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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问答

近日，中青校媒向全国80余所高
校的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调查结果
显示，59.28%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
在没有找到理想工作的情况下愿意接
受过渡性工作，33.98%的大学生表示

“说不准”，还有6.75%的大学生拒绝接
受过渡性工作。

当就业成为一道“选择题”

考研失败之后，师范类院校数学
专业毕业生杨丽一刻也不敢停歇，着
手准备在编教师考试。“如果最后没
有顺利考取教师编制，会先选择一份
工作进行过渡。比如去做培训机构
的老师，或者是其他的工作，然后在
工作的过程中继续考。”杨丽坦言。
对于现在的杨丽而言，尽早工作不仅
可以减轻家人的负担，也能缓解自己
的心理压力。

湖北大学商学院教授郭志文多年
来专注于职业生涯发展等研究，面对

“最难毕业季”，他鼓励毕业生在合适
的情况下选择过渡性工作。郭志文指
出，过渡性工作从学生需求角度看，指
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由于受到个人能
力、大环境等多方面综合影响，求职工

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暂时
寻找一个低于预期、理想专业方向不
一致或与期待职业前景存在一定差距
的工作。

在郭志文以往的研究中发现，不
少成功人士所从事的领域和其大学所
学专业并非强相关，而且比例不低。
他不建议大学生在求职初期将专业对
口作为求职的唯一要素，尤其是在当
前受疫情影响，就业形势并不乐观的
情况下。

选择“过渡”不代表“将就”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影响大学生
求职的前三位因素是薪资待遇、职业
发展空间、工作环境和氛围，分别占
87.98%、87.74%和77.40%。此外，工作
内容占65.14%，工作强度和加班频率占
56.25%。面对过渡性工作时，影响大
学生的求职因素有所不同。对个人成
长有帮助位列第一，占受访人数的
60.82%，薪水竞争力占19.71%，工作内
容占10.82%，工作氛围占7.93%。

陈伟安最初设定求职目标时便考
虑选择一份过渡性工作。“我觉得对应
届毕业生而言，现有的工作能力在某

些方面可能还是‘不达标’。”相比薪资
待遇、地理位置等因素，工作对个人成
长、发展有帮助是他在求职过程中更
为看重的因素。现今，他找到了一份

“远远超出之前预想，并且能提供很好
的学习平台”的工作。他琢磨着抓紧
空闲时间不断学习，在工作中掌握好
职业技能，实现现阶段的积累。对他
而言，这只是职业生涯中的一小步，未
来还要追求更好的机遇。

面对已经选择了过渡性工作的大
学生，郭志文表示，真正走上过渡性工
作岗位后要避免产生“临时性岗位便
随意对待”的想法。虽然是过渡性工
作岗位或者临时性岗位，但思想不是
临时的，不浪费每一个积累经验的机
会，不以事小而不为。此外，大学生在
选择过渡性工作时还要考虑是否与自
己期待的求职方向吻合，过渡性工作
岗位目的在于积累职场经验。

求职过程中适时调整心态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面对没有找
到理想工作的情况，40.87%的受访大
学生认为原因在于自己没有掌握足够
的求职技巧，31.97%将原因归于理想目

标过高，23.56%认为是由于就业环境
不乐观等客观因素导致的。此外，不
良心态对大学生求职有着不可忽视的
影响。其中，46.15%的受访大学生认为
自己缺乏自信，20.91%表示自己在求职
过程中存在好高骛远的问题。另外，
盲目从众、过度攀比也是影响大学生
求职的不良情绪，分占受访人数的
6.73%和2.88%。

郭志文提醒大学生，求职过程中
应格外注重适时调整心态。他强调，
毕业生求职过程中应当要克服心态上
存在的问题，不能只想着做大事，要放
平心态，从小事做起。建议大学生尽
早进入职场，通过过渡性工作获得职
场体验，寻找自己的职业兴趣点，发现
自己的职业优势，规划好自己的职业
生涯目标，培养职场所需的胜任力，为
未来职业发展做好准备。

“尽早进入职场，尽快掌握职场通
用能力十分重要。大学生越早进入职
场，就能越快掌握涵盖自我驱动能力、
学习能力、沟通能力、责任意识、情绪
胜任能力、团队精神、批判性思维7个
维度的通用职业胜任力。这种能力需
要在职场中不断磨炼、不断提升，在课
本上是学不到的。”郭志文说道。

近日，重庆市2020年12333“全国统
一咨询日”宣传周暨世界青年技能日启动
仪式在渝中区解放碑举行，全市各区县设
分会场，同时开展线上线下政策宣传、政
策咨询和业务受理办理活动。在启动仪
式上，还现场发放了职业培训补贴。

启动仪式现场，重庆市人力社保局
组织相关业务部门面向群众开展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企业新型学徒制、技工
院校招生、技能人才评价改革、技能扶
贫等政策咨询服务；以“展示技能风采，
感受技能魅力”为主题，组织技工院校、

培训机构和大师工作室开展免费技能
培训体验（烘焙、烹饪、美容、美甲、插
花、家电维修等）；集中面向企业、培训
机构进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企业新型
学徒制、职业技能培训等政策宣讲。

据悉，“12333”是全国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面向社会服务的公益电
话号码。重庆12333自 2013年 3月起
运行，在重庆市范围内实现了“一地呼
入，全市咨询”。截至2020年6月，已
累计为市民提供电话咨询服务2500余
万次。 （本报综合）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刘红霞）常
态化疫情防控之下，如何持续激发市场
活力、保住万千市场主体、支持高校毕
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近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有针对性地推出了
四条举措。

在加大对创业创新主体的支持方
面，会议要求，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专
项资金支持双创示范基地建设。盘活
闲置厂房、低效利用土地等，加强对双
创重点项目支持。政府投资的孵化基
地等要将一定比例场地，免费向高校毕
业生、农民工等提供。对首次创业并正
常经营1年以上的返乡入乡创业人员，
可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北京大学教授刘怡认为，这既为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搭建平台，又为高校
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降低成本，
是非常务实的安排。

会议指出，要鼓励双创示范基地建设
大中小企业融通、跨区域融通发展平台。
建设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支持创业创新，金融不可或缺。会
议提出，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设备融资
租赁和与创业相关的保险业务。取消
保险资金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限
制，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股权投资和
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

会议还强调，要实施创业带动就业
示范行动，推动企业、双创示范基地、互
联网平台联合开展托育、养老、家政、旅
游、电商等创业培训，引导择业观念，拓
展就业空间。

就在会议召开同一天，13个部门公
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
提出积极培育新个体经济，支持微商电
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
时就业。

业内人士认为，国家一系列举措均
指向创新驱动发展。当前我国进入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阶段，要在变局中开新局，必须
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过渡性工作成大学生就业新选择
■ 程思 于璐媛 王宇鹏

国务院推出四条举措
力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重庆启动
12333全国统一咨询日活动

问：上班迟到早退，公司有权罚
款吗？

答：严格来说，“罚款”属于行政处
罚种类之一，只能由具有相应职权的国
家行政机关作出，用人单位不是行政机
关，无权对员工进行罚款。罚款是由具
备相应职权的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
为，例如，公安机关实施的罚款处罚。
用人单位没有对员工进行罚款的权利，
如果因为员工迟到早退要求员工缴纳
罚款，公司的行为是违法的。

问：公司将考勤作为绩效考核标
准，扣员工工资合法吗？

答：虽然公司没有对员工进行直
接罚款处罚的权利，但是可以通过制
定企业规章制度或奖惩制度，对此类
行为进行规范。比如，在绩效工资或
全勤奖上作规定，将考勤作为评定指
标。如果用人单位已依法在规章制度
中明确上班迟到早退要扣绩效工资，
且公司对现有的规章制度已进行公开
公示，并告知员工的。那么如果员工
出现迟到早退的情况，用人单位减少
支付相应的绩效工资，这种行为就并
不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

条，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
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
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
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
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
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若扣除
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
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所以，用人单位有权在企业规章
制度或奖惩制度中，对劳动者违反公
司劳动纪律迟到早退的情况进行规
定，但是规定必须是合法制定的，且扣
除劳动者工资部分不得超过其当月工
资的20%，扣除后剩余工资不得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如果公司没有
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则不能随意克
扣员工工资，更不能对员工进行“罚
款”，如果被用人的单位无正当理由克
扣工资的，可以要求公司赔偿。（作者：
重庆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温霏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