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会的时候，你选择坐在哪里，往往微妙地传递出你在这个集体
中的自我定位，以及对于未来的企图心。十人左右的圆桌会议，每个人
的表现几乎都被领导看在眼睛里，选什么位置坐下，则大有讲究。

房地产从业人员收入调查：薪资只涨不跌

格格职职来来职职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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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交 通 拥
堵 ，上 班 没 法
准 点 ；朋 友 聚
会 ，下 班 无 法
提前……多数
职场人对于打
卡机是既痛恨
又 无 奈 。这 些
年 来 ，有 少 数
企业也开始根
据职能和工种
尝试弹性工作
制。然而，这种
特 殊 的“ 考 勤
制 度 ”是 否 真
的可行呢？

弹性工作制：不考勤更危险？

格格一一周周职职场场

通过对一组国内一线城
市地产人的寻访，从项目总经
理一直到一线的售楼员，大体
了解到房地产行业几个典型
岗位的收入现状。虽然房企间
不同的规模、实力、经营情况
都会影响员工的收入水平，但
一般而言总是会围绕一条行
业平均线浮动。

完成了任务，

薪资不是问题！

姓名：陈先生(化名)

职位：总经理
工作年限：20余年
从业经历：住宅项目
收入：年薪80万—200万元

从北京某著名高校毕业
的陈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
留学海外，积累了大量的关于
房地产的宝贵经验。在他看
来，“我们的销售业绩还是不
错的，但因为我们企业的背景
不一样，而且做到高管级别
了，年薪基本上与企业自身有
很大关系。比如外企，国企和

民营企业的高管，薪资都是不
一样的。”尤其他也坦言，做到
了这个位置的人，其实已经历
过楼市的大风大浪，对薪资的
关注度也不那么“斤斤计较”
了。陈先生说：“年度任务也完
成的情况下，企业为了留住人
才，也会在薪资上有所递增。”
以此来看，有时候危机也是转
机!

薪资基本上

与行业持平！

姓名：刘先生(化名)

现任职位：营销总监
工作年限：:7年
从业经历：代理行、开发商
收入：基本年薪20万元左右

入行至今已经七八年，经
历过代理行、开发商 ;从住宅
项目做到商业地产项目，正如
许多房企人员所走过的“仕
途”一样，刘先生的经历其实
相当丰富。

2009年至今，投身商业地
产项目的刘先生，却从不后
悔。一方面是出于对自己未来
职业生涯规划的考虑，住宅项
目相对来说较单一，而综合体
项目比较复杂，卖办公楼时面
对的是老板、企业家，这样自
己的人脉也会更广。另一方
面，他也直言不讳地表示，综
合体项目周期短，资金回笼
快，对自己的薪资是个利好。

“做到了我这个位置，基本薪
资基本上都差不多，差别就在
项目的销售额不同，以及有没

有完成任务。即便是去年楼市
整体行情不好，我们项目也卖
得还可以，基本上薪资只涨不
跌。”

人才紧缺，

工资可能上涨15%

姓名：王先生（化名）
职位：小区物业副经理
工作年限：:11年
收入：年薪约10万元

2 0 0 1年，王先生初入社
会，即在某集团旗下某项目物
业部门就职。刚入行时，王先
生初就明显感觉到了物业行
业超高的流动率，身边的同事
一年调换几十个是常有的事，
但其中大部分仍留在本行业，
而且薪水大多水涨船高。

调 查 发 现 ，“ 降 薪 、欠
薪”并没有外界所揣测的那
么普遍，收入大幅缩水集中
在一线销售人员群体，而大
部分中高层岗位受影响并
不大，部分专业人才在这波
行业人事动荡中，反而受益
身价上涨。

房企动荡，人员流动，
有内因，也有外因。尤其到
了 今 年 这 个 特 殊 的“ 环 境
下”，我们一一列举，不为对
比，只为客观呈现出房地产
从业人员的一个生存状态。
但是，“薪资”是各行各业都
会 面 临 到 的 问 题 ，大 浪 淘
沙，能够经得起考验，捱得
住的职场人或许真能守得
云开见月明 !

开会时，你坐哪里？

下午三时，如日程安排所示，市场
部七八个同事按时来到小会议室准备
例会。两分钟后，市场部经理走了进来。
看到大家的状况，经理皱了皱眉头：“往
前坐一点，大家尽量往前坐，靠紧一
点！”话虽这么说，大家也只是稀稀落落
地象征性往前挪了一两个位置。靠紧经
理的位置，还是突兀地空着。

这个场景，恐怕在很多公司开会
的时候，都经常能见到。反省一下，你
在开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自觉不自
觉地往后坐？你又是否观察过，哪些
人会主动坐在老板身边，哪些人会常
常选择坐在老板的对面？还有哪些
人，是明明内圈的座位没坐满，他也
会选择坐到外圈去？

老板身边的位置

亲密的支持者

紧挨着老板身旁的座位，在大多
数人眼中看来都是避之不及的雷区。
坐在老板身边，不但所有小动作都暴
露在了老板的眼皮底下，更重要的是
这个位置暗示了你是老板明里暗里
的嫡系红人。

这个位置上的人，可以视作老板的
左膀右臂，也是老板最亲密的支持者。
落座原则

如果公司扁平化的制度使得除
了老板以外，并没有这样一个“天然
二把手”角色的时候，是否选择在老
板身边的位置落座，便完全取决于你
的进取心和表现欲了。

老板对面的位置

积极的表现者

圆桌或常规的椭圆形桌子，老板对
面的那个位置，坐的人地位通常也不
低。人的视线在第一时间内往往是向前
直视的。虽然这个位置上的人，比起老
板身边的人来说，关系并没有那么近，
但可以说绝大部分时间内这是由行政
级别造成的，而不是由工作表现造成
的。在除老板以外，大家级别一样的情
况下，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往往是自
我认知与自我要求都较高，同时也是非

常积极、寻求表现的人。
落座原则

同样积极表现自己，坐在老板对
面，比起坐在老板身边，从形式上说
要更隐晦一些。这是在所有座位都有
人坐的情况下比较好的选择。

老板侧面的位置

大多数的合作者

这些位置数量最多，也最容易被占
据。这些人通常属于谨慎中庸型的人，
同时也担当着团队中润滑剂的作用。落
脚在老板的侧面，便于观察全局形势。
这个位置能清楚地听到上司的发言，便
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在需要的时候
也可以引起老板的注意。他们或许并不
是能力最强的，也并不是最渴求表现
的，但却是一个团队中不可或缺的基石
那样的人物。
落座原则

即便作为合作者，也有态度积极
与否之分。从座次上来看，与老板的
距离越短，积极程度越高。当然了，坐
在侧面，视线不经常与老板正面接
触，那么偶尔分个神。因此，如果你并
没有为这个会议做好充分准备，就选
择侧面的位置吧。

离老板最远的位置

潜水的旁观者

确切地说，椭圆形会议桌，离老
板最远的侧面位置，或者外圈的位
置，都属于离老板最远的位置。选择
靠后的座位，美其名曰“明哲保身”，
实则表现了你的“胸无大志”。自以为
这个位置很低调又隐蔽，却没想到前
面的同事可能会挡住自己，从而使自
己处于被动地位。老板怎会发掘那些
自甘退守二线的人？别让老板觉得你
是个“隐形人”！
落座原则

职场上所说的低调，指的是为
人处事时不要太自视过高，而不是
说让你在工作场合往后退让。如果
有可能的话，尽量不要选择这类“低
调”的座位。

近日，上海交大管理学
院教授团队对国内 1 8 2家在
各行业排名居前 3位的杰出
家族企业进行了调查，并对
接班人状态加以剖析。结果
显 示 ，目 前 只 有 1 8 % 的“ 第
二代企业家”愿意并主动接
班 ，8 2 % 的“ 接 班 人 ”不 愿
意、非主动接班。

点评：既然下一代已经
找到了自己的志趣所在，而
你 的 财 富 又 能 帮 助 他 们 去
追求自己的价值，何乐而不
为？

事件2：

大学生招聘户口价差达3倍

解决户口单位薪酬低

事件3：

全球带薪休假调查：

欧洲国家最慷慨

弹性工时降低效率？

现代人有谁真的很愿意上班？其
实，多数人对工作潜意识里会逃避、抵

制。当缺乏有效的监管，多数人会不由
自主地降低工作效率，并连带影响其
他勤快的人，尤其在团队工作时。在全
球范围内，从员工上班，到运动员、艺
人的训练，都有固定的时间和规律，这
就证明大家都需要在制度下工作，尤
其是团队工作。

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Leo举了一
个例子。“我们有个外派员工，负责跟
厂商沟通，改进产品质量，产品改良后
会拿去销售，提成很丰厚。他每周出去
四天，但三个月过去了，产品一直没改
好。原因很简单，厂商都很忙，你得每
天盯着进度，但因为没有监督和约束，
他有时中午去，有时下午提早回家，这
样的跟进就没有意义，也没有太大效
果。”

弹性工时≠不用打卡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弹性工时
并不意味着不用打卡，大家应该修
正对打卡的认识。打卡是员工到工
作场所工作的重要证据，是一把双
刃剑，既约束员工，也保障员工权
益。一方面，员工迟到早退能被记
录下来，同时，加班也会被记录。如
果不用打卡，额外的工作也可能会
因此无法计算，导致新问题的产
生。弹性工作制可能会成为企业逃
避支付加班费的“保护伞”。

最好能使员工都认同这一点：工作
时间不代表工作贡献，更重要的是工作
成果能给组织带来什么样的工作价值。

学会为自己而工作

事实上，弹性工作制不是没监
督，工作的成果就是最好的监督。建
议员工要学会时间管理，将阶段性

目标分解到每一天，及时获取工作
反馈，以结果为导向，工作紧紧围绕
关键要素来安排，注意观察和总结
自我工作效率曲线。

弹性工作制备受推崇，但另一
方面，相比于简单统计“上了几天
班”，在弹性工时制度下，劳动者只
能被动顺应企业的具体安排，连续
上班成为合法，传统的加班概念基
本不存在，员工额外工作的报酬又
该如何保障？对此，劳动者可用相
关法规来保障权益。不少地方已经
有针对性地出台法规，规定不定时
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制都属于

“弹性工时”制度，用人单位不得任
意扩大其适用范围，不得随意延长
员工的工作时间，不支付员工的加
班工资。职场人被侵权时可拿起法
律这把“利器”。

事件1：

内地八成“第二代企业家”

不愿主动接班

资料片

据《北京晨报》报道，在清
华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上，北大
硕士毕业生小周发现，同样的
工作，提供户口的单位给出的
第一年的工资标准，与不解决
户口的单位给出的薪酬差距
竟达到2至3倍。

点评：这种因是否解决户
口而在薪酬标准上出现的“价
差”，让大学生们对是否要“户
口”更加犹豫了，同时也让大
学生求职时更加理性了，户口
将不再是应届毕业生找工作
时候重要的考量标准。

据《法制晚报》报道，美
国一项针对全球2 0个国家
带薪休假的调查结果显示，
不少欧洲国家一年有3 0天
左右的带薪假期。美国和几
个亚洲国家则有点儿“抠
门”，其中韩国休假时间最
短，仅10天，受访者平均只
休7天。

点评：最抠门的韩国有
10天的带薪假期已经很不
错了，本人现在的带薪假期
只有5天，相比之前实在太
可悲了。

调控不断深入，
开 发 商 资 金 链 紧 张
了，希望缩短开支 ;而
企业想要留住人才，
势必要在“薪资”上满
足他们。这似乎看上
去是一个悖论，于是，
有人坚守，有人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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