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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职场方圆

：九成职场人考虑过跳槽
薪水少无前途成主因

格一周职场九成职场人考虑过跳槽

接受本次调查的职场人中，
男性占70%，女性占30%。其中，18-
28岁的职场人为62%，29-39岁的为
26%，40岁及以上的占12%。在本次
接受调查的人中，30%的人参加工
作1-2年，33%的人参加工作的时
间为3-5年，参加工作6年以上的
为23%，剩下的14%的人为刚入职。

而英才网联的调查数据显
示，在接受调查的职场人中，有
91%的人考虑过跳槽。也就是说
有九成的人考虑过跳槽的事。

职场人眼中2-3年跳槽最合适

多久跳一次是最合适的？在
本次调查中，38%的人认为3年跳
一次最合适，而48%的人则认为2

年跳一次最合适，另有10%的人
认为1年跳一次最合适。由此可
见，大部分的职场人都认为2-3

年跳一次是最合适的。
接受本次调查的职场人中

有 4 5 % 的人有过 1 - 2 次的跳槽
经历，还有 1 5%的人有 3 - 5次的
跳槽经历，另有 5 %的人表示已
经太多记不清次数。但是，仍有
35%的人没有跳槽经历。

薪水少无前途成跳槽主因

“生活压力大薪水太少”、“事

业没有上升空间”、“公司没有发
展前景”这三项，是职场人选择跳
槽的主因，有6成左右的人都选择
了这三项。

除 此 之 外 ，“ 公 司 和 家 距
离 太 远 ”、“ 与 上 司 无 法 沟
通”、“工作超负荷”、“同事关
系冷漠”等原因也有不少参与
调 查 者 选 择 。由 此 可 见 ，对 于
现在的职场人而言，薪水和前
途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工作得
是否开心，能不能融入到工作
环境中也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更 多 职 场 人 看 重 的 是 企 业 的
软条件，更加注重自身的满意
度。

据《钱江晚报》报道，“80

后”女孩小晓在某公司已经工
作五六年了，一路打拼到中
层。春节过后，老板出台了一
个新规定：所有管理层必须剃
光头，剃了每人奖励1万元，不
剃的罚1万，不剃也不认罚的
直接辞退。“我是女的，剃光头
以后怎么出门？”包括小晓在
内的6名女员工，拒绝剃光头
也拒不认罚，不久，她们果然
收到了辞退邮件。

点评：也许这位老板只是
想通过这种标新立异的方法
试图刺激管理层，同时也体现
企业的执行力。但结果显然让
他失望，估计老板自己也会很
郁闷，“为什么员工不听我的
呢？”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剃光
头这件事让员工们觉得不被
尊重，“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
有，还谈什么企业文化？”

经济环境不景气

影响学生就业

调查研究发现，从去年底至
今年1月11日，被调查的2013届高
职高专毕业生签约率为35%，低
于上届同期9个百分点；本科毕业
生为38%，低于上届同期8个百分
点；硕士毕业生为29%，低于上届
同期7个百分点。

据悉，该调查共收到有效答
卷10940份，其中高职高专毕业生
3439份，本科毕业生3699份，硕士
毕业生3802份，其结果具有一定
代表性。

相关人士分析，本届高校毕
业生总体签约进程明显低于上届
同期水平，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
企业用人规模缩减，毕业生求职

难度增加。

有对口实习经历者

更受青睐

高校毕业生有实习经历，有
利于初次就业，在实习过程中能
够学到职场规则、沟通交流方式，
使得毕业生在工作经验和能力上
有一定优势。

数据调查也表明了这一点：
据统计，高职高专“有专业相关实
习”的毕业生签约率为43%，本科
为4 7%；高职高专“既有专业相
关，也有专业无关实习”的毕业生
签约率为44%，本科为45%；硕士

“有工作经历”的毕业生签约率为
35%。

但也有例外。2013届毕业生
小磊，去年8月就开始找工作，虽

然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却对销
售情有独钟。小磊网上投递了很
多销售岗位的简历，有些石沉大
海，有些职业不合适。正当有些迷
茫时，他接到了一家电视广告公
司的面试通知，由于有曾经给学
校广播电台拉过赞助的经验，小
磊精心准备了一番前来参加面
试。公司人事部主管对其自信阳
光的表现很满意，想直接推荐给
总经理。谁知，因小磊毫无广告销
售经验而且大学还没毕业，总经

理直接否定了。
小磊说：“电视广告有难度，

这不正是我迈向销售的第一步
吗？我一定要给自己一次机会。”
第二天，小磊直接给人事部打了
电话，再次表明想从事电视广告
销售的信心和决心。人事部主管
被其不服输的精神打动，帮其申
请了第二次面试。小磊毛遂自荐，
把自己曾经参与的学校活动以及
自己对销售的理解一一向总经理
讲解，总经理破格录用了他。

职场人不做年度规划小心四大恶果

格职场百态

本科比硕士吃香 职场学历现“逆差”

说到跳槽，有的是主动跳槽，有的是被动接受；还
有的跳槽是为了高薪，也有人跳槽是为了高位。日前，
国内分行业专业人才招聘网站英才网联特别推出了

“招聘旺季：你‘跳’了吗”的热点调查，以此来帮助职
场人了解这个不得不关注的话题。

一年之计在于春，是应该为
一整年的工作和生活做好规划的
时候。然而，尽管2013年的第一季
度已经过去，职场上却还有很多
人至今尚未做好年度规划，正因
为缺乏计划，很多人都在不知不
觉中就做了错误的选择、浪费了
心力、蹉跎了时间，结果还是“竹
篮打水一场空”。

虚度光阴，难有积累

迷迷糊糊又过了一年，A在X

公司做了两年的外贸跟单，时常
还要处理老板不定时安排的工作
任务，东一点西一点零散的工作
让他总是处在应付状态。一段时
间下来，自己还是没积累下什么
专业技能，眼看着就这样得过且
过，不进则退的危机感让他很恐
慌。新一年这样的情况还在继续，
遥遥无期，A绝望又无力。

点评：从大学毕业到三十岁
之间，是个人职业发展的积累阶

段，选对方向、制定好长远发展规
划非常重要，等过了三十岁还未
在某个领域有所积累，很快就会
被竞争所淘汰。

倦怠滋生，价值感不足

M从销售工作转做行政后，
工作节奏明显比以前缓慢很多，
这让M觉得轻松自在。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行政工作越来越单调
和乏味，M发现自己在公司的价
值和地位远不如从前，工作越做
越没劲。“行政工作怎么做都没价
值，努力又有什么用？”M心态失
衡，工作效率大幅下降，这更使得
她工作拖沓，在公司里无价值无
地位。

点评：“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
工作。”通过制定阶段性的职业目
标和优化工作流程，并做好每季
度、每周的工作计划和职业规划，
能有效地提升工作积极性和效
率，并增加自己的价值感和成就

感，形成良性循环。

得过且过如“温水青蛙”

T毕业后一直从事本专业工
作——— 平面设计，几年过去了没
多大进步，相比应届毕业生，T并
没有太多优势。T一直觉得，反正
计划赶不上变化，而且设计工作
本来就是项目型的，有任务就做，
没有就闲着。这么一天天过着，T

一边幻想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
日子，现实里却一天天得过且过，
拿不出行动的魄力和勇气，“能有
口饭吃就不错了，还折腾什么？”
他始终这样说服自己。

点评：想要改变现状、实现转
型，需要做出可行且周密的职业
规划发展方案。此环节中涉及对
当前工作平台的评估、自身核心
竞争力的提炼等，职场人如不能
有效、准确地完成，不妨尽快请教
专业的职业规划师，以免蹉跎光
阴，一错再错。

顾此失彼，生活失调

M在这家公司奉献了5年，好
容易熬到HR主管的位子。升职
后，业绩指标被拔高一大截，忙得
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公司处于
发展期，不仅在招人方面有很大
需求，繁重的内训安排也让她在
周末不定时的加班。工作量增长
极大地挤压了M的生活和休息时
间，没法陪伴孩子与家人，为此引
发了好几次家庭矛盾。一边是工
作的压力，一边是家庭的埋怨，让
M处于两难之中。

点评：现在很多职场人的天
平都倾斜向了工作的一边，生活
失衡带来各种不和谐。建议在做
好整年规划的基础上，以月为单
位，分配每月要完成的最重要的
工作和生活任务，参照规划来分
配时间，成功实现各个生活角色
的转换，求得工作和生活的和
谐。

据《京华时报》报道，日
前，由百度、腾讯、金山等10多
个互联网公司组成的“安全联
盟”对外宣布，自他们公开招
聘“首席淫秽色情鉴定官”一
周来，30万人争当鉴黄师，新
浪微博上总计有超过30万条
的应聘留言希望应聘，联盟已
收到了超过4000份的正式应
聘简历。年薪20万、有五险一
金、每天有酸奶水果福利，工
作就是对着电脑专职识别色
情淫秽网站，这样的工作让很
多人羡慕。不过参加过面试笔
试的网友表示，其考题难度

“相当大”，其中不乏对AV女
优的辨别、世界各国色情等级
的鉴定、影视作品的分级，以
及音乐、文字的辨认等“超乎
意料的”试题。

点评：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
展，催生的新职业也层出不穷，
相信很多网友都会对这一职业
感兴趣，不过一旦当做一个职业
来做，可就没那么好玩了。

30万人争当鉴黄师

年薪20万

员工剃光头奖1万

不剃罚1万

“水果面试题”

考倒众多研究生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面
试时，你的面前摆着一盘水
果，主考官一再邀请你吃，有
多少人会自然地品尝？最近，
一家文化发展公司进行招聘
面试，结束当天最后几位应聘
者的考核后，负责人尹传垠老
师遗憾地表示，这些研究生
中，没有一位考生通过他们设
置的水果考题。面试者认为这
道考题很简单：考生收到主考
官发出的“吃水果”信息后，首
先想到让别人先吃，把水果分
享给主考官和同学，然后自己
吃，不但能享受一顿美味的水
果，还能拿满分。

点评：这家公司的考核标
准令人生疑。说实话，如果面
试官邀请本人吃水果，本人也
不会吃，担心会有损面试形
象。难道面试官就能据此判断
求职者不符合应聘要求，这也
未免太牵强了。

调查表明：从2009年到2011年，硕士生就业率
连续三年低于本科生。由第三方专业调查机构麦
可思研究院发布的最新一期研究表明，受宏观经
济形势影响，企业用人规模缩减，2013届毕业生求
职难度比上届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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