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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眼看世界

新闻·凤眼时评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由于不符合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上牌标准、存在安全隐患，北京
交管部门近期紧急叫停了“共享电动单车”。与此同时，共享电动单车也已在南京登陆，并受到不少市
民的欢迎。作为首家也是目前唯一进驻南京市场的共享电动单车企业，“7 号电单车”目前仅在南京建
邺区投放。那么这款电单车合乎现行法规吗？监管部门是否会出手规范？南京交管部门表示，根据《南
京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电动车必须实名登记上牌后才能上路。目前已有初步计划，向符
合电动自行车上牌标准的电动单车企业提供规模化集体上牌的业务。

智联招聘调查显示，2017 年长

沙白领跳槽主要是因为对薪酬水平

不太满意，其次是比较担心企业发

展前景。另外，职位晋升受限和福

利待遇也是白领跳槽考虑的主要因

素。对于大多数白领来说，工资收

入作为几乎唯一的收入来源，对于

薪酬水平的看重也是情理之中，而

选择一个发展前景比较明朗的企

业，也是为自己选择一条“康庄大

道”。对于雇主来说，企业发展顺利，

盈利状况良好，才能提供具有竞争

力的薪酬水平吸引到优秀的人才。

与跳槽原因相对应，薪酬是

2017 年长沙白领跳槽最看重的因

素，其次是福利待遇。职位晋升和

企业发展前景也是长沙地区白领们

跳槽时会考量的重要因素。

白领事业信心指数上升明显，春季跳槽意愿高
——数据来源：智联招聘2017年春季长沙白领跳槽指数调研报告

结果来看，“公司经济效益太低”成为大部分白领的年终奖数据不太理想的原因。新年伊始，
我国就业市场竞争依然激烈，又到了传统跳槽的“黄金季节”，白领们对跳槽又有哪些想法呢？

长期关注白领招聘市场的智联招聘，继续关注并调查了长沙地区白领们在 2017 年春季
的跳槽意向，本次调查分别从白领事业信心度指数及跳槽意愿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共收回有
效问卷 405 份。

调查主要结果：● 2017 年长沙白领事业信心指数为 3.96，较去年明显上升
                         ●春季为白领跳槽高峰，一成白领已拿到 OFFER，超六成已经在行动
                         ●薪酬水平是白领跳槽主要原因；发展前景也是重要考虑因素

2017长沙白领事业信心指数为3.96，较去年明显上升。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长沙

地区有 67.4% 的白领表示非常有信

心或有信心。白领事业信心指数为

3.96，相对于 2016 年春季 3.27 的信

心指数，上升幅度非常明显，表明

白领们对 2017 年的事业更有信心。

春季为白领跳槽高峰，一成白领已拿到OFFER，超六成已经在行动
一般来说，春节过后会有一个

白领跳槽的高峰时期，一方面是因

为大部分企业和单位选择在年后发

放年终奖，另一方面，长假过后，

白领们自己的想法和实际情况或许

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促使白领们重新

投入到招聘市场中去。从智联招聘

本次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长沙地

区有 12.1% 的白领已经开始办理离

职 /入职手续，超过六成白领已经

更新了简历，开始行动起来；而暂

时只有想法，还没有行动的白领占比

为17.8%。肯定不会跳槽的比例仅为

5.9%。

薪酬水平是白领跳槽主要原因；发展前景也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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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联招聘人力资源专家认为，

每个人的职业成长，一方面有赖于

自身的努力和进取，同时也会受到

2017年春季
长沙白领跳槽最看重因素排行

经济大环境和行业发展状况，甚至

是所在企业发展情况的影响。在职

场江湖中摸爬滚打的白领们，在选

择职业和岗位时，首先要对整体的

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有一定的认识

和了解，而不要盲目的因暂时的薪

酬水平而一时头脑发热，“奋不顾身”

地投入到新工作中。同时，白领也要

对自身的工作经验、技能、兴趣、爱

好，目前所处的状态以及未来的职

业规划等多方面的因素作综合的考

量，从而作为对自己最合适的决定。

而了解整体招聘市场的动态，也有

利于白领们加深对自身状况的认识

和了解，从而做出更好的职业安排。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了解白领

们的需求和招聘市场上的变化形

势，也有利于调整企业自身的人力

资源规划。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发

展规划，以及对人才的安排和需

求，做出能最大发挥出员工积极性，

同时也最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安

排，让员工为企业创造最大的利益

和价值，员工自身也达到职业的目

标，双方合作共赢。

期待本次的智联招聘春季调研

能够给雇主和白领们更多的启示，

为企业提升员工满意度，在留住人

才方面做出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提供

帮助，为白领们提供指向标，未来

的职业发展更为顺利。

电动车的共享障碍
文 / 郭丹
共享单车的兴起，在神州大

地迅速刮起了共享之风。共享电

动车、共享汽车也摩拳擦掌、大

有接踵而来之势。然而，这样的

接力却非理所当然。讨论某种出

行方式的发展，不能只考虑个人

便利，不能单追求环保共享，必

须从整个大的交通格局全盘考虑、

立足于与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综

合考量。即使南京交警为共享电

动单车集体上牌，也不能改变电

动车共享的现实障碍，电动车和

单车的共享前景之间，差的不仅

仅是一个牌照而已。

障碍一：安全问题
不管有没有穿上共享的外衣，

电单车对于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

来说都犹如饮鸩止渴，风险不比

便利小，生产标准的先天不足可

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避免，速度

超标和驾驶无序的后天隐患却不

能忽略。共享作为一种公共服务，

比便利性和节能性更重要的是安

全保障，不能保证安全的共享是

红色而不是绿色，共享不能以牺牲

公共安全，甚至是让公民流血受伤

为代价。

障碍二：执行问题
理想的状态是，电动单车肯

定比单车更能发挥“共享”红利、

提高“共享质量”。然而，再美好

的理想经不起现实的推敲都是不

切实际的。共享电动单车走进现

实的真实状况是尴尬的，目前不

管是从法律基础还是硬件基础上，

都没有包容电动车的弹性空间，不

能因为打上共享的标签就能凭空在

身份和道路上的存放空间。此外，

比起普通单车，电动车需要更多

的配套设施解决其充电、维护等

刚需，显然目前是桩未立车先行，

单兵作战、没有粮草的电动单车

又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共享多

久？最后恐怕是麻烦比便利多，反

而增加使用和管理成本。

障碍三：理念问题
表面上看，共享电动车上路

难停难管难维护的现实困境在于

我们的意识落后，只要我们用共

享思维武装我们的行动，改变出

行习惯，让机动车让路于电动车

和单车，就能够让共享电动车缓

解堵车之痛。实际上，问题恰恰

在于电动车本身就不是未来城市

发展的战略选择。一方面，现有

的道路资源已成型，不可能为了

共享电动车再大动干戈、建设专

道。另一方面从未来城市发展格

局和交通出行结构导向出发，我

们指向的是公交、地铁等公共运

输工具价值的最大化，与其把马

路让给电动车，不如让大运量的

公交地铁与大容量的道路资源强

强联合，建立四通八达、覆盖全

面的公共交通网络，留下最后顶

多一公里的延长线，由共享单车

去完成足矣。

因此，虽然共享电动车能给个

人带来更大的舒适和便利，但我

们切莫忘记公共利益才是个人红

利的最大支撑。满足眼前之需不

只是历史的倒退、也与未来相左，

共享的发展还需始终着眼大局立

足长远，方能落地有声、名副其实。

文／郭元鹏
常州公交集团公司正式实

施《行车中禁止使用手机管理

办法》，对在运营全过程中有

拨打接听电话、翻看手机、使

用带有蓝牙及Wi-Fi 功能耳

机、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私人

电子产品的驾驶员，给予顶格

处理，解除劳动合同。

（3 月 1 日《扬子晚报》）
对于这样的规定引发热议。

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

反对者的理由多是从法律角度

质疑的。比如在网络上，就有

一位律师说了：随便开除员工，

公交公司没有这样的权力，劳

动保障法明确规定，要最大程

度维护职工权益，不能随便开

除职工。而“开车打手机”在

劳动法里没有具体规定，没有

法律支撑，岂能胡来？

可思考问题，不能局限于

一部法律，还应该放在综合

的视线中审视。涉及交通道

路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就不允许“开车打手机”。这

些就让公交公司开除“开车打

手机”的职工有了法律支撑。

再说，我们还需要考虑公交

系统的特殊身份。公交车是

民生项目，是为全体市民服务

的。由于其性质和属性，就

注定了公交车辆安全的重要

性，不容丝毫马虎。

“开车打手机”还是一次次

伤痛的教训。目前，随着智能

手机普及和社交软件泛滥，开

车时刷朋友圈、发个微信、打

个电话成为很普遍的现象。根

据数据统计，开车玩手机引发

的交通事故每年也以数倍的速

度不断递增。开车发信息时反

应时间比正常情况慢35%，比毒

驾、酒驾更危险；开车打电话

发生车祸的几率是正常驾驶时

的 2.8 倍，发信息则为23 倍；

开车使用手机引发死亡事故占

29.6%。可见，驾驶员行车中使

用手机已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的

头号杀手。

如此看来，必须零容忍对

待公交车驾驶员“开车打手机”

行为，这是对社会的负责，对

乘客的负责，也是对驾驶员及

其家人的负责！当然，起初实行

这个规定，公交车驾驶员一定

是不适应的，可是习惯成自然，

只要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就能告

别手机依赖症了。

再说了，是饭碗重要，还是

玩手机重要？是生命重要，还是

玩手机重要呢？相信公交车驾

驶员也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开

车打手机将被开除”不能只是

一种导向，还应该在各行各业、

全国各地推广。

请别质疑“开车打手机将被开除”的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