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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未完成，员工领“混吃混喝奖”

新一线城市白领归属感指数更高
智联招聘调查结果显示，重庆的归属感指数最高，为

3.78，第二名是长沙，归属感指数为 3.74，沈阳位列第三，

归属感指数为 3.73，而广州、北京、上海、深圳的归属感指

数仅排到了第 26 名、第 31 名、第 32 名和第 36 名。一线城

市超快的生活节奏，较高的生活成本让白领们在工作、生活

中感受到巨大的竞争压力，其归属感指数较低也情有可原。

2017年秋季白领对于长沙的城市归属感指数较高
智联招聘调查结果显示，2017 年秋季白领对于长沙的城

市归属感指数为 3.74，在智联招聘覆盖的 36 个主要城市中

排名第二，白领对长沙的归属感非常强。 

工作机会多，发展空间大是白领对长沙有归属感的主要原因
根据智联招聘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受访者表示对长沙

有归属感是因为长沙的工作机会多，发展空间大，49.7% 表

示父母 / 亲朋好友都在长沙居住，更能产生归属感，35.9%

觉得长沙生活便利也是白领们对长沙有归属感的重要因素。

白领对长沙没有归属感主要因为生活成本高，压力大
智联招聘调查结果显示，46.8% 的受访者表示对长沙没

有归属感主要因为生活成本高，压力大，40.4% 是因为在长沙

没有房子，目前仍在租房，36.2% 表示父母不在身边，27.7%

没有另一半，对亲人的挂念使其很难对长沙产生归属感。

白领事业信心指数及动向调研能够反映白领们对当年经

济形势的判断，白领对所在城市归属感能够反映出他们的需

求与困难，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可针对白领们的诉求做出人

才规划及用人计划；白领们也可以了解整体的就业市场动向，

知己知彼，方能在职场有所斩获。

期待本次的智联招聘秋季调研能够给雇主和白领们更多

的启示，为企业提升人力资源效率，为白领们提供方向，未

来的职业发展更为顺利。

白领事业信心指数略显下降，秋季跳槽意愿高
——数据来源：智联招聘 2017 年秋季长沙白领跳槽指数调研报告

2017 年已过大半，又到校招季节，求职队伍人数剧增。公司“老”员工们也开始蠢蠢欲动，寻找更好

的发展机会。虽然我国经济发展态势企稳，但各行各业竞争激烈，白领事业信心指数下降。

作为国内领先的职业发展平台，智联招聘继续关注并调查了长沙地区白领们在 2017 年秋季的跳槽意向，

本次调查分别从白领事业信心度指数、跳槽意愿及对长沙的归属感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496份。

调查主要结果：● 2017 年秋季长沙白领事业信心指数为 3.02，较上半年略显下降

                         ●薪酬水平是白领跳槽主要原因，企业发展前景也是重要考虑因素

                         ●白领对长沙的归属感很高，生活成本高压力大是缺乏归属感的主要原因

2017 秋季长沙白领事业信心指数为3.02，略显下降

长沙地区仅有 31.4% 的白领表示对事业非常有

信心或有信心，信心指数为 3.02，在本次调研覆盖

的 36 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十二，信心指数较 2017

春季有所下降，但白领们对 2017下半年的事业仍然

比较有信心。

秋季为白领跳槽次高峰，超一成白领已拿到OFFER，一半已经在行动

一般来说，经过春季的跳槽高峰期后，白领们

会选择缓冲一段时间，秋季有意向跳槽的比例明显

上升，付出实际行动的比例有所下降。从智联招聘

本次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长沙地区有 14.5% 的白

领已经开始办理离职 / 入职手续，近一半白领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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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肯定不会跳槽的比

例仅为 3.6%。可以看出，白领们更愿意选择合适的

时间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

智联招聘调查结果显示，2017 年秋季长沙 56.3%

的受访者表示跳槽主要是因为对薪酬水平 / 福利待遇

不太满意，其次有44.6%比较担心企业发展前景。另外，

职位晋升受限也是白领跳槽考虑的主要因素。对于大

多数白领来说，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来提

高生活水平，因此对薪酬水平 / 福利待遇要求较高也

是情理之中， 选择发展前景明朗的企业也是“择良木

而栖”，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异常重要。

薪酬水平 / 福利待遇是白领跳槽主要原因；企业发展前景也是重要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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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勤罚懒，企业管理员工的理

念并没有错，但如何罚则大有讲究，

一方面不能侮辱员工的人格尊严，因

为这涉及到违法，另一方面要精准

要科学要人性化，而让员工人举着

牌子，牌上写着“混吃混喝奖”和“警

示牌”，同时强迫员工发到朋友圈，

这样的羞辱式惩罚已经涉嫌违法，

这不仅需要禁止和问责，更需要从

制度层面加以杜绝。

企业羞辱式惩罚员工层出不穷。

陕西汉中由10 家装修建材、家居公

司成立的一个销售联盟使出“绝招”：

在汉中闹市区的中心广场，让未完成

自定目标的员工，当众吃活面包虫，

用白酒冲服；重庆一家企业曾让十多

名员工在解放碑下像小狗一样当街

跪爬；佛山一家健身俱乐部，为了

激励员工，让员工在大街裸跑、吃

生苦瓜、扮乞丐蹲……企业的确不

能养懒人，但员工的能力有大小，

而按企业的管理来看，恐怕不管采

取哪种考核方式，都会有最后几名。

督促员工，可以采取一些惩罚措施，

比如扣奖金，比如进入培训班等等。

可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企业却是用

体罚员工的方式来惩罚员工，用一

些羞辱员工的方式来惩罚，这已经

背离惩罚的本义。显然，企业是将员

工当成了“家臣”、“奴仆”。这种高

高在上，妄想超越法律的做法必须

要杜绝。

之所以出现羞辱式惩罚，一方面

是由于员工的力量过于孱弱。不敢

反抗，为了保住饭碗，宁愿受辱，忍

气吞声。另一方面是企业受到的惩罚

低，几乎没有什么成本，至多经媒

体曝光之后，受到民众的谴责，甚

至连基本的道歉都没有。

员工的能力有大小，也有可能

不够努力，但怎么会是混吃混喝，

还给员工颁发“混吃混喝奖”。《民

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

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

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

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任何人不得用侮辱、诽谤的方式

损害他人的名誉。将未完成业绩

员工举牌拍照并公开曝光，是侵

犯员工名誉权的行为，此举与游

街示众一样，是侮辱人格的举动。

对此，职能部门不能坐视不管，

应该主动介入，给予企业严厉的

惩罚，让企业相关人员付出沉重

的代价，同时，不断提高劳动者

的维权能力，从而让这些侮辱式

惩罚从企业消失。

照片虽很快删除 

但仍觉得人格受到侮辱 

9 月 10 日， 宝 鸡 一 网 友

微博发文称：宝鸡懒家婆智

选家装公司对未完成销售业

绩的员工进行集中胸前举牌

拍照，并勒令其他员工在朋

友圈中转发照片曝光。据受

害人称，这些未达到销售业

绩的员工还要接受体罚，男

的 200 个 俯 卧 撑， 女 的 200

个深蹲。这样的营销策略科

学吗？员工是销售业绩的创

造源泉，如此对待他们，无

情地践踏他们的尊严，这和

给员工开公判大会有什么区

别？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谁来

保护？ 

该微博还配有照片，10 名

营销人员举着“混吃混喝奖”

的牌子和“警示牌”，警示内

容大致是没完成任务，拖了后

腿，以此为警示。 

该网友告诉记者，他是出

于气愤才发的微博，照片是他

一个朋友发在微信朋友圈的，

该朋友在宝鸡居然之家一家

卫浴店上班，他询问时朋友告

诉他，朋友圈是第三方营销的

老师让发的，对未完成营销任

务的员工举牌拍照警示。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害

人告诉 华商报记者，他们 10

个人都业绩不好，没有完成预

期销售任务，于是营销管理的

老师就让他们手举“混吃混喝

奖”牌子以及“警示牌”，男的

200 个俯卧撑，女的 200 个深

蹲。事后还让其他员工拍照发

朋友圈，他看到后非常气愤，

和发朋友圈的人还吵架了。该

受害人说，公司内部处罚就行

了，还将照片公开，虽然很快

删除了，但还是觉得人格受到

了侮辱。 

第三方营销人员行为欠妥 

已改正营销方法 

9 月 11 日，宝鸡懒家婆智

选家装公司市场部总监高芳

告诉华商报记者，网上传播的

要求未完成业绩员工举牌警示

确有其事，但与事实有出入。 

高芳称，事情的真相是：

他们公司近期在做市场营销

活动，聘请第三方营销人员

对员工进行管理。管理老师

对没完成业绩的 10 名员工进

行了处罚，让这 10 名员工手

举“混吃混喝奖”和“警示牌”，

并做出体罚。该老师的出发

点是好的，目的是为了激励

员工努力工作，但事后让其

他员工发朋友圈曝光的行为

确实欠妥。照片发到朋友圈

后，家装公司老板第一时间

让员工删除了朋友圈，并停

止对员工的体罚，与该营销

老师也作了沟通，这样处罚

确实不对，对后面的营销方

法也作了改正。 

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史亮认为，对未完成业绩员工

举牌拍照并公开曝光，是侵

犯员工名誉权的行为，此举与

游街示众一样，是侮辱人格的

举动，劳动法等相关法律也是

明令禁止的，员工有权要求停

止该行为并消除影响，若造成

其他损失可要求赔偿。 

( 据 9 月 12 日《华商报》）

要对“混吃混喝奖”的羞辱式惩罚严厉问责宝鸡一装修公司对未完成销售业绩的员工集中举牌“混吃混喝奖”拍照，还进
行体罚，并勒令其他员工在朋友圈中转发照片，将之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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