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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近日，国内某银行员工因不喝领导敬

酒被打耳光的事件备受关注，尽管涉事银

行很快进行了回应，向被殴打辱骂的员工

道歉，同时对该领导和其他员工的失态行

为采取了停职调查的措施。然而关于“那

些职场无法拒绝的酒局”的话题，依然在

许多年轻人中持续发酵。

微博上一个#酒桌文化有多讨厌#的

话题阅读量达 4.9 亿，其余多个与“职场

酒局”相关的话题，关注度也纷纷过亿。

其中大部分网友对职场酒局表示出“苦其

久 矣 ” 的 反 感 ； 可 有 意 思 的 是 ， 在 知 乎

上，一些职场小白们一边为那个敢于“揭

竿而起”的举报者叫好，一边发问，“想

被领导重视，陪喝酒时要注意什么？”

这似乎成为许多年轻人从校园踏入职

场后，不得不学习的“重要一课”。这些

85 后、90 后年轻人，大多接受了良好的

教 育 ， 从 小 就 被 父 母 和 老 师 教 育 要 做 个

“不抽烟”“不喝酒”的好孩子，可一脚迈

入职场后，“能不能喝酒”竟成了摆在一

些 人 面 前 的 面 试 题 。 而 其 在 酒 桌 上 的 表

现，甚至也能成为“博得领导好感，增加

晋升机会”的重要筹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那些看上去无

法拒绝的酒局让许多职场年轻人感到不适

又无奈。

谁的胃不是爹妈给的

今年研究生毕业的刘宇宁，刚刚凭着

漂 亮 的 履 历 入 职 了 一 家 银 行 。 他 毕 业 于

985 名校，因为专业成绩优异，年年拿奖

学金，同时也担任过校研究生会负责人。

在人生的前 20 多年，他一直是“别人家

的好孩子”，连家庭聚会都没端过酒杯。

入职第二天，他迎来了第一次部门聚

餐。这个擅长研究和执行具体问题的“学

霸”发现，自己在酒桌上显得无所适从。

自知酒量不佳，但为了在领导面前别太丢

脸，下班后他悄悄灌了两盒酸奶下肚，这

是 他 提 前 在 网 上 查 到 的 酒 桌 “ 知 识

点”——减少酒精对胃的伤害。

整场饭局他坐立不安，开场说了几句

“请大家多多关照”之后，他再也接不上

大家的话。领导端着酒杯主动给他敬酒，

并一饮而尽以示欢迎，旁边的同事们一起

鼓掌，刘宇宁紧张得闭上眼睛把杯子里的

酒一口灌下。随后，同事们也相继过来敬

酒。

“ 到 后 来 ， 我 已 经 不 记 得 怎 么 回 家

了，只记得第二天头一直疼。”他感慨自

己比新闻事件中那个被领导扇耳光的同行

幸运多了，因为自己的领导和同事都挺和

气的，但他依旧感受到酒桌文化给自己带

来无形的压力，“你再不想喝，可在那种

场合和气氛下真的没法拒绝，否则就是不

给大家面子，以后大家怎么看我？”

已经有 6 年销售经历的陈鹏祥早已挺

过了刘宇宁的酒桌“懵懂期”，不知道经

过多少个吐完又睡倒在桌上的酒局，如今

他在这些场合已游刃有余，也很清楚自己

要扮演的角色，“我代表的不是我自己”。

他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商务饭局都

是两个或以上团队的“排兵布阵”，“也就

是 说 ， 你 带 几 个 人 来 ， 我 也 带 相 应 的 人

来，大家基本上势均力敌”。

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不喝，那么自

己团队的其他人就必须要把多出来的这份

也喝了，“大家都挺拼的，我怎么能不使

出全力？谁的胃不是爹妈给的？”

这 几 年 ， 陈 鹏 祥 和 团 队 的 业 绩 上 去

了，但他自己的腰围粗了好几圈，今年体

检，他被检测出三高和重度脂肪肝。

“社恐”青年遭遇职场酒局

王 冰 冰 在 一 家 大 型 房 地 产 企 业 做 财

务，每天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对着电脑，加

班也是常态。她注意到，同事之间的交流

仅限于工作，下班后彼此很少联系。

她把这种现象理解为眼下在年轻人中

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社恐，即社交恐

惧。这似乎成了习惯于网络交流的年轻人

的一种通病。在公司午餐时，她会尽可能

自己一个人刷卡吃饭，“因为如果同事坐

得很近，又没话聊，我还得绞尽脑汁想个

话题避免尴尬”。

酒局，对社恐青年而言，更是痛苦的

经历。王冰冰曾被领导喊去参加与其他单

位的饭局。听说王冰冰能喝一点酒，领导

高兴地提议，让王冰冰“打一圈”，即给

全 桌 每 一 个 人 敬 一 次 酒 。 这 让 她 格 外 痛

苦，举起酒杯憋红了脸也张不开嘴，最后

还是没办法，硬着头皮敬了一圈，但领导

似乎依旧对她的表现不满意。此后，再有

饭局，她总是找身体不舒服、家里有急事

等理由拒绝。

很多 年 轻 人 也 反 映 与 王 冰 冰 有 类 似

的 感 受 。一 名 90 后 网 友 说 ，自 己 不 是 不

能 喝 酒 ，甚 至 喜 欢 喝 酒 ，但 是 公 司 饭 局 、

同 事 聚 餐 那 种 场 合 ，非 常 不 愿 意 喝 ，“ 就

单 纯 地 不 喜 欢 那 种 场 合 ，不 喜 欢 大 家 一

起给领导敬酒、陪领导尬聊的感觉”。

他的领导爱喝酒，但好在不强迫下属

喝酒，可最大的问题是，领导一喝多话匣

子就收不住，在酒桌上就大讲特讲，先讲

自己几十年的从业经历，再给年轻人“上

课”，有几次甚至讲到了深夜两点多。

比起陪领导，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喝酒

则是完全不同的情景。这名网友回忆，世

界杯足球赛期间，他和几个好友会在酒吧

一边看球赛，一边喝酒；也会和老同学一

起边吃火锅边喝啤酒，“唠嗑能唠到后半

夜”。

从事广告行业的陈欣觉得自己在一场

酒局上把领导得罪了。那是一次与甲方的

聚餐，领导们全用白酒推杯换盏，陈欣反

复表示自己不能喝白酒，而且一喝全身就

发红，可甲方领导依旧没完没了地轮番让

人给她敬酒。

她耍了个小聪明，趁人不注意把白酒

倒进碗里的汤中，没想到这个动作被甲方

领导正好看见，立刻变了脸色。陈欣的领

导见状立刻连喝三杯，替下属道歉，又拉

着陈欣喝了几杯，才勉强挽回了现场的局

面 。 也 因 为 这 次 让 领 导 在 酒 桌 上 失 了 面

子，陈欣觉得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领导对

她都没好气。

职场酒桌文化该改一改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上述新闻中那

个坚持不喝酒的年轻人的行为，有不少人

为 他 点 赞 ， 认 为 他 代 表 了 年 轻 一 代 的 心

声，敢于挑战职场潜规则，敢于向领导的

权威说不；也有不少人为他担心，有网友

说，“他如果还留在那个单位，应该以后

也没有什么发展机会了吧？”

还有人认为他的做法是“情商低”的

表现，一位自称过来人的网友认为，“如

果跟其他人比起来，你并没有什么特别突

出的优势，那么如果喝酒能让领导更喜欢

你、注意到你，也是好事啊”。

在采访中，绝大多数年轻人认为，酒

桌上表现的好坏，并不直接影响自己未来

的发展；还有的人表示，“如果领导因此

给我穿小鞋，大不了不干了呗！”

王冰冰就认为，领导还是会根据业务

能力来选贤任能。做销售的陈鹏祥表示，

延续多年的酒桌文化确实在很多人心中根

深蒂固，“你跟人家更熟一点，可能就会有

更多机会”。但他同时也表示，成功关键

还是你能否给对方带来更大的收益，因此

做事的态度、水平和能力，才是起决定性

作用的。

大家也期待，这种职场酒桌文化能改

一改。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

认 为 ， 现 在 的 年 轻 一 代 不 同 于 自 己 的 父

辈，他们生长在物质丰厚、经济高速发展

的时代，没有经历过大的社会变动，成长

中更多地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正

因此，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整体素

质很高，也更遵守自己的价值理念。

与此同时，这批年轻人基本上是独生

子女的一代，家庭条件比较优越，也使得

他们更关注个性发展，强调个人的利益和

意志。从抗疫等大事件可以看出，年轻一

代 一 个 明 显 的 表 现 就 是 ， 普 遍 正 义 感 较

强、比父辈有着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同时

也更具有反抗精神。

和新闻中那位辱骂殴打年轻员工的领

导一样，如今在很多领域，依然有不少领

导 以 这 样 的 方 式 来 显 示 自 己 的 威 严 和 权

威，对他们而言，这似乎已经成为顺理成

章的事，因为他们自己当年就是以这样的

方式在职场立足并生存下来的。

而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对老一套并不买

账。张宝义注意到，现在年轻人找工作，

并不把薪酬待遇作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这个工作自己是否

喜欢，是否能体现自身价值”。同时，年

轻人对自身与岗位的匹配度、工作的软硬

件环境、公司的文化理念等都有自己的要

求和想法。

这些年轻的独生子女身上并没有背负

多少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他们不需要为

了养家糊口而工作，如果遇到不如意的工

作环境，他们随时可能跳槽。

张宝 义 表 示 ， 一 些 社 会 上 延 续 已 久

的 风 气 和 恶 习 ， 也 不 可 避 免 地 会 影 响 和

改变年轻人，“和以往的每一代年轻人一

样 ， 他 们 会 慢 慢 摆 脱 社 恐 ，渐渐去适应

这个社会”。

但他认为，年轻人也一定会给社会带

来改变。他看到，很多年轻人和学生在响

应 国 家 号 召 的 时 候 ， 更 积 极 、 更 充 满 热

情，他们不从众、不唯上，有独立的价值

判断，也有对歪风邪气说不的勇气，“他

们是守正创新的一代，是推动社会改革和

前进的力量”。

多数受访年轻人认为酒桌上的表现并不直接影响自己未来发展

无法拒绝酒局的职场年轻人有多无奈

少时婚恋不规划
40 单身也正常

□ 胡 波（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平时浏览婚恋方面的新闻报道，

发现一些婚介公司的负责人、婚姻家

庭研究方面的专家，甚或有着丰富经

验的媒人，大都建议年轻人对待自己

的婚恋大事，要提高重视程度，及早

规划。

考 虑 到 当 下 不 少 年 轻 人 读 完 大

学，还要继续读研、读博，等到毕业

时将近 30 岁，才考虑到相亲之路漫

漫，一些人相亲相到近 40 岁恐怕也

难以找到理想的对象，建议年轻人及

早进行婚恋规划，也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比起“及早规划”这句善

意的提醒，更值得追问的是，年轻人

究竟应该从何时开始规划？怎样进行

规划？

以我对在校生的观察，除了少部

分人会谈恋爱外，大部分学生还是以

学业为重，不少人认为，婚姻离自己

很遥远，是工作后才应考虑的事情，

所 谓 水 不 泼 到 自 己 的 脚 上 ， 不 会 有

“ 危 机 ” 意 识 。 大 学 时 代 ， 尚 未 就

业，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此时就让

学生进行婚恋规划，没有直接的现实

需要，也很难引起他们的重视。

即便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很多

人的思想意识转变也需要一段时间。

“妈宝男”类型的人自然不必说，事

事都要等着父母给安排，等他真正成

熟、独立还早着呢；有人会觉得自己

既没有经济基础，也不想这么快被婚

姻绑架，过几年再说；有人对相亲本

就排斥，依然保留着顺其自然式恋爱

的 想 象 ； 还 有 人 性 格 内 向 ， 不 善 交

际，工作之余就宅在家里，没机会认

识更多的异性，所谓“困难”，困在

家里才难。

不管怎样，只要不坚持“不婚主

义”，每个人总要面对“男大当婚女

大当嫁”的现实，到了一定年龄，同

龄 人 都 已 经 “ 上 岸 ”， 只 有 自 己 还

“落单”，嘴上说不急，心里难免也要

着急。

我认为，年轻人进行婚恋规划，

核心内容其实是思想认识的转变。对

于有主见、积极主动的人来说，并不

是大问题，但对于习惯依赖父母、总

是处于被动的人来说，让其转变思维

习惯和行为模式，并非易事。既然未

来是要结婚的，就没必要将“工作压

力大，没时间交际”等当作逃避婚姻

的借口，不妨转变心态，提升主动意

识，牢牢把握自己对婚姻的主动权，

不能只等家里人来给安排。

首先，正确认识婚姻与恋爱的关

系。类似“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婚

姻是可有可无的”之类的认知偏差是

需要纠正的，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爱情需要共同经营、幸福需要双方努

力等，更应成为婚恋规划的“指导原

则”。婚恋自由也不代表自己可以任

性 所 为 ， 常 言 道 ， 恋 爱 是 两 个 人 的

事，婚姻则是两家人的事，两代人之

间婚恋观念存在差异是必然，保证家

庭关系和谐，父母的经验和建议也需

要 认 真 参 考 ， 除 非 你 已 决 定 固 执 己

见，以强势和父母“斗争”一番，并

做好收拾“残局”的准备。

其次，不喜欢相亲的生硬模式，

那就自己创造认识异性的机会。要知

道，很多人工作之后，交际范围大都

很窄，相亲仍然是一种快速结识异性

的 直 接 办 法 。 不 要 想 当 然 地 排 斥 相

亲，除非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去认识

更多的异性朋友。

再次，认识自己，提高和异性交

往的能力。认识自己的兴趣、爱好和

性格，清楚自己的“三观”，在和异

性朋友交流时，才能提高沟通效率，

快速匹配目标人选，最怕毫无主见，

迷迷糊糊去相亲，不知道什么叫“适

合”，又或者高估自己，高不成低不

就，错过最佳择偶时间。对于性格内

向 的 人 来 说 ， 更 要 走 出 心 理 “ 舒 适

区”，改变自己的习惯，主动认识新

朋 友 ， 学 习 和 提 升 同 异 性 交 往 的 能

力。所谓“出路”，即走出家门主动

找路，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在发展

兴趣爱好、拓宽交际范围中，寻找和

结识更多的异性。

最后，适时摆脱“完美主义”的

魔 咒 ， 告 别 “ 外 貌 协 会 会 员 ” 的 身

份，在更多的交流和相处中，增进对

彼此性格合适与否的了解，果断、及

时作出合理的决策，否则，就会落入

“选择困难”“选择无能”的状态中，

让本属于自己的缘分一再错过。

说到底，婚恋规划既是思想和认

识的转变，也是行动和策略的提升。

年轻人只有对自己的婚姻负责，主动

寻找、学习和提升，那个对的人才会

及早出现。

庄 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只需提供收款二维码帮人收款，就能

按比例拿到酬劳。00 后在校大学生小郭被

一种名为“码商”的兼职方式所吸引，还发

展同学成为“下线”一起赚钱。不料钱没赚

到多少，自己却成了诈骗团伙的“共犯”。

“网赚”是对利用电脑、手机等设备通

过网络进行赚钱的方式的总称。此类工作

由于大多门槛低、易操作，深受青年人尤

其是在校生群体青睐。

“我这儿有个网赚项目，只要有手机

就能做，很适合你这种学生党。”2019 年

10 月，在安徽省合肥市某专科学校就读

的小郭接到“发小”孟某电话，对方向他

推荐了一个“码商”工作，声称“躺着都

能赚钱”。

一番了解后，小郭发现工作内容十分

简单——只需提供微信收款码帮忙收钱即

可。考虑到该工作无需成本、不占学习时

间，且毕业季刚好需要赚点钱为找工作做

准备，小郭没有多想就“接活儿”了。

起初，小孟仅是要走小郭的收款码，

不一会儿便会有陌生人向他转钱，金额在

1000 元 左 右 ， 小 郭 再 将 收 到 的 钱 款 转 给

孟某，每次可以拿到 1%的提成。

没过多久，小孟要求小郭将微信名和

头像都改为“古宝在线”，并称如有人添

加微信咨询，就自称“古宝在线”的客服

或者财务，收完钱直接将对方拉黑即可。

由于先前答应帮忙转钱，小郭对钱的

来路并没过问，但冒充身份的要求还是让

他产生了顾虑。对此，小孟称在跟朋友做

古玩生意，因微信收款达到限额，转来的

钱 都 是 客 户 的 订 货 款 ， 让 他 只 管 放 心 收

钱，不会有任何风险。

如此干了 1 个月后，小孟鼓励小郭发

动身边人一起做，这样便能晋升为“码商

代理”，不仅抽成份额能提升到 8%，还可

以自行制定下线份额，直接从下线交易额

中提取抽成，真正实现“躺着赚钱”。

心动的小郭随即拉拢张某等 7 名同学

参与“兼职”，将他们的微信同样包装成“古

宝在线”客服，开出 1%的提成，即每收 1000
元，小郭可拿到 70 元，同学拿 10 元。

至 2019 年 11 月，辛苦忙活了两个多

月的小郭等人共收款 1.9 万余元，平摊下

来每人只赚了不到 300 元。其间，有多人在

转款后又回头要求退钱，并大呼他们是“骗

子”，小郭开始怀疑孟某的钱“来路不正”。

“钱的确是骗来的，但你们只是帮忙

转账，就算出了事也不会被追责。”一番

追问下，小孟承认在从事诈骗活动。然而

一 想 到 自 己 已 替 人 收 了 两 个 月 “ 黑 钱 ”，

且不想失去这样一份兼职收入，小郭还是

心存侥幸地选择继续做下去。

2019 年 12 月 19 日，小郭最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在收到一笔 2100 元的转

账后，还没来得及将钱转出，他的微信支

付功能便被限制。

小郭慌忙向微信官方申诉，一条来自

江西省南昌市警方的推送消息，让他彻底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账号因涉嫌诈骗被多

人举报，账户已被冻结，相关情况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原来，就在小郭账号被封的

半 个 月 前 ， 就 有 人 报 警 称 被 以 “ 代 售 古

玩”为由骗走了近 4000 元。

江苏太仓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后发现，

那笔钱的收款人正是小郭。经过对报案人

资金流向进行梳理，公安机关由下至上深

挖源头，一个名为“古宝在线”的诈骗团

伙浮出水面。2019 年 12 月 24 日，小孟及

其他三名团伙成员被抓获归案。3 天后，

小郭也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当地派出所

投案自首，而被他发展为下线的 7 名同学

因涉案金额较少，且对违法犯罪活动并不

知情，公安机关最终未予立案。

据该团伙头目丁某交代，2019 年 9 月，

他和朋友赵某花了 1 万余元找人做了一个

名为“古宝在线”的微信公众号，并将该账

号伪装成正规注册的古玩买卖平台。

之后，两人从网上非法购得古玩爱好

者的个人信息，假冒平台客服或古玩买家

联系被害人，声称可以免费帮他们发布、

出售古董藏品，并开出高于卖家心理预期

的价格。当被害人表示愿意交易后，他们

再以“鉴定费”“评估费”“出场费”等名

义让被害人向指定的二维码账户转账，费

用在 980 元至 4000 元不等。

由于微信账户有交易额度上限，加之

账号一旦被多次举报，不仅收款功能会被

禁，之后再有交易，对方都会收到官方的

“风险提醒”。“想多赚钱就需要更多的收

款 码 ， 这 也 是 我 们 不 停 发 展 下 线 的 原

因。”丁某告诉办案人员。

为此，丁某和赵某招揽小孟、邵某二

人为“徒弟”，再由他们作为“码商总代

理”，以“网赚”“兼职”等名义招揽小郭

等多名在校生做“码商”，源源不断地搜

集收款二维码用以“收黑钱”。2019 年 9
月至 12 月，丁某等人利用上述手段，骗

取 41 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 69934 元。

今年 3 月 20 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

至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承

办 检 察 官 在 综 合 考 量 全 部 犯 罪 事 实 后 认

为，小郭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但鉴于其

正值毕业找工作的关键时期，且在共同犯

罪 中 仅 负 责 收 款 环 节 ， 分 得 的 赃 款 也 较

少，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案发后主动自

首，自愿认罪认罚，无刑事、行政处罚记

录，最终对他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而丁

某、小孟等其余 4 名直接实施诈骗的犯罪

嫌疑人则因涉嫌诈骗罪被检方提起公诉。

今年 8 月 17 日，经法院判决，丁某等

4 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

一年三个月、罚金 1 万元至 4000 元不等的

刑罚。

据太仓市人民检察院的员额检察官蔡

勤介绍，近年来，网络诈骗活动呈高发态

势，由于二维码交易操作简单便捷，且便

于 延 长 资 金 链 条 逃 避 侦 查 ， 电 信 网 络 诈

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分子均将微信、支付

宝收款码等收款工具视为“香饽饽”。

蔡勤说，目前，国内已有多起类似案件

发生，“码商代理”甚至形成了一条隐形的

产业链。不法分子利用在校生经济能力差、

社会经验不足等特点，专门打着“网赚”“兼

职”的名义，以低价收购收款二维码，再转

卖给其他犯罪分子进行“洗钱”活动。因收

款码有额度限制，为满足犯罪分子源源不

断 的 作 案 需 求 ，他 们 甚 至 引 入 了“发 展 下

线”这一传销概念，让更多青少年在有意无

意间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蔡 勤 提 醒 ， 在 校 生 从 事 兼 职 无 可 厚

非，但在接触“ 网 赚 ” 项 目 时 一 定 要 擦

亮 双 眼 ， 谨 防 被 屏 幕 背 后 的 犯 罪 分 子 所

利 用 。 切 莫 为 了 蝇 头 小 利 向 他 人 提 供 收

款二维码、银行卡等第三方支付渠道，这

样不仅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帮助，给广大被

害人带来巨额损失，自己也可能陷入犯罪

的深渊。

“码商”：一种危险的“校园兼职”

9 月 1 日，北京大学，2020 级本科新生准备办理报到手续。当天是北京大学 2020 级本科新生报到的日子。对于这些新生而言，他们大都在今

年经历了“史上最难”高考，经过激烈拼杀才得以来到我国著名学府，他们将在这里开启人生新的旅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剑/摄

9 月 1 日，北京大学，9 岁的小女孩儿婷婷帮哥哥施澄熙 （右） 一起扛

着布置宿舍的床垫。施澄熙来自广东汕头，是北京大学医学部 2020 级本科

新生。

9 月 1

日 ， 北 京 大

学 ， 一 位 新

生 手 举 合 影

框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