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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蘑菇管理定律(Mushroom Management Law)是许多组织对待初出茅庐者的一种管理状态的反映。从管

理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蘑菇管理定律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管理心态和现象。初入职场的毕业生，要对可能

遭遇的蘑菇管理有正确的认识和必要的心理准备，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快地走出这种境况。领导者也要

避免“蘑菇”过早晒太阳，不要对年轻人拔苗助长，又要给“蘑菇”以足够的养分，通过培训、轮岗等

管理手段，使刚进入社会的毕业生由人力资本尽快地转为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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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hroom Management Law is a reflection of the state of management in which many organizations 
treat budding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mushroom management law reflects 
a general management mentality and phenomenon. College graduates entering the society should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necessary psychological preparation for the mushroom manage-
ment they may encounter, and get out of this situ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through their own efforts. 
Leaders should also avoid “mushroom” early sun, do not encourage young people, but also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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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hroom” with enough nutrients, through training, job rotation and other management means, 
so that college students who just enter the society from human capital to human resources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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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社会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对高校里刚毕业步入职场不久的新人而言，

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就常常以竞争失利而收场，也促使了人们思考那些拥有高学历、高技能的大学生们怎

么会让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以失败告终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年轻而不被重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

职场新人在面对激烈竞争的时候，已经能够保持理性，合理定位自己，为自己开出一个符合市场行情的

“身价”。而这些改变，都是年轻人在进入职场后经历了“蘑菇定律”所获得的职场理性思维。可以说，

“蘑菇定律”让职场新人日益趋向成熟，成功影响了年轻人的人生。 

2. 理论基础 

2.1. 蘑菇管理定律的概念与背景 

管理心理学中的“蘑菇管理定律”(Mushroom Management Law)指的是组织或单位对待新进者的一种

管理心态(阿兰，2011)。“蘑菇管理定律”这个术语产生于 1970 年，是由一群计算机程序员构想出来的。

因为很多人对他们的工作和想法并不了解，并对其抱有疑虑与不解。因此，年轻的计算机程序员常常自

嘲自己的处境像蘑菇一样。电脑程序员之所以如此自嘲，这与蘑菇的生存环境有一定的关系。蘑菇的生

长特点就是需要营养和水分，但同时也要尽量避免阳光的直射，通常需要在阴暗的角落里培育，过度地

暴露在阳光下会导致过早夭折，但是若得不到阳光，也没有肥料就会自生自灭，只有当它们长到足够高

的时候才会开始被人关注，可此时它自己已经能够接受阳光了。这就如同初入职场的新人往往被置于无

人问津的角落里，不被部门看重，只是做一些打杂跑腿的工作，极易受到无端地批评与指责，甚至替人

承担责任。组织或个人任其发展，初出职场的新人得不到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一般在比较正式的大企业

和公司里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因此，后来大家普遍用蘑菇来形象地比喻职场新人。从这两者的关系来看，

与职场的管理现象非常相似。因此，大家都把这种管理现象称为“蘑菇管理定律”。 

2.2. 蘑菇管理定律的内容和特点 

蘑菇管理定律首先在工作内容方面，表现为新人一般会被分配到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任务，这些任务

通常比较单调、重复且技术含量较低。例如，在一家广告公司，新入职的文案策划可能一开始只是负责

收集竞争对手的广告文案、整理资料，或是做一些简单的文字校对工作。这些工作看似简单，但却能帮

助新人熟悉公司业务的基本流程、了解行业的基础情况。在工作环境方面，新人可能会被置于一个相对

被忽视的工作环境中。他们可能较少有机会直接参与重要的项目会议或者与高层管理人员接触。就像在

一个大型企业的研发部门，新员工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实验室的角落，独立进行一些简单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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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工作，而真正的核心研发讨论会议他们很难有机会参加。这种管理方式还体现在信息获取的有

限性上。新人往往是最后才知道公司的重要决策或者项目信息。例如，公司要开展一个新的营销活动，

老员工已经提前知晓并参与了部分筹备工作，而新员工可能直到活动策划接近尾声才被告知相关情况。

在职业发展方面，蘑菇管理定律下，新人的职业晋升路径在初期可能不太明显。他们需要在默默完成基

础性工作的过程中，等待被上级发现自己的才能。在一个传统的制造企业中，新入职的工程师可能需要

在车间基层工作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不断地展示自己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才能逐渐

获得晋升机会，参与到更高级别的产品研发和管理工作中。 

2.3. 蘑菇管理定律的影响因素 

“蘑菇管理定律”的适用性也会受到组织外部环境的影响。首先从组织文化上来讲，一个开放、包

容、鼓励创新和人才发展的组织文化，会为新人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机会，缩短“蘑菇期”。相反，在一

个等级森严、保守、缺乏沟通的组织文化中，新人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和压抑，难以脱颖而出。其次，

从领导风格上来讲，领导对新人的态度和管理方式也会对蘑菇管理定律产生影响。若领导善于发现新人

的潜力，愿意给予指导和鼓励，并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发展机会，新人就能更快地度过“蘑菇期”；而若

领导对新人缺乏关注、要求苛刻或存在偏见，则可能延长新人的“蘑菇期”，甚至导致人才的流失。最

后，从新人所处的工作环境上来看，包括工作的复杂性、挑战性、团队氛围等。如果工作过于单调乏味，

缺乏挑战性，新人可能会感到迷茫和无助；而如果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且团队成员之间能够

相互支持和协作，新人则更有可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成长和进步。 

2.4. 蘑菇管理定律的意义与思考 

对组织和个体发展而言，“蘑菇管理定律”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很多初涉职场的年轻人刚到一个

新环境，对工作、对业务、对人和事以及对环境都还不够了解，很难立即担任重要职位(少数优秀者除外)。
此时，经历一段“蘑菇管理”无论对组织还是对新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且有意义的。从组织的角度来看，

有助于组织筛选出真正有潜力的人才。管理者需要对新人进行观察和评估，以确定他们的能力、态度和

潜力，从而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合适的机会和指导。将新人置于相对不受重视的位置，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考验他们的耐心、责任心和适应能力，同时也避免了因新人经验不足而可能给重要工作带来的风

险(屈勇超，2016)。同时，也有利于组织维持稳定的人才结构。它使新人能够逐步融入组织，而不是一开

始就给予过高的期望和责任，从而避免新人因为无法承受压力而离职，降低员工的流失率。对新人来说，

它有助于新人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完成琐碎的任务，新人可以更好地了解工作的细节和流程(刘芳，

2021)。比如一个新的软件测试员，在不断重复基础的功能测试工作过程中，能够熟悉软件的各种功能和

操作流程，为以后进行复杂的兼容性测试和性能测试积累经验。它还可以磨练新人的意志。当面对不被

重视和相对枯燥的工作环境，新人能够锻炼自己的耐心和毅力。例如，一名新入职的销售代表，在最初

只能负责拨打一些没有太多意向的客户电话名单，在这个过程中，他会遭受很多拒绝，但这也能够培养

他不惧困难重头再来的意志，为以后开拓重要客户资源做好心理准备。但是，作为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

生来说，应该如何对待“蘑菇管理”，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3. 企业帮助新进毕业生走出“蘑菇定律”的必要性 

“蘑菇管理”是企业对首次参加工作的毕业生的一种常用方法，许多成功人士在职场上都有过一段

做“蘑菇”的经历。“蘑菇”经历对新人来说，犹如破茧而出之前必经的一步，它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功

能：一是矫正高校毕业生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例如他们认为刚开始工作就应得到上级重用，却没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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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缺乏工作经验与承担重任的能力；二是改进毕业生对取得成绩后沾沾自喜的心理，如他们在做完工

作、取得成绩之后，就希望得到上级领导和同事的关注和夸奖。 

3.1. 节约成本 

企业聘用高校毕业生，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培训费用。研究发现，流失一个员工的

损失比招聘一个新员工成本高出很多倍(何斌，2022)。目前高校毕业生都是 90 后，他们思想活跃、自我

意识强、敢想敢干，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或不开心的事情、又没有人在旁边指点时，很可能想到跳

槽，一旦跳槽，企业招聘与培训成本付诸东流，企业损失极大。 

3.2. 锻炼、发现与留住企业战略性人才 

纵观世界著名的百年老企业如 IBM、松下公司、宝洁公司等等，每年都要从各大高校招聘大量的高

校毕业生，充实到企业的人才队伍中来，建立一个合理的员工梯队(李平，2022)。同时，还是小白的毕业

生经过企业系统与专业的培训后，更容易接受企业的文化与理念。因此，企业总是想方设法留住他们并

使其成为企业未来的战略性人才。事实证明，企业未来的中坚力量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刚毕业就进入

公司的大学生。 

3.3. 塑造企业形象、提高企业文化认同感 

高校毕业生刚进入企业时，就像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如果长期处于“蘑菇定律”的状态，会让他

们感到自己被忽视和不被尊重。这说明他们还未认同企业文化，未将企业目标与个人职业发展目标协调

一致，一旦他们离开企业，将严重损害企业形象与企业文化。当企业关注毕业生的成长，帮助他们走出

初期的困境时，毕业生会对企业产生感激之情，同时会成为企业形象和品牌的积极传播者。他们在与外

界交流时，无论是在社交场合还是行业活动中，都会不自觉地宣传企业的文化理念和优势(徐涛，曹依敏

2021)。 

4. 企业帮助新进毕业生走出“蘑菇定律”的对策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职场环境中，新进毕业生往往面临着“蘑菇定律”的困境。他们初入企业时，可

能被置于不起眼的岗位，从事琐碎的工作，得不到充分的关注与指导，成长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企业

若能积极采取有效对策，帮助毕业生走出这一困境，不仅有利于毕业生个人的职业发展，更是提升企业

整体实力与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4.1. 营造沟通环境、强化反馈机制 

4.1.1. 建立多元沟通渠道  
首先，完善正式沟通机制。建立定期的部门会议、项目汇报会议等正式沟通机制，让新人有机会在

正式场合汇报自己的工作进展、分享工作成果、提出工作中的问题与建议。同时，上级领导与部门负责

人要认真倾听新员工的发言，给予及时的回应与指导。例如，在每月的部门月度会议上，安排专门的时

间让新人进行工作汇报，部门领导针对汇报内容进行点评与工作部署，促进信息在上下级之间的有效传

递。其次，搭建非正式沟通平台。创建轻松活跃的非正式沟通平台，如企业内部社交群组、员工俱乐部、

茶歇室交流等，方便新人与不同部门的同事进行交流互动，拓展人际关系网络，获取更多的信息与资源。

在非正式沟通环境中，毕业生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分享工作与生活中的趣事，增进

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例如，企业可以建立微信工作群或内部论坛，鼓励新人在群里或论坛上发起话

题讨论、分享行业资讯或工作心得，营造良好的企业内部交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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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强化反馈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定期对新人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估，并及时反馈评估结果。绩效反馈

要具体、客观、公正，既要肯定毕业生的工作成绩与进步，也要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改

进的建议与措施。例如，在每季度的绩效评估后，上级领导与新人进行面对面的绩效面谈，详细分析其

工作绩效指标完成情况，针对工作效率、工作质量等方面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方案，同时为他们制

定下一季度的绩效目标与发展计划。除了定期的绩效反馈外，上级领导与导师要在日常工作中对新人的

工作表现给予及时地反馈。无论是工作任务完成后的即时反馈，还是工作过程中的阶段性反馈，都有助

于他们及时了解自己的工作状态，调整工作方法与策略。例如，在新人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后，上级领导

要在第一时间给予表扬与肯定，并对任务完成过程中的亮点与不足之处进行点评；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导师要定期与毕业生进行工作复盘，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阶段的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4.2. 合理分配工作、提供挑战机会 

4.2.1. 循序渐进安排工作 
首先，在新人入职初期，根据其能力水平与岗位要求，合理安排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任务，如数据录

入、文档整理、简单的客户服务等。这些基础工作虽然看似琐碎，但却是熟悉工作流程、了解企业业务

的重要环节。通过完成基础工作，新人也能够逐渐掌握岗位工作的基本规范与操作方法，培养工作的耐

心与细心，为后续承担更复杂的工作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黄业华，2021)。其次，进阶工作拓展能力。随

着新人对基础工作的熟练掌握以及能力的逐步提升，适时为其分配一些具有一定难度与挑战性的进阶工

作任务，如数据分析报告撰写、小型项目策划与执行、跨部门协作任务等。这些工作任务要求毕业生运

用所学知识与技能，进行独立思考与分析，综合协调各方资源，从而有效提升其专业能力、沟通协作能

力与问题解决能力。例如，在市场调研岗位，当新人熟悉了市场数据收集与整理工作后，安排其独立撰

写市场调研报告，从数据解读、市场趋势分析到提出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建议，全面锻炼其市场分析与营

销策划能力。 

4.2.2. 提供挑战性项目机会 
企业在开展一些重大项目或关键业务时，要有意识地选拔优秀的新进毕业生参与其中。让他们在与

资深团队成员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接触到企业核心业务与前沿技术，拓宽视野，提升能力。例如，在企

业新产品研发项目中，安排相关专业的新进者参与产品设计、测试等环节，使其了解新产品从概念提出

到推向市场的全过程，学习到先进的研发理念与技术方法，同时也能在项目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新思维

与专业优势。同时，鼓励毕业生自主提出创新项目想法，并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源与支持。企业可以设立

创新项目基金或创新孵化平台，专门用于支持新人的创新项目实践。通过开展创新项目，激发他们的创

造力与创新精神，培养其创业意识与企业家思维。例如，在互联网企业，鼓励新人提出关于优化用户体

验、拓展新业务领域的创新项目建议，企业提供技术、资金、人力等方面的支持，让新人在创新实践中

成长为具有创新能力与开拓精神的优秀人才。 

4.3. 配备职业指导、明确导师职责 

4.3.1. 精准匹配导师 
企业应根据毕业生的专业背景、岗位特点以及个人性格特质等因素，为其精心挑选合适的导师。导

师不仅要在专业技能上有丰富的经验与深厚的造诣，还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责任心与耐心。例如，

对于一名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从事软件开发岗位，安排一位资深的软件工程师作为导师，能够在技术难

题攻克、代码编写规范等方面给予精准的指导；对于一名市场营销专业的毕业生，选择一位在市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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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建设方面有卓越成就的营销经理作为导师，有助于其在市场策划、客户拓展等方面获得宝贵的经验

与建议。 

4.3.2. 明确导师职责 
关注新人在工作与生活中的心理状态，及时给予心理关怀与支持。初入职场的毕业生可能会面临工

作压力、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的困扰，导师要通过沟通交流、分享自身经历等方式，帮助毕业生缓解压

力，调整心态，树立积极乐观的职业态度。当新员工取得工作成绩时，导师要及时给予肯定与鼓励，增

强其自信心与工作动力；当毕业生遭遇挫折时，导师要帮助其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鼓励其勇于面

对挑战，持续努力。 

4.4. 丰富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 

4.4.1. 丰富培训内容 
首先，企业应精心设计入职培训课程，向新人详细介绍企业的发展历程、战略规划、组织架构以及

业务布局等。通过企业历史故事、成功案例剖析等方式，让毕业生深入了解企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走

向，使其对企业有一个宏观且清晰的认知框架，明白自己所在岗位在整个企业运作中的位置与作用。例

如，一家制造企业可带领新人参观生产车间、研发中心、销售展厅等，直观展示企业的生产流程、技术

研发实力以及产品销售情况，增强毕业生对企业的感性认识。其次，企业文化深度渗透。企业文化是企

业的灵魂，在入职培训中要着重对企业文化进行深度解读。详细阐述企业的价值观、使命、愿景等核心

文化元素，通过企业文化宣讲会、新老员工座谈会、企业文化故事分享会等多种形式，让新人深刻理解

企业文化的内涵与意义。同时，将企业文化与实际工作场景相结合，例如讲解在项目合作中如何体现团

队协作的价值观，在客户服务中怎样践行诚信与负责的理念，使新人能够将企业文化内化为自身的行为

准则。最后，职业技能专项提升。依据不同岗位需求，为新人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对于技术

岗位，如软件开发、工程设计等，安排专业技术课程、实践操作培训以及行业前沿技术讲座，帮助新人

快速掌握岗位所需的技术工具与方法，了解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对于非技术岗位，如市场营销、人力资

源管理等，开展市场营销策略、人力资源规划与招聘技巧等方面的培训，提升毕业生的专业素养与业务

能力。此外，还可提供通用技能培训，如办公软件使用、沟通技巧、时间管理等，助力毕业生更好地适应

职场工作环境(陆海平，2011)。 

4.4.2. 创新培训方式 
首先，线上线下融合培训。利用线上学习平台，开发丰富多样的电子课程资源，如企业规章制度讲

解视频、企业文化宣传动画、职业技能培训微课等，方便毕业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自主安排学习进度。

同时，结合线下集中授课、小组讨论、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传统培训方式，增强培训的互动性与实践

性。例如，在市场营销培训中，线上课程讲解市场营销理论知识，线下则组织毕业生分组进行市场调研

方案设计与模拟营销活动策划，通过实际操作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其次，体验式培训拓展。

引入体验式培训方法，如拓展训练、企业模拟经营游戏等，帮助毕业生在实践活动中提升团队协作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与应变能力。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建设项目可以让毕业生迅速打破陌生感，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培养团队默契；企业模拟经营游戏则让毕业生在模拟的商业环境中扮演不同角色，体验企业运营

的各个环节，从战略决策到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全面提升其综合管理能力与商业思维。 

5. 结语 

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新进毕业生犹如企业的新鲜血液，蕴含着无限的潜力与可能。帮助他们

走出“蘑菇定律”，不仅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使命，更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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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规划职业路径、打造完善的培训体系、建立贴心的导师与伙伴制度、给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机遇以

及营造开放透明的沟通反馈环境，企业能够为新进毕业生搭建起一座快速成长的桥梁。当这些毕业生顺

利跨越“蘑菇阶段”，他们将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技能和创新的思维回报企业，成为推动企业技术创

新、业务拓展、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企业在助力毕业生成长的过程中，也在塑造着自身更具活力、更

有竞争力、更富人文关怀的良好形象，从而在人才的争夺与留存大战中赢得先机，为长远的辉煌奠定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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