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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高 校 就 业 率 超

99%？不代表就业质量好

据《春城晚报》报道，近日，教育部
直属 75 所高校相继发布了 2014 年毕
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而根据该就
业报告整理汇总的各高校本科毕业
生就业率排行也在网上热传。75 所
高校中，74 所就业率在 90%以上，只
有兰州大学（88.62%）不到 90%，而就
业率在 95%以上的有 50 所，占 2/3。
此外，还有 5 所高校就业率超过了
99%。记者查询发现，榜单中的就业
数据的确由各高校发布在各自官网
上。不过，各高校统计的时间节点并
不相同，且“就业率高也不代表就业质
量好”。

点评：就业率统计确实是挺有争
议的话题，所采用的标准也不尽相
同，很难准确统计。其实，与其关注
就业率，不如更关注就业质量。

事件：近六成员工希望提

高补充保险福利

据《北京商报》报道，中国保险
行业协会发布报告显示，企业提供
商业补充保险覆盖面不足六成，在
所有福利中占比最低，近六成员工
对企业提供的福利保障不满意来源
于企业没有提供商业补充保险，反
映出员工期望的福利与企业提供的
福利存在供需错位。

点评：在人口红利优势正在消失
的当下，企业在薪酬管理体系上，即
工资、奖金和福利之间做出适时甚至
前瞻性的调整已是必然，总体用工成
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有条件地向福
利倾斜。

事件：年后回不回东莞打

工 近三成人不确定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年关将
近，为了摸清打工者们返乡和回来的
意向，为企业的用工储备提供可参考
的数据支持，东莞市日前发布了一份
《返乡留莞调查报告》。调查显示有
超过三成人过年将留守东莞，在返乡
的人中，也有近三成人表示不确定年
后是否回东莞。

点评：随着内地工资上涨，新一代
蓝领工人在职业发展、城市融入等问题
上有更高要求，企业需花更多的心思在
留人上。如果企业给予的加班待遇足
够优厚，同时在节后能安排调休，仍旧
可以提升企业春节后的留人率。

（广报）

一到年根，人就特别焦虑，好像这日
子也不是平时的样子了，一回顾，似乎一
事无成，往前看，那么多事儿等着，也不
知道啥时是个头。顿时觉得自己特别不
容易。

其实谁都不容易，大家都走在高一
脚低一脚的路上，没人敢说自己完全顺
风顺水，尤其在职场上，那样一个百舸争
流的地方，没个磕磕碰碰是不可能的。不
过人生需要有个奔头，无论是做大事业还
是提升职位和薪水，总得倒腾出些名堂
来，才不枉伤痕累累地拼搏。

只是，绝大多数职场人都到不了精
英的份儿上，很难一下子脱颖而出，一般

都是埋头做着自己的那摊儿事，如果干
了几年还没见明显起色，估计就该有自
己的想法了，要么失望，要么抱怨，要么
另攀高枝。

我觉得最要不得的就是失望和抱
怨，毫无意义，偶尔把牢骚拿出来晒晒太
阳，还可以给心情补点儿钙，但要是习以
为常了，可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另攀
高枝也得谨慎再三，因为不管能力怎样，
换个环境好多事情都是从头开始，甭管人
家当初承诺的是什么，“嫁”过去了，有时
就由不得你了。比如我一个朋友跳槽了
好几次，都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有一次我
跟他开玩笑说，作为跳槽失败的典型，你

实在是太成功了。话损了
点儿，但我还是希望他能
踏实地在一个地方稳当
住了。

别轻易“嫁”
走自己，值钱的都
是有能力且忠诚
度 高 的 人 。

（白冬冬）

别轻易“嫁”走自己

事业扎实，

会有更多发展机会

小温大学毕业后，
到一家食品类公司做销
售工作，从销售员到区
域经理，一做就是八年。
在这八年中，小温的同学、
同事有的已经换了两三家公
司，有的曾经是他的下属，如今
也在其他公司做到了管理层职
位。在平时交谈中，很多人都劝小温，
以他的资质和能力，如果跳到其他公司、
甚至到外地去“转一圈”，身价早就比
现在高很多，可小温却不以为然。

“职业发展不是着急的事儿，虽然我
在这里工作了八年，但很多东西还在积
累当中，如果我能在这里做扎实了，并且
做得很出色，将来会有更多的发展机
会。”小温说，“况且，这家公司的实力背
景和发展空间很大，在这里我能得到更
多的历练。”最让小温割舍不掉的，还是
老板对他的知遇之恩。小温说，当初自
己刚刚毕业，毫无经验，处处碰壁，正是
这个公司给了他机会，现在他能独当一
面了，正做得顺手，而且也是公司发展
的重要阶段，如果此时离开公司，自己
会感到很不安。“我知道在一家公司待
太久会有很多弊端，但至于待多久算

‘久’？没有一个评判标准。所以我决定
先待在这里。”

类似的困惑不止小温，很多人都遇
到过。王佳在公司里做营销客服部总
监，工作已经有五年多了，虽然平时王佳
也在不断为自己充电、培训，但在朋友眼
里，王佳还是有些“不思进取”。“我经常
听说某个朋友又跳槽了，或者聚会时，朋
友们都说我应该考虑换个工作环境，可
我却觉得，刚刚工作五年就要换环境，未
免有些太快了。”大家对于她的这份“执
着”有些不可思议，认为她是舍不得现在
安逸轻松的工作环境，才会不想离开，可
实际上，客服工作并不是外人想象的那
么轻松。“在这五年里，我学到了很多东
西，也提高了能力，不只是本职的客服工
作，还有营销方面的策划和技巧，这是外
人所不能理解的，我选择留在这里并不
是贪图安逸，而是想利用现在的时间，让
自己各个方面都能得到提升，为将来的

职业发展打基础。”

待多久，

取决于职场规划和企业发展

那么，到底该不该在一家公司待太
久？或者说，在一家公司待多久才应该
考虑更换工作呢？对于这一问题，中轩
猎头首席顾问罗直认为，“跳槽”一直困
扰着职场人。作为一个高层管理者，在
一家公司待多久，第一，要看其对自己之
前的职场规划。“在进入一家公司之前，
一定要对自己有很详尽的认知。进入新
的平台，要在这一平台上得到什么？提
高什么？解决什么问题？一定要提前有
规划。”罗直说，当企业制约其个人发展，
背离之前你选择的初衷，那么无论时间
长短，你都可以选择新的机会。反之，企
业给予个人很大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你不断地晋升和提高，那么你在企业待
得越久对你个人的帮助就越大，离开就

变成了损失。“所以跳槽要看自己的个人
处境，跟时间关系不大。”第二，看企业的
战略发展。“如果企业的发展和你前期的
预想是背道而驰的，在观望了两到三年
之后仍没有任何起色，那么你可以选择
离开。”第三，看企业文化。如果企业给
予的平台、待遇都能满足你的需求，而
你自身能力也能胜任这一职位，就是能
适应企业的某些文化特色；如果暂时不
能适应企业文化，那么也建议你在该企
业待上一两年，来维护自己简历中的稳
定性。

“总之，作为高层管理者，在企业待
多久没有特定的年限，适合自己发展为
好。当你进入一家企业时，最大的决定
权在于你自己；而当你离开一家企业时，
该企业要比你付出更多的成本。”罗直总
结道，“做出正确选择，与企业共同成长，
达到共赢才是职场王道，时间不是衡量
跳槽的标准。”

（白颖文）

“待太久”不是跳槽的标准
在一家公司工作太久，对于一个职场人来

说意味着什么？忠诚度高、稳定、脚踏实地？
还是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不懂得抓住新机
会？对此，中轩猎头针对中、高层职场管理者
进行调查，其结果显示：有 15.1%的人在五年内
没有更换工作；30.7%的人在三年内没有更换
工作；41%的职业经理人在两年内有考虑新

工作的打算（但只有一部分人付诸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