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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家时间”成家庭稀缺资源
调查显示：城市白领每天陪孩子时间仅1 . 0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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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幸福职业排行榜出炉

白领网上热议“幸福职业”

一份名为《不在场证明》)的调查报告近日出炉，
调查报告运用视频形式，直指中国城市白领人群因
无暇陪伴家人，而导致家庭幸福指数堪忧的现状。同
时，该调研报告也警示，“爱家时间”渐成中国家庭的
一种稀缺资源，尤其是白领阶层，已然被贴上了“失
陪族”的标签。

格上班路上

硕士研究生求职的那些囧事

囧事一：

无奈成为“硕蚁”

“蚁族”问题的学者廉思曾
在2010年推出《蚁族谁的时代》。
书中显示：研究生以上学历“蚁
族”的比例，从2009年的1 . 6%增加
到2010年的7 . 2%，本科学历也从
31 . 9%上升到49 . 8%，蚁族群体的
学历层次在逐步提升。记者采访

发现，成为“硕蚁”的研究生，一
是家庭情况较差，这些人大部分
来自农村或者小县城；二是工作
生活条件较差，由于没有找到理
想的岗位，最后得过且过；三是
心理压力较大，他们往往是农村
父母的骄傲和希望，一方面提醒
自己要从低做起，另一方面又害
怕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对倾
其所有培养自己的父母造成太
大刺激。

囧事二：

为找工隐藏真实学历

“硕士要求高啊，我们请不
起啊！”每当听到用人单位这样
的说法，就知道自己的求职没戏
了。有一位生物科学硕士学位的
求职者出来找工作，想做医药代
表，可人家招医药代表只需要大
专或本科就够了，根本不考虑硕
士，在失去两三次工作机会后，
他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学历，
以本科身份去应聘，最后成功应
聘上医药代表这个职位。

囧事三：

转型异常艰难

研究生是在专业方向上的
再深造，而且在中国，硕士研究

生阶段更多还是学术研究，应用
研究只能说刚起步。不少人在走
出校园后，才发觉自己的所学所
想，和社会实际状况、实际需求
都是有差距的，不仅有落差感，
还突然发现自己对本专业已无
兴趣，于是想借找工作“转行”，
但因为有那么深的学术背景，无
其他方面经验，转型何其难！

囧事四：

毕业“回炉”学技术

今年10月 ,刚毕业不久的研
究生小郭毅然辞去工作 ,选择了
进入中山一家专业模具学校“回
炉”。他“回炉”的理由简单而又
现实：身揣高学历文凭，不如拥
有一技之长，尤其是在广东珠三
角一带，公司招人看重的是真正
的技术。

在白领聚集的开心网上，大家
对这一话题的热情也非常高涨，短
短几天里，已经有数千位开心网用
户对这一话题发表评论和感想。结
合“2020年居民收入翻倍”的国家发
展规划。一时间，什么样的职业最
幸福、最能享受到国家发展的利
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虽然榜单上列出了20种公众
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但不少
开心网用户表示，不管自己所从
事的职业是否榜上有名，能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就是幸福。网友表
示：“作为金融工作者被幸福了一
把，老实说做业务的时候幸福感
要强一些，但是很累很辛苦”。另
一位开心网用户说，虽然职业不
在榜单上，但他自信的表示：“做
贸易的，停在幸福前方不远处！”

人力资源领域的专家指出，
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人
们选择职业有了很高的自由度。
很多人在职场生涯中会更换五六

家公司甚至更多，而跨行业、跨部
门也已经成为了可能，这在二十
年前是不敢想象的。

对于该榜单，专家表示，榜单
中突出了收入和稳定是幸福的两
大支柱，但对于绝大多数职场人
士而言，收入与稳定似乎总是难
以平衡。因此，收入与稳定这两个
因素相对均衡的公务员、教师等
职业受到了人们青睐。

开心网用户“王薇”的观点很
有代表性，她表示：“幸福职业因
人而异，比如喜欢户外活动或者
喜欢旅游的人，做导游就比较幸
福；喜欢与人沟通的或者好奇心
强的，做记者比较幸福”。

不难看出，榜单虽然将公众眼
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位一一排列，但
具体到每个人，显然并不能一概而
论。开心网用户“潘曦”表示：“我现
在是乡村小学老师，和孩子们在一
起，然后唱歌给他们听，就已经很
幸福了”。 来源：中国广播网

“爱家时间”缺失

白领阶层成重灾区

为求深刻了解中国家庭现
状并向大众传递“用时间爱家”
这一理念，该调查报告在1 5个

一、二线城市展开，主要关注年
龄范围为25-50岁的社会中坚力
量白领阶级，总样本量超3000多
个，反映了中国“爱家时间”现
状。调研显示：高达74 . 4%的人群
平均每天陪伴伴侣的时间不足
一小时，中层管理者和企业家情

况更为糟糕。更令人诧异的是，
现代白领们每天陪伴孩子的时
间不足1 . 05小时，近六成的人不
同程度错过了孩子成长的关键
时刻。从调研视频中可以看出，

“爱家时间”匮乏已不是个案，亲
人们缺乏陪伴已成为中国幸福
家庭的最大障碍。

“爱家时间”成为稀缺资

源为什么？

“爱家时间”为何会成为中国
白领阶层拥有的最少的“生活用
品”？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工作。

“上班时间，我的神经绷得很紧，
维护大客户、培训员工、策划提

案、审阅稿件，一刻也停不下来。
回到家，我只想往沙发上一靠，只
想安静一下，懒得说哪怕一句
话。”32岁的张鑫是某公关公司高
级经理，他的话说出了不少白领
的心声。即使没有经济的压力，在
成功学盛行的当今社会，我们的
价值观逐渐变得单一，这让我们
对成功和优越的物质条件亦十分
渴望。我们认为用物质满足家人，
是最“有效的爱家方式”。调研最
终数据也证明了这一观点，超过
一半的的白领认为，“努力工作，
为家里提供更多经济贡献”是爱
家最好的表现，而意识到”愿意多
花时间陪伴家人”是爱家表现的
仅为38 . 1%。(北晨)

香港青年假学历求职
被判罚150小时社会
服务令

据报道，香港1名只有中学
三年级学历的男子，因被发现在
求职时虚报学历，被法院判罚
150小时社会服务令，限1年内完
成。

点评：求职要讲诚信，捏造
虚假个人求职信息，应该得到应
有的惩罚，否则将来在工作中也
会频频弄虚作假，贻害社会。

23岁上班族午餐凑合

被确诊罹患胃癌

《河南商报》报道，23岁的小
朱在郑州一家企业做文案工作，

“朝九晚五”，中午只有一个小时
的吃饭时间，米皮、凉皮、麻辣
烫、砂锅烩面就成了她的主要选
择，而为弥补午餐的不足，晚餐
又常吃得非常丰盛。日前，小朱
被确诊为胃癌。

点评：早餐没空吃、午餐凑
合吃、晚餐应酬吃、加班夜宵地
摊吃，这些都市上班族的习惯，
恰恰是伤胃“杀手”。职场人还是
珍爱生命，爱惜自己吧。

公司招聘

要求农村学生优先

《武汉晨报》报道，日前在武
汉科技会展中心举办的招聘会
上，在一家公司招聘“出差代
表”，除了学历、专业等条件外，
要求应聘者独立性和抗压能力
强，并特别注明一条：“农村生源
学生优先”。

点评：有大学生认为，用人
单位提出这样的条件，有“歧视”
之嫌。但毕业生们就业后的稳定
性、能否吃苦等问题，如今也确
实成为不少用人单位首要考虑
的因素。

大学生

回炉学技工现象普遍

《大众日报》消息，毕业于青
岛科技大学机电学院的大学生
李飞之前在一家空调生产企业
工作，月薪3000多元，但目前他
已经是青岛海洋技师学院的一
名新生，成了一名“准技工”。

点评：相比于上高中、考大
学、就业的模式，“回炉”学技术
似乎是有点逆流而上的感觉。但
一些人仍然觉得，一时的面子问
题并没有太大的用处，还是未来
的一份好工作更重要。

据新华社，来自留学服务中
心的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以来，
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81 . 84

万人，有72 . 02%的留学人员学成
后选择回国发展。2011年度我国
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3 3 . 9 7万
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
18 . 62万人。

统计显示

七成留学人员选择回国

面临激烈的职场竞争环境，过去“硕士”是令人
羡慕的光环，可现在倒成了一种尴尬——— 做了与此
不相匹配的工作，让家人失望；一种难言之隐——— 学
历太高，应聘时不得不隐去；一种束缚——— 想转型，
却发现“专”得太深，转型很难。今天与大家一起聊聊
近两年“硕士研究生求职的那些囧事”。

在《求是》杂志旗下《小康》刚刚发布的“公众眼
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排行榜中，公务员、政府官员、
教师又牢牢锁定前三甲。人们称这一结果为“既要向
钱看，又要稳增长”，直指当前社会幸福指数中“收
入”和“稳定”是两大关键因素。

公众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职业前20位

1 公务员
2 政府官员
3 教师
4 艺术家
5 高管
6 自由职业者
7 金融工作者

8 演员
9 飞行员
10 创业者
11 律师
12 工程师
13 作家
14 警察

15 民营企业家
16 职业经理人
17 心理学家
18 导游
19 记者
20 健身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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