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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汇报》报道，今年上海
大学生就业出现了一个新趋势：
小微企业取代大企业成为吸纳大
学生就业的“主力军”，来自小微
企业的用人需求已占全市招聘市
场需求总量的60%以上。

点评：小微企业成为用人“主
力军”，可能与当前的“全民创业”
大环境有关，越来越多的大学毕
业生开始投入到创业的队伍。

相关人士预计，今后几年，小
微企业将成为吸纳大学生就业的
主力。

（广日）

小微企业招聘火爆
用人需求占六成

天津欧诺信诚投资管理公
司副总李巍认为，面对老东家
向自己提出的“邀请”，首先要
考虑自己当初离职的原因是什
么？该原因目前是否仍然存
在？对现在有没有影响？

“要想明白对方为什么会
找你回去？他给出的待遇对于
你的价值来说是否正常。”李巍
分析，如果自身能力达不到对
方给出的价值，那么即使选择
回去也会遇到问题，一旦再离
开，对自己和公司都会有影

响。频繁跳槽对于中层以上的
管理者来说并不是很好，甚至
会让公司产生“不放心”的感
觉。“如果一旦回去，就要想好
是否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结
果，有多少状况是自己能够掌
握和解决的。”李巍表示，如果
回去之后很多事情都不能掌
控，那么不回去或许是明智的
选择。

“从员工的角度来说，‘回
头草’只是重新选择就业机会
的一种，如果员工能够将‘回

头草’这个机会与其他跳槽机
会放在一起权衡利弊，事情就
简单了。”天津能仁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总经理王潇仝认为，老
东家在重新向员工伸出橄榄枝
之前，一定也是经过慎重考虑
的，如果该员工在工作中没有
价值，老东家也不会邀请员工
再回去。因此，王潇仝建议，应
做到中立地分析、理性地判
断。“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回
头草’只是一种情结，而‘就业
机会’是一个事实。” （每日）

点评：

老东家邀请 我要不要吃回头草？

据《扬子晚报》报道，2015年
5月中旬，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
局江东派出所接报：毕业生小李
网上发布了求职帖，第二天就有
自称是某跨国 IT 业巨头在南京
的一家子公司向其伸出了橄榄
枝，对方规定入职后需要缴纳
8000元保证金，待试用期满会全
额退还。后来小李才知道这是一
场骗局。

点评：类似这样的骗局应该
很多，很多不法分子打着大气的
名号、豪华的环境、丰厚的待遇对
初入社会的毕业生们进行招摇撞
骗。

对此，求职者一定要小心谨
慎，建议选择正规、有资质的求职
网站或求职中介，签订委托合同
时要详细斟酌条款，选定工作单
位后要进行实地考察。

“高大上”跨国公司
骗了他八千元

据《四川日报》报道，6月 17
日，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发布了《2014成都市人才资源
报告》。数据显示，2014 年参加
各类求职的人减少了 62.8 万人
次，同比减少16.1万人次，降幅达
20.4%。虽然求职者少了，但企业
的需求却依然旺盛。2014 年平
均每家招聘单位发布需求岗位41
个次，成都人才市场平均为每
100 名求职人员提供了 168 个岗
位。

点评：这份《人才资源报告》
可能统计的是成都人才市场等传
统渠道的求职人数。

近年来，随着网络招聘渠道
的盛行，传统招聘渠道的人流量
都存在着下降的趋势。部分人才
市场正在谋求转型之路，适时推
出新媒体招聘渠道。

成都求职者
去年少了62.8万

老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但在职场上却不尽然。
近日，前程无忧做了一项关于“职场回头草”的调查，结果显示有47.86%的人愿意回头。可有

时候，就算想回头也不一定有机会。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人都收到了旧公司的邀请，但即便选择
回去，未来的前景依旧是未知的。

那么，如果离开之后，老东家的大门依旧为你敞开，你是否愿意回一把头？

张晨原在一家公司负责
产品运营策划，整个部门的工
作氛围很好，工作也算得心应
手。“我们总监很尊重下属的
想法，对我也挺重视。但是公
司的薪资不高，加上那时候部
门的发展有些混乱，分工不是
很明确，什么都要我来做，让
人有一种付出和回报不成比
例的感觉。”所以当有朋友给
张晨介绍了一家待遇比原来
好的公司时，他没多想就辞职
了。

不过到了新公司以后，张
晨发现跟他想象的有很大差
距。“给出的待遇确实不错，但
是公司规模小，工作环境也比
原来复杂。我开始有点后悔
了。”

谁知道跳槽半年之后，原
公司的总监组织了一次聚餐，
也叫上了已经离职的员工。“吃
饭时，总监什么也没说，就是纯
粹的朋友聚餐、聊天，我也没好
意思开口说想回去，毕竟当时
是自己要辞职的。”

没想到第二天张晨竟然接
到了原公司人事部的电话，说
他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总监很
希望留住人才，然后很直接地
问他有没有回去的意向。“我当
即就同意了，如果现在的工作
环境不如原来，为什么不选择
回去？”张晨说，当年跳槽有些
莽撞，出去以后才发现，那样的
工作氛围是多么难得。

现在他只想一心一意回去
工作。“毕竟不是谁都能有重新
来过的机会。”

新公司境遇不佳 回去也是一种选择

两年前陈涛在一家地产公司
做人事行政总监，当时由于对薪
酬待遇不满意，陈涛选择辞职，随
后进入一家外企做人力资源总
监。今年初，由于公司人员调动，
陈涛又产生了跳槽的想法。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陈涛接到当初的
老东家、地产公司老板的电话，大
致是说很欣赏他的能力，想让他
回来工作，并且答应陈涛，薪酬待
遇比现在高50%。

“我一直犹豫，不知道该不
该回去。”陈涛说，当初他提出加
薪申请，可当时他正负责的一项
招聘工作引起了顶头上司的不
满，因此加薪申请受到百般阻
挠，一气之下，陈涛提出辞职，可
没过多久，那位顶头上司也跳槽
走了。

陈涛坦言，当初辞职时心里
很不平衡，可以说是一时生气才
做的决定，而且恰巧那时候一个
在外企工作的朋友也想挖他过
去，所以借那个机会就跳槽了。

“当初负气走了，如果现在再
回去，从心理上会很不适应。”陈
涛有些犹豫地说，“但是从薪酬待
遇方面，如果我回去，会得到很满
意的报酬。”

此外，让陈涛犹豫不决的是，
虽然老板表面上说欣赏陈涛的能
力，但当初陈涛提出辞职时，老板
丝毫没有挽留的意思，这也是他
当初决定离开的原因之一。

“老板主动打电话给我，让我
考虑重回公司，很显然公司遇到
了难题，而这个难题或许我可以
解决，也恰巧因为这个原因，老板
才给我更高的薪酬待遇，甚至我
提出的所有条件他都会一一认
可，”陈涛有些担心地说，“但假如
我真的答应回去，一旦问题解决
了，我存在的价值是不是就不那
么大了，到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是
要离开。”

陈涛担心到时自己会像从前
一样离开公司，可如果再次离开，
对自己的发展很不利，甚至将来
再跳槽时会带来麻烦和后患。因
此，对于前老板的好意，陈涛更倾
向于拒绝。

“旧”老板开出新待遇
怕麻烦不愿再回头

“我不想驳了师父的面子，
可也不想离开现在的公司，真
是有些左右为难。”王鹏曾经是
A公司的企划部专员，由于业
绩突出，被部门列为提拔的人
选，然而就在一年前，王鹏跳槽
到现在这家外企做企划部主
管。

不久前，王鹏接到自己曾
经的师父的电话，请他回去帮
忙管理企划部。正是师父的
这个“邀请”，让王鹏左右为
难。

七年前，王鹏刚刚大学毕
业，来到A公司的企划部实习，
实习期间，王鹏跟着师父学到
了很多企划方面的知识，师父
并没有因为王鹏是新人而对他

有排挤或不屑，相反，还不断地
给他提供锻炼的机会，让他掌
握了不少实际工作经验。在最
后的实习考评中，师父不但给
王鹏的评价很高，而且极力推
荐王鹏，使得他最终能够顺利
留在公司。对王鹏来说，师父
对他有知遇之恩。转正后的王
鹏，由于工作努力，业绩突出，
得到上司的重视。

一年前，公司进行内部选
拔，本来师父向上司推荐王鹏，
可就在此时，原来的上司调走
了，新来的上司并不看好王鹏，
而是选拔了另一位同事，而且
在那之后似乎并没有给过王鹏
任何重要的任务。由于得不到
重用，王鹏跳槽到了现在这家

外企，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了
企划部主管。

目前王鹏正做得顺风顺
水，忽然接到以前师父的电话，
得知上司调走了，师父做了部
门经理，想让王鹏回去跟着他
一起管理企划部。“我相信自己
的实力，无论在哪儿我都能做
出好成绩，而且外企的发展前
景更好。如果现在回到老公
司，面对师父，我心理上会很有
压力。”王鹏为难地说，“可是如
今师父刚升职，正缺人手，我又
不想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拒绝
他。”

目前的处境让王鹏有些两
难，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出
于情分去帮忙。

师父有知遇之恩 是否回去很纠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