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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猝死引职场幸福感讨论

幸福或与工龄成正比

格职场充电站

格职场百态

办公室出份子
小心陷入“人情圈套”

领导问你对同事的看法，

该怎么说

13日，奥美中国北京公司24岁
员工突发疾病猝死；15日，搜狐旗
下游戏资讯网站一名男员工上
班途中突发心肌炎猝死。另外，
去年也有多名淘宝商家猝死。这
些事件引发职场员工对自身健
康的担忧。

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与智联招聘共同发布了《2012年度
中国职场心理健康调研》，该调查
历时1个月，共收取9072份数据。

报告显示，职场人群的七大
压力源分别为：工作不确定性、
个人发展受限、动力源匮乏、承
担领导责任、社会支持缺乏、上级
僵化管理、工作风险。

其中，“工作不确定性”已经成
为目前职场人群最大的工作压力
源。

25岁的陈伟(化名)自去年毕业

后，进入杭州某广告公司工作。他
称自己为“职场菜鸟”：拼命加班甚
至有时体力透支，工资不高日子过
得紧巴巴，还要小心谨慎地处理与
上司及同事间的关系。

陈伟一直很担心自己的身体
状况，“总感觉个人发展的空间有
限，所以也谈不上有什么个人幸福
感了。”

其实，陈伟的情况并非个例。
根据上述调查显示，受调查的9072

名职员中，身心健康状况或多或少
受到影响。

据悉，该身心健康状况调研主
要测查躯体症状、一般心理健康、
抑郁倾向、工作耗竭四个方面。

其中，出现最多的五种躯体症
状为：眼睛疲劳/模糊干涩、容易感
到疲劳、眩晕、记忆力下降、颈椎/

腰椎疼痛，且随着工作年限的增

加，躯体问题愈加明显。
一般心理健康状况最差的是

工作不满一年的新员工，新员工从
校园进入职场的转型适应期比较
漫长和痛苦。

另外，职场人的身心健康状
况直接关系到其个人幸福感。调
查显示，25岁及以下职场人的个
人幸福感最低，随着年龄的增长
个人幸福感也随之上升，即工龄
与个人幸福感成正比。

报告称，不同企业性质的个
人幸福感对比显示，个人幸福感
最高的是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
职员，最低的则是政府机关和民
营企业；不同行业的个人幸福感
对比显示，医药生物、医疗保健
工作者个人幸福感最高，政府、
非盈利机构、科研工作者个人幸
福感最低。

很多人都表示“出份子”很
辛苦，不仅是劳神伤财，更因为
有一笔算不清的“人情账”。下面
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上次小陈结婚我没参加，
没出份子钱，这次我结婚，还要给
他递请帖吗？别人会不会以为我
就是来骗份子钱的？”

“和老公在同一间单位，同事
结婚了，我们俩合出一个红包行
不行？红包按一人份给，怕别人说
我们小气；按二人份给，又觉得有
点吃亏，夫妻本是一家人，别人也
是给一个红包，带着配偶去参加
婚宴的，为什么我们就要给二人
份呢？实在不行，能不能在一人份
和二人份之间取个平均值啊？”

“公司人员流动性这么大，谁
都有可能这个月还在公司，下个

月就离职了。到底还请不请大家？
请吧，收了人家的份子钱，到时候
人家离职了都不一定可以还给人
家。说不定同事也可能心里会想，
请我干吗？说不定我下个月就走
了，到时候我的份子钱怎么收回
来啊？到底请还是不请啊？”

“我既结过婚也生了娃，能收
钱的大事都办完了，现在还在给
结婚生孩子的同事随礼，将来怎
么收回来啊？”

“上个月和小周吵架了，这次
她结婚，是不是红包得多给点，也
算是为今后和平相处铺铺路？”

没想到，“人情账”数目不大，
里面的学问还真不少。要想算清
这笔账，实在不容易。出的不好，
可能连多年的同事情谊都破坏
了。

近日，国内几件
职场员工猝死事件引
发职场人对身心健康
及 个 人 幸 福 感 的 讨
论。根据《2012年度中
国 职 场 心 理 健 康 调
研》显示，25岁及以下
职场人的个人幸福感
最低，随着年龄的增
长，个人幸福感也随
之上升，且工作不满
一年的新员工的一般
心理健康状况最差。

硕博士应聘城管引关注

据《光明日报》报道，前几
天，上海青浦城管招聘引来
121名硕士、博士竞争。报名者
中不乏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的毕
业生，应聘者里还有一名来自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海归”。

“文科女”以就业迷惘

“致青春”?

章卉莹是中央民族大学中
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研究
生。从去年开始，她就开始努力
找工作，但眼下毕业在即，她仍
然“待字闺中”。据《工人日报》报
道，在这个史上最难的就业季，

“文科女”更是沦为“重灾区”。

硕士签约率最低

压力最大

第三方调查机构麦可思日
前发布《2013届毕业生签约分析》
显示，截至今年4月，被调查的
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
低于2012届同期11个百分点；本
科毕业生为35%，低于2012届同期
12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为
32%，低于2012届同期13个百分点。
在已签约毕业生中，硕士主要签
约雇主类型为民营企业/个体
(30%)、国有企业(30%)和政府及事
业单位(26%)；本科主要签约雇主
类型为民营企业/个体(42%)和国
有企业(28%)；高职高专主要签约
雇主类型为民营企业/个体(58%)

和国有企业(22%)。

格一周职场

@网友：还有这样的同事！
“你家住哪里”“××（地名）”
“你和谁住”“家人”“男朋友啊
还是父母”“朋友”我补充了一
下“我们五一结婚，你也去啊”
此同事完全没有反应了！怕出
份子钱吧？之前的八卦热情好

像突然蒸发了一样，对此，我
也表示很无语！

@网友：新结婚的同事请大
家吃饭没叫我，我很生气，后来听
说被请的一人要出四百块的份子
心里又很高兴。结婚一定要出份
子钱这个恶习啥时候能改改啊，

每次总是要为这种事情花冤枉
钱，大伤脑筋。

@网友：还不知道有没有
工资拿，就要出份子钱了，希
望只有这一个同事结婚。

@网友：今天这个同事结
婚，明天那个组长喜得贵子，

后天这个主任又过生日。为了
维持好的人际关系，我和其他
同事一样每次掏腰包出份子
钱。又是金钱！我就算是上班
了 ，却 还 是 扮 演 着 一 个 吸 血
鬼，每个月还是恬不知耻地向
家里伸手要钱。

端午节临近，刚经
历了“五一结婚潮”，瘪
下去的钱包还没丰满起
来呢，眼看着又要放假
了。一放假就有人结婚，
一结婚就要“出血”。办
公室里都是大龄未婚待
嫁男女青年，红包是少
不了了；过不了两年，生
了孩子，又是一笔；领导
刚刚乔迁之喜……唉，
办公室出份子，怪圈什
么时候才能走出来啊？

出不出出多少，算不清的“人情账”让人头疼出份子这件事出的人为难，收的人也不安

收到同事递来的请帖，心里
当然替别人高兴，但是也不由得
一声叹息。到底出多少呢？出少
了，别人肯定会怀疑自己的诚
意；出多了，自己本来就不鼓的
钱包更空了；有时交情好，想多
出点，又不能超过领导和同事，
以免大家有意见；那些实在不
熟、交情浅淡的同事，为着和大
家一样，也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吞
了。出钱还是小事，为着出份子
伤了感情才是大事。

其实，出份子这事，出的人
火烧眉毛，收的人也惴惴不安。

为出份子伤了同事感情的
事，还真是不少。这位网友的经历
就很能说明问题：他结婚时请了
一位不怎么熟的同事，同事包了
一个不大的红包，结果婚宴时，带

了配偶一起来参加。这位网友不
高兴了，认为本来出手就不大方，
还两个人来吃。这么算下来，自己
结婚还倒贴钱请同事吃饭。实在
是再一次验证了，这位同事和自
己关系确实不怎么样。

你或许认为是这位网友太
爱计较，但这绝不是“个案”。另
一位网友也有差不多的经历，结
婚时，同事和领导合着给了一个
红包，他打开后发现，钱比他预
期的少太多。“我反复思考这个
问题，是不是因为他们都生小孩
了，怕钱收不回去，还是认为我
工作不努力，其实我平时在公司
也挺认真工作的，上班也不会偷
懒，真的想不通！”

看来，为出份子这事伤神的
还真是不少。

网友来信：一个同事还在
试用期，老板突然来问我对他
有什么看法，让我措手不及。
我想把他说好一点吧，怕以后
和我形成竞争；说不好吧，又
影响他转正，索性就说了句，
他挺努力的。但事后想了想，
又觉得不妥。这种问题应该怎
么说，说到什么程度比较合
适？

这种情况在职场中很常
见。职场人面对这件事情的态
度反映出了三种职场压力。一
是自己在公司的未来发展和升
迁的压力；二是同事之间人际
关系的压力；三是自我职业素
养的压力，对一件事情怎样处
理，能看出一个人的职业形象。

对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
主要是看你将上述这三种压力
如何排序。一般职场人士会做
出这样的排序，第一是自我职
业素质，这是原则；第二是我在
公司的未来发展，第三是人际
关系。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
排序。有人会注重人际关系，那
就是职场上所说的“亲和动
机”，比如发生冲突以后，是用
亲和的方法而不是强硬的方法
去处理问题。

按照上述排序方式，会很
职业地来处理这件事，就是以
职业素养为出发点，将自己听
到和看到的关于这个人的情况
进行分析，从而做综合的判断。
但是在做这样的表达时，也要
讲究说话的艺术。比如可以先
说，看到他做什么了，他的优点
是什么，然后再说缺点，最后再
说他可以怎样来改进自己。这
就是“汉堡包”原理，把不好听
的话放在中间说。

格七嘴八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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