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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入职
就做好闪人准备

1990 年出生的小庄学的是酒
店管理专业，她想找一份自己喜欢
的工作，除此之外没什么想法。 “我
爱看电影、热衷于品牌服装 ，工作
一定要和这方面挂钩。 ”

小庄说 ，此前 ，她通过网络先
后给一女装服饰公司、运动品牌公
司以及某电影城发过简历。 “电影
院的薪水不高，但作为福利 ，员工
每月可以看两场免费电影。 ”小庄
表示，自己喜欢看电影，而且影城
里大多数员工都很年轻，工作环境
比较轻松。

和 “70 后 ”、“80 后 ”选择工作
要求稳定、福利齐全的择业观念不
同，当“90 后”找工作时，他们已经
时刻准备着“跳槽”换工作。

“近一年接待了不少‘90 后’小
白领。 对这一群体来说，两年换六
七份工作很常见，极端的 ，有人两
年内跳槽 11 次。 ”向阳生涯管理咨
询集团首席职业规划师洪向阳介

绍：面试时，多数“90 后”根本不谈
“薪水”，也不求长远，增长见识、增

加经历倒常被他们挂在嘴边。

意见不一
冲老板拍桌子

向阳生涯管理咨询集团有关

统计显示，“90 后”小白领最看重的
是工作自由度、个人喜好及在企业
的未来发展，而在工作中 ，他们往
往个性太强，不懂妥协。

22 岁的小元，毕业后应聘进一
家策划公司，主要工作是和客户规
划，如何进行会展布置。 因为是兴
趣所在， 小元对待工作非常认真。
他认为，既然客户花了钱 ，要想长
期维系客户关系， 就要注重细节，
比如在给客户做展示时，多做一个
版本作比较。 在他看来，既花不了
多少成本，又能令客户满意。

然而，在这点上 ，小元与老板
意见相左 ， 并为此和老板据理力
争，还对着老板拍桌子。 对此，老板
非常生气，认为小元不懂事 ，刚上
两天班，连规矩都没学会 ，就自视
甚高。 小元一气之下， 辞职走人。
“其实是很小的事， 完全可以通过
沟通解决，但小元太冲动 ，不懂妥
协。 ”洪向阳坦言，咨询过程中，见

过不少像小元这样充满个性的“90
后”。

用好“90后”
是管理新课题

“尽管有着不同的择业观念，
但‘90 后’接受新兴事物能力强，具
有创新意识。 如果企业能够提供足
够的发展空间，他们可以很快成为
企业的中坚力量。 ”一家软件企业
HR 主管表示， 公司里有不少“90
后”员工，其实情商不错。

越来越多“90 后”求职者的出
现给企业用工带来一道课题。 企业
要根据其特点，制定适合的用工制
度，并激发他们的潜能 ，让他们成
为企业的新鲜血液。 “某种程度上，
‘90 后’小白领的涌现，给目前安于
现状的部分 ‘70 后 ’、‘80 后 ’带来
更多的工作压力。 ”

洪向阳则认为，“90 后”之所以
在择业观上敢于和 “70 后 ”、 “80
后”前辈喊出不同声音 ，重要原因
来自家庭和生活环境。 这批青年的
父母多是 “60 后”， 正值事业 “峰
值”， 有能力为家中唯一的孩子提
供坚强后盾。 （陈卉）

信号一：
感觉自己的职业没意思

如今竞争激烈的职场生存环境中，
找一份比较合适的工作都很困难，找一
份自己喜爱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因
此，职场人所能做的就是“干一行爱一
行”，否则眼高手低，可能会耽误一生。
如果想在一个行业中深入发展下去 ，
“充电”是必不可少的途径。 如果你觉得
目前的工作很没意思，又一时还没能找
到合适的方向，不妨先做继续深入的打
算，好好利用“充电”来充实自己，进而
提高自己未来发展的“含金量”。

信号二：
工作中出现“不明飞行物”

信息时代的知识呈膨胀性扩展趋

势，刚刚掌握的资讯，也许过两天就已

经过时了，如果不及时更新知识，很容
易被淘汰。 你是否经常被这种出现在工
作中的“不明飞行物”弄得尴尬或紧张？
其实，在职充电是防止人才“贬值”的一
种好方法，要让自己不贬值，就需要不
断地充电。 正如人们常说的：你永远不
能休息，否则，你就永远休息。

信号三：处于职业停滞期

人在其职业的某个阶段会出现所

谓的 “停滞 ”期 ，即总是在做着以前做
过的事情，重复多于创新，或者很难在
公司有更大的作为等。 诸如此类的情
况其实是一个信号， 它一旦出现说明
你需要“充电”了。 然而，面对停滞期，
重要的是摆正自己的心态， 把职业过
程变成一个学习和提高的过程。 一味
地用力出拳未必就是勇猛的出击 ，有
时候把拳头收回来， 是为了积累更大
的力量等待再次出击。

信号四：职场之路过于顺利

完全能够胜任工作，领导也比较器
重……这种情况在眼下看来再好不过，
可安于现状而放弃学习提升的机会，实
在不明智。如今，“复合型人才”是知识经
济时代人才发展的大势所趋，因此，实施
技能储备，使价值“保鲜”是关键。技多不
压人，“充电”和“敬业”不该有任何冲突，
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适当寻找充电

机会，恰恰是为了更好地“敬业”。

信号五：处于跳槽前的迷茫期

本土企业的国际化及国际企业的

本土化，使那些具有“一专多能”、精通
一门外语、通晓国际商务规则的外向型
人才备受青睐。 所以，多多“充电”借以
增加事业打拼的资本是正确的，毕竟只
有“准备足了”，才能“起跳”更准确。 但
必须提醒的是，此时的“充电”要同自身
职业生涯的规划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
达到学以致用。

文/陈蔚蔚
较之“70 后”、“80 后”，“90 后”是更为

自我的一代，如何融入社会，是他们走向职
场最重要的课题。 来自 “人民网-麦可思
2011 届大学毕业生‘职场新人’调查”显示，
2011 届已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在工作中遇到
的最主要问题是 “工作压力和强度太大”，
其中本科为 29%，高职高专为 26%。

据悉， 该项调查从 2011 年 9 月开始，
对 2011 届已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
况、从业压力等进行调查。调查从 2011 年 9
月 16 日开始，2012 年 4 月 21 日结束。收回
独立 IP 地址的 2011 届已工作大学毕业生
有效答卷共 482 份， 其中本科毕业生 357
份，高职高专毕业生 125 份。

研究发现，民企、国企、外企职场新人
均认为“工作压力和强度太大”是最主要的
问题（分别为 37%、27%、27%），其中民企的
这一比例最高；就职于政府机构/科研事业
单位毕业生的这一比例最低（15%），但这一
群体面临的首要问题是 “找不到职业发展
方向”（25%）。

除了压力大，没方向，职场新人还面临
人际关系和知识能力的问题。 调查表明，不
少在国企和政府/事业单位工作的毕业生
还发愁如何处理人际关系问题 （比例分别
为 22%、18%）；25%在外企工作的毕业生觉
得自己 “目前掌握的知识和能力无法满足
工作需要”。

不同类型的用人单位有各自独特的文

化、氛围，毕业生初入职场产生的不适也会
因为工作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因此，毕
业生可以尽早接触社会，提前实习，为自己
正式进入职场积累经验，提供缓冲。 而进入
职场后，也应适时充电，更新知识，不能一
直“吃老本”。

“90后”找工作
心情比“薪情”重要

今年是 “90 后”
毕业生进入职场最集

中的一年。曾经被“70
后”、“80 后” 追捧的
高薪、 稳定的工作岗
位，并不太受“90 后”
的待见 ， “我喜欢 ”、
“我中意”成为他们择
业的大前提 ， 对 “90
后” 来说，“心水 ”比
“薪水”更重要。

“90后”
职场新人压力大

职场需要“充电”
的 5个信号
文/江秀清（宝山职介）

职场有时会因工作环境或工作性质等的单一而显得枯燥无味， 时间
久了就会出现倦怠情绪。 其实，此时正是给你发出了需要“充电”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