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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职业生涯是人生溶于社会的基本图式。
对于人生职业的追求，可谓见仁见智，人言人殊，各有攸宜。
尽管如此，人们都无一例外要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也同样没有
完全相同的人。
每个人都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兴趣、能力等方面去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
　　俗话说：“好的开始等于成功了一半。
”寻找职业的最佳坐标无异于好马配上好鞍，可以使人“得其所哉”，在自己倾心的职业领域尽情驰
骋。
此时，职业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已升华为自己终身追求甚至不惜用生命进行捍卫的崇高事业，因此
常常能够取得巨大成就。
中外历史上那些功成名就者无一不是如此。
反观之，一旦职业坐标错位，一心二用便不可避免，表面上是在此岗位工作，可其内心却时刻想着自
己心仪的另一个岗位，此谓“身在曹营心在汉”。
一心二用的结果是尸位素餐，对本职工作得过且过，而又因为种种原因难以转换到自己向往的工作。
　　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要旨是：充分发挥人才所长，避其所短。
工作未到，规划先行。
当今时代，职场竞争十分激烈，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职业目标，并为此进行缜密准备。
儿时的梦想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还算不上是真正的职业生涯规划。
但是，随着人的不断成熟，特别是进入大学阶段后，人的职业设计便越来越重要。
“男怕人错行，女怕嫁错郎”。
选准既符合自己实际，也符合社会现实的职业绝非临时抱佛脚、拍脑门而有效的，需要自己经过长期
、认真的研究。
对自己研究越透彻，“入错行”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自身的潜力就越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当然，“人贵有自知之明”。
“自知”之难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正如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
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必要全面认识自己：哪些是自己显在的所长或所短？
哪些是自己潜在力量或不足？
这既需要自己经常反躬自问，也需要借助于他人和社会的客观评价。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知己”，从而在职业生涯中少走或不走弯路。
　　“知己知彼”，是一体两面。
“知己”的同时必须“知彼”，即了解社会对自己选择职业类别的需要程度、人才供给状况等诸多方
面。
将自己的职业选择与社会需要相结合是永恒的明智之举。
　　概言之，职业生涯规划是人生迈向社会、步人成功殿堂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
严密的规划不但能够充分体现和延展自己的职业特长，是人尽其才的先决条件，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满
足社会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双赢”之举。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职业生涯管理>>

作者简介

姚裕群，男，汉族，出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主要从事就业、职业、人力资源、劳动人事制度与政策领域的研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等多个项目，承担APEC、UNDP
、人事部、科技部等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职业生涯管理>>

书籍目录

第一篇　职业生涯原理　第1章　职业基本范畴　　学习目标　　引例　　1.1　职业的内涵　　1.2　
职业岗位　　1.3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体制　　1.4　职业生涯基本分析　　1.5　不同职业生涯的
发展模式　　本章小结　　复习思考题　　案例分析题　　推荐阅读资　　网上资源　第2章　社会
职业　　学习目标　　引例　　2.1　社会产业部门　　2.2　社会用人单位　　2.3　社会就业制度　
　2.4　社会职业的进入　　2.5　社会的职业管理制度　　本章小结　　复习思考题　　案例分析题　
　推荐阅读资料　　网上资源　第3章　职业生涯与管理理论　　学习目标　　引例　　3.1　职业生
涯认知理论　　3.2　职业发展理论　　3.3　职业匹配理论　　3.4　职业周期理论　　3.5　施恩的职
业生涯系留理论　　本章小结　　复习思考题　　案例分析题　　推荐阅读资料　　网上资源第二篇
　职业生涯规划　第4章　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内容　　学习目标　　引例　　4.1　职业生涯规划的
范畴　　4.2　职业生涯规划的原则与方法　　4.3　职业生涯规划的模式与步骤　　本章小结　　复习
思考题　　案例分析题　　推荐阅读资料　　网上资源　第5章　职业生涯发展的个人素质　第6章　
职业生涯发展的社会条件　第7章　职业生涯目标第三篇　个人职业生涯管理　第8章　职业生涯决策
　第9章　职业选择　第10章　求职方略　第11章　求职应试　第12章　职业适应第四篇　组织职业生
涯管理　第13章　组织与员工　第14章　组织职业生涯管理的内容　第15章　组织职业生涯管理的实
施　第16章　管理人员的职业生涯管理　第17章　技术人员的职业生涯管理　第18章　员工素质提升
与职业生涯并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职业生涯管理>>

章节摘录

　　正是基于职业的同一性，才构成工会、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才有从业者的利益共同
体。
工会是一个保障会员们的工资收入、就业机会、福利保险等共同利益的团体；著名的保险行业就是由
“船东”这种职业人士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认识而创造出来的。
　　职业的这种同一性，往往会给人打上社会印记，并由此产生“晕轮效应”。
这些社会印记都是职业特点的反映。
例如：张三是侦探，人们会认为他精明；张三改行搞文艺，人们就认为他活泼而浪漫；张三又去当教
师，人们则认为他有学问等。
　　5.差异性　　不同职业可能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职业劳动的内容、职业的社会心理、
从业者个人的行为模式等。
一般来说，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必然存在分工，存在多种多样的职业，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
势。
古人说，世上有“三百六十行”，现代社会则有着几千种职业，各类职业大相径庭，隔行如隔山。
职业的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职业者的不同社会人格，以及人在职业转换中的矛盾与困难。
　　随着劳动分工的细化、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的变动和社会的发展，新职业不断产生，其数量要
大于被淘汰的旧职业。
当今社会，职业差异还在继续加大。
　　6.层次性　　众多的社会职业可以区分不同的层次。
尽管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存在即合理”，存在的职业都有其社会价值，职业间是不必区分重要
与否的，或者说没有“高低贵贱”的等级性，但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不同职业的社会评价存在着层次
，即有“高低贵贱”之分。
这种职业评价的层次性，根源于社会分层所引起的不同职业的差别，即从业者的教育水平、工作性质
、财产收入、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差别。
不同职业的这些差别，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而非由人的主观意愿形成。
当社会重视个体的人时，就必然承认社会客观存在的职业层次性；承认职业存在层次上的差别，也就
应当通过给人们创造平等竞争、自由择业的机会，促进人的向上流动，进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1.1.3 职业的功能　　1.职业的个人功能　　职业，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和生活方式，又是人的一
种经济行为，是人们从社会中牟取各种利益的资源，它对于每一个人都极为重要。
具体来说，职业对于个人有以下作用：　　（1）职业是人生的主要活动　　职业作为人们参与社会
生活、从事社会活动、进行人生实践的最主要场所，从多方面决定了个人的特征和境遇。
而且，一个人的一生一大半时间都是围绕职业而进行的。
无职业者因为处于社会体制之外，在社会保障尚未健全的情况下，社会生活方面则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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