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美国康奈尔大学等
众多知名高校联合进行的一
项关于性别和性格对收入影
响的调查验证了性格随和的
员工确实比不易相处的员工
挣得少，这种收入差距在男员
工身上体现得更明显。

此次研究历时10余年，先
后进行了4次调查，采访了约1

万名美国人。最后得出结论：
不易相处的男性比易相处的
男性的平均年收入高1 8% (约
9772美元)，不易相处的女性比
易相处的女性高5%(约1828美
元)。这份报告发表后，引发了
美国各界的关注，特别是人力
资源领域的专家关于薪酬制
度合理性的讨论。

人际关系冷淡

就是能力强吗

事实上，大多数不易相
处的人本质上是和善的。只是
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会把自己
的不同意见表现出来，比如，
在争执中过分积极地捍卫自

己的立场。
心理学家们发现，易相处

的人可能不会把他们的人力
资本优势变成经济利益。而不
易相处的人并不把获得和谐
的人际关系视为基本目标之
一，他们更重视成就感，因此
不愿意妥协自己的利益。

尽管不易相处并不一定
意味着能力更强或者更关心
公司，但在很多雇主眼中，人
际关系冷淡就是能力强的标
志，经常批评他人的人比经常
给予他人友善评价的人应该
更能干。甚至，人们有时把级
别高、待遇好的职位交给容易
发怒的人。

对“老好人”的建议

让易相处的人一下子变

成咄咄逼人的人恐怕不太现
实，因此对“老好人”的建议
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
策略。比如在涉及利益分配的
谈判中 (比如薪酬谈判 )，不要
让人际关系的价值成为阻碍
你说出自己需求、获得最大利
益的绊脚石。

调查发现，擅于自我审查
的女性在涉及利益分配的谈
判中更容易获得好结果，因为
她们能根据对手的强硬程度
调整自己的强硬程度。也就是
说，她们不需要在所有的薪酬
谈判中都步步紧逼，而是视具
体情况而定。如此一来，她们
也不需要放弃那些和善的亲
社会性行为，而这些行为能给
她们带来其他方面的好处，比
如友谊。

在职场，好人总是输?
性格带来的收入差距

大学毕业生入职
少有高薪酬

《中国青年报》一项调查
显示，月薪在8000元以下的毕
业生占近90%。在2012年已参
加 工 作 的 应 届 毕 业 生 中 ，
2 2 . 5 5%的人月薪在2 0 0 0元以
下，37 . 0 3%的人月薪在2001-
4000元之间，19 . 61%的人月薪
在4001-6000元之间，10 . 5 6%

的人月薪在 6 0 0 1 - 8 0 0 0元之
间，10 . 25%的人月薪在8000元
以上。

点评：从调查结果来看，
薪酬是大多数毕业生找工作
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但薪酬
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其他
因素也非常重要，如专业兴
趣、职业发展前景、工作单位
性质等。

大学生“回流”
二三线城市

从开始找工作起，北京某
知名高校研究生刘静就坚持自
己的求职目标——— 回家乡或去
中小城市。“大城市有很多工作
本科生都能做，招聘单位非要
研究生学历，太浪费了。而且扎
堆儿大城市的人才太多了，去
中小城市更能发挥优势。”从外
地回到家乡、从东南沿海回到
中西部地区，这种就业“回流”
现象在2011-2012年求职季表现
得特别明显。

点评：相比一线城市，二、三
线城市的雇用前景越来越好，就
业机会越来越多，就业竞争不太
激烈，就业环境总体上要好于一
线城市，所以有刘静这样想法的
应届毕业生不在少数。

大学生不愿
“屈就”当工人

新华网消息，来自郑州市
职介中心的最新问卷调查显
示，六成以上的高校毕业生把
就业目标定位于国有企事业
单位及大型民企，对于中小型
企业及基层岗位不愿“屈就”。

“上了4年大学，花了家里五六
万元钱，结果还要当工人，没
脸见家人朋友。”

点评：在一些高校，带有功
利化倾向的就业辅导 “侵蚀”
着年轻学子的心。不少高校毕
业生觉得当工人不体面，宁做
低工资“白领”，也不愿做高收
入的“蓝领”。而且大学生缺乏
对自我客观、系统、科学的认
识，择业时随意性大，频繁跳
槽。

职场“奥运福利”亲，你领到了吗？

在竞争激烈的商场和职
场中，我们会更喜欢那些人
缘好、有亲和力的人，但独断
专行、争强好胜的人似乎更
易达到目的。近日，有学者用
大量样本、多年的数据和研
究落实了人们这个不美好的
感觉。

精精英英

22001122 .. 88 .. 88 星星期期三三

BBB
你你 的的 世世 界界 从从 此此 不不 同同

BB2222-BB2233搜搜城城
今今日日烟烟台台

六成上班族未享带薪年假
调查显示：许多人在申请年假时被单位拒绝

进入暑期，不少家长想带孩子出去旅游探亲，带薪年假也就成了
上班族近期关注的焦点。《法制晚报》近期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59%
的参与者表示未在现所在公司休过年假。许多上班族申请带薪年假
曾被单位驳回，六成上班族带薪年假被公司各种理由“卡”住。

近日，《法制晚报》对3000人进
行了带薪假调查，结果显示，59%的
参与者表示未在现所在公司休过
年假，而休过年假的参与者仅占
41%。

那么，没休年假的员工，公司
会不会按照日工资收入的300%支

付未休年假的工资报酬？调查显
示，只有8%的参与者享受到了法律
规定的待遇，近六成的参与者表示
未休年假公司没有补偿。选择通过
调休的方式补偿或因公休不了的
年假可顺延至第二年的参与者分
别占15%和6%。

案例一：

休假“伤”全勤 损失8000元
提到带薪假，在北京一家国企

工作的小徐说：“今年坚决不请假
了，去年就吃了次闷亏。”

去年6月份，小徐休了5天年
假，陪女朋友去香港购物。可
年底发奖金时，办公室其他人
都拿到一万多元，只有他是2000

元。他去财务一问，因为休了
年假，不满全勤，所以奖金就
少了！

律师观点：年假属于法定带薪
假，休这种假，是视为员工出勤的。
作为单位来讲，之后核算全勤奖
时，需要修改核算方法。

案例二：

年假不能累计 放弃就认倒霉
周周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

了 十 年 ，终 于 攒 够 钱 买 了 套 房
子。周周找了工程队准备装修，
决定休假监工。他琢磨着，自己
这些年从没请过一天年假，干脆
就把过去 3年的假都请了，休上
一个月。对于周周的请求，领导
没有批准，“说最多放我10天假，

前些年是自己放弃的，公司管不
着，不可能累计到一起休。”林跃
很是懊恼。

律师观点：年休假是否可以累
计顺延。单位所说视为放弃，实际
上是一个不成立的理由。但员工一
下子申请休30天年假，势必会给单
位的工作带来不小的影响。

案例三：

请了病假 不能再休带薪假
年初，东奇因肠胃炎向单位

请了半个月的病假。这个月，老婆
想带着孩子、父母出去旅游，让他
赶紧跟单位请带薪年假。东奇递
交申请后，人力资源部的回复是，
因为已经休过了半个月的病假，
所以他今年不能再请带薪年假

了。
律师观点：法律规定，累计工

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请病假
累计2个月以上的，不能休当年的
年假。但员工如果只休了半个月的
病假，单位却以此为由拒绝的这种
做法是违法的。

据《青年报》报道，“奥运会
员工福利通知”——— 最近网上疯
传沪上某 IT公司奥运期间员工
福利：可以提前两小时下班，猜
对奖牌数赢“牛排(New iPad)”，
若刘翔夺冠得小米手机，若射击
夺首金，男员工可得5 0 0元餐饮
卷“一餐搞定白富美”、“奥运期
间提前两小时下班”、“奥运期间
公司暂停打卡制”、“用MSN上

线来代替打卡”等等。 一时间，
引发了众白领一片“羡慕嫉妒
恨”的感叹。

而相比之下，更多的企业则
选择通过全民运动的方式，让员
工感受到奥运的魅力。虽然这个
诱人的“奥运福利”真假难辨，但
目前在上海的确有不少企业在
奥运期间推出了一些“短期”福
利政策。

奥运无“福”族有话说

享受到“奥运福利”的职场人
士当然皆大欢喜，但有些企业员
工却发现，奥运期间自己非但没
有享受到“福利”，公司反而加紧
了管理的尺度，怎能不在网络上
一“吐”为快。

@Tiny：我们这种跑业务本来
就该在外面跑，奥运会来了，居然

要我们早上先进公司打卡才能出
去。

@咿呀呀哦：天太热，在家看奥
运，这样的日子也太惬意了吧。不
过马上又要上班了，为什么人家就
可以上班不打卡，超级郁闷啊！

@小凡zj微博达人：容我发发
牢骚，自从比赛开始之后，我就觉
得我每天上班就一蜜蜂，天天围
着牌牌跟综艺转，这也算是为中

国奥运健儿打气加油了吧，缓口
气，继续忙去。

@逯程：奥运开始以后，上班
完全不能专心，过一会就刷一下
文字直播，还是当学生过暑假
好……

@YONG纯：熬夜看奥运，并且
要上班的孩纸伤不起，困死我了，
无力上班啊！坐阿坐直接倒桌子
上睡着了……

格职场风声

“后人口红利”促HR转型

《2011-2012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转型与HR外包调研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指出，
在中国，随着中国人口红利优势逐
渐削弱，HR转型迫在眉睫。HR将
从“HR职能专家”和“员工鼓动者”
的角色，转变成能让员工为未来的
转变准备好思想和能力的“人力资
本开发者”以及有足够影响力的

“HR领导者”。从国内目前的情况
来看，HR转型通常采用混合模式，
在企业内部，通过资源与业务流程
重组提高HR工作效率；在外部，则
通过人才派遣优化劳动力结构及
采用HR职能外包等形式来加速转
型。

员工医疗费预计增10%

一项针对医疗保险公司的最新
研究表明，亚太地区员工的医疗费
用增幅近年来持续两位数的攀升。
据近期发布的《2012年全球医疗费
用趋势调研》结果显示，预计2012

年亚太地区的员工医疗费用整体
增幅为10 . 2%。而随着员工对个人
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以及个人医
疗保险业务的扩张，预计中国员工
在 2 0 1 2年的医疗费用增幅将在
10%，仅次于印度的13%。

另外也有一些非常规的方法
引起了雇主的关注：超过42%的参
调公司采用慢性病或疾病管理等
健康管理方式；超过29%的公司引
入了保健方案。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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