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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去去看看老老国国企企，，连连桌桌椅椅都都没没变变””
或追求高薪或追求自由，即便国企高管也不再令人艳羡

除了行业内流动，跳槽者
的去向是哪？据悉，很多国有企
业、传统行业的中高层人员向
新兴行业跳槽。张凤最近猎成
了一个大型传统保险公司的中
层，他成功加入了一家做P2P保
险理财的公司。

张凤说，P2P是新兴的理财
模式，借贷双方可以通过网络
匹配交易。“我们还曾猎到过一
家国有银行的区域经理，他通

过我们跳槽到一家P2P理财公
司，三年的时间，已经成为了分
公司总裁，年薪达到千万。”

有跳槽需求的中高层，原
因无非两个，一个是有前途，一
个是有“钱”途，现在处于经济
转型期，传统行业受到冲击，使
得两者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中
高层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所
以想凭着资源谋求更多利益。

“比如前段时间，有一个

国有煤炭企业的财务负责人，
就通过我们跳槽到了一家新
兴的民营金融公司，吸引他来
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薪资。”张
凤说，在煤炭行业还未下滑
时，这位财务负责人年薪能拿
到 1 0 万，到后来一个月只有
3000元，所以萌生了跳槽的想
法。成功跳槽进入民营金融公
司的他，如今一年能收入 2 0

万。”

传统行业跳向新兴行业趋势明显

“最近这两年离职的人很
多，光我们省级公司就有十几
个，其中大部分是中层管理岗
位或一些业务部门骨干。”一谈
到国企“离职潮”，某运营商省
级公司综合管理岗位的陈斌觉
得通信行业就很明显。这其中
有虚拟运营商、铁塔公司成立
的影响，也有众所周知的互联
网冲击，还有这些年企业自身
发展的问题。

“这些年对国企的限制越
来越多，比如国企限薪，监察审
计更加严格，反映到员工身上
却是活越来越多，而收入却只
减不增。”陈斌举例说，原来业
务发展早期，可以通过个人的
圈子把业务交给别人，现在都
要走招标程序。“像我也负责一
些市场推广，原来挑几个广告公
司定价就行，现在要求必须公开
招标，2天的程序现在至少要走1
个星期，而且有时候因为成本压
缩，效果也不一定好。”

比起省级公司的陈斌，基
层运营商网点的普通员工面临
的考核压力更大。“普通员工收
入从十年前开始就没有增长，
尤其是集团公司处级以下员
工。”陈斌说，他2006年入职，基
本见证了通信行业“由盛转衰”
的过程，从近两年情况看，公司
彩信、短信下滑非常明显，直接
影响基层营业员工。

“我原来是聘用制，从去年
开始公司要求90%转为合同制
员工，原则上要求待遇不低于转
聘之前，但一般每月也就3000元
左右，这个水平基本没竞争力。”
省城一家运营商基层网点员工
曹川告诉记者，运营商是国企中
很早就开展从老总到基层“全员
营销”的，竞争十分激烈，原来一
说在运营商工作还很有荣耀感，
现在就是一个很大众化的服务
行业，而且各种考核压力巨大，

“新用户不好发展，做不好奖金
减一半很正常。”

运营商省公司两年离职十几人

·离职潮起

6年多以前，已有40岁且
稳 居 中 层 人 事 管 理 岗 的 李
杨，毅然离开了他已工作近
2 0年的地方，一个诞生于计
划经济时代后经改制而来的
老国企。

“因为可以分配某些匮乏
资源，当时被很多人看作很好
的单位。”26日李杨回忆自己
的第一份工作时说，“因为已经
习惯了强势，在他1990年入职
时，同事们几乎没有任何市场
经济意识。”

随着物资供给的市场化改
革逐步进行，李杨所在的单位
开始受到冲击，不过机关式的
管理和已显僵化的体制，让企
业有些无所适从。“由于老国企
一直没有打造市场管理体系，
所以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李
杨告诉记者，甚至企业决策层
也表现出了迷茫，“不知道怎么
干，甚至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此后，该行业放开，充满干
劲的竞争对手和挑战者出现，
李杨所在的老国企终于难以支

撑，开始谋求职工分流。据其介
绍，按照当时的职工分流安置
政策，已是中层管理者的他本
可以保留待遇，并安稳地等待
退休。“最后我还是受不了按部
就班的生活，因为我对那种生
活太熟悉了，几乎看不到任何
改变的希望。”

接着他就在同事不理解的
目光中，离开了这家老国企，并
加入一家民营企业。新的工作
与家庭电脑相关，“就像从夕阳
一步迈进了朝阳。”他笑着说，
进入新公司后，他做过销售、财
务等多个岗位，自我不断提升，
还晋升高管序列。

可惜的是，新东家因经营
不善，李杨加入5年后，公司破
产。不过已经历练过的他对于
这一局面有了心理准备，现在
又打算自己创业。“现在回过头
来看，我一直都没有后悔过。”
他说，之后他又曾回到老国企
所在的地方闲逛，“果然跟我想
的一样，就连各办公室桌椅的
摆放都没有变化。”

新公司破产，心里却有了准备

或追求高薪或追求自由，
不少国企员工都是基于自身利
益进行优化选择。目前新一轮
的国企改革拉开大幕，尤其是
随着“契约化”及“内部市场化”
等方面的改革进行，有新的国
企不断诞生，旧的国有企业岗
位被精简已成为定局。

以兖矿集团的内部市场化
为例，兖矿集团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李伟曾向记者介绍说，2014
年来，兖矿集团完成了集团公
司、专业公司和矿处单位三级机
关机构改革，机构数量减少
40%，管理人员减少15%，累计减
少处级管理人员161人，各类用
工1 .8万人。对兖矿集团而言，这
是其降本增效的必然趋势。在这
个方向之下，也就必然要有国企
职工主动或者被动选择离开。

当然，今年加入国有企业
的人数同样不可忽略。据记者
了解，在山东省管企业越来越
重视资本运营的今天，像鲁信
集团、浪潮集团、黄金集团、兖
矿集团等企业，均成立了自己
的资本运营类子公司。据介绍，

这些新公司产生的新岗位，往
往都能吸引众多省内外的金融
人才。

30岁的周云就是这些新岗
位的关注者之一，“我已经参加
过几家类似企业的考试。”他告
诉记者，在每次参加这样的考
试前，他都曾以为不会有太多
的竞争者，“没想到在参加一个
租赁类金融国企的笔试时，居
然去了上百人。”周云说，在他
面试一家能源类企业的创投公
司时，还遇到了不少民营企业
的员工甚至经理层。

“我觉得自己没有辞职创
业的经济基础，也没有那么大
的勇气。”原来就在山东某国企
工作 7年多的周云表示，在当
下的经济发展形势之下，即使
他已无意留在目前自己所处的
企业，但还是想尽量能够加入
国有企业体系，“既能有更广的
发展空间，又能获得本地较高
水平的薪酬及福利保障，这样
至少可以把换工作的成本降到
最低。”（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
人物为化名）

新一轮国企改革，不少人面临去与留

一家知名猎头网站数据显
示，经营管理类、销售总监类、
财务类等职位成为榜单上的热
门职位。其中，经营管理类有多
达3万个职位。而从猎头寻找人
才的工作地点来看，北京、上
海、杭州、深圳等一线大城市占
据主导地位。

“成 功 率 跟 地 域 也 有 关
系，比如 IT行业，在济南猎人
的成功率就不高，在胶东或
北上广的成功率就很高，因

为济南 I T的发展不如这些地
方，所以人才流失了不少。”
张凤说。

高新区一家猎头公司负责
人解释，成功率下降一方面是
人才就业的城市往往与企业提
供的工作地点有冲突，另一方
面是薪资待遇的不匹配。像有
些人才要求年薪15万以上，而
企业最多只能给到10万。

一边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管
理层人才，一边是落寞行业暗

涌的中层离职潮，如何将二者
匹配成为猎头们的核心点。“以
能源行业为例，煤炭、钢铁等落
后产能的行业，不像财务等专
业性人才，很多中层管理人员
认为职业前景非常渺茫，但跳
槽后进入新兴产业又无法完全
适应环境，所以目前来看，所谓
的中产主动换岗中，不少人也
面临着无工作可找的尴尬局
面。”上述猎头公司负责人表
示。

中层主动换岗，风险也很大

“目前，证券、金融行业从
业人员流动比较大，较其他行
业来说，成功率也比较高。”张
凤（化名）是济南一家猎头公司
的招聘业务负责人，在她看来，
哪个行业人员抢手，代表着哪
个行业目前发展比较好。张凤
说，前几年房地产从业人员是

“猎人”成功率最大的，现在已
经相对平稳，最近她成功猎到
的，大半都是与金融有关的，比
如银行、保险从业人员等。

如张凤所说，济南高新区
一家猎头公司负责人也表示，

总监级以上、年薪10万起是猎
头的主体。行业则是以能源、医
药行业居多，其次是金融、制造
业、通讯、建材、交通、地产等。

“层次比较高，中高管理层需求
比较大，基层的一线员工并不
是猎头的目标。”

帮助企业搜寻高学历人
才，猎头公司从中“抽成”。目前
不少传统行业出现“中层”主动
换岗现象，但猎头公司的成功
率并未水涨船高。“近两年签单
率下降了20%左右，也就是说，
很多进入公司面试的人选结果

并不尽如人意。”
张凤所在公司接到的单子

以民营企业居多，“企业急招的
有两类比较突出，一个是销售、
业务人才，这部分人员流动性
特别大，所以需求一直比较旺
盛。另一类，就是金融企业中层
人员，很多企业看中的，是他们
背后掌握的人脉和金融资源。”
她还介绍，“金融业中层年纪不
算大，一般对自己的未来有明
确规划，再加上这个行业本身
发展比较好、机会多，所以成功
率高。”

有“背景”的金融中层最吃香

有有人人脉脉有有资资源源够够年年轻轻
中中层层最最容容易易被被““猎猎””

经济转型大潮下，不少行业的人员开始通过猎头公司重新选择自己的职
业。重新择业的人们最喜欢哪些行业？哪些人又最吃香？省城多家猎头公司的工
作人员给出了答案。

本报记者 陈玮 周国芳

国企员工尤其是高管，这个曾几何时让人羡慕的岗位，如今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中性词。讲求高效创新理念的当下，不不
少国企却被与僵化、低效、臃肿等词联系在一起。进入或留在国企工作，特别是对那些追求高薪或追求自由工作空间的的人来
说，已经不再是第一选项。

本报记者 刘德峰 马绍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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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对于新毕业的大学生，综合考虑薪资发展才是第一位的，传统的国企吸引力已经不再明显。(资
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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