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职业化养成理论与实践

秦朝钧 冯 方 邹文娜 编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职业化养成理论与实践 /秦朝钧 冯 方 邹文娜 编著．—武汉: 华中科技
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0 月
ISBN 978-7-5609-5635-0

Ⅰ．职… Ⅱ．①秦… ②冯… ③邹… Ⅲ．职业道德 Ⅳ． B82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66035 号

职业化养成理论与实践 秦朝钧 冯 方 邹文娜 编著

策划编辑: 李东明
责任编辑: 苏克超
责任校对: 周 娟

封面设计: 刘 卉
责任监印: 周治超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 027) 87557437

录 排: 武汉正风图文照排中心
印 刷: 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 mm ×1000 mm 1 /16 印张: 16 字数: 285 000
版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 00 元
ISBN 978-7-5609-5635-0 /B·64

(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职业与职业化概述入手，按照大学生职业化本身的内在逻辑，分别探讨
了国内外各种职业选择理论、职业化意识、职业化价值观养成、职业化态度与习惯
养成、职业化情商养成、职业化发展环境、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职业化目标等问
题。

在每章里，作者大量收集整理并研究探讨了国内外在大学生职业化问题上提
出的各种理论主张和实践模式，把分析现状与探讨问题，反思问题与提出对策，介
绍各种流派和学者的理论观点与阐述自己独特的理论见解，分析国内外的著名案
例与提出作者的实践建议，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本书既有理论和学术深度，又
有实践和应用广度，更具有实用性和操作强度。

本书可作为高校毕业生的指导用书，也可供职场人士参考借鉴。



序

由三峡大学秦朝钧等撰写的《职业化养成理论与实践》一书即将出版。朝钧嘱
我给他写个序，我很爽快地答应了。原因是我俩有着比较复杂的关系:同学关系、师
生关系和朋友关系。说我们俩是同学，是因为 1991—1994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国际
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读博士时，朝钧是学院的学生，同在一个系学习当然是同学;但
同时我给他们班上过课，自然他也是我的学生之一，所以又是师生关系;毕业工作后，
我们俩又成了好朋友，特别是我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与他来往较多。在这样复杂的
关系背景下，应约给他的书写序是无法推辞的一项任务。不过，当我拿到他的书稿时
却发现，他让我给此书写序，实在是我的荣幸。因为当我一拿到此书的目录，我就有
一种要看看全书的冲动，当我看完全书，又有一种要把它推介给更多的人特别是正在
或即将寻找工作的广大大学生看的冲动。给此书写序当然是一种最好的推介形式
了。

该书从职业与职业化概述入手，按照大学生职业化本身的内在逻辑，分别探讨
了国内外各种职业选择理论、职业化意识、职业化价值观养成、职业化态度与习惯
养成、职业化情商养成、职业化发展环境、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职业化目标等问题。
在每章里，作者大量收集整理并研究探讨了国内外在大学生职业化问题上提出的各
种理论主张和实践模式，把分析现状与探讨问题，反思问题与提出对策，介绍各种流
派和学者的理论观点与阐述自己独特的理论见解，分析国内外的著名案例与提出作
者的实践建议，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本书既有理论和学术深度，又有实践和应用
广度，更具有实用性和操作强度。因此，每个职业人士特别是正在寻找职业的人士均
应该读一读此书，相信它对您的职业选择和事业成功会大有裨益。

写一本书总会有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然而，对问题的研究和探索
从来不会有终点和结束。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各类问题，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因此，对于朝钧书中探讨的各种问题，朝钧本人
和其他专家学者、学生也还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何况，朝钧书中提出的各种问题
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延伸出更多更复杂的问题，需要朝钧和其他学者和学生继
续新的探索。科学研究的艰难和乐趣也正是在这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施雪华
2009 年 6 月 6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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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　　　　

引 言

　　在一个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在一个国家人均ＧＤＰ超过３０００美元的时代，在
一个国家８亿农村人口中有近２亿农民自由进城务工的时代，在一个每年约有６００
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的时代，就业成为政府和５亿家庭关注的问题。在一个
国际工商产业分工非均衡的时代，大学生除了学习课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外，在大学里
还需学什么呢？你觉得哪些是对自己有用的？你觉得踏入社会，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长期进行就业指导工作的人员认为大学生可以尝试职业化养成训练，以此合
理指导大学毕业生就业。

为什么要进行职业化养成训练？
【案例】　经理让实习生复印文件，实习生很快就把复印件送到了经理面前。经

理看后，不悦地说：“到底是刚毕业的学生，还不够职业。”该实习生复印完后，并没有
装订文件，而是将复印件一股脑儿地给了经理，似乎暗示：复印的任务我已完成，剩下
的你自己来吧。某执业律师约见当事人，结果律师迟到了一刻钟，理由是堵车。再看
律师的打扮，着圆领Ｔ恤、牛仔裤，脚蹬一双旅游鞋。当事人看着律师的休闲着装，
隐隐感到不悦。一个这样的律师够专业吗？能打好官司，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吗？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以行业、职位、性别、国籍为限。不论表现形式如何，也不
管犯错要点在哪儿，它们都围绕一个话题展开———什么是职业化以及如何进行职业化？

职业化的主要表现就是“合适”，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方式说
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干什么吆喝什么”。

关于职业化的概念，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点：第一，职业化是现代商业文明的体
现，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必须遵守的道德与行
为准则；第二，职业化关系到职业品质，也涉及职业伦理；第三，职业化是企业文化
的一种表现；第四，职业化是一种体制、一种机制。职业化就像管理一样，归根结底
是一种实践、一种体验。当然，这不是说在实现职业化的道路上不需要方法指引、
原则指导。职业化的行为准则：结果证明价值、责任造就人品、能力解决问题，重视
日常细节，耐心对待客户，遵守公司规范，以团体利益为重，精确的时间观念，沟通
解决一切，行为始终如一。这些行为准则听起来不难理解，但在实践，特别是在持
续的贯彻上，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就前面举的第一个例子来说，实习生没有准
确区分“完成任务”和“追求结果”的不同。在他看来，经理让他复印，只要复印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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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了。但作为一个职业人，他应该明白，经理不仅要他复印文件，更是要他在复
印后整理、装订好。也就是说，整理、装订是复印这个任务的延续，是创造结果、提
升行动价值的一种必要途径。在第二个例子中，那个律师显然不太重视日常细节，
也没有时间观念。即使他再有本事，他给人的印象也是不专业的，至少还不像大律
师。有人说，职业化的员工可以造就更具竞争力的企业，而职业化的员工也将为自
身的成长创造更大的机会和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是否职业化，不仅关
系到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而且与其在社会竞争中的个人品牌和核心价值有关。
因此，它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工作范畴而上升到人生层面。

本书对职业化的定义：职业化就是合理培养个体的价值观，做好自我职业的定
位和性格弱点的矫正，明确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并围绕这一核心竞争力发挥优势，
灵活地改善自己面对公众的形象，提升自身的软实力。认准目标与做好本职工作，
使个体逐步和主流社会接近，与国际文化靠拢。

在我国，大多数本专科毕业生和一部分进入企事业单位的研究生，所学的知识
对工作的直接作用都有待加强，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干本行的还要进行实际应用型
培训，学校里学习的理论和技能很少能直接用上，它只能帮助大学毕业生理解：我
们的产业结构体系和国际分工产业链条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会解题的大学生，现阶
段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需要的是高素质的职业化人员！

职业化可以令我们的发展路径更加清晰，职业化的经营思路和导向、严格的预算和
利润控制、与大公司职业化的合作等，都会令我们团队的劳动产生更高的价值，从而突
破单独依靠专业化的提升而遇到的瓶颈。对于员工而言，职业化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自
己的工作效率，科学安排自己的时间，合理利用内外人员的协作，高效率地去做事情，用
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产生出翻倍的业绩，以及获得相应的收益，从而发挥自己的最大价
值。职业化和专业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如果你不是很专业，就算遇
到了职业化问题也不必担心，只要你愿意令自己职业化，你的成长空间就不可限量了。

大学生工作后所需要的素质就是能快速掌握行业动态和运行规律，即快速学
习领悟的能力，然后是勤奋、会与上司有效沟通、少说话多干事的职业化能力。

大学生毕业后在理论上要有新的积累，能用理论知识去解释原先纯粹的实践
中无法解释的问题。例如三聚氰胺管理失控导致实际的质量问题，怎样通过控制，
实现高效率管理，并能依据理论知识提出解决方案（虽然不一定能成功）。这样，职
业化能力在生活上也就有了新的积累，使大学生认识到作为一个学生和将要作为
一个社会人的区别，为以后接触社会打下基础。在现实中，大学生往往只是刚刚觉
得自己有点进步，很快时间就过去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内大学很少有教人思
考职业化的课程，没有人来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笔者希望通过本书抛砖引
玉，让大学生毕业后更能适应职场职业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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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职业与职业化概述

第一节　职　　业

一、职业概念的来源

在中国，５０００多年历史长河的流淌，使这片土地具有显著的文化惯性。“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金榜题名”，以及“衣锦还乡”等以对“功名”的追
求和实现作为最大目标的人生价值，依然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积淀并发酵着。

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健康的成年人，一般都应选择某一个职业并从事相应的活
动，以维持生计。职业是指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所从事的相对稳定的、作为主要经
济收入的专门工作。其内涵包括：承担与该职业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享有相应的
权利，从事社会所公认的与该职业相称的事业和工作，基本符合这一职业群体的生
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修养、思想情操。因此，职业就是一个人赖以谋生的社会劳
动岗位。

我们对职业并不陌生。大多数人都是靠父母辛勤工作养大的，他们的父母的
职业可能是农民、工人、教师、医生、售货员，等等。

对于职业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的看法和认识。《现代汉语词
典》将职业解释为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也有社会学
家认为职业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从事的以获得物质报酬作为自己主要生活来
源并能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在社会分工中具有专门技能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
职业具有经济性，它需要取得报酬以维持生计；职业具有社会性，它是社会发展的
产物；职业具有专业性，它必须具有特定的知识和技能。“化”指在社会和历史发展
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高度社会认同感并具有某一模式的过程。职业化是指一个
职业群体应当具备的特定职业素质及其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声望及相关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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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它包括对职业主体特定的职业标准要求、职业在社会中特定的职业地位以
及两者得以实现的制度保障。

从词义学的角度看，“职业”一词由“职”与“业”构成。所谓“职”是指职位、职
责，“业”是指行业、事业、业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职业是一个人为不断取得收入
而连续从事的具有市场价值的特殊活动，这种活动决定从事它的那个人的社会地
位。职业可以理解为人们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通常又称
为工作岗位。

职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非从来就有。职业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
分工的出现而产生的，社会分工是职业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只有氏族内部按性别和年龄以及
生理原因而形成的自然分工，没有社会生活中的职业分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
会分工的出现，到了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改
进，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人口的增长，引起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第一
次社会大分工是农业同畜牧业的分离，形成了专门从事农业、畜牧业的劳动者；第
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专门从事工艺技术的工匠师
傅和独立的手工业者；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商业的出现，产生了专门从事商业活动
的商人。

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后，多数人从事农业、畜牧业劳动，少数人从事手
工业劳动。由于社会分工和科技发展是渐进的，因而职业的分化也是缓慢的。人
们沿袭着基本相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至可以在短期内获得一生
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使经济结构、产业
结构、社会结构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劳动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由此导致人
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职业的变化和增
多使新旧职业更替的速度加快，人们只有不断学习，掌握专业技能，终生接受教育，
才能适应职业的快速变化。

在现代生活中，职业活动最基本的意义就是谋生。人们从事某种职业活动，首
先是为了生存，将其作为谋生的手段，要求给予合理的报酬，满足其生活需求。市
场经济社会以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人们进行职业活动，要求获得金钱或实物等经
济上的合理报酬，用以消除恐惧，获得安全感、满足各种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以及作
为支撑家庭的基本手段，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职业的产生与发展是同生产力的发
展相适应的，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职业总
是与一定的业务工作范畴相联系。职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意味着人们在社会生
活中，从事一定的职业就是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就必须承担与这一社会角色相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