排，争取在业务淡季
让员工休年假。而要解决这种现
象，也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
单位要和员工协商，如果员工可
以放弃休假，单位则给员工发放3

倍工资；二是单位和员工协商后，
员工不愿意放弃休假，单位可以
安排在合适的时间补休或调休。

格一周职场

工作多、压力大、年终奖比别人少、领导逼得紧、加班多、票
难买、礼难送……对于都市中人，特别是白领们，年关将近，他
们不是轻松开心地迎接新年，而是有比平常更多的工作，更大
的压力，不少人心中郁结，火气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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