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的目的在于分享自己的一些职业生涯思考。

  传统意义上，大厂意味着高薪资，高福利，高标准，很多打工人都梦寐以求进入大厂，那么在大厂
就一定好吗？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求职也不例外，需要多看以前的案例，汲取因果，从而用来分析现状。

  这里我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先抽象，再具象。

  抽象指的是先不看具体的行业，先从宏观角度来分析。

  分析下来，其实会发现不论什么行业都有一个共性，都会存在发展期，红利期，衰败期，三个阶
段。

  也就是大概这么一个图例

这里或许还可以推广，安全圈有很多人都在炒币，这里给一组币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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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面还不够广，这里再看看美股纳斯达克指数



基本规律都是类似的。

上升，维持，下降，走完一个周期，再走另一个上升，维持，下降周期，或者直接下降，持续维持低

迷。

行业也是如此，也会符合上述的客观规律。

知道了这个基本规律，宏观层面有了一定视角，下面再具象化，落实到微观层面，也就是个人所处的具

体行业。

落实具体行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分析判断当前行业处于哪个周期，是上升红利期，还是已经走向衰败

了？进一步从战略角度判断是继续坚守在这个行业中还是迅速撤离寻找别的机会。

战略是，是否要去做这件事。

战术是，实施和执行层面要怎么做这件事。

战略一定是大于战术本身的。

一些具体思想已经在本系列文章《认知大于技术本身》中做了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那么这里再继续下潜，回到更具体的问题上来，也就是文中提到的，是否应该选择大厂就业？

这里先说结果，就是因人而异。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确实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有的人能够很轻松的进入大厂，但有的人始终还在技术

初中级水准，就算想去大厂也不要，这是其一。

其二，那么针对能够进大厂的人，选择面就很广，手上有小公司的技术leader的offer，也有大厂的
offer，但是是在一线做事，不具备管理权，这时候该怎么选呢？

其实还是得看自己现阶段想要什么，但是话说回来，职场的道路看似千万条，万变不离其宗，本质就是

盈利。

无论做什么事情，始终要以盈利为第一目的来做事情。

如果不盈利，不如在家睡觉，每天早出晚归跑到单位来干什么，还得被领导管着，是不是这么一个简单
的道理。

以盈利为核心基点来做事，无非就这么两个阶段。

1、技术积累阶段

这个阶段很好理解，比如说，一个大学生，刚刚毕业，啥也不会，那么就开始打工，积累技术，在工作

中学习。

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黑，就是一个技术大牛，国内很多这样的人，就一直被公司养着，自身独立对

外的时候并不具备变现能力。

举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科学家。

但是模式没有变，始终是以提高单体的劳动效率换取金钱，单体效率不断提升，换取的财富也越来越

多。

2、复利阶段

什么是复利，复利就是商业的本质。

商业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可复制化。

例如苹果手机，批量卖，一台手机的利润就被复制了。

例如各种计算机软件，也是批量卖，这些例子数不胜数。

https://github.com/biggerduck/RedTeamNotes/blob/main/%E8%AE%A4%E7%9F%A5%E5%A4%A7%E4%BA%8E%E6%8A%80%E6%9C%AF%E6%9C%AC%E8%BA%AB.pdf


在阶段一的人可能具备这种意识，他能知道复利是怎么回事，但是在商业决策上缺少战略思维和对应战

略的落地执行能力以及整合一帮团队来做事的资源整合和管理能力，因此不能顺利过渡到第二个阶段。

然后上面两个模块并不是说隔离的，而是类似于环形的不断流动。

比如苹果公司2022加大研发的预算（单一技术积累增强，效率提高）-->2023年新功能大受欢迎，手机
销量增加（复利增加）-->苹果赚了更多钱，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技术积累持续增强，效率持续提高)

如此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那么原理分析完毕了，回到选择上，什么阶段去大厂，什么阶段不去呢？

那假设自己的技术积累已经完毕了，就没必要去大厂跟他们卷了，因为大厂盈利其实更多靠期权，而且
还有个行权期。

而未来经济是肉眼可见的下行趋势，大厂目前都在裁员，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去了，相当于打红海
竞争，并且如果去干一线的那些事情，你说难度吧，很大也谈不上，难度上卷不来，就只能拼时间了，

于是造成加班严重，也就是内卷的本质。

麻痹如果都是做奥数题，有的会做的，那最多一两个小时也做完了，如果不会，那多久也做不出来，这

样一搞，那么竞争壁垒就做起来了，完全不怕别人加班，谁喜欢卷让他去卷。

竞争维度的提升才是本质，卷时间有啥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是初入职场，那么大厂还是有必要去的，因为大厂代表了高规格的技术和管理体系，去了可以快速

把从0-1的体系做起来，把自身的模块和系统建起来，同时在卷的时候，相当于不断地强化训练，最后得
到的基础是很扎实的，有了扎实的技术，才能在单体盈利，甚至复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否则会很容易

失败。

从小概率事件上来讲，如果在大厂发展初期就加入并且一直干，那么最后确实能财富自由，比如2000年
加入阿里一直没走的那些人。

但是很多人并不具备这样的战略眼光，包括很多专业的投资人也是，他们大多用的是赛马制，就是并行

投很多家公司，矩阵的玩法，最后看哪个公司能出来，能出一个爆款，其实就回本了。

然而大多数普通人又不具备平行赛马的资金池储备和精力，因此如果想成事，就还是求稳，潜伏期很多

公司是看不出来，但是上升期的时候表征还是比较明显的，找一个上升期行业内的公司，钻进去苦心干

几年，就打这一个点，把业务技术练透，然后再跳一家老牌大厂，去学习管理能力，最后就可以开始小
规模试错，准备自己的项目了，当然，这只是通用路径，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是我认为所需学习的技

能是差不多的，无非就是业务能力，以及管理能力，最后是做公司的能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路径，但

是一家公司如果要做起来，上述能力作为老板来说，是必须全部具备的。

同时自己做过项目的人都知道，打工的回报率是很低的，如果打工阶段不是为了学习，就为了赚打工那

点钱，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确实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创业，这个时候折衷的选择可能就是跟对一个大哥，同时自己也敢拼一把，

等大哥分钱，最后纵享荣华的概率其实也不低。

我写文章，尤其是观点和感悟类的文章，总是会遇到很多喜欢杠的人，建议你别看，直接关掉，安心打

工，过你的平淡日子。

盈利和风险一定是成正比的，我本身是风险喜好型，我也愿意为其中的风险买单，付出我的时间和金

钱，最后就算亏了我也认了，反正我自己做的选择，没啥好说的。

最近看了很多量子力学的东西，可能我的表述不太准确，但是我提炼核心就是意识可以影响现实。

如薛定谔的猫，量子纠缠等理论。



我在想象，如果意识可以穿越时空法则的限制，穿越到未来，和未来更强大的我的意识发生纠缠，那么

只要我坚持下去，其实我想要的东西应该也会慢慢向我靠拢吧。

D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