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聚焦就业

逾九成离职大学生炒企业鱿鱼 主因是“个人发展空间不够”

新人频跳槽 薪资收入一路降

格下班微调查

住房公积金存缴比最高可20%
7%的人清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格职场测试

从吃住环境看

你有没有升职的机会

格职场方圆

30多岁职场人：

当焦虑成为一种“时尚”

据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 心 公 布 的 政 策 ，中 新 网 财
经频道近日统计整理了 1 5个
城 市 的 住 房 公 积 金 缴 存 比
例，其中，北京单位和职工的
缴存比例均为 1 2%，而广州单
位和职工的缴存比例在 5 %—
2 0%之间自行选择。个人缴存
比例的选择最好根据自己的
工资等级和现金使用情况来
决定。

提到住房公积金，相信很

多人会立即想起满大街的公
积金提取广告，但对于自己每
个月缴纳了多少住房公积金，
恐怕就知之甚少了。所谓住房
公积金，即单位及其在职职工
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公积金
应该由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
缴付，实行专户存储，归职工
个人所有。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规定，职工住房公积金的
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

度月平均工资乘以职工住房
公积金缴存比例。单位为职工
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
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
均工资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
缴存比例。职工和单位住房公
积金的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
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
5%。

但 是 ，对 于 自 己 每 个 月
缴 纳 多 少 比 例 的 住 房 公 积
金，很多人并不清楚。据中华
工商时报此前的一项调查显
示 ，仅 有 三 成 职 场 人 清 楚 企
业 为 自 己 缴 纳 的 各 种“ 险 ”、

“ 金 ”的 缴 纳 比 例 。其 中 3 1 %

的职场人确切知道医疗保险
的缴纳比例，仅 2 7%知道养老
保 险 的 缴 纳 比 例 ，知 道 住 房
公积金缴纳比例的职场人数
最少，仅 7%。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规定，新参加工作的职工
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
缴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
职工本人当月工资乘以职工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单位新
调入的职工从调入单位发放
工资之日起缴存住房公积金，
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当月工
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
比例。

一日，你在遥远的异乡镇上
疲惫地走着，饥寒交迫。来到一
条街道，二里左右长。街道的两
边满是住户，只有三三两两的灯
亮着，门前竖着布挂，上书客栈
或食铺。放眼望去，能看见的也
就三四家，你会选择怎样的方式
吃饭和投宿？

A.选择最近的这一家，老板
娘漂亮风骚，不过店面一般，条
件一般。

B.稍远一点的店面，老板娘
小家碧玉，还有几味招牌菜，店
面看起来整洁大方。

C.再远一些的的店面，老板
娘独特气质，两只雄狮把门，门
前两个壮汉热情招呼。

D.最远的那家，老板娘忠厚
老实，菜品家常，还有一壶温好
的竹叶青。E.在第一家店吃饭，
到第四家店住宿。

测试结果：
A.有上进心，可是面对诱惑

和干扰，不能坚持到底。面对升
职的机会，往往没有及时把握。
对现有职位抱有不满，却没有勇
气立刻改变现状。大多数人徘徊
在普通职员阶段。

忠告：专心地做一件事情，
排除身边的干扰。

B.比较有耐性，对前途有自
己的规划，并且有条不紊地向着
目标前进。面对升职的机会，通
常仔细权衡利弊。能抓住机会，
但缺少风度，升职的空间有限。
通常徘徊在科长、部门经理阶
段。

忠告：得到之前必须失去，
不能太计较。

C.考虑问题有独特的视角。
喜欢大气的工作氛围，对职务的
把握能力很强。对升职的欲望比
较大，一有机会，决不放过。通常
在副总阶段找寻出路。

忠告：欲望需要控制，中国
人不喜欢太张狂的后生。

D.喜欢踏实地工作，踏实地
生活。对工作的认识仅限于工
作，对家庭的期盼远过对升职渴
望。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员工，可
是缺乏组织和领导能力。通常是
个副手的角色，或是研发人员。

忠告：工作也可以充满激
情，调试自己的心情。

E.是个活跃分子，通常能够
让领导有面子。做事情有很强的
针对性。喜欢衡量，会充分利用
自己的和周边环境的优势。面对
升职的机会，牢牢抓住。潜力很
大，即使现在不在领导岗位，将
来也大多会升迁。

忠告：小心机关算尽，多留
点余地给别人。

据8月中旬的一份大学毕业
生离职分析报告显示，在对2007

届、2008届大学生的跟踪调查显
示，在已就业的人群中，平均有
61%的本科生毕业三年内发生过
离职，高职高专生有79%。值得注
意的是，离职大学生中，98%是学
生炒雇主鱿鱼，而非雇主主动解
聘。分析指出，大学生主动离职的
最主要原因是“个人发展空间不
够”，但实际上动辄跳槽未必是提
升自我的好途径。调查显示，在已
就业的2008届大学毕业生中，三年
中发生过离职的人的薪资收入低
于未发生过离职的人。

事实上，大学生在毕业三年
内发生离职的现象具有普遍性。
调查显示，在已就业的2010届、
2011届全国大学毕业生中，平均
有38%在毕业半年内发生过离
职。如果把调查时点延伸到毕业
三年后，这一比例更高。根据麦
可思对2007届、2008届大学生的
跟踪，在已就业的人群中，平均
有61%的本科生毕业三年内发生
过离职，高职高专生有79%。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如
果说过去对“炒鱿鱼”的印象多
是雇主解聘职员，而现在则完全
相反。调查显示，离职中主动提

出“分手”的98%是大学生，而不
是雇主。

调查显示，继续从事一份工
作的成本太高或者预期回报太
低，都会导致大学生决定离职。
从调查来看，这种成本或者回报
既可以是物质上的(例如有21%

的2011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内主
动离职的主要原因是“薪资福利
偏低”)，也可以是心理上的(例如
有30%的主动离职主要原因是

“个人发展空间不够”)。
而心理原因在离职决定中

的作用更为重要，而且也更复
杂。在对各类型用人单位2011届

大学毕业生半年内离职率调查
显示，离职率最低的是国有企
业，只有13%，其次是政府机构/

科研事业单位为19%，接着是非
政府或非营利组织为20%，其后
是中外合资/外资/独资企业为
25%，离职率最高的是民营企业/

个体，为31%。而离职率最高的本
科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名称
为电话推销员，离职率为48%，其
后是广告写手46%，零售售货员
43%。分析认为，在政府或者国企
就业的大学生离职率低，可能因
为他们本身更在乎工作带来的

“安全感”。

“70后”“80后”

因危机而陷入焦虑

在广告行业工作了9年多
的张先生，从一个最基层的业
务员做起，慢慢提升为总监级
的中层领导。在旁人眼里已经
很成功的他，上个月作出了辞
职的决定。张先生的公司不大，
业务基本由他带着大家干。在
公司里，决策层一般由总公司
委派，像他这样由基层成长的
人最多做到中层总监，更让他
难以接受的是，公司的薪水偏
低，月薪4000元，外加少量的提
成，实在无法养房、养车、养老
婆孩子。这种焦虑从30岁以后
愈加强烈，今年，张先生决定，
无论怎么样都不能这么不明不
白地干下去了，他注册了一家
小公司，希望白手起家。

某网站一项调查显示，超五
成职场人受“职场危机”困扰，表

现为发展无方向、升职没机会、
工资上不去，许多事业处于发展
期的“70后”“80后”因为“职场危
机”而陷入焦虑。

而立之年

职场人焦虑尤甚

职场有“30岁”或“35岁”现
象，有人认为“到30岁还不成功，
你就没希望了！”“到35岁还不升
职，你就没戏了！”与此对应的
是，30岁或35岁是职场焦虑的高
发期。

刚过三十有二的周先生也
很焦虑。他焦虑的倒不是现在的
工资与薪水，而是未来10年的职
业发展太过于不乐观。据说职业
生涯有“内生涯”和“外生涯”之
分，“内生涯”是指个人内在的经
验、技能、理念等，“外生涯”指公
司背景、薪酬、职位等。周先生个
人很努力，“内生涯”的发展并不
担心，但“外生涯”就忧虑重重

了，周先生所在行业属于走下坡
路的行业，由于业务不景气，未
来十年都不太可能有升职的空
间，对此，周先生岂有不担心之
理。

远离职业焦虑

心态很重要

首先要调整心态。要把眼光

从别人身上往回收一收，和自己
比，一步步积累。职场上要减少
抱怨，要更主动去面对困难，这
样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青
睐你。结合自身条件及市场需求
做好长期职业规划。有了明晰的
长、短期职场规划，就以避免在
关键时刻陷入迷茫，远离职业焦
虑。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仅7%的职场人
知道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受经济形势的影响，被职业焦虑困扰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在互联网上“吐槽”，形成当下“焦虑帖”泛滥的
现象。30岁上下的职场人尤其受焦虑的困扰，对于他们，焦虑为何而起，又因何才能解呢？

精精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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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V话题

职场妈妈

如何请产假？

怎么跟上司说你怀孕了?在
你公布自己怀孕了这一另人兴
奋的消息之前，你应该认真考虑
一下宣布之后你将会得到什么
反应和反响在你向上司提出休
产假之前，你必须先跟他沟通
好。你将怎么结束你的工作?你
什么时候打算离开公司?谁将会
顶替你的工作?

在你开口之前，请先准备好

以下问题的答案：什么时候离开
公司?在你提出离开的日期前，
请先仔细考虑好你的工作的种
类和状况。如果你工作的环境不
利于宝宝的健康(比如工厂，印
刷厂等)，你最好立刻离开公司。
如果你为公司提供体力活，那你
最好在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就停
下工作。

在公司里有一条金科玉律：

永远先替公司设想。在你离开之
前，先做好计划书，告诉你的上
司，在你离开的时期里，你将怎
么解决你的工作?你怎么训练别
人来顶替你的工作?你怎样让另
外一个人称职地负起原本是你
的责任?你已经训练好那个人了
没 ? 他 是 否 能 够 胜 任 你 的 工
作?……为上司解释你的所有计
划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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