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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杠青年

在青年报发起的调查中，在30-
40岁从事“斜杠行业”的青年最多，
占所有受访斜杠者的40.74%。年龄
在23-30岁的“斜杠青年”占比位居
第二，为 33.33%。受访的斜杠青年
中，22 岁以下的群体中不到两成。
40岁以上仅占一成。可见斜杠青年
的年龄层分布成纺锤型，23-40岁的
人群占据“斜杠人群”的半壁江山。

30-40岁群体的受访者不仅自
身是“斜杠青年”的数量居上，他们身
边从事多重职业的人最多，达到
81.5%。在16-22岁以及23-30岁的

两个年龄段受访者中，六成受访者表
示其身边有“斜杠青年”。

对此，中智咨询人力资本调研
中心副总经理庞丽敏分析，按照常
理，30-40 岁的员工在公司里应已
担当起中层管理的岗位。但如果
在岗位中受到升迁瓶颈，会有人选
择出来开发第二或第三职业。这
部分年龄段的人群不仅有资历，还
有可以承担风险的能力。高于 40
岁的人有一定经济基础，并且试错
的成本过高，大多数人没有魄力去
开辟新职业。

互联网与共享经济催生“斜杠”兴起 30-40岁群体“斜杠”居多

超半数最初目的为实现自我价值

“从内在来看，如今的员工追求自

我的要求与兴趣，与过去员工被迫接

受培训是截然不同的。”中智咨询人力

资本调研中心副总经理庞丽敏结合近

期对员工职场满意度的调查表示，如

今的职场人员对提升空间、工作专业

度的要求很高。对人脉的扩张以及新

兴趣爱好培养有需求，大环境下催生

了斜杠青年的产生。共享经济的产

生、工作方式向互联网倾斜，两者提供

了斜杠青年发展的背景。另外互联网

社会逐渐发达，新兴的工种与职业逐

渐拓展，从业的进入门槛变低。

“从微观上看，企业内部也在营造

这样多能力复合型人才的氛围。”庞丽

敏观察到，很多企业内部在尝试人才

多元化的发展，比如在内部鼓励大家

运用综合的能力，结合自己的兴趣点、

性格、资历在企业内部做更多层面的

工作。例如在做白领时拍拍活动照

片、给公司做网页或公众帐号等。

斜杠有何影响？庞丽敏从公司

和个人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从事

斜杠行业的青年通过多重职业的扩

展，有自己广阔的人脉圈。如果企业

用好了这批人，会对企业带来增值。”

庞丽敏分析，如果斜杠青年所在的企

业文化自由，完全可以将斜杠青年的

优势发挥利用好。“如果强硬地制止，

是留不住这些在外界有能力有职业

的青年的。”接触不少企业的庞丽敏

表示，一般来说员工只要按部就班完

成自己本职工作，公司可以接受员工

有自己的副业。

庞丽敏认为，“90后”接受到多重的

信息，兴趣爱好广泛。随着有多元爱好

且有个性的“90后”青年逐渐走入职场，

之后的斜杠青年估计会越来越多。

青年报展开的调查中，七成为专
职人士，并未从事副业。不过在这些
非斜杠的青年中，67.4%的受访者打
算今后从事副业工作。32岁的白领
吴玮表示：“房贷、养孩子，生活的经
济压力逐渐增大，想做副业赚赚钞
票。”在他看来副业是赚钱的不二良
方。他身边不少工作时间自由的朋
友，平日做拼车司机赚外快。每月
5000元的毛收入让吴玮也想发展一
份副业。

不过，八成的受访者都因为没有
空闲时间，始终没有付诸行动。白领
王潇珑表示，平时朝九晚五的工作就
很忙了。晚上回去会感觉没做什么
事就要睡觉，根本没时间来发展副
业。19%的受访青年是因为没有可
以发展成为副业的爱好，因而专心在

专职行业中工作。还有5%的“有钱
任性”受访者表示，拥有足够的收入，
不需要从事副业。另外家人不同意
也成为了制约发展副业的因素之一。

受访者对于“斜杠青年”是何态
度？40岁以上的受访者回复较为消
极。两成的40岁以上受访者选择了

“人应当一心一意，做好本职工作”的
选项。30-40岁、23-30岁两个群体
中，没有一位受访者有此看法。“年轻
就该折腾。”抱着这想法的24岁周先
生，觉得本职工作无法满足个人的生
活乐趣。将乐趣发展成副业赚钱，岂
不乐哉。在对斜杠的看法中，“将自
己兴趣、爱好发挥出来值得鼓励”的
支持人数最多，达到62%。14%的受
访者希望在时间、机遇成熟的时候成
为“斜杠青年”的一员。

在调查人群中，斜杠青年占
28.4%。在调查中，35%的受访者每周
在副业上投入的时间为一到两天。
17%的受访者表示几乎每天都会投
入在副业中。既有本职工作，又要兼
顾副职，如何平衡两者呢？既是白领
又是插画师的辣妈杜馨平告诉青年
报记者，秘籍就是早起。她平时为了
每天画画，早上5点半都会起床。完
成每天的画作后再为家人做早餐，之
后再去上班。

占用了不少日常休息时间的“斜
杠们”是否被家人理解？受访的斜杠
青年表示大多无所谓或者基本统
一。非常鼓励支持的占34.7%。目前
看来，斜杠青年中并未出现受到家庭
阻挠反对的情况。白领兼健身教练
江慧媛表示：“若家人不支持，也不会
有人能坚持做副业。往往能有两份
或多份工作的，其家人往往并不强烈
反对。”

在受访者中，五成是“新晋”斜杠
者，从事副业不到一年。不过做副业
三年以上的人也在多数。记者调查
时发现，还有不少30到40岁的摄影
或收藏爱好者，已是近十年的“资深

斜杠”。
什么激发了“斜杠们”从事副

业？超半“斜杠”青年认为是为了提
升自己，锻炼能力，实现自我价值，
其余依次为不满足单一职业与身份
束缚、出于兴趣爱好以及获得额外
收入。

这份钱会用在何处？近七成的
受访斜杠们表示，作为额外的经费用
来购买想要的东西。不过三成的受
访“斜杠青年”坦言：副业收入主要用
来减轻家庭负担。除掉物质诱惑外，
近半数的“斜杠”认为扩大有共同爱
好的朋友圈是副业给他们带来的最
大收获，34.78%的受访者认为在斜杠
岗位获得了成就感。

谈到收入，做副业一月可以赚
多少？一成的受访者表示每月可收
入万元以上。此类人群主要从事投
资或销售。四成受访“斜杠”的收入
在 1000 到 5000 元的区间内。不过
也有四成的“斜杠”坦言，自己的收
入在 1000 元以内。“主要还是在起
步阶段，况且不完全是为了钱，不会
着急去变现。”日企白领，平日做插
画设计的董先生这样解释说。

斜杠收获

为什么不斜杠
互联网与共享经济提供沃土

青年报近日连续走入“斜杠青年”，记录他们的斜
杠故事。日前，本报在线上对市民进行随机调查。本
次共有324位市民有效参与问卷调查。其中受访者八
成为40岁以下的人群，对“斜杠人生”他们各有理解。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30至40岁青年人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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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认为扩大了朋友圈

时间成为最主要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