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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二个职业上升期，此时需要职业生涯的二次定位。此时

他们有的已经位居中层管理或者在向中层管理“进军”的过

程中。今后十年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如何在已有经验、能力

倾向、个人兴趣、成就感、发展前景几个因素中权衡，制定

出最佳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成为他们下一步发展的关卡。 案

例 Bruce和大多数理工科专业本科毕业的人一样，走了一条技

术向“技术＋管理”转型的路。化学专业本科毕业后，Bruce

到一家化工厂做技术员，负责产品研发和生产管理、人员培

训，5年的时间从基层的技术员做到了技术部主管，熟悉了化

工行业的生产运作和车间管理。利用这笔资本，Bruce成功跳

槽到一家制药公司做研发部经理，开始带领团队做项目管理

，并且主持与研究机构合作的科研项目。两年后跳槽一家生

物技术公司，顺利登陆“总监”职位，全面主持研发、生产

部门的工作。由于公司规模不大，技术出身的Bruce还肩负了

一些人事和行政方面的工作。也是在这个时候，Bruce对人力

资源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Bruce的真正转型是从他的第四

份工作开始的。做了三年总监之后，Bruce觉得发展空间有限

，就跳槽到一家行内著名的制药企业重操旧业，在生产部任

经理。这个机会给了他发挥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平台，他开

始醉心于效绩考核、员工培训、公司文化建设等事务，常常

给人力资源部提意见，甚至越俎代庖。总经理发现了他这方

面的才能与兴趣，有意将他往人力资源方向培养。虽说这是



他的兴趣，可是年逾不惑的他已经过了可以四处尝试的年龄

。清晰的职业发展规划和稳健的发展道路，是他们这个年龄

层次职场人士的基石。那么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是走一

贯以来的管理加技术路线，还是转型到人力资源？积累人力

资源的经验，是否会对更高的职位目标如职业经理人有帮助

？迷惑的Bruce走进了赫敦职业咨询工作室。 职业分析： 经

过一番测评和互动，职业顾问师指出了Bruce的症结所在。

Bruce的问题在于，对人力资源方面较有兴趣，而目前的生产

部经理发展空间有限。要达到高层管理的目标，不知道从什

么地方切入。转向人力资源管理，不知道是否有发展空间。

事实上，根据他以往工作经历要切入这一领域，的确较有难

度。但是如果继续以往的技术工作，可能在专业知识上有所

滞后，与业内较资深的技术人才相比竞争力不够明显。 

就Bruce目前的条件来讲，他具有很强的业务能力和良好的教

育背景，职业发展脉络清晰，也曾经有过很成功的事业，无

论从学历还是从工作资历来看，他其实已经站在一个较高的

职业平台上。性格上，他比较务实，责任心强，很容易得到

别人的信任。兴趣也较广泛，不足在于更多著眼于问题的解

决上，对外部环境的观察可能不够敏锐。 Bruce的困惑在于是

转型还是应该继续在原先的领域内发展。其实沿着原有的轨

迹向上发展对他来说是个比较好的路线，因为他可以站在过

去的起跑线走进更好的公司、更高的平台。当然与此同时他

自已也应作一些相应的充电为接受更高的职位或更高的发展

空间作准备。 职业规划之初步 目标设立：Bruce对效绩考核

、员工培训、企业文化建设、公司管理流程感兴趣，正好说

明他较高的管理能力，有纵览全局的气度，有担任高层管理



的潜质。而他本身的教育背景和领导能力也不错，因此可以

大胆地设立自己的职业目标，比如职业经理人甚至CEO.当下

的问题在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来让自已发挥。 职业分析：

根据Bruce已往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经验，首先应该肯定自已的

实力是能够再入职场与其他高层职场人士进行竞争。以往他

在中高层管理这一层面的经验也是他的有利之处。在重新择

业时可以进行换位思考，按照自己以前招聘他人的经历，来

考虑自己的条件与什么样的职位和薪水相匹配，以此作出心

态上的调整。就行业来看，如果放弃以往较长且较稳定的职

业经历成本比较高，且切入点很难找到。且人力资源本身对

相关人士的要求与他的性格可能不相匹配，可作为自已的个

人兴趣，但就职业本身来讲可能成功率不高。 职业建议：就

职位选择来看，技术方面的职位比较符合他的以往经历和个

人专长。可考虑大型外资企业的相关类职位，如果做到高层

管理，也需要涉及到人力资源管理，这时对于Bruce的兴趣和

能力来说是一个不错的结合点。 在求职方面，简历应做到详

细，目的明确，同时准备自已的求职信等文件，诚恳表达自

已的合作意向，对以往工作经验作出总经，对未来的职业生

涯作出展望，让用人单位进一步了解自己。 充电建议：学历

上完成更高层次的深造，以保证自已的技术力量与市场要求

同步。另外作好外语水平提高的努力也是必要的。可选择本

专业的硕士学位或MBA的学习，同时参与英语进修学校的培

训。 启示： 能力、兴趣和经验是选择工作的几个基本参考因

素。但是几个因素在职业生涯中的角色不一样。 首先，能力

倾向始终排第一位。能力倾向对于职业发展来说是最重要的

，而且无论是哪个职业阶段，最擅长的领域是你能够发挥出



最佳水平的领域，因此做职业定位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自己

的能力优势在哪里。 其次，越往高处走，经验越重要。职业

层次越高，以往的工作经验越重要。步入中高层管理，以往

的经历是一个资本。不仅需要在专业上精熟，更需要在阅历

、经验的基础上积淀出领导能力。 再次，不能盲从兴趣。很

多时候感兴趣的事情不是最擅长的事情，因此宁可把它作为

业余爱好，而不是职业定位的决定因素。因为在这个时候，

无论是从工作适合度上还是从薪资上，它都不能给你带来最

好的回报。当然，在能力倾向满足的情况下，可以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东西来做。因为兴趣能够激发工作热情，给人带来

愉悦感。 总而言之，职业发展应该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

受益。而不同的职业发展阶段，权衡的标准也不一样，因此

当自己举棋不定的时候，最好能让专业的职业顾问师助你一

臂之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