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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10年的工作经历，
33岁的罗鸥给出了自己的答
案：“其实也后悔，但不试试又
一直后悔。”

2013年毕业后，罗鸥入
职湖南某企业，后被外派至迪
拜负责海外项目招商运营。
他从头开始搭建部门、带领团
队、积累资源，从专员、主管、
经理做到总监，“收入水涨船
高”。

工作得心应手，罗鸥却觉
得有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

“我想要新的尝试和挑战”。
当地的文化、气候也让他一直
没有归属感，2018年结婚后，
他与妻子一直异国两地。于
是，他在自己30岁时做出决
定：离开现有职位，回国发展。

罗鸥入职了杭州某头部
电子商务公司做客户经理。

“即使跨行业，我也获得了比
较好的工作机会，这完全得益
于第一份工作6年的基础。”
但是，他发现新工作节奏快、
强度大，需要极强的自驱力、
学习力，国外积累的资源在国
内无法直接转换，“相当于从
头开始，我的年龄在同岗位同
事中偏大，在晋升上已经不具
优势”。

罗鸥开始边工作边找新
的机会。第二份工作干了9
个月后，他离职进入湖南某央
企，新工作在地域、强度、薪资
等方面都满足他当时需求，离
老家更近，方便照顾即将出生
的孩子。

然而1年后，罗鸥发现工
资难以支撑家中开支、晋升空
间也有限。“短短两年，仿佛从
少年满志到中年危机，这是职
场给自己上的最深一课。”

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辗转
来到上海的一家医疗公司担

任销售副总监。凭借工作经
验带来的学习能力，罗鸥1个
月就迅速适应了新行业。

罗鸥坦言，回国后的前两
份工作处于“病急乱投医、缺
啥补啥”的试错状态，现在自
我定位逐渐清晰，“做任何决
定都会更稳妥一点，每走一步
都会越来越谨慎、冷静”。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会考虑一直做第一份
工作。”罗鸥说，那样会有更高
的薪资、更高的职位。

罗鸥建议处于不停换工
作迷茫期的年轻人要以旁观
者的姿态综合审视个人当下
情况，“可以试错但不要盲目
试错，要将试错的成本变成你
下一份工作的‘滤芯’，提升职
业竞争力是你的底气”，在换
工作时也不要轻易换行业。

毛宇飞指出，在频繁换工
作的年轻人中，若有清晰的职
业目标，通过换工作积累相关
经验和技能，可以持续提高职
业竞争力。若无清晰的职业
规划，频繁换工作反而会使个
人职业竞争力下降，“有可能
越换越差”。

“在本应深耕的阶段去做
各种尝试，结果只能是在各行
业浅尝辄止，实际上造成了职
业竞争力的下降。”毛宇飞说，
不少用人单位看重求职者工
作履历中的持续度，这能反映
求职者对企业的忠诚度、对行
业的了解深度。频繁换工作
带来社保、工资的间断期，也
会影响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和
生活状态。他建议，大学生在
校期间通过实习、兼职体验尝
试不同工作，降低试错成本，

“因为职场人换工作的成本远
高于在校生换实习”。

（中国青年报）

那些不停换工作的年轻人那些不停换工作的年轻人
试错之后试错之后，，职业竞争力提升了吗职业竞争力提升了吗？？会后悔吗会后悔吗？？

28岁的牛娜娜前不久第20次裸辞，带着两只猫，搬进了成都一个农家小院，开启摆摊生活。
今年是33岁的罗鸥工作的第10年，从贸易、互联网、媒体到医疗，在不停换工作后，他下决心

“深耕”现在的岗位。
当前不少青年把职业体验当作人生体验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寻找不同的事业发展方向，也在探

寻不同的人生可能。不过，用人单位往往会重视求职者对企业的忠诚度、对行业的了解深度。那些
频繁跳槽的年轻人付出时间和试错成本后，职业竞争力提升了吗？他们会后悔吗？

27岁的熊飞云2019年毕业于
苏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在是
一所公立小学的语文教师，这是她
工作4年来继新媒体、教培、策展、
销售、保险、外贸后的第7份工作，
而她心里明确的职业最终站——成
为一名小说家并不在其中。

熊飞云总结，每次换工作的具
体原因有：不适合自己、看不到未来
前景、不值得长期干……在她的朋
友眼里，她是“累了、难受了就辞职，
没钱花了就找工作迅速上岗”的自
由洒脱、勇敢无畏的人。

“我没有那么勇敢。”熊飞云指
的是“不敢直接成为小说家”。因顾
及家人对于她“工作稳定”的要求，
也因“没有强大到独自摸黑走小说
家的路”，虽然她目标明确，但是一
直在“职业最终站外”徘徊。

熊飞云把每一次职业经历都看
作一种探索。她用4个字概括自己
的职业经历：都是素材。“哪怕只在
一个行业里探了探头、略懂皮毛，但
当写小说时，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比
别人多了一些专业知识。”

28岁的李佳宜也有明确的职
业目标。快餐店服务生、建筑设计
师、演员、电影美术、空间设计师、策
展人、数媒艺术工作者、剧照师、摄
影师、剪辑师、电影制片人、游戏公
司员工、场记、广告导演、电影导演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对自己
的工作经历如数家珍。

“很多事需要情绪高涨时才能
做出来，我经常去做新尝试。”李佳
宜本科毕业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建筑设计专业，后来发现自己对电
影行业感兴趣，于是她的脑海中始
终有“明确的主线任务”：做独立电
影导演、编剧或演员。

面对不喜欢的工作，李佳宜一
开始的心态会“不太平衡”，但投入
后还是会制定高标准来挑战自己，
提高收入的同时获得进步，“我是很
拼命的人，只要我接了活儿就不能
浪费这段时间，不能砸自己的招
牌”。

白天上课，晚上10点下课后处
理国内两份远程工作直到凌晨 3
点，上午8点起床再去上课，如果还
有时间就尽量多写剧本、多看电影，
这是目前李佳宜雷打不动的日程安
排，“我宁可让自己累一点、少睡一
点，也不能因为心里没底而不开
心”。

“离热爱更近一点。”李佳宜担
心自己没有天赋，也担心自己有限
的生活阅历不足以做出好的电影，
所以她选择去北京电影学院读电影
进修班、拍短片、写剧本、做广告导
演等，慢慢她觉得“原来拍电影和拍
短片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没有那么
可望不可及了”。

上大学时，牛娜娜立过一个目标，
想通过体验100种职业，去选择自己真
正想要的职业。“20份工作下来，就已
经让我知道要什么了。”

2018年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
业毕业后，牛娜娜辗转北京、上海、南
京、西安、成都，做过摄影助理、相册排
版、收银员、房产销售、财务、新媒体运
营等，最长9个月，最短6天。

牛娜娜回忆，原以为做相册排版设计
工作月薪可以有六七千元甚至上万元，去
了被告知底薪只有2000元，“工资太低，
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感觉需要努力很久
才能得到我想要的工资，就辞职了”。

为减少生活压力，牛娜娜决定找到
包吃住的工作，她去了一家餐饮公司当
收银员，可她发现晋升空间很有限，“我
不能一直干这个，还是应该去闯一闯，
就又辞职了”。

今年3月，牛娜娜找到一份新媒体
工作，试用期要求达到固定的爆文率、
客户回复量、订单量，在“转正压力大”
的情况下，她平稳度过试用期，熬过了

“特别想辞职”的阶段。但是“和老板闹
得不开心，就辞职了”。

就这样在20份工作后，她“发现自
己不适合上班”。

如今，她“搬到农村后，心一下就宽
阔起来了”。“摆摊并没有很辛苦，拉着
箱子直接打车到市集，风吹不到雨淋不
着，坐着做手工，跟摊主、顾客聊着天就
赚到钱了。”她说，做手工咖啡首饰虽然
挺累，但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心里从
没觉得累过。

29岁的李一硕士毕业于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信息安全专业，“其实每到一
个公司都是抱着长期发展下去的心
态”，但有时“不得不跳槽”。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算法工程师，
“每天都琢磨优化程序，希望能有一番
成就”。然而，他发现难以从学生转变
到职场人。半年后，李一去了一家创业
公司做后端开发，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
的同事，“大家一起加班，累并快乐
着”。让他遗憾的是，1年半后，公司开
始裁员，“我们整个组基本全被砍掉
了”。

他又找了份后端开发工作，由于工
作年限短，李一感觉很难接触到核心业
务。他深知频繁跳槽对自己的影响，

“简历不好看，会让公司觉得我浮躁”。
现在他的状态是“不得不留下”，“就算
觉得不满意，也不敢轻易作出跳槽的决
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
研究员毛宇飞分析，年轻人频繁换工
作，与经济环境、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
薪资福利待遇、工作内容等因素有关。
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也使青年就业
观发生改变，他们期待通过换工作得到
更多收入和自由，也更追求工作和生活
的平衡。

离热爱更近 什么是稳定

频繁跳槽后悔吗？

上图上图：：牛娜娜在牛娜娜在
成都摆摊成都摆摊。。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左 图左 图 ：：李 佳 宜李 佳 宜
在纽约进行拍摄在纽约进行拍摄。。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