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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2012年职场那些事

格职场聚焦

年会表演咋成了职场暗战?

职场新人摇身变”红人”

求职者不惜冒险整容

求职难，求职者为谋一职冒
险整容的事件频频发生。

据媒体报道，某大学一大四
女生求职，因不甘在面试中被
PK掉，借钱隆胸；男研究生求职
4个月被拒30次，认为“变脸”可
扫清一切求职障碍，花万元整
容。

研究生就业压力凸显

麦可思最新公布的一项
针对2013届未签约大学毕业生
的调查显示，超过六成未签约
毕 业 生 感 到 求 职 压 力 大 ，其
中，硕士生求职压力最大。

采访中，复旦大学一名研
究生说，就业形势不好，工作
越 来 越 难 找 ，看 不 到 学 历 优
势，有超过60%的人还没签约；
郑州某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在
接受采访时也透露，学院92个
学生，签到工作的人不到10个
人。

“过劳死”频发

从2011年普华永道女孩过
世，到2012年一连四起淘宝店主

“过劳死”，中国职场白领的生存
状态备受关注。一些职场精英们
突然离世，让人对职场人的亚健
康、压力等问题引起高度的重视
和反思。

裁员正在进行时

三一重工裁员；LG裁员、清
库存，或明年推出中国市场；乐
购中国公司裁员；宝洁公司裁
员；基金行业整体失色，裁员悄
然进行中……年底各种裁员消
息传出，而这些公司都是行业极
具代表的“领头羊”，他们的起伏
也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应届毕业生人数攀高

日前，据《京华时报》报道，
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
模达到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

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
复杂严峻。求职高峰，过去按“常
规”都出现在春节后的三四月
里。较之往年，不仅是毕业生规
模最大，让人才市场竞争激烈的
预期陡然增加，而且由于不少行
业年底纷纷裁员，职场人似乎已
经预感到了“危机”，生怕抓不住
好机会，只要有合适的岗位，便
走马上任。

“90后”大规模进入职场

带着各色各样的标签，90后
大踏步进入职场。张扬个性的一
代，进入职场又会怎样？社会各
界的眼睛都紧盯着他们，个性张
扬被视作难以管理，追求自我造
成频繁跳槽，追求“心水”而非薪
水……林林总总处处制造话题。

海外华人掀归国潮

欧美国家都在经历着“小金
融风暴”的考验，经济低迷，就业
率低下，前景不明，越来越多的
海外华人选择回国发展。

宫斗戏成就

古代版《杜拉拉升职记》

《甄嬛传》的热播浪潮至
今还在延续，黑龙江台循环播
放不少于10次，依然吸引着大
批观众收看。《甄嬛传》到底算
不算“古代版职场杜拉拉”，引
发媒体热议。

海归男学历遭质疑

在2012年5月20日播出的职
场选秀节目《非你莫属》上，法国
留学男郭杰学历被质疑，当场晕
倒，激起层层舆论巨浪。

结束语

一年一度的年终盘点，回顾
完大大小小的事件，能发现那些
事件看似与自己无关的，其实你
身处在这个大环境中，也终将在
职场中面对起起伏伏。做好职业
规划，明确自己的目标，才能做
真正掌握机会和命运的人。

硕士改本科女硕士
改学历求职

据《武汉晨报》报道，读完武大
硕士研究生，本以为能轻松找个好
工作，哪知在面试时竟被一所二本
院校毕业生给PK下去，这让24岁的
女生王丽娜(化名)很伤神：硕士文凭
啥时候起从“敲门砖”变“拦路虎”
了？于是，她修改简历，在上面列明
自己只是本科学历。

点评：据一项调查显示，近年
来我国硕士研究生毕业就业率连
年下滑，甚至不敌本科生，这真的
让人很心酸很无奈！看来能否找到
工作并不在于学历，而在于能力。

月薪万元请你

去迪拜卖奢侈品
据《重庆晚报》报道，“英语

好，懂时尚，去迪拜卖奢侈品，月
薪上万！”记者在汇博人才市场举
办的第二届冬季人才交流大会
上，看见这样一条吸引眼球的招
聘启事。除了奢侈品销售员，这家
公司还招聘阿联酋、迪拜等地奢
华酒店服务生以及乌干达、肯尼
亚、孟加拉国的外贸文员、采购助
理等职位。

点评：求职者不能受到高薪
诱惑而盲目报名，应该综合考虑
自己的适应能力和职业规划。此
外，出国打工的手续费不菲，求职
者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证券业从业者

月薪不如环卫工
据《三湘都市报》报道，曾在

长沙某本土大型证券企业工作的
陈伟透露，2010年7月刚进入营业
部时，陈伟的最高工资超过5000

元，而直到他离开营业部前的几个
月，每个月都是拿着不足2000元的底
薪过日子，而且最低时一度低至800

元，甚至不如长沙的环卫工人工资，
这对于在证券公司打拼近3年的人
来说，无疑太“寒酸”了。

点评：受到股市低迷和经济形
势不好的双重打击，证券行业从业
人员流动相当频繁。这也告诉求职
者一个道理，没有永远的热门行业，
也没有永远的冷门行业。

岁末年初，各大公司、企业的年会陆续“登台”，无论“被迫还是自愿，
不管“年夜饭”还是“年会party”，总免不了有员工载歌载舞的来上几段。
不过，一些职场白领吐槽说，年会表演可没想象的那么“单纯”，有时候，
明里暗里还会藏着“硝烟”，精明的热不免会打起自己的“小九九”。

年会上的“陈常在”

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陈
先生，自从2009年入职以来，每
年的年会表演都有他的身影。
三人合唱、情侣对唱、诗歌朗
诵，几年来陈先生在年会上可
谓是出尽风头。论唱功，来自四
川的他，普通话说的不够标准，
嗓音也没有不是特别好，但是
陈 先 生 最 大 的 特 长 就 是“ 敢
唱”。

由于年年唱，陈先生则被
同事起了个颇具深意的外号

“陈常在”。对此，陈先生毫不在
意，他说，年会一定是要年年参
加的，“在事业单位工作不容
易，不仅要让领导看到工作卖
力，也要让领导知道，我还有其
它的才能，觉得这小伙前朝、后
宫都有发展，是个有潜力的培
养对象”。

之前和陈先生合作过的伙
伴，或辞职、或调离，基本上都
离开了这家单位，陈先生却始

终是年会上的“常客”。

职场新人摇身变“贵人”

某家外企的杜小姐是职场
的新人，相貌中上，没什么经
验，也不算出众，和领导也搭不
上话。默默无闻的杜小姐，一直
寻思着找机会让同事、领导多
认识下自己。想来想去，年会成
了杜小姐的“猎物”。

没什么才艺，做点什么才
能“立竿见影”？那就是衣服，

“人靠衣服、马靠鞍”，为了能够
出众，杜小姐一个月前就下血
本，找地方定制服装，憧憬着年
会走秀时艳压群芳。这套衣服，
花了她一个多月的工资。

杜小姐的心思没有白费，平
时名不见经传的她，年会上大放
光彩，不仅博得异性眼光，也让部
门领导颇有面子。杜小姐的卖力
展示，还被公关部经理看中，不久
就挖她去了向往已久的公关部。

回想起年会上的这次经
历，杜小姐觉得，自己的投资非

常值得。她说，靠自己一点一点
埋头工作，不是不行，但是时间
成本太大了点。“对职场新人来
说，要懂得为自己创造机会。”
不过，因为年会上完成了职场
跳跃，年会遇贵人的故事成为
同事茶余饭后的“话题”，杜小
姐被封了个“杜贵人”的封号。

网友：

年会不该是功利的矫情

像“陈常在”和“杜贵人”这
样目的性强的人，毕竟算是少
数，年会中还是低调者居多。可
随之而来却是“怕喝酒”、“怕公
布排名”、“怕表演节目”，这些

“怕”也让一些职场人士感到焦
虑，有媒体报道称，据统计近七
成职场人患上年会恐惧症。

爱总结的网友，甚至总结
出了一套年会上的众生相。“领
导下属的旧都要喝，拒绝喝酒
担心遭解雇；座位尊卑层级不
能乱，左右颠倒唯恐被穿小鞋；

吃饭喝酒紧围领导转，年会风
格取决于领导；各部门之间勾
心斗角，死命表演必须第一；草
根员工一夜升值，场外重金聘
演艺教练；酒后糊涂熟人须提
防，口无遮拦秋后来算账。”最
后还不忘调侃一句：“亲，你中
枪了嘛？”

年会潜规则也让一些网友
颇感无奈，网友：“永蓝211”就表
示：“年会弄得跟鸿门宴似的”。
而一直热衷于参加年会的网友

“小巴三子”则呼吁：“年会就是
年末大伙放松娱乐与同事相聚
的一次聚会，不应该是职场的
暗战，也不应是功利的矫情。”

2012年已画上句点。
这一年，是“90后”大批
进入职场的一年；是“过
劳死”新闻高频出现，职
场人生存状态备受关注
的一年；是经济形势不
佳，就业压力有增无减
的一年；是《甄嬛传》热
播，职场心计怎么玩成
了热议话题的一年……
作为年终的特别策划，
本刊为职场人士专题盘
点过去一年职场中的热
点事件，从回顾中总结
亮点，让2013年的职场生
活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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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职场攻略：

职场上如何做到

说话不伤人？
现在很多人反应职场压力过

大，大多数人的职场压力来自于交
流沟通不畅。说出的话既不伤害他
人，又能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
这是一种语言技巧。该技巧涉及四
个方面。比如说本来你已经很繁忙，
结果上司又给了你一个新的项目资
料，让你尽快完成你会怎样答复？

1 .状况描写(我现在正在做本
周五需要的会议资料)。

2 .心情描写(这个工作我一定
要负责到底，您拿来的新文件也很
有意思，您能信任我我很高兴)

3 .理解对方的意思(周五上午
之前如果MTG结束了，我就立刻
开始着手弄新资料)

4 .想法和期望(您看在周二的
时候我先列个提纲怎么样)

如果你按照这样的顺序和上
司交流他一定会非常欣然的接受
你的建议。

实际上自己的心情因素才是
职场压力的元凶，如果能够将上述
的对应方法灵活运用，那么你的职
场生活一定会顺畅很多。建议大家
在职场中时常反省自己的言行和
思维方式是否恰当，这样会让你在
职场中摆脱压力获得更高的人气。

格一周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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