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5 年 6 月 刊



本 月 熱 點

匯 華 分 享

合 規 資 訊



本 月 熱 點

這屆打工人正在經歷比學歷貶值更殘酷的降維打擊：你引以為傲的“五年經驗”，可能

只是把一年經驗重複了五遍。

在當代職場中，經驗也有了“有效期”，你不定期刷新，經驗就會失效過期。

經驗保質期歸零：

職場守舊者的三重危機

1、依賴舊經驗範本，難逃被淘汰命運。

在工作中，那些只依賴過去的經驗和範本，不願接受新挑戰、拒絕學習的人，終將被時

代拋棄。以設計行業為例，曾經，平面設計師憑藉一套固定的設計風格和軟體操作技巧，

就能在市場中立足。但隨著短視頻、動態設計等新興領域的崛起，用戶對視覺呈現的要

求越來越多元化。如果設計師依然固守以往的設計範本，不了解當下流行的視覺趨勢，

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接不到專案，逐漸被市場邊緣化。唯有持續學習和創新，才能在職場

中站穩腳跟。

2、沉溺過往榮譽，喪失前進動力。

停留在過去的榮譽裏，滿足於已有的成就，同樣會讓人失去前進的動力，止步不前。職

場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過往的榮譽只能代表過去，若不能將其轉化為繼續前進的

動力，而是當作炫耀的資本，就會在激烈的競爭中逐漸落後，直至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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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學歷貶值更可怕的是，你的工作經驗正在過期！

本 月 熱 點

滙 訊



2 0 2 5 年 6 月 刊

3、固守陳舊技能，難以適應行業變革。

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和行業的不斷變革，許多傳統技能正面臨著被淘汰的風險。那些固

守陳舊技能，不及時學習新技能的職場人，在行業變革來臨時，往往會陷入困境。例如，

曾經備受推崇的工廠流水線工人，依靠熟練的手工操作技能就能獲得穩定的工作和收入。

但隨著自動化生產技術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工廠採用機器人進行生產，大量流水線工人

面臨失業。職場技能需要與時俱進，只有不斷學習新技能，才能在行業變革中從容應對，

避免被時代的浪潮所淹沒。

“花期長”的人，

都做對了什麼？

1.深挖學習資源，瞭解行業新知

其實，在當代職場沒有永遠的老師，只有不斷向上的自己。書本知識可能會存在更新滯

後的問題，想要獲取最熱乎的學習資源還是需要鏈接到一些行業頭部自媒體帳號，像考

古一樣拆解底層邏輯。

隨著自媒體的興起，很多行業大牛，技術領軍者都創立了各種社群，自媒體帳號進行分

享。分享內容既專業又新鮮，只要堅持來聽，只需要時間加持，便能成為行業內的“專

家型”人才。

2.借力AI工具，擁有專屬工作搭子

聰明的打工人都開始馴化自己的AI搭子了，AI搭子就像是個智庫，反應迅速，可以提供

參考思路，關鍵是還不會掉鏈子，還不需要你給他提供情緒價值。

但是AI也需要調試加磨合。不同的使用方式和指令，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只有深入瞭解

AI工具的特性和使用方法，才能讓它們更好地為我們服務，實現工作效率和品質的雙重

提升。

3.向下學習，突破升職瓶頸期

年齡不是發展瓶頸，以老賣老不願意彎腰求教才是。工作履歷有“含金量”不假，但適

應技術變化，獲得“新大腦”——年輕人的加持才能提升效率，得到突破性的發展。

在職場呆得越久越能明顯感覺到，職場代有人才出，真的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如果不能

反向學習，真的會被後浪拍死在沙灘上。

向下學習不僅能讓我們學到新的知識和技能，還能打破我們的思維定式，為工作帶來新

的活力和創意。勇於挑戰自己的舒適區，不斷學習和成長，才能在職場中實現自我超越，

綻放更長久的職業光芒。

工作經驗過期比學歷貶值更可怕，它直接影響著我們在職場中的生存和發展。學習

“花期長” 的職場人的成功經驗，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和技能，擁抱變化，勇於創新。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職場的浪潮中乘風破浪，始終保持競爭力，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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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驗證：通過院校官方管道查詢發現，王某

聲稱的 “頂尖院校碩士學位” 實際為成人教

育非全日制學歷，與簡歷中 “全日制統招”

描述不符。

•工作經歷核查：聯繫其簡歷中注明的前兩家

“頭部企業”，HR 部門均證實王某在職時間遠

短於簡歷填寫的 “五年以上”，且從未擔任過

“部門負責人” 職務，僅為基礎崗職員。

•專案經驗核實：針對其宣稱 “主導的重大專

案”，調查團隊聯繫前公司同事及合作方，確認

該專案實際由團隊共同完成，王某僅參與基礎執

行工作，並非核心負責人。更關鍵的是，王某在

過往任職期間曾因工作失誤導致公司合規風險，

該記錄未在簡歷中任何體現。當調查結果回饋至

企業後，企業立即終止了錄用流程。

1. 敏感崗位背調需深度化：核心崗位招聘中，

背調範圍應覆蓋學歷、工作經歷、職業操

守等全維度，避免 “流程化” 形式主義。

2. 異常信號需重點關注：候選人對背調的抵

觸、回避或過度干預，往往是履歷真實性

的 “預警信號”，需針對性核實。

3. 合規流程是基礎保障：調查全程需確保授

權合規，通過官方管道獲取證據，避免法

律風險的同時，確保結果的公信力

背景調查撕開 “履歷美顏” 面紗

滙華語錄

近年職場中，簡歷 “注水” 現象呈上升趨勢，部分求職者為提升競爭力，對履歷進行過度 “包裝”

甚至造假。近日我司受一家企業委託，在其招聘核心管理崗過程中，通過背景調查揭露了候選人看似

“光鮮” 履歷背後的破綻。該崗位為企業戰略發展的關鍵崗位，對候選人的職業經歷與誠信記錄要

求嚴苛。候選人王某的簡歷堪稱 “亮眼”：頂尖院校畢業、十年行業頭部企業任職經歷、主導過多

個重大專案。面試中，王某談吐自信，對崗位規劃清晰，展現出強烈的入職意願。

然而，當我司按流程啟動背景調查時，王某的態度卻出現明顯矛盾 —— 他反復詢問背調是否會涉及

“私人生活細節”，對調查流程表現出異常敏感，甚至以 “保護個人資訊”為由拒絕簽署背調授權

書。經企業與我司多次解釋背調的合規性及崗位特殊性後，王某才勉強同意配合。在後續溝通中，王

某持續強調 “背調應聚焦工作內容”，並多次催促 “簡化流程儘快結束”。其對背調環節的刻意回

避與抵觸，與簡歷中 “資深管理者” 應具備的職業素養形成顯著反差。調查團隊基於其異常表現展

開深入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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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職場人通勤體驗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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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節奏的職場生活中，通勤作為連接工作與生活的重要環節，深刻影響著職場人的日常狀態。打

工人的通勤路是一場體力與腦力的雙重考驗，“通勤自由”仍是職場人的奢望。

通過問卷調研的方式，對用戶展開調研發佈《2025職場人通勤體驗調查報告》，解碼當代職場人的

通勤體驗與隱性訴求，展現通勤場景下的眾生相。

01

職場人通勤現狀：小電驢逆襲成頂流，打工人把通勤成本刻進DNA

職場人通勤方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其中電動車成為主流通勤方式，占比為27.2%，高於公共交

通等其他方式。騎電動車上班兼具便捷性與靈活性，職場人可以在城市道路中穿梭自如，尤其適合

中短距離通勤。公共交通（地鐵/公交）占比排第二，它憑藉覆蓋範圍廣、運載能力強的優勢，成

為23.7%職場人的心頭好。緊隨其後的是自駕上班，占比為23.6%，值得注意的是，選擇計程車/網

約車通勤的職場人占比僅為1.6%，儘管其舒適度高，但成本因素使其選擇人群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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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職場人並不喜歡把時間浪費在路上， 34.1%的職場人在15-30分鐘內到達，占比最高，其次是

24.7%的職場人不到15分鐘就可以飆到公司，這幫幸運兒要麼是住在公司附近，要麼是找到了超高

效的通勤方式，但還有3%的職場人單程通勤時長在2小時以上，通勤過程中的疲憊與壓力可想而知。

職場人選擇通勤方式優先考慮成本，近4成職場人月通勤成本在百元以下

對於精打細算的職場人來說，通勤成本是選擇通勤方式時的重要考量因素。調研結果顯示，在選擇

通勤方式時， 68.2%的職場人優先考慮的是“通勤成本”，占比最高。“月薪 3000，通勤花

500“不是當代打工人會做的事情。其次是41.3%的職場人優先考慮的是準時性，畢竟辛辛苦苦從

通勤成本裏省下的錢，不能被遲到給扣了。

在快節奏的工作環境中，有45.1%的職場人會在通勤路上偶爾處理緊急工作。這表明職場人在通勤

過程中並非完全處於放鬆狀態，而是時刻準備著應對工作中的突發狀況。但也有職場人硬氣說不：

25.8%的受訪者通勤時堅決不碰工作，“早八已經夠慘，通勤必須是私人時間！”，他們要麼戴著

耳機沉浸式聽歌，要麼瘋狂刷短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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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被鬧鐘炸醒，頂著黑眼圈出門，晚上被晚高峰暴擊，拖著疲憊回家”——42.9%的打工人含

淚用“牛馬標配”形容通勤，精准吐槽“上班像取經，通勤是八十一難”的日常。但也有10.4%的

職場人把通勤當“難得的獨處時光”，戴上耳機聽喜歡的播客，或者看看路邊的風景，這段時間只

屬於自己，不用想工作，不用應付同事，在擁擠與忙碌中，偷來一絲屬於自己的小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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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的打工人把“一路暢通不堵車”列為通勤最爽瞬間，斷層式領先其他選項，“早上順一天都

順”成經典玄學，反之堵車時看著導航上的紅色路線，內心瘋狂默念“快動啊快動啊”，好不容易

挪動幾米，結果又遇紅燈，那這一天的好心情就沒了一半。

02

職場人通勤期待：不塞車比加薪還爽，超8成人想靠遠程辦公“躺

平”

60%的職場人直言“通勤時間越長，工作效率越低”，每天通勤2小時，到公司後大腦還在“通勤待

機模式“，需要半小時喝咖啡、刷手機回血，真正幹活的時間大打折扣，也有19%職場人認為通勤

不會影響工作狀態，適應後可以平衡。

遠程辦公的靈活性使得職場人可以擺脫固定通勤的束縛，根據自己的生活節奏和工作需求，自由安

排工作地點和時間。對此，共計84.5%的職場人表示支持遠程辦公，其中50.2%職場人認為需結合

崗位性質來考量，34.3%職場人希望遠程辦公能夠常態化。但也有9.4%職場人認為遠程辦公效率低

而不支持，6%職場人認為無所謂，畢竟遠程辦公是把雙刃劍，砍斷了通勤的苦，卻也讓工作與生活

的邊界更加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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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是職場人的“第二戰場”，既是壓力的來源，也是生活的延伸。從早高峰的“摩肩接踵”到晚

歸時的“星光相伴”，通勤見證著打工人的奔波與堅韌。當“小電驢”成為標配，當遠程辦公呼聲

漸高，職場人正用務實選擇重構通勤生態——工作是為了更好地生活！

資料來源：智聯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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