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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身兼数职”已成为年轻人当中

的潮流，相当一部分人都有了自己的副业。

互联网的发展、新就业形态的不断出现，都

为 年 轻 人 开 启“ 第 二 职 业 ”提 供 了 便 利 条

件。但也不乏跟风追热度、盲目进入的年轻

人。开展副业需要做好什么功课？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 2454 名 18-35
周岁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3.8%的受

访 青 年 认 为 开 展 副 业 要 具 备 规 划 统 筹 能

力。64.4%的受访青年认为做副业最要不得

跟风追热度的心态。75.1%的受访青年建议

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副业，忌盲目跟风。

85.5% 受 访 青 年 表 示 如
果有机会愿意开展副业

天津某高校大二学生包一明（化名）对

记者说，身边有不少朋友都做起了副业，约

稿 画 画、售 卖 课 程 资 源、做 微 商 ⋯⋯ 他 表

示，如果遇到适合的副业也会愿意从事。包

一明认为，开展一项副业，一定要提高自身

的综合能力，结合专长，找到适合自己的方

向。还要提高抗压能力，“敢于犯错、敢于承

担错误、改正错误”。

“我有 名 同 学 副 业 做 美 工 ，非 商 用 每

张 收 费 几 十 元、上 百 元 ，商 用 收 费 会 高 一

些，每次花费两三个小时。打发时间，不用

到处奔波，我觉得挺好的。”杭州小伙蔡礼

礼（化名）希望将来自己也能有副业，他认

为开展副业对推广能力有一定要求，得把

自己“推销”出去，需掌握一定的营销能力。

其次要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平衡好主业和

副业是开展副业的前提条件”。

重 庆 某 高 校 大 三 学 生 鲁 杨（化名）表

示，提高收入水平、减轻家里负担是他打算

做副业的主要考虑。目前，他感觉自己急需

提高一下沟通能力和交际水平，“能在工作

和生活中加分不少”。

绍兴的朱亚军（化名）表示，身边很多

人都在做微商、直播、加盟连锁等，有同学

因为打游戏非常厉害，帮人代打，“日进斗

金”。但他表示自己并不想从事副业，“我需

要更多时间去休息、调节自己”。

调查中，85.5%的受访青年表示，如果有

机会愿意开展副业，11.9%表示现在就有副

业，仅 2.6%的受访青年没有做副业的意愿。

做副业需要提高哪方面的能力？63.8%的

受访青年认为先要具备规划统筹能力，59.2%
的受访青年指出是时间管理能力，55.2%的

受访青年觉得是自我约束能力。其他还有：灵

活应变能力（45.4%）、人际沟通（42.1%）、情绪

疏导（36.1%）、专业技能（33.6%）等。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政法

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

霆认为，目前的灵活就业对于传统的正规

就业是非常有益的补充，能吸纳更多劳动

力，为解决国家就业问题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和机会。

“有一些年轻人选择副业，是出于主动

考虑。比如从自身的兴趣爱好出发，让专业

能力和特长通过副业得到更多提升，能够

为社会作出更多有价值的贡献，这是值得

鼓励的。也有一些年轻人，是由于主业难以

满足个人及家庭生活、物质方面的需要，被

动选择做副业。这样压力可能会非常大，在

工作之余很难再有时间照顾家庭，不能保

障或提高主业工作质量。”王霆说。

64.4% 受 访 青 年 指 出 做
副业最要不得跟风追热度心态

北京职场青年刘晴最近正在筹划开展

副业。她觉得，有的年轻人认为副业进入的

门 槛 低，很 随 意 地 开 始 ，什 么 火 就 加 入 什

么，可能并不适合自己。“我认为如果想把

副业做好，先要做好市场调研和自身的能

力定位”。

年轻人做副业哪些心态要不得？调查

显示，64.4%的受访青年直指跟风追热度。

其 他 还 有 ：急 功 近 利（59.2%）、投 机 取 巧

（58.1%）、赚 快 钱（49.6%）、患 得 患 失

（26.5%）。

包一明表示，部分年轻人做事总是“三

分钟热度”，不能持之以恒，心态上“朝三暮

四”，往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看到同行

‘功成名就’，就有急功近利的心理，希望能马

上赚到钱。做事还是要脚踏实地、认认真真”。

“我发现青年做副业比较容易出现急

功近利、投机取巧的问题。比如在短视频平

台上，很多都是做副业来拍短视频，最后就

变成直播带货，但品质都不能保证，存在很

多问题。”蔡礼礼说。

朱亚军认为，这个时代给年轻人提供

了更多机会，从事副业的渠道变得更多更

灵活，只要拥有一技之长，就能借助不同的

平台展现自己。但想要做得长久，还是得一

步一个脚印，不能求快。

在王霆看来，现在通过平台去选择一

些副业，门槛相对比较低。但年轻人要有积

极的职业观，决定从事一行，就要做好、做

专，体现个人应有的价值。所以即使选择副

业，也要充分了解这个职业应该具备的技

能。在从事这个职业的过程中，更要体现一

个人的责任感，稳扎稳打。

75.1% 受 访 青 年 认 为 得
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副业，忌盲
目跟风

“如今做副业，可能不会管你的学历，

也不需要面试，自己用手机和电脑就可以

做了。不会的技能通过线上看视频教程也

能 自 学 。看 着 门 槛 是 低 了 ，但 一 旦 决 定 开

始，就要持续投入很多时间、成本，仍然需

要慎重作决定。”蔡礼礼说。

王霆建议，从保护自身的角度出发，大

家 要 更 多 地 了 解 从 事 副 业 相 应 的 劳 动 安

全、劳动权益保障等问题，在出现一些不必

要的劳动纠纷时，能够更有效地通过法律

手段，来保护自身的权益。“我认为在从事

副业之前，年轻人首先要对这个行业、职业

有尊重，看自己能否有能力、有时间、高质

量地去从事。另一方面，就是要了解如何有

效保护自身的权益”。

刘晴提醒做副业的年轻人，注意个人

隐私信息的保护问题。“要提高警惕，保

护个人信息安全，不要轻易草率地把个人

信息透露给对方”。同时，还要当心网络

诈骗，“我有一个朋友副业是某视频网站

的 Up 主，一次被一个陌生网友以商业合

作的名头骗了几万元钱，后悔不已。安全

意识一定要有”。她也表示，因为自己打

算 做 副 业 ， 正 在 咨 询 相 关 税 务 缴 纳 的 问

题，“提前把功课都做好，自觉纳税”。

75.1%的受访青年认为得根据个人情况

选择副业，忌盲目跟风，64.7%的受访青年指

出尽量不 要 影 响 主 业 ，54.5%的 受 访 青 年

认 为 得 提 前 做 好 行 业 市 场 调 研 ，47.5%的

受 访 青 年 表 示 要 有 必 要 的 法 律 知 识 ，

42.6% 的 受 访 青 年 觉 得 心 态 上 要 稳 扎 稳

打，不急于求成。

受 访 青 年 中 ，男 性 占 44.7% ，女 性 占

55.3%。生 活 在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31.6%，二 线

城 市 的 占 44.7%，三 线 城 市 的 占 20.3%，城

镇或县城的占 2.6%，农村的占 0.8%。

超八成受访青年表示如有机会愿意开展副业 规划能力最重要
64.4%受访青年指出做副业跟风心态最要不得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如今对不少年轻人来说，想对一份工

作“从一而终”不太容易，跳槽成为不少人

的选择。对于跳槽，年轻人怎么看？近日，中

国 青 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发布的一项针对 1154 名受

访者的调查显示，93.1%的受访者坦言自己

考 虑 过 跳 槽 ，其 中 43.6%的 受 访 者 会 在 工

作 2-3 年 后 考 虑 跳 槽 。对 于 跳 槽 的 原 因 ，

63.7%的受访者认为是个人发展空间有限、

晋升难，53.8%的受访者是为了追求更好的

薪资待遇。对于跳槽的结果，54.3%的受访

者认为跳槽对个人职业发展有利有弊。

43.6% 受 访 者 会 在 工 作
2-3 年后考虑跳槽

3 年 前 ， 李 星 辰 （化名） 大 学 毕 业

后 ， 以 外 包 的 身 份 进 入 某 互 联 网 大 厂 工

作。“考研失败后，我才开始真正投入到

找工作当中，最后选择了与一家外包公司

签了三方协议，到某互联网大厂工作。主

要是觉得工资待遇对于一个刚毕业的本科

生来说挺不错的，而且大厂名气大，说不

定还有转正的机会，对未来换工作可能会

有帮助”。

在该公司工作两年后，李星辰选择了

跳 槽 ，“ 一 方 面 是 觉 得 转 正 希 望 越 来 越 渺

茫 ，另 一方面觉得工作能力得到了较大提

升，有能力作出别的选择”。之后他顺利进入

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成为一名正式员工。

工作多久后会考虑跳槽？调查显示，

93.1%的受访者坦言自己考虑过跳槽，其

中 ， 43.6%的 受 访 者 表 示 大 概 为 2-3 年 ，

29.2%受 访 者 表 示 大 概 为 4-5 年 。 另 外 ，

7.2%的 受 访 者 表 示 随 时 都 可 能 跳 槽 ， 仅

6.9%的受访者表示不会跳槽。

90 后 胡 鹏 （化名） 现 在 在 北 京 一 家

央 企 工 作 ， 对 于 跳 槽 ， 他 觉 得 自 己 会 在

3-5 年开始考虑，“市场上会将求职者跳

槽的频率作为考评的依据，如果跳槽太频

繁，会让用人单位有顾虑，觉得求职者不

稳定、不靠谱，从而降低录取意愿。而且

三五年后，个人的技能、处理工作问题的

能力会更加成熟，这时候考虑跳槽更有竞

争力”。但他觉得，工作年限并不是决定

跳槽的唯一标准，“如果有更好的工作机

会，肯定会选择更好的”。

63.7% 受 访 者 会 因 个 人
发展空间有限而选择跳槽

在南京工作的周海峰 （化名） 今年刚

换了新工作，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希望通过

跳槽让事业更进一步。“之所以选择跳到

现在的公司，一方面是薪酬水平比以前有

所提升，更重要的是觉得发展前景更好。

现在这家公司是中外合资的，会有派往海

外工作交流的机会，因为我是做翻译工作

的，如果能有机会到国外学习，对自己的

职业发展大有助益”。

对于跳槽的原因，63.7%的受访者认

为是个人发展空间有限、晋升难，53.8%
的 受 访 者 是 为 了 追 求 更 好 的 薪 资 待 遇 ，

38.6%的受访者觉得是工作环境、氛围不

好，29.9%的受访者认为是学不到东西。

26 岁 的 杨 彤 （化名） 去 年 研 究 生 毕

业 后 进 入 一 家 研 究 机 构 工 作 ， 但 不 到 一

年，她就选择了跳槽。谈及跳槽的原因，

她觉得是没有考虑清楚自己的职业方向，

“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找工作的计划

被迫推迟了，开始找工作的时间比较晚，

到了七八月还没有结果，就变得很焦虑，

所以有了个机会就立马签约了，没有考虑

清楚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等到了工作岗

位后，杨彤才开始意识到问题，“每天的

工作都很随机，没有明确的工作计划，经常

被领导呼来喝去，工作能力却没有提升，干

得很压抑”。最终她选择了辞职跳槽。

关于跳槽的其他原因还有：单位发展

前景堪忧（47.0%），想多尝试，找到更适合

自己的工作（29.4%），加班多，个人生活空

间 被 挤 压（27.8%），丰 富 自 己 的 工 作 经 验

（20.9%），想要换个城市生活（8.8%）等。

54.3% 受 访 者 认 为 跳 槽
对个人职业发展有利有弊

杨彤辞职后，找了一份与专业更相关

的工作，这让她觉得找到了自我价值，也

更明确了职业发展的方向。“以后想在这

个领域深耕下去，希望能干出一番事业”。

调查显示，54.3%受访者认为跳槽对

个人职业发展有利有弊，23.6%的受访者

认为会更有利，13.7%的受访者认为弊处

更大，8.5%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周海峰觉得适当跳槽对职业发展是有

利的，尤其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

果不主动向前走，就会被淘汰，“在职场

需要不断给自己充电，不断进步。现在越

来越多的工作不再是‘铁饭碗’，就更需

要个人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不断求变，只

有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应对不同

环境带来的挑战”。不过，他觉得频繁跳

槽对职业发展是不利的，“不断跳槽可能

带来的后果就是，什么都懂一些，但什么

都不精，缺乏核心竞争力，也没有靠得住

的人脉资源，想要做出成绩就更难”。

在胡鹏看来，跳槽是有风险的，会带

来不同的结果，这需要求职者明确自己跳

槽的原因，“如果是为了让职业前景更光

明，那显然是有利的。但如果是因为原先

的工作不顺，想通过跳槽缓解工作带来的

压力和焦虑，那意义可能并不大。任何工

作都是有难有易、充满挑战的，频繁跳槽

反而会让自己更焦虑”。

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中，男性占 48.4%，

女性占 51.7%。00 后占 6.5%，90 后占 44.9%，

80 后占 43.8%，70 后占 4.5%。

43.6%受访者会在工作两三年后考虑跳槽
54.3%受访者认为跳槽对个人职业发展有利有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实习生 王九龙

当下，年轻人在职业发展方面有了更

多的选择。延伸兴趣爱好、提高收入、提

升财商⋯⋯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了“副业

大军”。哪些职业受年轻人欢迎？从事副

业为年轻人带来了什么？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 （wenjuan.com），对 2454 名 18-
35 周岁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1.7%
的 受 访 青 年 感 到 身 边 做 副 业 的 年 轻 人 多

了。微商、网络平台达人、售卖课程资源

这三种副业最受欢迎。开展副业，72.0%
的 受 访 青 年 认 为 能 有 机 会 尝 试 更 多 可 能

性，63.5%的受访青年表示能丰富精神生

活和业余生活。

受 访 青 年 中 ，男 性 占 44.7% ，女 性 占

55.3%。生 活 在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31.6%，二 线

城 市 的 占 44.7%，三 线 城 市 的 占 20.3%，城

镇或县城的占 2.6%，农村的占 0.8%。

81.7% 受 访 青 年 感 到 身
边做副业的年轻人多了

天津某高校大二学生包一明 （化名）
明 显 感 到 身 边 做 副 业 的 朋 友 多 了 不 少 。

“做什么的都有，有写小说发布到网站平

台的，有和人约稿画画的，还有同学把课

程资源挂到网络平台上去卖。通过不同的

渠道做了不同的副业”。

81.7%的受访青年感到身边做副业的

年轻人多了。年轻人开展副业热衷哪些领

域？调查显示，微商 （75.0%） 最多，接

下来是网络平台达人 （59.5%）、售卖课程

资源 （30.8%）、海外代购 （27.6%）、专车

司机 （24.2%）、设计 （22.6%） 等。

包一明认为，副业中，做微商和写作

的 比 较 多 。“ 微 商 进 入 门 槛 低 、 投 入 少、

见效快。在朋友圈发布产品信息、与客户

沟通交流，即可完成一次交易。而写作的

时间比较灵活，符合年轻人的需求”。

杭州小伙蔡礼礼 （化名） 觉得，现在

网络发达，大家都用手机，很多能在手机

端完成的副业流行，比如卖网络课程、海

外代购、做穿搭博主等。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政法

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

霆表示，青年热衷于从事副业，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当前就业市场多元化的格局。在

传 统 的 正 规 就 业 形 态 的 基 础 上 ， 灵 活 就

业、自雇就业等一系列新的就业形态以非

标准就业的形式呈现，且发展势头很好，

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的同时，也

反映出大家对多元择业观的认可，是社会

的一种包容。

72.0% 受 访 青 年 认 为 开
展副业有机会尝试更多可能性

“我身边有朋友因为热爱画画，把作

品发布到了网络平台，意外地收获了许多

好评与关注，于是开始接受约稿替别人画

画。这给了她不小的鼓励与肯定。”包一

明认为，年轻人做副业是对自己能力的自

信，还能够为正式工作积累一定的经验。

而且做副业能获得一些收入，这是成长过

程中开始独立的体现。

北京职场青年刘晴有做副业的打算，

在她看来，年轻人做副业是独立的表现，

想要不再完全依赖父母，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经济收入。而且通过做副业，他们能

把 剩 余 精 力 投 入 爱 好 的 事 情 中 以 获 得 快

乐。“当然，也有一部分年轻人从事副业

是因为主业不稳定、工资低等因素”。

蔡 礼 礼 觉 得 ， 从 事 副 业 能 学 到 新 技

能，提高综合能力，包括财务管理能力、

文案写作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等。还可以

认识不同的人，慢慢积累人脉，为将来创

业打基础。更能规避失业风险，“我认识

的 一 名 大 学 生 就 有 自 己 的 副 业 ， 开 展 得

还 不 错 ， 他 求 职 时 就 明显不那么着急焦

虑。如果毕业后不能立即入职，靠副业也

能生活”。

对于做副业，72.0%的受访青年认为

是有机会尝试更多可能性，63.5%的受访

青 年 感 到 会 丰 富 精 神 生 活 和 业 余 生 活 ，

58.1%的受访青年指出能突破自我，提升

个人价值，51.5%的受访青年觉得能增加

社会阅历。

81.7%受访青年感到身边做副业的年轻人多了
什么副业最受欢迎？微商、网络平台达人、售卖课程资源位居前三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对于不少职场人来说，跳槽是常见

的现象，不少人都将跳槽视为升职加薪

的跳板。对于跳槽后的工作，职场人的

满意度如何？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发 布 的 一

项 针 对 1154 名 受 访 者 的 调 查 显 示 ，

82.3%的受访者有过跳槽经历，近半数

受访者有过两次及以上跳槽经历。对于

跳槽后的工作，75.0%的受访者表示满

意。分析发现，受访者对工作的满意度

随着跳槽次数的增加而降低。

75.0% 受 访 者 满 意 跳
槽后的工作

去 年 刚 毕 业 的 95 后 杨 彤 （化名）
于今年 4 月选择辞职，换了一份与专业

更相关的工作。“原先的工作因为专业

不对口，进去之后不知道该做什么、能

做什么，每天只能听从领导和同事的安

排，对工作缺乏积极性，虽然很忙，但

对自己的提升并不大，权衡之下选择了

辞 职 ， 找 了 一 份 自 己 更 容 易 上 手 的 工

作 ”。 对 于 新 工 作 ， 杨 彤 觉 得 很 满 意 ，

虽然工资与过去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

好在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更

明确了职业发展方向。她觉得，相比于

提高工资，找到一个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的平台更为重要。

在南京工作的周海峰 （化名） 有过

几次跳槽经历，最近一次换工作是在半

年前，换到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做翻译

工作。对于如今的工作，他表示非常满

意 ，“ 工 资 比 原 先 提 高 了 1/3， 晋 升 通

道 也 更 透 明 ， 最 主 要 的 是 能 够 准 点 下

班，让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调查显示，82.3%的受访者有过跳

槽经历，其中有过 1 次的为 33.2%，有

过 2 次 的 为 36.6%， 有 过 3 次 及 以 上 的

为 12.6%。 对 于 跳 槽 后 的 工 作 ， 75.0%
的受访者表示满意。交互分析发现，受

访者对工作的满意度随着跳槽次数的增

加而降低，跳槽次数为 1 次的受访者对

于工作的满意度最高，为 80.4%。

现 居 北 京 的 90 后 胡 鹏 （化名） 毕

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干了两年多，便跳槽

到一家央企，对于新工作，他坦言有些

不太满意。他之前是在某央企的二级公

司工作，虽然需要到基层工作 3 年，但

福 利 待 遇 、 工 作 强 度 、 工 作 氛 围 都 很

好，生活幸福感很高。换了新工作后，

工 资 不 仅 没 有 提 升 ， 反 而 比 原 先 更 低

了，而且工作量很大，经常需要加班。

“现在想来有些后悔，觉得当时不应该

着急签约，应该多些时间考虑考虑”。

超 九 成 受 访 者 表 示 30
岁后会对跳槽更加慎重

周 海 峰 前 段 时 间 刚 过 了 30 岁 生

日，他觉得自己现在如果再跳槽，会有

更多考量。一方面，会更看重工作的稳

定性，“跳槽是有风险的，选择对了可

能会让职业更进一步，选择失误可能会

影响到个人和家人的生活，因此在跳槽

前会对风险进行评估”。同时，职业发

展前景也会摆在优先位置，他觉得随着

个人阅历的增加，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也

就更清晰，相应的个人试错空间也就更

小，所以不会冒着风险轻易更换赛道，

“即使要跳槽肯定也是在类似的职业中

作选择”。

调查显示，91.0%的受访者认为 30
岁后会对跳槽更加谨慎。其中，41.4%
的受访者认为在 30-34 岁时就会更加慎

重，34.5%的受访者认为在 35-39 岁时

更 应 该 慎 重 。 对 于 慎 重 考 虑 跳 槽 的 原

因，59.1%的受访者表示是选择不慎会

影响个人和家庭生活，50.3%的受访者

认为是有些岗位对年龄有限制。

其他原因还有：担心难以胜任新工

作（49.0%），需 要 重 新 开 始 积 累 、打 拼

（48.3%），整体就业形势不太好（34.2%），

个人核心竞争力降低（21.6%）等。

虽然对现在的工作不太满意，但胡

鹏近几年不打算跳槽了，“职业发展是

需 要 积 累 的 ， 每 一 次 跳 槽 都 是 重 新 出

发，需要重新积累，虽然跳槽可能会在

短期内提高薪资，但长期来看，可能对

自己的职业发展不太有利”。另外，他

觉得求职者在跳槽前要多搜集信息，比

如公司背景、工作内容、工作强度等，

从多个角度去考虑，尽可能降低跳槽带

来的风险。

75.0%受访者
满意跳槽后的工作
受访者对工作的满意度
随着跳槽次数增加而降低

扫二维码 填答问卷 发表意见

你怎么看建设儿童友好城市？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多部

门印发 《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

指导意见》，针对城市发展与儿童身心

发展需求不适应等问题，从社会政策、

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

环境五方面入手，提出了 24 条重点任

务举措，并提出到 2025 年，在全国范

围 内 开 展 100 个 儿 童 友 好 城 市 建 设 试

点 。 你 感 觉 你 所 在 的 城 市 对 儿 童 友 好

吗？扫一扫二维码，一起来说说吧。

你也可以关注“青年调查”微信公众

号（微 信 号 ：zqbsdzx），点 击“ 有 奖 调 查 ”

栏目参与调查。填答案有惊喜哦！

奖 励 说 明 ：我们会在所有答题者
中，抽出 10 名移动幸运读者，每人赠
送30元手机充值卡。

“你 怎 么 看 交 友 软 件 的 安 全 性 ？”
二维码扫码调查获奖名单

139××××3099 134××××8610
178××××7048 136××××9282
139××××8307 151××××9387
159××××2193 191××××1095
189××××8496 138××××6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