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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员工择业的角度来讲，如
果听到这个企业的口碑不好，但
凡我有其他的选择，就绝不会选
择那家口碑差的，因为既然有人
讲了，就未必是空穴来风。”杨云
晓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
是我喜欢的公司，面对不好的评
价，我会客观地分析。既然我喜
欢那家公司，必然对它会有一定
的了解，我可以认真分析，如果真
的喜欢我还是会选择去的。”

“其实对于一些资深的职场
人来说，有时候一个公司口碑的
好与坏并非是关注的核心，因为
他会更多地考虑自己将来的职业

规划和这个企业的核心价值。”罗
直接着说，“如果它能提供一个好
的平台，那么一些无关痛痒的问
题都是可以谅解的。”

张艾东也同意罗直的观点，
他认为，一个公司的负面评价可
能会有很多，有的可以期待它改
善，但如果企业诚信有问题，那么
一定要谨慎考虑，其他与诚信无
关的问题，可以酌情理解。

“我知道一家公司，本来很
不错，就是因为老板家中有事，
有段时间没有管理，结果就‘躺
枪’了。”罗直举例说，该公司的
老板收到助理的反馈，说外界对

公司的评价不好，老板反问助
理，是否觉得公司真像外界所说
的那样呢？助理说，公司很好。
当老板问助理为什么不向外界做
出解释时，助理说不知该怎么解
释。结果老板只好成立一个团
队，专门帮助公司处理外界舆论
问题。

为了应对口碑问题，公司也
会有一些相应的措施，试图给外
界树立一个好的形象。“比如树立
典型，让一部分员工充分满意，经
过包装，再加上相应的宣传，也会
有助于纠正负面的评价。”吕轩补
充道。 （每日）

分清轻重 再做选择

喜欢的公司上了“黑名单”，我是走还是留？

某市民建直属工委主任 郭志军
中润德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刘钧
新疆商会秘书长 吕轩
盛世中轩人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首席顾问 罗直

“遇到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
别人说什么不重要，关键是自己要
明确‘我要什么’，自己怎么看待这
个公司。”罗直首先举了个例子。

他曾经给一家民营企业推荐过
人事总监，候选人听说是这家公司
后断然拒绝，理由就是该公司的口
碑不好。“当时我建议他跟公司老总
见见面，然后他跟我反馈的结果是

‘这家公司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
差’。”罗直说，即便如此，对方还是
很纠结，依然强调自己听说这家公
司的口碑很差。“这家公司给出的薪
酬待遇比这个候选人当时所挣的钱
多一倍，而且离家也近，这个候选人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都指望他一个
人，可他在外地上班，家里根本照顾
不到。”罗直将实际情况给他摆出
来，对方权衡利弊后，决定到这家民
营企业试一试。

当此人进入公司后发现，该公
司并不像外界谣传的那么不堪，虽
然有很多问题，但老总非常通情达
理，对于公司的问题也很愿意改
变。几年后这个人从人事总监做到
了集团亚洲区总裁，负责整个大区
的经营。“不要让外界的评价左右了
自己的判断，对于求职者来说，关键
是看自己是否适合这个企业。”

“企业没有好坏之分，它们能够
在商海里生存下来，必定有其优
势。”张林接过话说，“但是从员工的
角度来说，当一家企业的负面消息
过多、负面效应过大时，大多数人会
选择那些口碑好的公司，因为‘赌不
起’。”在筛选简历时，HR首先淘汰
的是那些跳槽过于频繁的人，因此
大多数求职者尤其是高层求职者，
宁愿去那些口碑好的公司，这样会
更踏实一些。“员工与管理者看待公
司，实际上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站
的角度不同，看到的侧面就不同，得
出的结论也不同。只有将公司的每
一面都看完全，才能最终得出这个
公司好与不好的结论。”

张林的话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很多人说公司不好，是因为这些人
的利益受到了损失，心理不平衡，所
以对公司的负面消息进行扩大。”张
艾东分析，企业没有绝对的“平衡”，
当员工发现待遇不公平或者差距过
小时就会产生不平衡心理，对企业
的抱怨也会加大，这种负面情绪不
断扩大使得企业在社会上的负面影
响加大，因此张艾东认为，不能凭借

“小道消息”来判断一家企业的好与
坏。“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一
定要深入进行考量。”

公司的“好”“坏”要看求职者的心态
“我曾经就在一家所谓的‘坏

公司’做过。”张艾东说，当时那家
公司的口碑非常不好，他之所以
要去那里上班，是因为当时他没
有工作了。

“那时候正赶上公司新建厂
房，到了年底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而且老板对于员工的升迁、待遇
都没有规划，只是想到该用谁了
就提拔谁，我觉得这样的公司不
适合我，做了一段时间我就辞职
了。”张艾东说，本以为这样的公

司走不远，没想到在他离开后没
过几年，那家公司竟然上市了。

“所谓的‘坏公司’并不是真的坏，
当初那些跟着老板一起干的、没
有离职的人，现在都有了很好的
职位和待遇，只是我没有等到这
个机会。”

“在‘好公司’里工作，有时也
会遇到不近人情的事。”郭志军
说，几年前他所在的公司在开发
区建立一个项目，当时他被公司
空降过去，带领团队负责项目的

财务预算工作，那时候大家信心
高涨，干劲十足，每天都是自愿加
班。“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我们只
用了预算的三分之一就完成了任
务，可换来的只是老板的一句‘不
错’，一点奖励也没有。”郭志军说，

“从那时起我就对公司寒心了。”
郭志军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

赞同。刘钧说，无论老板做什么，
都要对得起员工。而作为老板来
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员工的忠诚
度。

公司口碑的优劣 并非绝对

工作中总能听到有人抱怨：“我的
上司简直就是工作狂，歇个班也能接
到他的电话。”或者：“老板总是在下班
时候安排工作，他不回家也不让我们
走。”在职场中，经常会碰到“工作狂”
上司，他们对工作一丝不苟，对下属也
比较严厉，常常是不分昼夜、不分场合
与下属讨论工作问题。因此，大多数
职场人对于这样的上司都会头痛不
已、抱怨连连，不知道自己该如何与他
们相处。

王涛的老板是个完全以工作为主
的人，哪怕是在休假期间接到客户的
电话或想到与工作相关的事，也会马
上着手。每天下班前，老板总会临时
安排工作。

“我们常常要加班，甚至要拿回家
继续做，如果在规定时间完不成任务，
就要挨批。”有一次在下班前，老板让
王涛稍等一下，自己有事要和王涛谈，
可等了一个多小时，其他同事都回家
了，老板还在办公室里谈业务。“我也

不能走，也不能打扰老板谈事儿，只能
在办公桌前干坐着。”老板打完电话出
来看到王涛，竟然很惊讶地问他为什
么还不走。“老板忙得把我给忘了。”结
果，那天老板跟王涛谈完工作已经快9
点了。

最让王涛受不了的是，当天王涛
回家工作到很晚，本想好好睡个觉，可
谁知老板却打来电话跟他继续讨论工
作的事。

前段时间老板放年假，大家本以
为可以趁此机会歇息一下，可没想到
老板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给大家，询
问公司情况，感觉哪里处理得不好就

“电话遥控”着及时修改。“我觉得老板
休假比上班还要操心。”王涛无奈地
说，“遇到这样的老板有时真的不想上
班了，每天都像拉满的弓似的，真怕有
一天心力交瘁，无法承受。”

“其实，遇到工作狂式的上司不一
定不好。”身为一家公司技术总监的袁
波认为，遇到这样的上司能够从中学

到很多东西，得到最大程度的历练，提
升得会很快。

三年前袁波来到这家公司做主
管，当时他的上司就是一位工作狂。
初到这家公司，袁波在各方面还摸不
清门路，可是上司却将很多工作都交
给他，并让他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完
成。“上司从来不会要求你加班，但是
你的工作一时半会儿完不了，不得不
加班。”起初袁波感觉很不适应，甚至
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可苦于没有更好
的去处，只好忍了下来。

“上班时就像不停转的陀螺，而且
一切工作和突发事件你都要做到快
速、及时的反应。”就在袁波入职的这
三年里，很多不适应这种工作环境的
同事都离职了，只有他坚持了下来。

经过三年的高强度历练，袁波“出
师”了。去年技术总监调走后，袁波坐
到了技术总监的位子。“如果没有当初
总监的高强度管理，我不会提升那么
快。” （新新）

遇到“工作狂”老板 其实挺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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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士国
阳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经理 杨云晓
合健缘安康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林
国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艾东

快走！
都说这家公司不好！

在职场中，
口碑很重要。经常会有一些高端职场人，一

提到某公司时就直接拒绝，原因是听说那家公司口碑不
好，因此也不愿再过多了解，直接将其拉入“黑名单”。

而实际上，这些听来的信息未必都是真实情况，有些确
实存在，有些却是以讹传讹，如果一味盲目地相信也会

给自己带来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