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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晶瑶

似曾相识的指摘，曾经也发生在 80 后身上。彼
时，80后也是初出茅庐，刚刚走进社会。指责他们是
独生子女一代、娇生惯养、没有责任心的话语还如在
耳侧。时过境迁，如今80后一代已结婚生子,也成为职
场上的中坚力量。同样的指责，又被安到90后头上。
相信再过10年，同样的话语，也会被用来指责00后。

其实，说到90后就业观奇葩的论点，应当从多层
次上分析，不能一棒子都打在求职者的身上：

首先，必须承认，如今青年一代的个性更为鲜明，
确实不像老一辈求职者那样“听话”。敢于与权威对
抗，敢于和领导“顶撞”的声音越来越多。当然，这里面
有据理力争的，也有无理取闹的。而那些以所谓“失
恋、想去旅行、伙食不好”作为离职理由的90后，毕竟
还是少数。不能因为个别现象，就否定整个群体。

其次，当前的求职环境也和以往有较大不同。且
不说，60后、70后还是包分配的一代，80后还是自我
拼搏改变命运的一代。到了90后一代，求职就不再是

一个人在战斗了，而是一家人在作战。想去银行实习
都得“拼爹”，有的银行提供暑期实习机会的前提，是
实习生父母在银行的定期存款达到50万元以上，然
后再进行资产排队。“如果是以找工作为目标的实习，
估计要求的存款规模怎么也得上千万元了。在这样的
环境下，能留给孩子的公平竞争的机会越来越少。

其三，随着近年来高校扩招的步伐，大学毕业生
逐年增多。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孩子们，想要找到一份
好工作，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而企业对于初入
职场的求职者们，所开出的薪水和福利待遇，也在逐
年降低。有一则网络段子曾说：“3000块你想找个民
工，别做梦了，3000块只能找个大学生。”据调查，1/4
的应届毕业生也是因为“企业提供的薪酬比较低”直
接放弃面试机会。

总之，90后的就业观是否奇葩，还需综合衡量。
别动不动就给青年一代求职者扣帽子，下定义。如果
整个社会的求职环境都改善了，劳动者的待遇都提升
了，那么即便真有一两个奇葩极品的求职者，也会自
然会被职场淘汰的，无需老板们大力吐槽。

孟木二梓

真没想到，在“史上更难就业季”的当下，90后大
学毕业生不仅对就业缺乏应有的热情，面试爽约率高
达50%甚至75%以上，而且对用工单位的薪资、环境
等百般挑剔，更荒唐可笑的是，连失恋了、公司的伙食
不好、不喜欢某位同事、想去旅行、公司没有铺地毯、
厕所有味道且没有放厕纸、前台长得不好看、前台没
有对我笑等等都能成为他们去职的理由。这说明90
后大学生对就业缺乏正确的认识，对自己的定位不甚
准确，对如何走向社会也没做好必要的准备。

不过，对90后大学生这种令人不堪的求职现状，
我们大可不必横加指责，甚至于一棍子打死，因为这
些孩子从小到大，生活上全是父母一手包办，学习上
由学校、家长全程“陪侍”，除了学习他们几乎什么都
不会，什么都懒得会，别说能与人沟通交流、适应各种
环境，就是自己的生活有些人尚且不能自理，现在一
下子叫他们“断奶”，明显是在强人所难，出现一些“断
奶期”的不适应甚至紊乱现象很正常，我们无需大惊
小怪，也无需责怪他们是“没用”的一代。相反，作为
高等院校必须反思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充
分预计到这些90后身上存在的先天不足？为什么不

对症下药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呢？
事实上，在明明知道90后大学生存在这样或那

样的问题后，如何帮助他们较好地“断奶”就成了所有
高等院校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不管三七二十
一，一股脑把他们推向社会，折射的依旧是大学的急
功近利，是育人教育的不作为。其实用大学生们自己
的话来讲，现在大学生就业并不难，可他们为什么仍
然遭遇到求职难呢？窃以为，关键在于他们对择业缺
乏正确的认识，在于他们从小到大始终没有“断奶”，
所以很难适应新的环境，也就很难融入到社会中去。

如果我们的大学在学生在校期间，能针对他们身
上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填平补缺”式的素质教育，
特别是加强对大学生的人生、理想教育，引导他们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择业观及生活观，着意培养他们对
社会、家庭和自己的责任感以及社交、生存等诸多能
力，告诉学生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放低身段，找
准自己的社会定位和角色，这样大学生们就不会盲目
自信，好高骛远，视择业为儿戏，而是会勇于担当，带
着对社会的使命感、对父母及自己未来生活的责任
感，去理性、务实择业，乐于就业。如是，上述90后大
学生择业的荒唐现象根本就不会发生了，所谓大学生
就业难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对90后就业需加强引导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
727万人。相比2013年
699 万毕业生增长 28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被
冠以“更难就业季”称
号，而今年90后开始成
为求职的绝对主力。他
们的求职是不是应该更
为急迫呢？记者几番调
查下来发现，设想与现
实大不同。90后被指：
面试爽约、OFFER 跳
票、辞职像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5月8日《北
京青年报》）

有一说二

博议

@我是你最爱的刘豆儿啊：小
青年满腔热血，想努力成长，努力
干活，但是大多数的公司是福利
差，公司管理不完善，没有良好的
成长体制。为什么要在那里忍气吞
声呢。美好的年华，20多岁就要在
忍气吞声中度过吗？如果每个公司
都可以做到管理好体制完善，谁闲
的没事那么爱蹦蹦跳跳呢。

@王双元King：物价在飞涨，
工资却始终跟不上节奏，没归属
感，各种压力，试问怎么稳定？这
不单单是90后才有吧！用人单位
没有好福利留住人，不是离职理由
都会成为理由。

@宋殿下归来：说好的上九
下六，结果经常加班加到晚上九

点、十点甚至十一二点，提成是想
象不到的低，领导意见要求不统
一，一个领导过来看了说要这样
改，另外过来看了又说要这样改，
最后质检一查有说没按要求，一幅
破图十几二十块钱改都要改差不
多一个星期。

@cherly199：别说 90 后不负
责任，是不是用人单位对这些年轻
人没有吸引力。多从自身找原因，
不是奇葩多而是委婉的拒绝……
好吗？

@Michael难得逞强：说明社
会在进步啊，有资格跳票并不是性
格原因，而是生活最低保障有了，
即使跳票也无惧，不怕短期没工
作。反思的应该是企业们。

辞职因不满当前

@太慢的时间：九零后活得
更加自我，更加洒脱，更加知道自
己想要什么，我们给自己一百种可
能，去发现自己想过的生活。

@我在网上这么吊我爸妈知
不知道啊：老师在签售会上的观
点，90 后敢想敢做不服传统固然
是好事，但是这不能成为离职跳槽
的根本理由。做决定之前还是要
多思考，职业价值=爱好+钱+发展
前途，只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才
能真正考察离职和跳槽的可能

性。忌不想不动，忌妄想妄动。

@伸手扬沙：是因为老一代
人为了生活或是为了其他原因而
放弃自己的梦想隐忍地生活，而看
不了现代 90 后为了追求自我，不
愿因生活而放弃自己的原则。人
活一世，也许你觉得牺牲自己的一
些坚持而换来富裕的生活就是幸
福，那我告诉你或许 90 后过的不
富裕，但是坚持自己，我们的人生
很幸福，人的追求不一样，不要对
90后有偏见。

辞职因勇于尝试

@去远方的Joey：别总说 90
后吃不了苦太娇气什么的，至少我
们景观设计的同学在工地实习被
太阳晒得脱皮，天天加班到晚上
11 点，然后一个月还只有五百的
时候，大家还都坚持了下来！不要
低估我们的潜力！90后加油！

@任小树2013：大家也就是
在这里抱怨一下罢了，不要拽着
90 后的字眼不撒手了，有多少 90
后因厕所有味辞职？反正我周围一
个也没有！我身边有很多实习的应
届生，我也是其中一位，一分钱也

不给，可是我们都非常努力工作，
为的就是能留在这个单位！工作经
常加班加点，大家也没有怨言！

@佩贵人在西藏：关于我：91
年 9 月 15 出生的武汉妹子。18 岁
进藏做服务员，大二实习。后21进
藏游玩然后客栈打工。22 岁开了
属于自己的客栈，我一直想在西藏
创造属于我的一片天，我在努力和
坚持。问我为什么选在西藏。没有
为什么，只因为喜欢这。我的故事
和人生一定要活得精彩，奋斗的人
儿一起加油吧！

也有能吃苦的90后

@沙丘上的小小狐狸：不要
以偏概全好不好？怎么个不懂礼貌
法？我身边的 90 后怎么就一个个
那么温文尔雅修养到位。

@Y--亜濤：企业看的是创造
价值，创造出来多少价值拿多少工
资。天底下没有活轻，工资又高的
工作。跳槽是唯一的提高收入的方
法，没有哪个人的工资在相同的工
作强度下现在的工作比以前的工

作拿的少的。跳槽是年轻人的通
病，哪个年代都是这样。

@喜食人的妖晶：周围能吃
苦，明事理的90后多得是，贴标签
没意思。爷爷辈毕业有人民公社大
锅饭，爸爸辈毕业有国家分配工
作，哥哥辈毕业没赶上现在的就业
压力，真要这么比没意思。社会进
步只会一代比一代强，我相信我们
这代人总有天会熬出头。

无需和90后针锋相对

斯涵涵

面对用人单位吐槽90后的就业“三宗罪”，就业
市场也要听听大学生的理由：因为面临“更难就业
季”，他们需要广撒网，职位申请太多，答应的面试也
太多，那么面试时间撞车是难免的，接到面试电话，问
一下是哪家单位或者请求更改时间也不是什么大不
了的事情，而一旦发现工作条件不理想，就绝然放弃，
正是其鲜明的时代个性。

相对于70后、80后找工作求稳、求高薪，对于90
后而言，好工作的标准已从“追求物质成功”，逐步转
向“工作是否幸福、生活是否快乐、能否相互尊重”等。
社会的发展，家庭条件的富裕，让90后毕业生不必为
五斗米折腰，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使其更看重工作
的趣味性和个人喜好，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摈弃纯物质化观念，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让平凡的
工作变得不枯燥和有成就感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如果
我们大多数人需要工作二三十年，努力让工作变成一
件值得享受的事情不是更好吗？

或许90后作为职场菜鸟还有许多不足，或许90
后挑三拣四、不紧不慢太出乎招聘单位的预料，甚至

其中不乏娇生惯养、自以为是、好逸恶劳、啃老之人，
但是我们要看到每逢招聘会大学生们蜂拥而至的场
景，和在各个单位奔走的背影，他们绝大多数人其实
也在为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未来打拼，只是他们的方
式跳脱了我们固有的就业定式。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
的悲喜，也各有各的磨砺。曾经的80后被称为垮掉的
一代，90后现在也被称为颓废的一代，而就在我们对
着90后频频摇头的时候，殊不知90后也在对着乖张
的00后瞪大了眼睛？

年轻人自有年轻人的特点和优势，相对应的也有
其试错成本。要想让90后尽快成熟起来，需抛弃各种
有形无形的偏见：用人单位和社会要密切关注90后
自由、独立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改变传统、僵化、居
高临下的集体管理模式，强化个性化管理、人性化管
理，为其提供专业引导和广阔的就业舞台；90后本身
也要主动学习，积极进取，善于吸取前辈的经验教训，
少走弯路，准确定位自己的工作目标及人生目标；父
母、家长也要纠正老母鸡式的教育方式，早日放手，让
其经历风雨。如果说，90后的个性张扬、稚嫩率性的
就业表现在当下看来还像一朵奇葩的话，那我们不妨
多一点时间和耐心，静静地凝听90后花开的声音。

摈弃对90后的就业偏见

90后的就业观真的“奇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