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后为什么爱跳槽？？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压力，也有每一代人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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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和领导吵架了？ ”
过年前刚刚辞职的 90 后韩伯平，春

节回老家时受尽了白眼。
换工作的原因， 是因为韩伯平所在的

公司业务发生变化， 他所在的业务线不再
追加更多投资。 “既然公司要我走人，就拿
补偿好聚好散。 ”这在韩伯平看来是再正常
不过的事情， 在老家人眼里却有些不可思
议，“他们都问，你是不是和领导吵架了？ ”

尽管以韩伯平现在的工作业绩，找到
下一家公司并不太难， 但他也发现了危
机，换了几家公司，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公司里几乎没有超过 35 岁以上的老员
工。 “35 岁就像一个槛，就像一个开口向
下的二次函数的最大值， 超过这个岁数，
公司就认定你要的工资高， 家庭负担多，
比不上年轻人肯加班，能‘996’。 ”韩伯平
希望通过跳槽，不断突破升职瓶颈来提升
职位，在 35 岁前升到管理层。

但是，这样的理想，在同为 90 后的唐
斌看来，很难如愿以偿。 唐斌在一家互联
网公司工作，“老员工总是吐槽我们，早来
几年 ，还能有股权 、期权 ，现在就剩工资
了。 ”唐斌发现，公司的 80 后员工，大多有
股份，要么是元老，要么是从别家公司挖
过来的“大牛”，后来的基层员工也多有象
征性的股票，但到了他这一拨，只剩下“加
班和工资”，“行业大格局已经基本定了，
留给我们后来者的没有肉，只剩下汤。 ”

这样的心态让唐斌觉得，到哪儿干都是
打工，他跳槽，甚至不在意工资本身的增减，
而更关注和管理者“对付不对付”。

“多这几千元，买得起房吗？ ”
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当分校区负责

人的 80 后周先生， 最近遇到了这样的问
题，两个刚招进来的 90 后部下，一周之内
都辞职了。 事后周先生找其他同事了解，
得知其中原因，“一个觉得我不尊重他，不
重用他，另一个觉得我上次批评他，让他
下不来台。 ”这让周先生大为不解，“觉得
我有哪点不尊重， 觉得我批评得不对，可
以来沟通，而不是甩手走人啊。 ”

但是，真正让周先生心里不舒服的，是
他眼中这两个“不合格员工”，很快就找到
了下家公司，而且职位还晋升了。

对于这点，从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
作多年的冯先生则看法不同。“很多管理
者会觉得 ，我给了员工工资 ，他就要给
我做事情 ， 但 90 后的想法并不是这样
的 ， 很多 90 后员工离职的原因不是因
为差钱。 ”

冯先生在实际工作中发现， 与 70 后
员工入职后人生起跑线相差不多不同，90
后进入职场，起跑线并不一样。 “我们 70
后参加工作， 都要白手起家一点点成家，
买房买车养孩子，没有稳定且不断提高的
收入真的不行。 但 90 后不同，很多 90 后
其实不差钱，或者说不差那点工资，因为
他背后有‘6 个钱包’，就算这些‘钱包’支
撑不起他们在一线城市安家，回老家过舒
服的小日子是不成问题的。 ”

这一点，周先生也感同身受，他曾与
一位 90 后员工谈话， 希望对方能多上几
节课。 “我好心好意，想让他多一些收入，
人家倒好，直接说，多这几千元，买得起房
吗？ ”周先生惊讶地发现，在这名部下看
来，同样的时间成本，享受生活比赚钱的
优先度更高。

“谁都想有安全感”
不过，在 90 后外企员工王宇森看来，

想留住 90 后员工， 光有一些表面激励还
不够。 “其实我们这代人也想有安全感，不
然每年不会还有那么多人考公务员 。 ”
2018 年， 国考报名人数高达 165.97 万

人，而招收计划不过才 2.8 万人，他自己
也曾动心参考。

从小到大，王宇森一直觉得，自己的
生活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从上学到
工作，我们周围的变化太快了。 我们上学
时羡慕的好工作， 现在没人愿意去了，争
着去的好专业，现在也未必好找工作。 ”王
宇森说，“经常有人说，我们这代人缺少职
业规划， 可是规划又怎么能赶得上变化，
18 岁高考报志愿， 研究生 25 岁毕业工
作，这 7 年中，社会的变化多大？ ”

同样的困惑，也困扰着唐斌。 “我曾经
想攒够多少年工作年限， 然后买房安家，
可追不上房价， 也曾经想继续回学校读
研，可读研 3 年，又可能错过好多机会，都
说我们这代人‘佛系’，‘佛系’的背后是缺
少安全感。 ”

冯先生经常能听到新员工的抱怨 ，
“不外乎是几个方面，工资买不起房子，未
来能晋升的位子都被占了……我经常对
他们说，我参加工作时你们才出生，那时
候，社会的变化同样很快，刚参加工作同
样什么都没有，还是要能吃苦，不要想着
一口气完成所有目标。 ”

不过，渐渐地，冯先生也觉得，每一代
人有每一代人的压力， 也有每一代人的解
决办法。 “有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
时代，跳槽也是一种应对办法。 只不过，人
生总是要恪守些什么。 步履坚定地追求职
业的成长，会比心浮气躁地跳来跳去，更有
利于自己长远的发展。 ”

（据《工人日报》）

过完年回到北京 ，
从东北漂到北京的 90
后杜伟， 正在寻找下一
份工作。 他的上一份工
作，是健身房的“会籍顾
问”，“说是顾问，其实就
是个推销员， 早上八点
上班，晚上十点下班，周
休一天，保险要自己上，
底薪就是最低工资 ，剩
下的全靠卖卡提成。 ”杜
伟之前所在的健身房 ，
不论是“会籍顾问”还是
“健身教练”， 大多是外
地来京的 90 后， 员工
流动性很大，“你能干到
一两年就成元老了。 ”

“从某种意义上说，
也不能否认 90 后的择
业观， 认为他们就是颓
废不努力， 他们有不一
样的需求。 ”从事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工作多年的

冯先生说， 这使得企业
必须考虑 90 后需要的
激励模式。 “有时候，比
起涨工资， 食堂多几款
麻辣烫、 健身室多几台
新机器、 可以用公司协
议价订度假酒店， 这些
东西的吸引力对 90 后
员工更大。 ”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