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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被企业裁掉，人
瑞集团天津公司总经理王惠颖
给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在选择自己的职业
时，尽量选择现金流充足、历史
记录良好、财务报表良好，并且
经过考验的公司。在危机发生
时，这样的公司往往具有一定
的抗风险能力。

第二，尽量选择公司里最
核心的部门。因为核心部门是
最容易受到保护的部门，而一
般行政、人事或者非核心的部
门容易在危机中首先遭遇裁
员。

第三，尽量增加适应性。
比如做市场的员工可以接受换
岗，在销售部门做几年，做研发
的员工可以尝试在市场部门工
作。做过的岗位越多，适应性
就越强，而公司在裁员时，会倾
向于留下熟悉较多业务层面的
员工。

第四，在工作的同时，要与
时俱进地学习，延续自己的竞
争力。当你掌握了最新的技术
和业务，就会永远处在业务线
的前沿。这样，无论是否遭遇
裁员，主动权都会掌握在自己
的手中。

第五，做一个有自觉心的
人。所谓自觉心，就是要清楚
自己的业绩在公司所处的大致
水平，而不是被通知要裁掉时，
才知道自己落后于一般水平。

第六，注意与其他员工的
沟通，提高情商，确定自己的工
作成绩被别人知道，学会适度
推销自己。在不过分邀功的情
况下，让人知道自己的贡献。

“裁员固然是一种挫折，但
是每一个挫折也是学习的机
会。如果遭遇裁员，不要把它
当作生活的惩罚，而要当成一
个新的起点。”王经理说。

（新报）

点评：

面对裁员危机
如何让自己变得不可取代

近日，有消息称，美国大量企业纷纷制定了2015年裁员计划，据统计，“世界500强”榜单中，共有115家企业在2015年制订了裁员计
划，截至目前全美今年的裁员人数已经超越了去年全年，而全球范围内的大量裁员迟早都会波及国内企业。如何在裁员危机出现时规避
风险，不被后辈取代，让老板注意到自身的价值和能力，是每个职场人都需要掌握的生存技能。

“要想受到老板的青睐，得
到重用，不仅自身能力要过硬，
而且一定要不断地提升自己。”
身为软件公司技术部总监的刘
先生说，“如果一味依仗自己的
经验和资历‘混’在职场，肯定是
走不远的。”

老陈是刘先生部门里一位
元老级员工，刚入职时，老陈非
常上进，平日里除了细心钻研自
己的本职工作外，还会找机会学
习。

渐渐地，只要有重要的工作

任务，老陈总是领导者，在部门
里，大家都认为他是不可或缺
的。后来，部门招进新人时，刘
先生也会先安排老陈带。可随
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老陈似乎很
少再利用业余时间充电了。

三年前，部门来了两个新
人，本来说是让老陈带，可是没
过两天刘先生发现，这两个新来
的员工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在研
发新软件方面，有很多值得考虑
和借鉴的地方，而这些正是老陈
所不具备的。

刘先生不止一次听新来的
员工对老陈说：“您的经验是好
的，但开发软件一定要跟得上
潮流。”为此老陈总是跟刘先生
抱怨新来的孩子不把他放在眼
里。

“我找老陈谈过话，也让他
找机会出去多学一点，可他总认
为外边再怎么教，也教不出自己
干出来的这些经验。”刘先生无
奈地说，“即便是公司让他培训，
他都不去，他觉得讲课的人都是
小孩，与他不在一个层次上。”刘

先生说，软件行业要不断更新，
如果只坐在曾经的“功劳簿”上，
停止学习和完善，最终只能被行
业淘汰。

如今，那两位新人都成了技
术部的骨干，不但组织团队研发
软件，还负责培训部门及公司的
其他员工。

部门主管离职后，刘先生准
备从两位新来的员工中挑选一
位接替主管职位。“我愿意培养
新人，因为有时候他们比职场老
人更有激情。”

停步不前 坐吃山空只能被淘汰

老张原本是公司的行政部
主管，工作近10年，一直兢兢业
业。在老板眼中，老张是那种上
司指哪儿他打哪儿的人，对上司
说的话从来不多问、不质疑，属
于“完全服从”的员工；在下属眼
中，老张是“好主管”“好脾气”，
下属无论做得怎样，他都会默默
善后。就是这个大家都说“好”
的人，在去年的人员调动中，被
老板调去管理后勤了。

“老张能做主管，是因为他
的资历老、人际关系处理得也不
错，但从业务方面来说，确实没

什么可圈可点之处。”行政部总
监王琪说，老张工作近10年，直
到第七个年头才做到主管，而部
门经理却是一个只工作三年的
年轻人。“工作中不只要听话，还
要有自己的想法，遇到问题要有
自己的解决方案，不能只是被动
得等着老板来安排。”

有一次，公司做了制度调
整，对于新制度的实施很多员工
都不太适应，更有一些年长的同
事怨声载道。

虽然调整制度是老板的意
思，但是老张的部门帮着拟订的

计划，因此很多同事都向老张反
映难处，老张感到很为难，于是
一面安慰同事，一面向上司打报
告。

“事情我大致了解了，老张
的报告我也看了，可他只是跟我
汇报了同事们的反馈，并没有针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王琪
说，“同样的事情我安排了另一
个人来做，对方不但把问题摆出
来，而且给了一些自己的建议。”
王琪说，类似的例子不少，老张
想让老板和员工都满意，不好意
思驳任何人的面子，可事实证

明，越是唯唯诺诺、谨小慎微，越
容易落得埋怨，甚至在上下级面
前都会落下不是。

“与某些职场老人相比，年
轻人更有魄力，他们虽然缺少经
验，但是灵活性更大。”王琪深有
感触地说，“比起那些默默无闻
的职场前辈，我更愿意提拔和培
养新人。我需要的是有想法、敢
闯敢干的人，而不是我说一句，
他才动一下的陀螺式员工。”因
此，王琪决定将老张调离行政管
理部门，其职位由一位年轻同事
接替。

指哪儿打哪儿的被动型员工终会出局

三年前，小许还是公司里一
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可就在今
年，他被提拔为公司的策划部经
理。“在职场中，要想让上司发现
你、记住你，除了有实力还要懂
得表现。”

小许在广告公司做策划，刚
进公司时，他只是前辈的跟班，
虽然一直很努力，但始终没有独
当一面的机会。以至于工作一
年多了，有一次公司开会时，老
板竟然以为他是新来的。“公司

的人不算多，老板虽然不会记得
我的名字，但是总该有印象，可
我都没能混个‘脸熟’。”从那次
开始，小许就明白，如果想有发
展，仅靠努力工作是不行的，还
要抓住机会，提高自己的“知名
度”。

“我一直在努力等待机遇，
不过我也明白提高自己才是
关键。”小许说，此后他不仅每次
把上司安排的工作都做得井井
有条，凡事还常常多想多做一

步。时间久了，上司对他便有了
印象。

有一次，上司安排几个同事
为一个大客户做产品宣传的活
动策划，可是看到方案后总觉得
有所欠缺。

小许有些自己的想法，几次
都想主动找前辈们说，但觉得自
己经验不足，怕说出来被人笑
话，所以始终找不到适当的机
会。

正巧有天下班后，小许看到

上司在加班，就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来到上司办公室，说出自己的
想法，并说自己可以尝试联系一
些朋友，为活动做宣传。上司听
了很高兴，结果方案也得到了客
户的认可。从那次起，公司老板
才开始关注起小许。

就在今年年初，小许被提拔
为策划部经理。“要借机会让上
司知道你的存在，这样才能脱颖
而出，不被别人取代，”小许说，

“有能力，还要有技巧。”

既要提升硬实力也要适当崭露头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