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寒的部门领导是一名80后，也
正在考虑离职，原因很实在，“想着年
纪还不算太大，可以为家人拼一下，毕
竟家里还有个小儿子，想要多买几套
房”。一年前提过辞职的他，在公司加
薪的承诺下留到了今年，考虑到“现在
带的团队不积极，上级也不重视”，还
是下定决心准备动身，想要找回刚工
作时的动力和冲劲。他说：“曾经的工
作业绩让我对再就业比较有信心，哪
怕自己创业也是有底气的。”

“通过7-10年的时间沉淀，80后

30%的人在职业发展的瓶颈期会选择
走出舒适区，充实自己，寻找事业的

‘第二春’”，接触过上百名求职者和离
职者，施毅发现，很多人职业生涯发展
规划意识的崛起是在工作10年左右，
在他看来，“与其把跳槽和年龄挂钩，
不如说是受生活状态的影响，家庭生
活对人心智上的成熟会有更大的帮
助。”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年职场人都
是为了家庭的稳定，为了还不完的房
贷、车贷，憋屈着“任人宰割”的形象，

在80后和70后的职场人中，一度盛传
着“中年危机”。“危与机往往相伴而
生”，工作中，施毅接触到的中年跳槽
者并不少，“所谓的‘中年危机’杀伤力
并没有那么大，反而随着国家政策调
整，近两年离职者有了更多的选择，创
业比例呈逐年升高趋势”。据介绍，在
跳槽的70后和80后中，有26%-27%
的人选择离开就业的氛围进行创业，也
有部分人会经历创业失败后回到就业
状态，而经历过创业的人会更稳定地
在就业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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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三年两跳都需要勇
气，如今一年三跳的也不在少
数。跳槽，这个在70后眼中
举足轻重的决定到了年轻人
这里，是否就和吃饭喝水一样
平常了呢？

“以前我觉得开心就好，
2500元一个月忙得昏天黑地
也觉得自己赚到了经验，但现
在我可不干了”，90后姑娘章
寒从事外贸工作一年有余，准
备今年3月离职。她表示，现
在的单位不关注员工发展是
她选择离职的主要原因，毕业
两年了，希望自己可以更上一
层楼。“老板喜欢给你上课，给
你灌鸡汤，就是不提钱”，眼看
着前途迷茫，身边的人来来去
去，小章觉得自己也到了走的
时候。“如果换下一份工作，我
会更关注公司本身的发展和
自己在公司的发展前景，公司
工作的环境以及公司管理架
构体系。”

“70后没想过离职，80后
不敢离职，90后、00后离职是
因为‘老板不 听 话 ’……”
2019年在职场人中流传着这
样一个段子，似乎对于 90
后、00后而言，辞职就像拍脑
袋做出的决定。从事人力资
源管理工作10年，江苏洁澄
水业科技有限公司人事总监
施毅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不
能因为他们年纪小就武断认
为是冲动行事，恰恰相反，很
多 90 后考虑职业生涯规划
较早，跳槽可能是因为他们
对于职业生涯有清晰的认
识”，在和离职员工沟通中，
施毅发现 90 后那些个性化
表达的表象之下，藏着的亦
是一颗深思熟虑的心。

“辞职一次，意味着从头
开始一次，年轻是资本，试错
有成本，跳槽需谨慎”，智联
招聘无锡分公司市场部负责
人黄晶晶指出，在HR眼中，
简历上如果有在一家单位稳
定工作满一年半至三年的，
会被看作优质简历，因为一
份工作至少需要通过8-9个
月的时间接触和磨合才能逐
步接触到核心，过于频繁的
跳槽在求职时会成为减分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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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求稳？80后保守？90后任性？

又到跳槽季 你是稳端饭碗还是辞旧迎新
新年新气象，临近年关，

不少人选择在这个时候开启
新一年的职业规划，过年前后
也成为人事变动和白领跳槽
的旺季。不少职场人已忙着
更新简历物色新东家，新的一
年，你是选择稳端饭碗还是辞
旧迎新？对于工作又有哪些
新期待？说起跳槽，都认为
“中年危机”的80后很保守，
“年轻资本”的90后很任性，
是否真是如此呢？

“员工个体在崛起，作为企业人
力资源部门，应该要适应这一种变
化，特别是90后、00后进入职场”，无
锡市大数据管理局局长胡逸在年初
无锡市HR经理俱乐部年度主题论坛
上提到，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外部
环境、组织形式、雇佣方式、管理方式
等都发生了剧烈变化。例如，员工与
企业的关系将不再是单纯的“雇佣关
系”，而是业务伙伴关系，具体来说，
优秀员工将从企业离职，然后承办单
位的业务，并成为具有法人性质的个

体户。这种形式被称为“离职承包”，
伴随着个体崛起，这种情况将越来越
普遍。

黄晶晶印证了个体崛起的说法，
在智联招聘对职场白领大规模的问
卷调研中发现，“比起挣多少钱、尊重
和认可，工作环境的开心和舒服被认
为更重要，这一点在当下年轻人身上
尤为凸显。”黄晶晶提醒，求职者离职
的想法非一日酿成，企业要想把人才
留住，功夫要下在平时。“要时刻调研
同行业的薪资水平，开出有竞争力的

薪资；年轻人特别在意学习机会，要
营造内部学习环境和构建成长通道，
不要让员工感觉一眼望到头；此外，
对于新入职的员工多给予工作之外
的关怀，带领他们融入集体，对单位
有归属感”，黄晶晶认为，在细节处体
现关怀，小成本也能做出大文章，但
需切忌“空口说白话”，招聘入职时

“画的饼”都是要还的，让员工生出无
法兑现的想法，造成的心理落差只会
让他们觉得公司不靠谱，从而加速离
职。 （晚报记者 陈钰洁 张颖）

毕业几年的小汪经常被父母劝
说备考公务员和教师资格证，久而久
之，心态也从“有些心酸”转为“习以
为常”。年前，在家人的建议下，她辞
去了上一份本专业工作，成为了一
名“朝九晚五”离家近的机关单位编
外人员，并着手准备职业技能考试
和编制考试。小汪表示，离职的主
要原因是“原公司发展不理想，看不
到职业发展的路径，待遇也没有提
高”，想试一试父母眼中“稳定”的路
是否会更好。她把现在的工作比作
备胎，因为“相对比较轻松，虽然待遇
不高，但有时间提升自己，可以成为
一块跳板”。

在一家大型居家用品零售企业
工作的施璐如今是一名项目负责人，
毕业之后一直在这家企业工作，从销

售员工一路上升至销售部项目设计
专员，工资也从原先的3000元多涨
到了现在的8000多元。“考虑过换工
作，有同事跳槽去别的店铺之后跃升
为店铺负责人，工资可以涨到1万多
元，但是巨大的压力也随之而来。”施
璐表示，自己对于现在的岗位比较满
意，短期内不会考虑跳槽。“我们这里
年假很多，我喜欢旅游，可以经常出
去玩，但别的公司不一定会有这么多
年假”，在施璐看来，找工作不难，但
是要找一份适合的、喜欢的工作确实
不易。

“早几年跳槽是普遍现象，近几
年职场人相对比较保守，更倾向于稳
中求进”，施毅提出，即便是一直以来
被认为比较“任性”的90后，也是按兵
不动的多，而70后离职率则常年保持

在3%-5%。
70后刘秀红在无锡一家从事电

子产品销售的公司做技术检测，目前
工资是每月4000-5000元。当被问
及新的一年是否有跳槽打算，刘秀
红连连摆手，她表示，1973年出生的
自己还有 3年就可以退休了，现在
的工作很稳定，并不想改变。“我女
儿已经毕业了，在做销售，生活压力
也不大，这个行业我做了快 15年，
现在工作不好找呀。”说着说着，她
忍不住告诉记者，自己的女儿就一
直有跳槽的想法，但是最后也只是
想想，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销
售做的也顺手起来，就一直没换工
作。“年轻人就是没耐心，一看工资
低立刻就要换，换来换去不定心，不
好。”

“任性”离职背后
更关注成长机会

跳出舒适区：离职者创业比例升高

2019职场关键词：稳中求进

个体崛起时代：企业留人功夫在平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