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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时代，行业表现出快速迭代、非预测性变革、残酷的淘汰性、行业颠覆、行业转型和

行业机遇等六大特点，以及行业生命周期缩短或行业消失和新知识、新思维模式、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等

发展趋势。在此影响下，数字化时代产生了人才流动性需求增大、Ｕ盘型人才取代硬盘型人才、“平台型

就业”或 “创业式就业”新模式三大新需求，推动人才在知识储备方面向快速学习能力、信息处理能力、

公开和共享意识这三个方向发展变化。基于以上变化，提出 “试错式”“螺旋式”“换位听众式”和 “抛弃

兴趣式”的大学生职业生涯指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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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当代的人们能真切感受到生活、工作以

及各种社会活动关系都在数字化环境下发生巨大变

化。社会环境和职业市场加速变化，给大学生职业

规划和职业道路带来巨大困难和挑战，高校职业指

导工作不得不顺应变化、主动创新。

一、数字化时代行业变化特点和趋势

数字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基于互联网，但是范

围远远不止于互联网经济。概括而言，数字经济就

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数字化，如信息数字化、商务活

动数字化、生产销售数字化，这些数字化技术下产

生的商品和服务都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代表了一

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新的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

创新 的 内 在 要 求，也 体 现 了 互 联 网 开 放 共 享 的

特点。［１］

以数字经济为特征的时代被称为 数 字 化 时 代。

数字化时代已经不仅仅表现为对传统行业的重大变

革，而且表现为对社会和生产生活的重新定义和构

建。我国的数字化进程已正式进入３．０时代，即互

联网的影响已经全面渗透到各个商业组织的研发和

生产环节。不管是互联网直接行业还是非互联网的

传统行业，在数字化时代都表现出了明显变化，如

图１所示。

图１　数字化时代行业变化的６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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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互联网直接行业的变化表现出快速

迭代、非预测性的行业变革和残酷的淘汰性三大特

点。当今互联网已经从ＰＣ互联网时代快速迭代到

移动互联网时代，这表现为以新浪为代表的四大门

户网站日渐式微，而微博、微信等在快速迭代中的

迅猛发展给ＰＣ互联网时代带来致命挑战。数字化

正以不可预见的方式改变着对新媒体的认知。

数字化时代非互联网 （传统）行业的变化也表

现出行业颠覆、行业转型和行业机遇等三大 特 点。

互联网正以一触即溃之势冲击并淘汰着传统产业。

数字化不仅仅是互联网，数字化的新技术、新思维

也为传统行业带来组织变革、管理变革和商业变革

的内部压力，推动传统行业的转型，数字化也给传

统行业带来新的机遇和市场。

数字化对行业的影响直接导致行业发展出现新

趋势。一是行业生命周期缩短以及行业消失。二是

新知识、新思维模式、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如网

红经济、共 享 经 济、物 联 网、无 人 机 等 “新 鲜 事

物”不断出现。把握这些趋势对职业指导有突出的

现实意义。高校指导教师只有在正确研判当今世界

产业新格局的前提下，才能给予大学生符合经济社

会发展方向且个性化的指导。

二、数字化时代人才供求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行业生命周期变短，行业消失速度加快，导致

数字化时代对人才需求方式的改变。新知识、新思

维和新商业模式的大量运用对人才的知识储备提出

新的要求。数字化时代，人才需求方式正在剧烈改

变。第一，人才流动性需求 增 大，相 较 于２０世 纪

企业重视人才的忠诚度而言，现在的企业更重视人

才的流动性。行业变革和行业死亡的加速使大学生

在一家企业做一辈子的几率大大下降。从企业的角

度看，企业更需要有不同从业经历的人拉动和配合

相关部门创造性地完成任务，以使企业在变化中求

得生存和发展。第二，“Ｕ盘型人才”需求取代 “硬

盘型人才”需求。“Ｕ盘型人才”是相对于 “硬盘

型人才”提出的概念，即当今人才需要自带 信 息，

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换言之，数字化

时代要求从业人员拥有过硬的专业学识和 “软”技

能，可以不受限于某个企业或某种职业，哪家企业

有问题，就去哪家企业解决问题，在实现最优资源

重组和机动工作组合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自由和个

人价值。第三， “平 台 型 就 业”和 “创 业 式 就 业”

的新模式。波士顿咨询公司 （ＢＣＧ）在其最新发布

的 《互联网时代的就业重构：互联网对中国社会就

业影响的三大趋势》报告中指出，互联网行业的平

台不仅在互联网生态圈内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促

进 “平台型就业”的出现，而且刺激了 “创业型就

业”热潮的快速发展。［２］如阿里巴巴就是 典 型 的 通

过为线上平台上的产品及服务提供商聚集客源和提

供支 持 服 务 而 获 得 收 入、实 现 成 长 的 平 台 型 企

业。［３］这一虚拟服务平台衍生了一个独立 且 日 渐 完

善的生态圈和 服 务 行 业，不 仅 让 应 聘 者 实 现 了 就

业，而且创造了通过创业实现就业的自我雇佣的机

会。

人才需求方式的改变，使人才在知识储备方面

的要求也产生相应的变化。当今社会在提高人才就

业能力方面更加注重对其进行 “互联网精神”的培

养：一是快速学习的能力。包括 “主动学习、独立

思考、自 检 自 控、自 我 组 织、自 觉 探 求、能 动 应

变、不断创新等多种智力因素相结合和多种心理机

制参与的综合能力。”［４］在快速更替和非预测性为代

表的数字化时代，信息和科技正以倍数增长的模式

更替，个体难以预测出所有的趋势和变化，也不可

能在加入一个公司前学会所有的新技术、新 模 式。

因此，快速学习能力的重要性远大于个体已有知识

内容的重要性。二是信息处理的能力。当前信息以

数字化的形式存在于平台上、在海量的信息库中快

速搜索有用的信息，通过对信息进行评估并借助一

定的决策能力选择且有效使用相关信息解决问题的

能力直接关系到数字化沟通的速度和企业转型的速

度，因此信息处理能力是数字化时代人才新的必备

技能。三是公开和共享的意识。当今技术虽是互联

网发展的基础，但其自身公开和共享的性质才是推

动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的推手。兼具信息接受者和传

播者双重身份的网络使用者只有具备公开和共享的

意识才能帮助企业抓住新机遇、抢占市场，因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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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和共享的精神是数字化时代的大学生具有互联网

精神的关键。

三、大学生职业指导方法的创新与突破

数字化时代，行业呈现出的特点和趋势以及对

人才需求方式的变化和对人才能力的新要求都成为

高校当前职业指导的新难度和新挑战。大学生要实

现优质就业，除了自身努力，高校也需要重新审视

和改变职业指导的传统思维和传统理念，抓住数字

化时代特点，准确把握行业变化和人才需求 变 化，

及时调整指导思路。

（一）“试错式”快速行动导向发展：打破先规

划后实践的传统思维

当今互联网行业 “快速迭代”的变化及可以预

见的行业生命周期缩短和行业消失的趋势都体现出

行业 “小步快跑”的特点，即行业不怕错就 怕 慢，

在行动中犯错，在犯错中纠正行动继而发展。反观

传统的职业指导和生涯规划，或是通过启发式问题

引导大学生剖析自我，或是通过测评问卷了解大学

生的自我特征，进而根据大学生的自我特征，对大

学生未来职业发展进行规划。这种先规划后实践的

传统思维已经跟不上快速迭代的行业变化。因 此，

埃米尼 亚·伊 瓦 拉 （Ｈｅｒｍｉｎｉａ　Ｉｂａｒｒａ）教 授 提 出

“先行动，后 反 思”的 学 术 主 张［５］。数 字 化 时 代，

大学生的职业规划应在行动中进行完善，在行动中

持续拼接自己的职业生涯蓝图。大学生只有一直在

职业行动中才能体验各种变化带来的新局面、新难

点，也只有在持续不断的行动中才能提高自己快速

学习的能力，因为行动中的节奏不会给在链条上的

任何个人长时间的学习机会，一旦没有快速 学 习，

可能直接导致业务失败，甚至是企业的死亡和产业

的消失。先行动和实践，优化了大学生的能力组合

和知识储备，使其朝着Ｕ盘式人才发展。

先行动再规划符合最新的心理学理论。斯坦福

大学心理学家马库斯 （Ｈａｚｅｌ　Ｍａｒｋｕｓ）提出一个新

的概 念，即 “可 能 的 自 我 们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ｅｌｖｅｓ）”。

马库斯 研 究 表 明，个 人 是 一 个 大 的 集 合 体，包 括

“真实的 自 我”和 “可 能 的 自 我”，可 以 是 好 的 自

我、坏的自我、希 望 成 为 的 自 我、害 怕 成 为 的 自

我、非我自我、理想自我等。自我概念内涵的不断

变化不仅受制于个人过去的决定，而且取决于个人

目前环境以及个人对未来的希望和恐惧。因此，职

业规划中的 “我”未 必 是 想 要 的 “我”，只 有 在 行

动中，“我”才能更好地被挖掘和定位。

（二）“螺旋式”职业规划导向：打破追求一步

到位的固化思想

数字化时代对行业发展的第二大趋势就是行业

新知识、新思维、新模式层出不穷，因此人才在各

行业的供需情况也一直在变化。这一切都体现了一

个 “新”字。行业和企业在一切都 “新”的情况下

无法一步到位，更不具备支持大学生职业一步到位

的能力。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应是螺旋式的网状

发展，每一个螺旋都是为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进行

铺垫，每一个网 络 结 点 也 是 其 自 身 市 场 价 值 的 体

现。企业的发展更需要已经流动过若干节点的人才

来应对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新问题，而流动性少、节

点少的人才的市场价值会明显降低。可见，职业生

涯发展道路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步步为营。

根据马库斯 “我”的理论，螺旋式的发展会帮

助大学生找到 “我”。伊瓦拉认为，日新月异 的 时

代下职业规划需要打破一步到位的传统思维，秉持

勇于试错的精神，利用检验和反思验证自己已有的

职业决策，通过对 “可能的自我”进行分析和辨识

来验证 “真实的自我”，并 以 此 为 基 础 规 划 未 来 的

职业，对未来 “可能的自我”进行预估。这一过程

“不仅代表着旧身份 的 丧 失 和 新 身 份 的 获 得，也 意

味着自我认知或自我意识的重构”［６］，而 完 成 这 些

至少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伊瓦拉认为追求

一步到位禁锢了 “可能的自我”的发展，有可能埋

没 “真实的自我”。

（三）“换位听众式”的职业指导：打破否定学

生规划能力的刻板印象

对于当今行业的非预测性和颠覆性，大学生职

业指导 师 在 某 些 方 面 的 理 解 深 度 不 如 年 轻 一 代。

“千禧一代”的思维 更 靠 近 互 联 网 经 济，他 们 的 信

息搜索能力、开放和共享意识的形成也经常优于指

导教师。这时候指导教师做听众，让学生说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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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发展思路，进而得出结论。这一换位方式能

更好地帮助大学生。

尽管职业指导师会尽力使咨询场景和沟通气氛

变得轻松自然，尽量做到以听为主，但 研 究 发 现，

即使咨询场 所 看 似 自 然，仍 有６０％的 受 访 者 认 为

在咨询过程中承受了心理压力。前来咨询的大学生

不仅对未来 的 职 业 如 何 发 展 充 满 了 未 知 和 不 确 定

性，而且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填写冗长的测试

量表，通过对平时工作、学习、生活的反思，力求

准确再现 “真 实 的 我”，因 此 事 件 本 身 令 人 迷 茫、

紧张。有限的咨询时间需要职业指导师在最短的时

间内排除无用信息的干扰，摘取最有用的信息，并

以最快速度整理出指导方案，这不仅考验职业指导

师专业技能方 面 的 能 力，而 且 给 他 们 带 来 巨 大 压

力。在这 种 情 况 下，职 业 指 导 师 已 经 做 不 成 “听

众”，而是要在压抑紧 张 的 环 境 中 制 订 未 必 合 理 的

指导方案。尤其当学生刻意呈现 “理智的我” “积

极向上的我”，有意隐瞒 “不理智的我”“过于乐观

的我”和 “自我怀疑的我”时，不全面的信息、有

限的咨询时间和不过硬的专业技能都可能导致职业

指导师对学 生 进 行 不 恰 当 或 不 实 际 的 未 来 职 业 规

划。相对于一个陌生的职业指导师和冗长的测试量

表，最了解自身特点和特长的是学生自己。他们会

根据不同场景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经验，形成越来

越清晰的认知和感悟。因此，职业指导教师应相信

学生有能力了解自己，可以在 “想成为的自己”和

“害怕成为的自己”之 间 找 到 平 衡，并 激 发 自 己 追

求职业成功的动力。

（四）“抛弃兴趣式”职业发展：打破把兴趣作

为职业规划重要指标的传统方法

用兴趣来 规 划 职 业 生 涯 看 似 符 合 职 业 指 导 理

论，然而面对快速变化的行业，这个思路已经难合

时宜。兴趣与所处环境密切相关，职业兴趣更不例

外。针对行业淘汰、行业转型、行业机遇等数字化

时代的变化特点，大学生的兴趣会随着热门行业的

影响、大 趋 势 的 追 随、社 交 媒 体 的 孕 育 等 发 生 变

化，因此兴趣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变量。兴趣会一直

变，苛求大学生用现在的兴趣来找工作会出现要么

找不到工作、要么工作后发现自己的兴趣转变了的

现象。这个时代需要用各种人生的意义来规划职业

生涯，即做有意义的事，而在做有意义的事时自然

而然会培养出一定的职业兴趣。换言之，不是兴趣

成就了职业，而是职业培养出了兴趣。

“试错式”“螺旋式”“换位听众式”和 “抛弃

兴趣式”的大学生职业指导方法的创新与突破是在

数字化时代大环境下提出的新尝试。时代在快速变

化，数字化时代带来的震动和冲击要比以往历次工

业革命带 来 的 更 快、更 大，影 响 范 围 也 更 广。因

此，职业指导要以人为本，以市场为导向，帮助大

学生消除焦虑情绪和浮躁的态度。 “四式”职业指

导方法的应用，将帮助大学生以更现实的姿态融入

变化万千的职业市场中，避免在就业后因发现自己

的选择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而产生心理落

差。同时，对大学生职业指导师而言， “四式”指

导方 法 也 是 一 个 推 动 其 不 断 学 习 和 提 高 的 有 效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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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论版，２０１５（１０）：８－１０．
［３］左 岸 ．互 联 网 改 写 就 业 市 场 格 局：三 大 趋 势 浮

现［Ｊ］．通信世界，２０１５（２３）：２３．
［４］程华 ．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研究［Ｄ］．长沙：湖南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２００９：２１．
［５］Ｈｅｒｍｉｎｉａ　Ｉｂａｒｒａ．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Ｃａｒｅｅｒ［Ｍ］．Ｂｏｓｔｏｎ：Ｈａｒ－

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１－１０．
［６］天喜洲，董强，马珂 ．工作身份转变研究述评［Ｊ］．外

国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６（０８）：８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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