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一到下班时间，贺华章就开始
密切关注隔壁主任办公室的动静，有同
事走过来问他下班不，他就会特别淡定
地说一句：你先走吧，我还没忙完。可是，
说不定同事还没有走到楼下，贺华章也
收拾好东西准备下班了。而这一切就在
于，主任也下班了。

贺华章是今年毕业才进公司的，也
就是大家口中所谓的新人。一说到这里，
贺华章就叹了一口气，他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作为新人怎么也得“夹紧尾
巴做人”，不管有事没事，都得在领导面
前表现得每天都在特别勤奋地工作，加
班自然也就成了最重要的表现方式
了。

“其实，加班也没太多事情，有时候
领导偶尔来办公室串门，我就赶紧把一
些工作文档打开。领导一问，
就说在学习部门的一些东
西。”贺华章的这一招还
真是屡试不爽，领导多次
在会上表扬他工作认真，
态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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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加班”：装忙能否取悦领导

■人物连线

■职场课堂

遇上说话含糊其词
的领导怎么办

职场中，有很多要揣摩对方心意的时
刻，尤其是面对领导时。当领导用“还可
以”、“再想想”、“这个嘛……”等模棱两
可的措辞来拼凑成一张迷宫图时，苦苦寻
找答案的员工可就要在里面转个不停了。
那么，老板们为什么喜欢把事情说得含糊
其词呢？这些信息不明朗的回答代表着什
么，作为下属应该怎样理解自己的老板？

决定权的重新占有
那些模棱两可的回答是老板要将决

定权控制在自己手中的表现。上司不明确
的回答说明了其对事情进行控制的心理需
求，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段来拥有“控制
你”的过程。作为下属，向他们寻求指示，
某种程度上是满足其需要。老板的心理有
时候比员工更加脆弱，他们需要以这种“这
件事由我来决定”、“你要听我的”的心理
感受来维护自己做老板的感觉。所以当双
方对一件事情的期待不同时，一方急得团
团转，而另一方依然不紧不慢，言辞含糊
的情况就出现了。

含糊也是信任的表现
有些职场人总是担心在制定任务时老

板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话是出于对自己的不
信任，其实这种想法大可不必。之所以老
板的话会含糊不清，多半是因为他自愿地
交出一部分操作空间给你，这是出于信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说的前提是含
糊而肯定，是建立在老板没有拒绝你的想
法的前提下。

 推着老板向前走
为了有效地推动老板，在实施的时候

有必要参考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全面地
了解自己所负责的任务。了解任务要求达
到的最终目的，然后去熟悉一下相关的规
程，找到事情的边界线。第二，说出自己
为之付出的努力。当做好计划书后，最好
尽快让老板看到，当老板迟迟不加理会时，
你就需要用更加感性的方式让他加以关
注，可以向他说明你为了制定这份计划书
做了哪些工作，付出了多少劳动，计划的
优势在哪里，并告诉他这项计划对自己很
重要，十分需要他的帮助，恳请他提出意
见，以使计划最终成型。第三，让老板做
选择题。尽可能地为计划做出备手，有效
的方法是做出第二份提议，让老板进行选
择，这时就不是在让他提出想法，而是了
解他的偏好。面对选择题，老板也会更加
乐于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摘自《职场》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不用说，这几天，很多单位

在做年终总结。“我经常在业余

时间加班加点”，每当有同事在

述职时这样说，你是不是使劲

憋着怕笑出来。其实，人家说

的很可能并不是假话。中国人

以加班为荣由来已久，而且加

了班又生怕领导不知道。尤其

是中国职场上的领导又喜欢表

扬加班的员工——这就不难

理解，为什么人家要把加班

这事郑重其事地写进工作总

结里。
 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人

家加班不假，只是加班有没

有必要就另当别论了。你

还别笑，指不定你就干过

这种“伪加班”的事……

她说：加班就可能评先进

李枝是一家国企的基层干部，对她
来说，加班是正常状态，不加班反而会
有点奇怪。“我们领导是出了名的工作狂，
你说他经常要到七八点才下班，那我们
怎么好意思，早 早就收拾东西走人？”
加班真的是在为工作忙？在李枝看来未
必，一天的工作只要上班时间好好利用
了，其实是不需要加班的，可是一看到
领导办公室的门还开着，李枝就默默地
做好了加班的准备。

“我有时候也很烦躁，凭什么领导加
班我们就得陪在这里，没事也得装作有
事？”李枝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即
便不愿意却还是得如此，因为，如果想
往上升，直接上司很关键，跟李枝同级

别的几个干部也都是经常跟着领导加班
的。“如果我不这么做，在这一点上，可
能就已经输给他们了。”

李枝称，有时候领导在加班的时候，
如果突然有什么事情想要问一下他们，
或者是想找人一起讨论一下，不加班的
人就可能没这个表现的机会。“加班也是
为了有更多的机会跟领导接触，平时上
班大家都在忙，只有在晚上的时候，领
导可能才有闲心跟你聊聊。”李枝就有好
几次是在晚上加班的时候，被领导叫到
办公室一起讨论方案，随后又谈了很多
工作上的事情。“对于我们领导这种严肃
派来说，这在平时是绝对不可能有这个
机会的。”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旦）如果
HR 的年终考评结果跟老板给出的意见相
差很大，那该怎么处理？绩效管理到底能
在多大程度上驱动业务管理？12 月 28 日，
湖南猎头网举办了首届行业精英高峰论坛
暨金领人才专场招聘会。在活动现场，知
名企业老总、人力资源总监和前来求职的
中高级人才汇聚一堂，听讲座、现场交流、
人才招聘。

在论坛上，人力资源专家汪洋为大家
讲解了新经济形势下的绩效盘点，并联系
实际以及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的案例，反
思了当前绩效管理中的几点认识。

据介绍，为满足各类单位对中、高级
人才的招聘需求，湖南猎头网以提升招聘
匹配率为根本目标，积极发挥猎头网络联
动强大的人才资源优势，联合湖南人才市
场、湖南人才网等开展了此次活动。湖南
猎头网的何志远总监称，现场提供了 50 个
10 万 -100 万年薪岗位，人才招聘以“猎头
推荐 + 封闭式现场交流 + 网络招聘”三合
一服务模式，致力于为广大企业和金领人
才提供“高品质、高服务、高保障”的服务。

■新闻直播间

湖南猎头网
举办首届行业精英高峰论坛

经常加班的人是不是值得表扬？这是近年
来颇具争议的话题。有人说，加班能体现员工
的勤奋与务实。也有人反对说，经常加班恰恰

体现了员工办事能力不给
力。不管怎么说，有

一点是肯定的，过
去那种以“加班识
员工”的时代已
经发生了改变。也
就是说，用加班加

点来取悦领导的做法
已经不可取了。只需一

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一
切：同样一个任务，分别交给两个员工去做，

有一个迅速搞定了，另一个拼命奔走甚
至熬夜才完成了任务。尤其，当两

个人最后的成绩摆在一起并没
太多区别时，此时，加班是

不是就等于自曝其短？

上班时间就东看看西瞅瞅，一到快
下班了，就开始忙活了。这是长沙白领
刘曼虹最近的工作状态。刘曼虹是长沙
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人员，按理来说，
忙完就可以准点下班回家了，可是最近
她们公司的很多员工却出奇一致地加班
了。开始，刘曼虹也觉得很奇怪，为什
么连平时下班最积极的人都开始主动加
班了？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这已经
是公司内部的潜规则了——年度先进和
年终奖的多少就在此一搏了。

刘红曼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
每年的这个时候，老板就开始特别注意

观察员工们的工作时间和状态，总是有
事没事就跑到办公室来看看，尤其是下
了班之后，还经常会过来看看有谁在加
班。去年，就有一个员工因为在这方面“表
现”得特别好，得到了老板的大加赞赏，
并且还被评为年度先进。

自从有了去年的先例后，今年 12 月
一到，从部门经理到普通员工，大家都
主动加起了班。“年底是评各种先进和
年终奖以及升职的关键期，同事们都想
好好抓住这个表现的机会，更重要的是，
老板也会习惯性地在年底盘查大家的工
作状态。”刘曼红说。

她说：加班就有更多机会和领导接触

他说：职场新人加班显得很勤奋

■话题圆桌

“伪加班”，老板会“中招”？
在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不

少职场中人表示，身边这样的“伪加班”族
不在少数。而这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新人和
想要升职的人身上，他们“伪加班”的次数和
主动性也都更显著。采访这些有过“伪加班”
经历的人，他们给出的加班原因则主要是因
为领导没走，不敢提前离开。那对于这一现象，
大家到底是如何看待的呢？

“作为员工，我个人肯定是不喜欢加班的，
但有时候被迫要‘伪加班’，毕竟在职场中不
能凡事都以个人意愿来决定。不过，我希望
在职场文化中，可以早日破除这种思想，以加
班为荣的职场文化对于普通员工来说，真的
就是一种折磨。”在职场打拼了多年的行政人
员张女士说。

“作为老板的想法，肯定是员工越努力工
作就越高兴，但努力工作通过什么来评估呢？
加班的次数，也许在很多老板那里就成了考
量员工的标准之一。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
比起其他的‘壮志豪言’，加班是实实在在能
看得见的。不过，这也要分人，有些领导就
未必会吃这一套。”智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志新说。

用“伪加班”这种方式，真的就能取悦
老板？擅长职场心理疏导的向守俊认为，对这
些方式一方面应该表示理解，毕竟这是一种
职场“作为”的表现。不过从个人心理健康角度，
向守俊不认同“伪加班”。“伪加班”族把对自
己的肯定建立在领导和同事的肯定上，以此
作为职场自信心和安全感的来源，是不自信
和没安全感的表现，老板也未必会“中招”。

■链接

23%的人承认自己
“伪加班”

重庆晨报公众调查中心今年曾联合大渝
网，对 1876 名职场人展开在线调查，结果显
示，半数职场人（51%）发现身边不少人在“伪
加班”。本次调查中，93% 的受访职场人坦言
平日会加班，其中，四成人“经常”加班。问
及“加班原因”，23% 的人承认自己是在“伪
加班”。具体而言，11% 的人觉得领导同事没
走，不好意思提前离开；7% 的人承认自己效
率低，不得不加班加点；5% 的人是为了挣表
现，没事也装忙。

调查中，超九成受访职场人（94%）认为
应杜绝“伪加班”现象。39% 的被调查者期
待社会摒弃“加班为荣”的职场文化。同时，
75% 的受访职场人认为要杜绝“伪加班”现
象有难度；34% 的人建议相关部门惩处企业
的长期加班行为。

■编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