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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年底，虽
然过了最热的招聘
季，但却迎来了“用
人荒”。据某网站
招聘平台数据显
示，每年元旦春节
前后都是跳槽高
峰，很多用工企业
不惜加大成本招揽
员工。过去，这种
年底跳槽的现象外
企、私企出现比较
多，然而，随着国企

“改制降薪”，很多
国企员工，甚至曾
经捧着“铁饭碗”的
职员，也都开始想
办法跳槽转型，另
寻出路。

找到契合点
资源比薪酬更重要

薪酬降低
员工更加看重人脉和平台

“如今国企薪酬改制是网上
热议的话题，降薪幅度比较大。
其实现在到国企工作的人看重的
不完全是薪水，而是国企的平台
和资源。国企最大的优势就在于
能够占据更广泛的资源。”国企员
工刘威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对
此，同是国企员工的罗直也有同
感。罗直说，有个公司的高管，当
初的月薪是 10万元左右，但到国
企后其年薪才十多万元。“对方

说，自己之所以不跳槽，正是看重
国企的平台和资源。”

“而且国企对人才的培养机
制比较健全，对于个人能力短板
的补充是非常有效的。”在国企工
作的顾卓恩认为，国企的氛围也
很好，对于员工有很充分的发展
空间。“特别是一些改制成功的大
型国企，对个人的发展前景是非
常有利的。”

薪酬高低并不是关键
主要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当你在一个企业做久了就

会发现，改革是必须要面对的问
题。在改革过程中，总有人会选
择离开或进来，只有你自己知道
要何去何从，知道自己的最佳位
置。当你找到自己与公司的契合
点时，所有的顾虑都能抛开，届
时，薪酬高低也不是关键问题。”
国企员工王涛说，当初她的薪水
低于空降的平级管理者，她之所
以选择留下，是因为她与公司有
感情了。“当你与公司有感情的时
候，其实你的职业发展是幸福的，
你会相信老板的决策和老板身边
的人能够带领这个公司走向一个

更大的平台，你要经历公司的成
长，从一无所有到上市的过程。”

王涛的同事马介强特同意这
个观点。“如果你喜欢冒险，喜欢
闯一闯，那么国企相对稳定，可能
未必适合你，但一定要找准自己
的定位，知道自己要什么。”

“降薪只是现阶段的一种手
段，随着改制的深入，还会有其他
形式的表现。”专家说。“所以如果
对自己目前的状态不满意，与其
怨天尤人，不如找机会‘充电’，充
实自己，‘磨好了枪’才有机会上

‘战场’。”专家表示。 （新华）

毕业生找工作必须与专业对口吗？
迈进新年，对于大多数已经找到实习工作的毕业生而言，是充满憧憬的一年，是理想与抱

负腾飞的一年，但亦有部分毕业生正在踌躇迷惘。花费了四年宝贵的青春在本专业中，好不容
易学成归来，但未必每一份工作都能如人所愿，面对专业对口问题，是坚守还是调整呢？

希望首份工作专业对口

Suki是一所高校的应届毕业
生，就读土木工程专业，从去年
10月份就开始四处奔波于各类
招聘会，希望寻找到合适、理想的
工作。前不久，她刚拿到了一家
浙江建筑公司广州分公司的 of⁃
fer，难掩内心喜悦的她兴奋地告
诉笔者：“皇天不负有心人，幸好
我一直都在坚持找专业对口的工
作。”

原来，由于非名校毕业，且土
木工程就业人员的市场需求不
大，Suki在过去三个月中处处碰
壁、屡屡受挫。“身边有很多朋友
都劝我从事销售或是管理类的工
作，因为很多单位都招这些岗位
的人，但我觉得都学了那么多年
了，希望第一份工作是跟专业有
关的。”Suki还称，连续多月的被
拒绝曾一度让她产生一种想要放
弃的念头，随便找一份工作先做
着，骑驴找马，但后来在家人的鼓

励下，她在彷徨和迷惘中坚持过
来了，最终，她也如愿拿到了专业
对口的offer了。

大部分毕业生都希望第一份
从事的或者，或者实习工作，是专
业对口的，用受访的学生阿玲的
一句话概括：“第一份工作就非相
关的，感觉这四年就白读了。”

对专业对口期望值要合理

毕业生希望专业对口无可厚
非，那么，企业又是如何看待的
呢？笔者在招聘会上采访到某房
地产乙方公司的招聘专员黄先
生，他向笔者直言：“每年都有很
多土管专业、土木工程专业的学
生过来招聘，我们肯定希望能招
到专业对口的人，培训成本也降
低了不少，但说实话，有时候专业
对口的学生也不见得有多适合。”

黄先生向笔者讲述了他的一
次经历，黄先生曾招过一名本A
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从
事公司策划岗位，入职后不久，黄

先生就发现该名学生对行业知识
一窍不通，就连测绘、土地测量、
土地规划图等这类专业基本知识
也十分缺乏。离职前，该名学生
对黄先生说：“我以为策划就是想
想怎么把房子卖出去。”

很多大学生对专业对口的工
作充满了各种各样幻想，过分将
自己代入到影视剧中相关工作的
人物角色当中，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当他们发现从事的
工作与理想不符，或个人相关知
识难以达到工作所需时，很多毕
业生就选择了放对此，有招聘专
员建议，学生在挑选大学专业时
要谨慎，毕业生在寻找工作时期
望值要合理，从事专业对口工作
只是以大学四年的学习和社会实
践作工作积累，那些在大学中“混
日子”的学生并不见得多有优
势。与此同时，理想和现实之间
是有差距的，要根据就业市场和
个人情况来调整职业规划。

（番禹）

日前，前程无忧发布《2016离
职与调薪调研报告》。报告称，2015
年员工整体流动性小幅上升，平均
离职率为 17.7%。过去一年，各行
业在经济常态下，急剧变革，制造业
受冲击尤为明显，实体经济低迷，部
分企业产能过剩，开工不足，部分岗
位被取消或缩减，员工被动离职的
情况有所增加；而传统服务业属于
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门槛低，岗位
可替代性较高，企业在员工保留方
面关注度较低，离职率一直处于较
高状态；此外，因物价水平进一步下
滑，面临通缩压力，国内消费品市场
增速回落，消费品行业员工离职率
亦逐年升高。

高科技、金融行业跳槽凶猛

2015年，高科技、金融等行业
员工离职率频频走高，分别为
19.1%和18.1%。在大数据和“互联
网+”兴起的背景下，高科技行业发
展日新月异，专业人才频频跨界，人
才整体缺口较大，人才竞争日趋激
烈，员工薪酬也是水涨船高。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具备国际视野、通晓金融市场实务
的人才需求量持续上升，中高端人
才十分紧缺，与此同时，互联网
金融市场如火如荼，专业人才
相对缺乏，人才流动日益频
繁，导致行业间频现以高
薪、股权期权激励等为诱
饵的“抢人大战”，推动金
融行业的涨薪速度遥遥领
先。

专业技术人员离职率
同比增幅最大

2015年操作人员的离
职率仍是所有职位等级中
最高的，达到25.3%。2015
年经济趋缓，部分企业产
能过剩，产业结构调整，
一线操作人员被动离职
的情况较往年有所增
多。从离职率的增幅来
看，2015年专业技术人
员的离职率同比增幅最

大，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
用和商业格局的深化演变，

传统行业逐步转型，企业需要及时
调整战略及产品创新，专业技术人
员需求较大，人才竞争激烈，离职率
继续走高。

民企离职率依然最高

2015年，民营企业离职率依然
最高，为 20.2%，高出国有企业
（12.4%）近8个百分点，在经济下行
的大背景下，民营企业整体实力和
抗风险能力均较弱，在人才吸引与
保留方面并不具备太多优势，员工
稳定性较差。此外，从同比来看，国
有企业离职率较 2014年同比增长
4.2%，同比增幅最高。

专业技术人员“钱途”看好

尽管企业预计 2016年调薪将
趋于谨慎，在不同职等中，专业技术
人员的薪酬涨幅依然最高，达到
9.0%，操作类员工调薪幅度为
7.4%。在中央一系列“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政策的推动下，新产业、
新业态、新产品、新经济、新动力加
快孕育。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加速，
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产品创
新迫在眉睫，专业技术人才一直供
不应求，十分抢手，此类员工的调薪
幅度始终较高。 （陈晓）

2015年员工流动
小幅攀升

据2015年员工整体流动情况
最新调研数据，90后年轻员工在
2015年跳槽比例有所提升。“对目
前工作不满”成为了 90后离职主
因，折射出快速变化的互联网时
代下，年轻职场人跳槽观念的更
迭。

90后离职主要对工作不满

“较具竞争力的薪酬福利与
职业成长空间”依然是 90后年轻
员工选择主动离职的重要原因，
这两项指标无疑是大部分职场人
权衡去留的关键因素。值得一提
的是，个人对“薪酬福利缺乏竞争

力”排名从往年的第一位下降至
第三位，而“对目前工作内容感到
不满”跃居首位，这也折射出职场
人跳槽观念的更迭。

随着90后职场新生代步入职
场，他们更喜欢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去跳槽，这也是这个快速变
化时代的特点。调研发现，90后
员工比例越高，员工的平均离职
率也会随之升高。伴随着互联网
长大的90后，总能最先发现机会，
最敢尝试各种职业，“有主见，不
将就”是这个群体的显著特征。
他们职业定位模糊及抗压性较
差，往往“说走就走”，跳槽意愿较

为强烈。此外，在全民创业热潮
中，不少90后也加入了创业大军，
年轻的他们不走寻常路，敢于去
陌生的领域“冒险”。

跳槽之前要多比较

专家表示，近来，企业愈加注
重员工的投资回报，对于想要通
过跳槽来大幅增加收入的年轻人
来说，已经不太现实，因此建议年
轻员工不要跟随“跳槽潮流”，在
跳槽之前，多看、多听、多比较，从
面试等不同渠道了解公司是否适
合自己，对于能否胜任高收入职
位有成熟的判断。 （新华）

年轻职场人跳槽观念更迭
2015年90后员工跳槽比例有所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