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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90 后”大学毕业生职场“高不成、低不就”——    

孩子“就业不急”，你得跟他急
整理 / 李旦
世上最苦恼的事情是什么？是

“要不要辞职”！世上最难选择的
事情是什么？有人说是“主动辞职
却被加薪挽留”！虽说辞职是冲动
下的产物，但如果不是心灰意冷，
想必大多数职场人还是会忍一忍
的。别看辞职的念头很坚决，可遇
到“糖衣炮弹”，还是会有所动摇的。
那么辞职被挽留到底该怎么选择？
是走还是留呢？

 无论身在什么样的岗位，但
凡想辞职，理由无外乎三点：一、
长时间没加薪，对薪资不满；二、
发展空间受限，没有上升前景；三、
人际关系不愉快，与上司或同事闹
不和。

 而这三种辞职原因中，又得
数第一类人最多。如果你单纯为了

“钱”而辞职的话，那么可以考量
一下加薪的幅度，如果觉得自己还
能接受，那还是留下来比较好。如
果因为其它原因辞职，特别是人际
关系不和的话，即使钱给的再多，
去还是留也得好好掂量掂量。

为钱辞职，
这个可以留 

正如上面的原因所分析的那
样，如果你是单纯的对工资不满意
的话，那么提出辞职后被加薪挽留
还是可以考虑的。毕竟新不如老，
跳槽到了新的企业，也得花费一两
年的工夫，才能完全地融入进去。
与其一切从头开始，还不如留在原
地来得舒服。

每个人对问题的看法、考量标
准也不同，所以这就要看你对这份
工资的介意程度来定。大幅度的加
薪还好，如果只是象征性的涨一两
百块钱，那还是不留为妙。

为前景辞职，
这个得好好掂量

 如果你是发展空间受限，为了
个人前景而辞职的话，那就得好好
掂量掂量，结合自己的职业规划再
考虑去留问题。不要被眼前的利益
迷花眼，与长远利益相比较的话，
这些小钱都是可以放弃的。

 要不要辞职是个痛苦的选择
过程，但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要走人
的话，还是不要轻易被打动。要提
前给自己做好心理建设，哪值哪不
值，总得有个衡量的杠杆吧。

为人际困扰辞职，
这个最好不要留

 人际关系，是世上最难理清
的烦恼。与同事不和还好，如果是
与上司不对路的话，那即使被加薪
留下来也得继续穿小鞋。既然这
样的话，那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
一走了之来得干脆。

 如果因为人际困扰的话，那
小幅加薪来挽留自然是没有多大意
义的，毕竟这根本就不是你想离职
的原因。行业的圈子很大，没必要
在一家企业吊死。既然你能胜任目
前的工作岗位，那同类的职位，也
差不多能很快上手。说不定换个环
境就会海阔天空。当然，话又说回
来，如果是因为你个人性格等方面
的原因而造成的人际困扰，换到下
一家公司，也可能还会遇到困扰。
这你就需要考虑清楚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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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一年，他宅了一年
■专家连线

■职场课堂

辞职遇上“加薪挽留”
走还是留？

毕业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干脆
宅在家里，这种现象到底在我们
身边多不多呢？记者随机采访了部
分去年刚毕业的湖南大学生，其中
不少人也表示，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湖南大学毕业的刘曼琳告诉记者，
她有朋友就是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
适的工作，毕业后一年都一直在家
闲着。“她爸妈没有催她去找工作，
她也就觉得反正无所谓，有家里
养着。”李琼从邵阳医学院毕业已
经有整整两年时间了，“我有几个
同学毕业后就一直没找工作，在家
里待着都快两年了”。经常作为面
试官的的智联招聘职业顾问杨曦
称：“在面试的时候，甚至有不少毕
业生就很直白地讲到，家里已经
买好了房子、车子，所以对于就业
不是很急，如果不能被公司安排到
自己心仪的岗位，即使面试成功也
不会去上班。”

孩子大学毕业，工作赚钱，回
报父母，反哺家庭……这是一条人
们习惯的“路子”。可这些年，“毕
业却不就业，转身宅家啃老”的不

  陈雄的生活很有规律，就是
当绝大多数人上班时，他呼呼大
睡；当绝大多数人已经入睡时，他
却精神奕奕地坐在电脑前玩游戏。
他几乎不吃早饭，却肯定会吃宵夜；
他几乎不出门，却在网上和人吹嘘
自己编造出的“游记”。

陈雄是去年大学毕业的，学的
是会计专业。当时选会计就是因
为妈妈是银行的，觉得银行收入
高、福利好。“我妈妈是很传统的人，
她一直觉得有份稳定的工作比什么
都重要，所以，她给我的定位就一
直是毕业后进银行上班。”

大学毕业后，陈雄也遵从妈
妈的想法，报考了长沙和家乡娄底
市所有银行的招聘考试，不过，让
人遗憾的是，陈雄却一一落榜，一
家银行都没进得去。

虽然进银行受挫，但陈雄并
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继续去应聘
别的单位，他开始了自己的毕业旅
行。从 6 月份一直到 7 月份正式毕
业，陈雄都是在旅行中度过，别人
问他找工作怎么这么不急，他反而
特别轻松地说了一句：“我妈妈说了，

家里养得起我，就业不急，没有遇
到合适的，就先在家里待一段时间
再说吧。”

毕业在家待了两个多月后，陈
雄才开始慢腾腾地找工作，但一直
没有找到合适的，“都是些月薪三
千元左右的工作，我不是很想去，
没什么发展空间。”陈雄的父母也
很认同儿子的想法，“第一份工作
很重要，平台决定以后的发展，一
定要好好找，宁缺毋滥。”

陈 雄的妈妈在银行上班，爸
爸也是公务员，所以夫妻俩觉得家
里的收入养陈雄肯定是绰绰有余。

“开销也不大，不就是一天三顿饭
和一些零用钱吗？只要是找到一份
好工作，什么都值了。”于是，陈
雄在家一宅就是一年。其间，也会
偶尔找一些工作的机会，但最后他
都放弃了。他就这么一直等着，相
信一定会找到好工作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等待都换
来了好的结果，陈雄对于工作越来
越挑剔了，人也越来越懒惰了。渐
渐地，他的面试机会也越来越少，
一些面试官一问到他为什么毕业一

年后才来找工作的时候，他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没有合适的”，他一
直都是用这句话搪塞过去。

陈雄的圈子也开始越来越小
了，当周围的朋友都在为工作忙的
时候，他却在游戏里玩得不亦乐乎，
同学的聚会他也不愿意去参加了。
他的父母开始有点急了，催促着孩
子出去找工作，但陈雄却总是用应
付式的口气回答，这让家长很是不
爽，于是，开始了争吵。

“当初，不是你们不让我不出
去工作的吗？不是你们说会养着我
的吗？”陈雄的一连串反问给了父
母当头棒喝。父母托人给找的工作，
他也都看不上，觉得在家反正有吃
有喝干嘛要出去受那个罪。

陈雄家的亲戚有时候也会过
来劝他先出去找份工作，可陈雄
的回答却是：“你跟我爸妈讲去，
当 初 是 他 们 不 让 我 出 去 找 工 作
的。”

陈 雄并不担心自己还得多久
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而他的父母
更关心的是孩子什么时候能够“断
奶”。

大学生毕业不
就业，这在很大程
度上和家长以及学
生本人过高的期望
有关。

“就业不急”可
能从短时间来看不
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从长远来看却
很“伤”人。首先，
一毕业就闲在家里，
所学的专业知识和
培养成的各种综合
素质都可能会随着
闲的时间过长而逐
渐退化，很多技能
过一两年可能就已经
过时，再出来就业
就会面临知识结构
脱节的问题。其次，
刚从学校毕业，也
是精力最为充沛的
阶段，学习能力也
很强，很适合年轻
人打拼，过几年就
未必还会处于这样
的最佳阶段。

要解决这个问
题，首先还得从家
长和孩子的就业观
开始。“ 先就业再
择业”或许是无奈
之举，但也未必不
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毕竟好工作不是随
时随地都有，这得
看机遇。所以，与
其在家守株待兔，
还不如先就业等待
机会。现在的大学
毕业生基本都是“90
后”，可能习惯了养
尊处优的生活，家
长更应该借就业让
孩子学会独立，而
不是继续充当孩子
的“保护伞”。此外，
家长和孩子也要摒弃

“一步到位”的就业
观，拓宽就业渠道、
更新就业观。

  —— 智联招
聘职业顾问 杨曦

■新闻调查

有多少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

就业族群却多了起来。据《现代金
报》报道，宁波市总工会做了一项
关于就业形势的调研：到 2013 年
末，宁波全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6.92 万人， 同比 减 少 15.65%。 大
专及以上学历失业 人员占总数的
18.49%，比上年同期有比较明显
的上升。其中就有一部分人是因为
在有家养着的心理下不愿意出去就
业，对于找工作也是十分挑剔。而
家长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孩子一些
错误的观念，纵容了孩子的“懒惰”

心理。
    《 长 江 商 报 》 曾 报 道 过

2012 年湖北十堰郧县杨溪铺镇刘
湾村的第一个大学生王小林，毕
业后放弃当地中专教师工作，不做
事甚至不愿做饭。平时，王小林很
少帮助母亲干农活。有一次，因为
干活的事，他与母亲发生争吵，甚
至将母亲打成骨折。母亲住到女儿
家去后，王小林无人管束更加懒惰，
最终被人发现“宅”死家中，疑是
饿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