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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员事件频现饭碗问题受重视

求职公寓火爆

一床难求

据《钱江晚报》报道，很多
来杭州找工作的年轻人负担不
起高额的房租，一些价格低廉、
租期灵活的求职公寓成了他们
追逐梦想的栖息地。据不完全
统计，杭城目前已有上百家规
模不等的求职公寓，而这些求
职公寓没有营业执照且质量良
莠不齐。

点评：应当说，这一行业的
出现，符合了市场需求，有其合
理的一面，但隐患也确实多。希
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出台相关政
策，使这个行业健康有序地发
展。

“毕剩客”求职

要迈四道“心理坎儿”

据《扬子晚报》报道，就业
还是择业、如何谈薪资待遇、去
哪里及选择公司等问题，最让
毕业生犯愁。人力专家因此提
醒，不做校园“毕剩客”，应届毕
业生求职要跨心理“四道坎”：

先就业还是先择业；无薪就
业还是漫天要价；去一线大城
还是二三线小城；选大家闺秀
还是选小家碧玉。

点评：校园“毕剩客”，现在
要有紧迫感了。因为9月开始，
2013年的应届生招聘就要开始
了，当新一届大学毕业生进入
招聘市场时，上一届的大学毕
业生仍旧以应聘生求职，机会
就更小了。

视频简历

让求职更具创意

据《深圳特区报》报道，现
在，许多毕业生在求职时，用智
能手机展示视频简历，并直接
发送到招聘单位的电脑或手机
上，颇具新意。

点评：应该说，视频简历作
为一种求职方式，已经不存在
技术问题，只是要考虑的是简
历内容，因为只有内容打动了
HR，你才能赢得工作。

高学历应聘“低职位”

单位担心稳定性

据《武汉晨报》报道，研究
生刘同学应聘一家大型网站的
编辑，投简历两周后仍无回信，
主动打电话询问才知道，录用
的是一个本科生，对方称“工资
只有两千块钱，怕你嫌少”。

点评：高学历应聘“低职
位”，有时出于无奈，低职位不
要高学历，有时也出于无奈。前
者的无奈是因为僧多粥少，为
了就业不得已屈身。后者的无
奈是因为稳定性差，学生一走，
企业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稳
妥的办法是，求职者最好按企
业要求“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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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出路

“两个月内找到新工作，

但是工资都不高”

网友“jonathan96”(2011年进
入三一重工，不到一年时间又
进入裁员名单，虽认为三一裁
员过程存在问题，但已找其他
工作)：我们2011年进入北京三
一重工的一波，机械专业的研
发人员占很大比例，被裁的大
部分都是机械专业，我知道的
几个员工，都是在被裁两个月
内找到新工作，但是工资都不
高。有一个硕士才5000元一个
月，在航天系统里的一个公司，
还不知道有没有编制。另外大
部分一线研发人员都在寻找更

好的机会，想早日离开三一。
现在经济情况确实不景

气，一些主管部门没有前瞻思
想，不重视基础行业。而这是我
们操控不了的，只能忍受。

找编制

“第一个要求，

我得是正式编制的”

蔡振宇(化名，今年6月，刚
刚从令人艳羡的某大型商业银
行跳槽)：我原来的工作，在外人
眼中确实是还不错，收入不低，
工作强度不大，福利也算不错。
这些我都承认，但是在我心里，
还是有不安全感，因为我从进
这个银行开始，就不在编制内。
说白了，在内部人看来，我就是

个编外职工。
按说现在商业银行都是企

业了，不存在所谓编制。但事实
上，因为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
职工内部还是分为两种，如果
有一天经济形势变坏，我们这
些编外职工就是先被牺牲的人
群。

所以不安全感一直都伴随
着我们，从去年底开始，我也开
始物色新的单位。

忙充电

“不充电，就可能成为那个

裸体站在冰天雪地里的人”

王雷(IT工程师，蔡振宇的
同学，看到朋友辞职，他选择了
另一条“避祸之道”)：形势好不

好咱们不敢说，预期不好是真
的。我身边的哥们都蠢蠢欲动，
体制内的几个当然是稳坐钓鱼
台，其他人没一个敢说自己不
会被裁的。

尤其我们这IT行业，更新
换代非常快，一年前还很火的
企业，一年后就喊着要破产，这
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现在虽
然是在一个较大的IT企业，但
也不敢说未来有什么变数。

大学生求职期望薪酬大幅提高

45 . 32%的人不满意目前薪
酬福利；超六成职场人期望月
薪、补贴、奖金、休假有所增加；
超八成认为物价、房价、孩子
教 育 占 薪 资 大 部 ，压 力“ 山
大”。近日，英才网联与凤凰网
财经频道共同推出“金九银十

职场薪酬大调查”，解析2012年
职场薪酬现状，引导职场人客
观跳槽、应届生正确择业，理性
看待薪酬。

在职场里有一大群“潜水
员”：他们已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因此不会主动查找招聘信息，也

没有主动投递简历，寻找工作，
但如果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来到
面前让他们眼前一亮，他们也会
考虑抓住机会——— 他们就是被
动求职者。中华英才网的调查显
示，被动求职者通常占据人才库
的70%，这些人群往往质量比较

高，是企业希望招揽的重要目标
人才。

近年，“被动求职者”越来
越受到企业的青睐，除了发布
职位、等待求职者应聘外，大
多数企业还会主动出击，物色
优秀的被动求职者。

格职场风声

超四成人不满薪酬
被动求职者比例达七成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中华英才网近日发布的
2012年中国最佳雇主调
查报告显示，今年大学
生求职更偏好的行业为
政府公共事业类，而且
期望薪酬较往年大幅提
高。

调查：8成多职场人有“下班

沉默症”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
查中心对2750人进行一项调查，
结果显示，83 . 1%的受访者坦言自
己不同程度上有“下班沉默症”，
63%的人担心“下班沉默症”会让
人对生活失去热情。

为什么会有“下班沉默症”?

调查数据说，59 . 6%的人认为因
为工作压力让人身心疲惫，难
以兴奋 ;52 . 7%的人认为长时间
疲劳，使一些人形成了排斥情
感交流的惯性;40 . 5%的人认为，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对陌生人客
气，忽略亲友感受;37 . 0%的人认

为工作和交通环境太嘈杂，导
致人们迫切寻求安静空间。而
容易“犯病”的人群，也被锁定
在司机、新闻工作者、警察、医
生、IT等行业。

讲述：上班滔滔不绝下班沉

默是“新病”

“我老公是做销售的，每天都
忙着跟客户联系，面对客户时总
是一腔热忱，业绩很不错。同事间
相处，亲切友善。然而一下班，就
像只泄了气的皮球，不想说话。”
网名“笑九天”的王女士通过本报
职场版QQ讲述了她的遭遇，“刚
开始我还以为我们之间出了啥问
题，最近看了‘职场沉默症’，我想

我老公符合这个症状。”
在某公关公司上班的刘先

生坦言，上班的时候就像一台
机器在运转，非常忙，如果有什
么重要的事，经常晚上加班或
者晚上去陪客户应酬吃喝，处
理棘手的事情。“平时上班就很
累了，下班回了家我一句话都
不想说，只想冲个澡后蒙头大
睡，3岁女儿有时候又哭又闹，
让我更烦，吼了孩子，媳妇又不

高兴。”刘先生说自己上班时老
给别人解决问题，下班了自己
的问题却解决不了。

“我妈经常唠叨我，说我下
班后和父母没说过几句话，就
连上厕所也在上微博，却不愿
意和家人沟通。我仔细想了想
也是，父母说话，我经常回答

‘恩、啊’，要么就什么也不说，
钻进卧室上网。”在某酒店当客
户经理的秦女士说。

8成多职场人有“下班沉默症”

这份报告显示，在2012年
大学生求职偏好行业的调查
中 ，政 府 公 共 事 业 取 代 金 融
业，成为大学生求职中最愿意
选择的行业，而教育及文化业
持续走热，列在第二位，其他
大学生求职偏好的行业包括金
融业、医疗和保健、电气及能
源、计算机等。

专家表示，因为行业的发展
状况直接决定了初次求职者的
长期待遇水平和职业风险大小，
所以一些具有政策红利、占据市
场先机的优势行业，因其风险
小、收益高而受到大学生偏好。

在期望薪酬方面，报告显
示，薪酬期望相对较低的大学
生越来越少，比例从2009年的

21%下降到今年的3%，而期望
高薪的大学生比例从2008年的
9%提高到今年的20%。

根据统计，今年 2 8%的大
学生的期望薪酬为 3 0 0 0元至
3999元，19%的大学生的期望薪
酬为4000元至4999元，还有6%

的大学生期望获得6000元以上
的高薪。

上班时滔滔不绝，应酬时笑容满面，回到家却沉默寡
言，不愿和家人多说一句话，如果有类似的症状您得注意
了!《中国青年报》近期做了一项调查：高达8成的受访者坦
言自己不同程度上有“下班沉默症”。专家说，下班沉默不
是金，是职场“新病”，严重的会变成抑郁症。

摩托罗拉裁员，三一重工……2012年仿佛成为裁员年，无论是新兴的网络公司，还是传统机械行业，
都有诸多企业曝出裁员消息。不管这衰退是真是假，白领们已开始未雨绸缪，开始想尽方法“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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