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责任编辑：刘 强 张译丹 文化新闻和特稿部电话：2360287712 2024年3月20日 星期三

一年之计在于春。
每年的春节假期过后，正是用工市

场火热，线上求职搜索、线下招聘发力，
打工人转岗、跳槽、找工作的需求爆发式
增长的阶段。本期“今晚调查”针对居民
变更职业赛道的意向展开专项调查，共
回收有效问卷324份。

调查显示，约六成受访者曾经更换
过工作，约三成受访者想要在今年（再
次）更换工作；约半数受访者换工作的体
验感较好，也有不少人苦闷于无法跟上
时代需求、获得新兴行业的就业机会。
在行业、职位、劳动者均“自由流动”的开
放环境里，打工人换工作不再是难事，而
难的是如何做到调整心态、做足准备、迎
接挑战。

“坚守战线”很难吗

“70后”的任先生属于“毕业包分

配”的一代人，他在工程单位工作，从技

术员一路做到高级工程师，不仅没换过

工作，也没动过换工作的念头。但他的

儿子小航从毕业至今，换工作的频率让

父母感到应接不暇。

当初，小航参加校招的结果不是很

理想。任先生请老同学帮忙“内推”后，

小航通过笔试和多轮面试正式入职一家

大公司。在任先生看来，儿子的工作总

算是尘埃落定了。谁知道小航在合同到

期后无论如何也不肯续约，又另找了一

份销售的工作。还没等任先生和太太调

适好心态适应儿子的职业变化，小航就

又换了一份新工作……换工作频率最高

时，小航曾经在半年内换了四份工作，有

些工作还没过试用期，他就辞职走人了。

父子俩曾经就工作的事情发生过争

执，任先生骂得儿子还不了嘴，过后又感

到后悔：“孩子这一代和我们那时候不一

样了！大家不都说科技发展是浪潮嘛！

这一波浪潮来了，上一波就被拍在沙滩

上了。让这些走出校门没多久的孩子怎

么办？他们也不是不想坚守战线，问题

是阵地都变来变去了，他们只能跟着

跑。”他现在尽量做到不干涉孩子的职业

选择，专心给孩子做好后勤支援。

半数人工作越换越好
全部受访者中，女性占54.94%，男

性占45.06%；在年龄层次上，19岁至35
岁占35.19%，36岁至50岁占38.27%，51
岁至65岁占20.99%，其他年龄段的占比
偏低；在职业方面，40.74%的受访者是
普通员工，17.90%的受访者任职于管理
岗位，17.90%的受访者为自营企业，部分
受访者处于无业、退休等状态。

在有工作的受访者中，换过工作的
占65.28%，而没换过工作的占34.72%。
在换过工作的受访者中，又有约半数
（51.06%）换 过 1次 至 3次 ，四 成 多
（44.68%）换过4次至6次，换工作7次以
上的受访者占比不足一成。半数以上换
过工作的受访者表示工作是越换越好
了；而感觉工作换来换去、待遇起伏不定
的受访者约占三成，工作越换越差和总
体变化不大的受访者占比均在一成以
内。数据显示，打工人换工作已成常见
现象，超半数受访者在换工作之后对新
工作的好评度高、体验度也更好。

跳槽有哪些具体原因
今年，约三成（30.56%）受访者想换

工作，四成多（43.75%）受访者不打算换

工作，25.69%的受访者还在犹豫要不要
换工作。在促使人们决定换工作的具体
原因中，工作紧张劳累（44.27%）、不认同
企业文化（43.51%）这两项原因的影响最
大，心理压力过大（39.69%）、新工作更有
吸 引 力（39.69%）、薪 资 水 平 不 高
（38.17%）是常见原因，人际关系不协调、
缺少上升空间、行业前景堪忧、需要照顾
家庭等原因也很重要。

在更换工作之前，人们会充分考虑
和 对 比 职 业 发 展 前 景 是 否 清 晰
（55.73%）、行业机遇是否丰富（52.67%）、
是否适应时代发展（53.44%）、专业能力
是否匹配（51.91%）等多方面的问题。与
此同时，人们往往不会优先考虑的问题
则包括：自身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年
龄、体能、精力是否能提供充足的支持以
及跳槽是否会带来相应的风险性。从受
访者反馈的情况来看，换工作代表着追
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可过度忽略自身条
件和外部风险，往往又会导致新工作竞
争失利或承担过大的身心压力。

职业需要“拐杖”吗

和同龄人相比，小马换工作的次数

并不多。她毕业后在一家外地企业驻津

办工作，单位里人员简单、氛围轻松，后

来单位要节缩成本，她受不了薪资一降

再降，才找了一份新工作。新工作相对

忙碌和辛苦，但也有离家近的便利，上下

班可以步行或者骑车。

在新单位里，小马认识了许多新朋

友。很快，她发现这里有一种“催人奋

进”的氛围。同事们不仅上班忙忙碌碌，

很多人下班还有其他的兼职。反而是没

有副业的她成了“异类”，经常被同事们

围起来教育“你这样可不行”“我介绍个

活儿给你”“现在技术进步这么快，你得

多接触啊”……她向朋友抱怨同事们都

过于“上进”了，而朋友反而会教育她说：

打工人得学会“两条腿走路”，这样才能

主次分明，最好再“加一条拐杖”，进修、

考证，拥有更多的一技之长。

在周围人的影响下，小马不由自主

地打起精神、勇敢尝试。几次短期兼职

之后，她觉得考证这条道路更适合自己，

目前正在购买网课进行在线学习。有了

“拐杖”之后，她也有了新体会：“之前一

直觉得上班很累，下班不休息的话，不是

会更累吗？等到我开始准备自学、考试

时，我才发现，原来业余时间‘有事情做’

可以抵消一部分工作时的压力，让自己

的心态更积极，生活也更有动力了。”

兼职或零工提供新选择
搜索引擎指数数据显示：2022年，

“副业”关键词的搜索量最高的时间节点
出现在2月14日至2月20日；2023年，
则是1月30日至2月5日，2024年，最新
巅峰搜索量出现在2月26日至3月3日……
每年春节后返岗，网友们就会频繁搜索
“副业”关键词。寻找副业、发展副业、做
大副业，正在成为打工人尝试变更职业
赛道的新选择。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已有兼职或业余
打零工的打工人约占四成（41.67%），而维
持 单 一 主 业 的 打 工 人 接 近 六 成
（58.33%）。从年龄分布看，19岁至35岁
和36岁至50岁两个年龄段均有占比接近
的受访者有意发展副业。兼顾副业已经
不再是年轻人特有的人生选项，也为正在
转换职业赛道的中年人提供了新思路。

挑战新兴行业准备不足
伴随着时代发展、新生事物不断涌

现，打工人转换职业赛道已不是什么新
鲜事儿了。那么，受访者是否已经从思
想上、行动上做好了准备，迎接未来可能
出现的变化呢？超六成的受访者自觉准
备不足；近两成受访者不想那么远，但已
经开始接触新领域了；一成多受访者在
思想上做好了准备，但行动上还比较滞
后；自认完全做好准备的受访者占比不
足一成。

与上述调查结果相近，约六成受访
者认为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
是难以进入新兴行业，约四成受访者受
困于思想观念难以转变的问题，三成多
受访者分别要面对工作勤奋但是不出成
绩和现有知识技能落伍的问题。打工人
对于自身能否胜任工作、想要什么样的
工作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但对于新兴
行业年龄、技术的门槛望而生畏以及对
于自身知识结构落伍的深刻担忧，正在
成为一部分老员工的职业困境，并由此
带来情绪、心理方面的诸多问题。

调整心态助力职业成长
职业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换工作、开

发副业、进入新兴行业……转换职业赛
道的方式有很多，但终归不能解决人生
的所有问题。受科技发展的影响，打工
人奉献了大量的基础劳动，而往往无法
获得相应的成就感。本次调查显示，几
乎全部受访者都有意自我减压、调适心
态，常用的对策包括：保持积极态度、提

升专业技能、管理情绪、明确目标、不断
学习新知识、与他人进行充分沟通、及时
关注心理健康等。

数据显示，在不考虑外界因素的影
响，调整工作心态、发展新副业、挑战新
职位，是受访者转换职业赛道时的前三
选项，跨行业就业、跳槽换工作反而是考
虑较少的职业赛道转换方式。以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为目标，全社会对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发强烈和迫切。
打工人普遍拥有自我调适、勇于挑战的
意愿，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为各行业的工
作者提供技能素质提升的路径，加快在
职培训的提升和发展，增加更多的与新
兴行业、先进生产力所需的知识、技能相
契合的培训内容，让打工人无须频繁换
工作也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确保个
人职业理想和社会发展需求两方面实现
“赛道并轨”、共同进步。

在“躺平”和“内卷”之间，你怎么选

现代人工作压力大，为此网络上常
有“躺平”的呼声，而关于“内卷”和“反内
卷”的讨论也不绝于耳。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是否能“躺得平”和“卷得动”呢？谨
将部分答案摘录如下：

躺平，今日事，今日“避”。

内卷，为更好的工作和生活而奔波。

试过躺平，也没有让我感到快乐。

每个人都可能面临一些问题，主动

内卷帮我们尽快适应。

躺平和内卷并不是对立的。我们可

以在追求更美好的同时，也接受自己的

不完美。

年轻时内卷，期望能实现自己的职

业理想。人到中年，看过职场起伏，很多

事情不是勤奋就能收获的。现在也不能

算是躺平，只是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

下不让自己那么心累，找到一个能让工

作和生活平衡的状态继续生活。

对于我个人来说，躺平是对现在市

场竞争压力的无奈，需要认清现实，了解

自身情况，踏踏实实地对待工作；然后我

又开始了内卷，学习各种技能知识，不断

提升自己。我今年已经计划将二级建造

师考下来，之后学习会计的相关知识，还

打算参加明后年的在职研究生考试。这

就是我的心路历程。

上图 近日，2024年“春风行动”天津

师范大学专场招聘会在该校体育馆举行。

本报记者 张译丹 摄影记者 张立

（注：本期调查通过掌上天津App、
腾讯问卷平台等网络渠道发放问卷并回
收数据。）

调查显示，三成受访者计划今年改换工作，四成人已有兼职或打零工，约六成受访者因无法适应新
兴职业或新兴岗位的需求而烦恼——

多少打工人 准备换工作

京津冀出行 聊聊体验感

欢迎您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填答
本次调查问卷。您的参与对我们非常
重要。本次调查无须署名，请您根据自
己的真实情况填答即可。对于您填写
的内容，我们会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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