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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选手电竞选手““持证上岗持证上岗””背后背后：：退役转型之路更引人关注退役转型之路更引人关注
「“我也是持证上岗的人啦！”」
9月 7日，和平精英职业联赛的头部电

竞选手朱伯丞，在微博上晒出了“电子竞技
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深圳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表示了感谢。

随后，深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
方账号，也在评论区参与了互动。可以说，
首批“电子竞技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颁
发，预示着电竞职业化、专业化正式落地。

从前年电竞运动正式“入亚”，到去年
EDG战队在 S11决赛中夺冠，再到近期首批

“持证上岗”的电竞选手诞生，电竞项目的国
民认可度正逐步提高。

不过，也有行业声音认为，尽管电竞已
然成为一门新兴职业，但想吸引更多人才投
身电竞行业，并非易事。毕竟电竞职业化、
专业化，背后仍有系统性的难题，尤其是职
业选手的“退路”如何解决？

「01」
职业电竞很难“从娃娃抓起”？

“真希望电竞选手‘拿证’的新闻，能广
泛传播吧。”聊及近日深圳人社局颁发电竞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话题，在广州某电竞培
训机构负责招生工作的李倩（化名）难掩喜
悦，她认为职业技能等级认证的出现，有利
于破除社会对电竞行业的偏见。

“电竞培训作为一项青少年技能教育，
发展现状其实很尴尬。”李倩表示，尽管电竞
培训与音乐、美术、体育培训一样都是兴趣
教育，但出于一些偏见，很少有家长主动将
孩子送到培训机构学习。

尽管最近几年，电竞“入亚”和 EDG夺
冠，让外界对于电竞的偏见略有减少，然而
在不少家长眼里，电竞一词仍等同于打游
戏、玩物丧志，而非一门新兴职业。

“青少年如果说喜欢音乐、画画、运动，
有条件的家长，或许会将孩子送入相应的培
训班学习。但如果孩子说自己喜欢电竞，估
计只会换来家长一顿板子。”

正因如此，最近几年大部分电竞培训班
所招收到的学员，几乎都是有一定经济收入
的年轻人。独立的经济基础，让他们得以出
于兴趣参加电竞技能培训。

“对于培训机构而言，有学费可赚自然
是好事，但说句实在话，成年人学习电竞，职
业前景、出道的机会都比较渺茫，只能当成
一种兴趣培养。”李倩强调，相比其它职业，

电竞选手吃的毕竟是青春饭。
由于职业电竞选手需要较强的精力、注

意力、反应能力，因此，出道年龄都比较小，
曾有退役选手指出，职业电竞选手的黄金年
龄，在 18~24 岁之间，其中出道年龄最小的
选手仅为十四、五岁。

“有经济能力、自主决定权的学员，大部
分已经超过20岁了，经过一、两年培训，都快
到退役年龄了，很少会有电竞俱乐部签约，
更别说出道参赛了。”

Joe在深圳一家电竞俱乐部从事赛事策
划工作，他也强调，电竞培训难以“从娃娃抓
起”，是导致职业电竞人才缺乏的原因之一。

这几年，为了孵化职业化的电竞选手，
不少电竞俱乐部都推出“青训”计划。

既然让家长掏钱，送孩子参加电竞培训
班，是一件难事，那么电竞俱乐部只能投成
本、包吃包住，甚至开出工资，吸引适龄选手
加入职业培训，为电竞战队储备、输送人才。

“但是，俱乐部是就业，不是学技能。你
见过有踢野球的运动员签约商业俱乐部的
吗？没有，而职业电竞目前发展现状恰恰是
如此。 ”因此，和李倩一样，Joe也寄希望于
电竞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让电竞能向职业
化、专业化发展，推动电竞培训向系统化、体
系化转变，“希望越来越多的家长不再谈电
竞培训色变。”

显然，电竞的职业化之路，要解决的不
仅仅是培训问题，选手短暂的“黄金期”恰恰
也是电竞往职业化道路上的大障碍。

毕竟，出道即巅峰的选手并不多见。
「02」
“持证上岗”难消退役焦虑
“真的获得电竞职业技能等级认证，又

能怎样呢？”不久前，看到媒体对于职业电竞
选手“持证上岗”的相关报道，阿牧很欣慰。
作为一名电竞选手之一的他，很高兴能看到
电竞作为职业得到官方认可。

但他同时也表示，职业电竞选手“持证
上岗”的消息，仍无法“治愈”他和很多电竞
选手内心的焦虑。最近一年，他正在寻找机
会“跳槽”到拥有更多赛事资源的好战队。

因为如今已 23 岁的阿牧，距离电竞选
手“黄金期”的结束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了。
因此，他必须要争取更多行业高级别赛事的
参赛机会，才能力争上游。

“目前，大部分的职业电竞选手会在 25

岁退役，而在俱乐部里，过了23岁，选手都会
被调整在比赛当中打辅助，表现的机会会减
少。坦白地讲吧，谁都不甘黯然退役。”

阿牧无奈地说道，入行之后自己才发
现，比成为职业电竞选手更难的，是有限的

“黄金期”里获得优异成绩，尤其在国际赛事
上一战成名。根据人社部2019年发布的《新
职业——电子竞技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
告》显示，国内电子竞技职业选手约10万人，
正在运营的电子竞技战队、俱乐部达5000余
家。可以说，这样的基数其实并不低。

“你看一下，经常活跃在国内赛事的俱
乐部、战队，大概有几百家的样子，但经常参
加国际赛事的也就只有十几家，表现亮眼、
叫得出名的选手，往往也就是那二三十个。”

短短的七、八年间，职业选手要从“10万
分之一”跻身“几十分之一”难度可想而知。
身为电竞选手，职业生涯远比35岁才退役的
其它体育选手更短。

那么，力争上游为何会成为职业电竞选
手的“心理负担”呢？一战成名只是为了证
明自己的价值吗？

对此，阿牧摇了摇头叹气道，电竞选手
的收入是要和比赛、奖金、成绩挂钩的。

“电竞选手算是高薪职业了，目前行业
普遍工资在万元以上。”但与“死工资”相比，
职业选手的奖金分成才是重点。一般国内
的电竞赛事，奖金约在 10~100 万元不等。
至于国际性赛事，奖金往往可高达600~2000
万美元。如果能在赛事中夺冠，按照“行业
惯例”，奖金选手、战队以6：4分成，选手大致
可分得十几万甚至百万元收益。

换句话说，若是搭上头部战队的“大
船”、赢一场国际化的电竞赛事，选手可以在
有限的“黄金期”内赚到令人艳羡的奖金。

但是，拥有光环的毕竟是少数人，如果
无法早登巅峰、跻身头部，很多职业电竞选
手在享受七、八年的高薪生活之后，就将面
临“人生难关”——退役职业电竞选手除了
打游戏，还能干什么？

「03」
退役选手的转型谁来兜底？

“退役的电竞选手，要转型十分困难。”
李倩的同事、电竞教练阿丁，曾经就是

一名职业电竞选手，作为一名在职业“黄金
期”内没有一战成名、黯然退役的“失败者”，
他坦言自己很庆幸能够顺利转型成为电竞

教练。
和他同期退役的选手，不少都经历过职

业转型的阵痛。
毕竟，作为“小众”职业，职业电竞选手

转型的可选方向十分有限，转型门槛也并不
低。“最对口的，一个是电竞教练，另一个是
电竞赛事裁判。”阿丁发现，在最近关于电竞
选手“持证上岗”的大部分新闻报道中，也都
提到“职业电竞裁判”岗位需求的增加。

但仔细一想，无论是电竞教练还是电竞
裁判，即便需求再大，也很难满足行业快速
迭代、大量退役电竞选手转型。毕竟一场赛
事只需三五名裁判，一家中等规模的电竞培
训机构也只需十位左右的教练。

“也有人说，职业电竞选手退役，可以转
型游戏主播解说游戏，毕竟轻车熟路。但是
说真的，如果是不知名、没影响力的选手退
役当电竞主播，流量估计还没一早入行的游
戏主播高。”

有业内人士分析，目前电竞行业缺口较
大的还有赛事策划、赛事运营等工作，但是
这更强调策划、运作能力，一出道便埋头打
游戏七、八年的职业电竞选手，很难这一类
管理胜任。

尤其是，职业电竞选手出道年龄普遍较
小，导致学历、电竞以外的其他行业技能水
平普遍偏低。人社部公开数据显示，有46%
的职业电竞选手为高中及以下学历，这也是
多数退役电竞选手转型困难的原因。

近几年，学历限制了退役电竞选手的转
型，也一度成为媒体舆论关注的焦点。在退
役之后选择进修“回炉重造”的选手，自然也
不在少数。

“正因为职业生涯短，退役之后难以转
型，才导致大部分家长不愿意让孩子涉足电
竞，同时也让年轻的电竞选手心生焦虑。”阿
丁强调，作为一门不能“越老越值钱”的工
作，转型机会很重要。

有行业人士认为，相比“职业认证”，社
会能够给退役的电竞选手提供相应技能培
训、能力增值及转型机制，才能让更多热爱
电竞的人打消顾虑，将电竞当成是一种职
业、一份工作。

但电竞作为一门新兴的、尚属“小众”的
职业，在短期内注定很难形成像退役运动员
一样，有系统化的转型保障体系，电竞选手
的职业化之路，依旧任重道远。

一个一个1010亿级播放量爆款播客背后的办公自由亿级播放量爆款播客背后的办公自由
「一群自由的灵魂，分布在天南海北；一

个有趣的团队，可以在网上收放自如；一个
高效的组织，弥合时间和空间的错位」

播客，是这两年广受关注的热门行业。
主播们用精心制作的音频内容，提供温暖的
陪伴。

调研显示，2021年中国播客听众已超
8600万人。在这个新兴行业中，有一个广为
人知的播客节目——「日谈公园」，他们蝉联
5年苹果最佳播客电台、被BBC称为最流行
的中文播客，单期最高播放量超 1000万，总
播放量超过10亿。

「日谈公园」的背后，是一群有趣的人，
他们遍布全国，天南海北，没有固定的办公
地点，甚至还有一个工作室在大理。这样一
个自由又有趣的团队，平时是如何工作的？

远程协作，最重要的是「同频」。
如何同频？弥合时间和空间的错位。
先从周会说起。周会看似人人会开，但

是很多团队的周会，都是轮流汇报一遍走个
过场，别人讲话的时候甚至会静音干自己的
事，开完会后遇到问题再去各自沟通。

每一个无效的周会，都要用无数个一对
一的会议去修补。

日谈公园的COO乐乐告诉我们，他们从
不开“无效周会”。怎么做到的？

首先，「不开没有准备的会」。在开会
前，大家需要先各自准备好周会上要讨论的
内容。比如关于下个月的选题，不能只是抛
出一个话题方向这么简单，还需要准备好适
合的嘉宾、内容大致分哪几个部分，在周会
上大家就能基于这些内容高效地讨论选题
的可执行性。

其次，日谈公园的每一次周会，都会把
目标，拆解成具体的任务。开周会之前会打
开一个空白的在线文档，大家一边讨论，一
边就把需要跟进的事项@对应的负责人，直
接记录在文档中。只有当目标成为一个一
个能落实、能检查的任务，才能收获结果。

在文档中，关键的事项还能加入待办，
设置好截止时间，企业微信就会像小助理一

样，自动提醒大家按时完成各自的工作任
务，确保事事有回音。

这个在线文档就好比线下开会时，面前
有一块共同的白板，弥合了空间上的错位，
帮助大家形成共识。

在周会上，文档就是一份依据，有计划、
有时间、有进度。开会，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而不是闲聊或者走流程。

光有周会和文档，还不够。
协作还需要「时间同频」。
比如，日谈公园旗下的十几档节目，都

有固定的更新上线时间，怎么让这么多节目
都能按时上线，多部门合作也有条不紊呢？

每周周例会拉通进展吗？每周一次的
沟通会不够及时；让大家把进度都发到群
里？那还要把项目细节逐一汇总，也不能一
下子看到业务全局。等发现工作进度掉线
了，往往已经迟了。企业微信的「公共日
历」，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钥匙。

企业微信里的「公共日历」，可以把公司
大事件列到日历上，让大家有共同的“项目
进展时间表”。但是，公司每年有那么多项
目，难道要大家一条一条写进自己的日历
吗？当然不用，所有人只要点一下「订阅」，
就能在自己的日历上看到公共大事件的关
键节点。所有人看到的是同样的一套日程，
时间就同频了。

日谈公园的小伙伴把每一档节目，都设
置了一个公共日历，然后把公司播客节目的
时间表都列上去，只要按一下“订阅”，播客
更新的时间表就出现在每个人的日历上。
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几号、几
点会更新哪一档节目，有任何时间调整也会
自动刷新，方便省事，信息透明。

在日谈公园的“大管家”，COO乐乐的日
历上，就整齐排列着各档节目需要更新的时
间，周几、几点更新哪个节目，都有清晰的排
期，一眼就能了解各个节目的安排，清楚业
务全局。乐乐日常还需要处理宣传片拍摄、
样品确认等很多零散的工作，她都会通过日
程记录下来，工作再忙也能有条不紊。

因为突破了地理位置的限制，这个自由
的团队可以从天南海北招到志同道合的小
伙伴，也能让内容工作者选择最舒适的办公
方式，不受拘束、释放灵感。

但是，团队分散在各地，沟通起来总不
如面对面高效，隔着屏幕还容易产生误解，
这就给播客的制作带来了重重挑战。

尤其是剪辑环节，怎么切入对话、怎么
变换节奏，都需要大家讨论。剪辑的过程就
是沟通的过程。

但是，当团队分布在各地，“很多事情光
靠打电话是说不清楚的，音频的哪一段需要
怎么剪辑、哪里的杂音有干扰，光是靠嘴巴
讲，经常以为明白了，其实是误解了，来回返
工。”日谈公园的小伙伴和我们分享到。

这个自由的团队，怎么能高效、高质量
地完成需要默契配合的工作呢？

“我们发现通过企业微信在线会议「共
享屏幕」，就能还原像面对面一样的顺畅沟
通。主播和剪辑同时在线，直接把剪辑软件
投出来一起看、一起听。可以直接在屏幕上
圈出哪里需要调整，剪辑同学一边沟通就能
一边调整，处理好了就直接播放出来，一起
确认效果。有时候会开完了，音频的剪辑也
就完成了。”

“而且，用企业微信开会也很简单呀。”
平时大家经常在群里沟通，会遇到好几个问
题混在一起，东一嘴、西一嘴说不清楚的情
况。现在都能直接点击对话框中的「快速会
议」按钮，比打电话还方便。“快速会议已经
成为了我们工作中常用的沟通工具。”

内部办公顺畅了，那和公司外面的嘉
宾，怎么协作呢？日谈公园的很多节目还经
常会邀请到例如梁文道、李雪琴等广受欢迎
的嘉宾。剪辑好的音频文件有时也需要发
给嘉宾试听、确认。嘉宾们平时工作都很
忙，随手在微信上发个文件过去，一定是很
难及时得到反馈的。

怎么能让公司外的嘉宾能方便地收到、
快速地打开音视频文件，还不会因为没及时
下载而过期？微信和网盘都很难做到。

“后来，我们尝试把文件都存在企业微
信的微盘里，可以直接发到嘉宾的微信上，
在微信上点开就能听、不论文件多大都能下
载，不限速也不会过期，问题就解决了。”

到现在，「日谈公园」团队的微盘里还保
存着「淼叔罪案研究」系列节目，这个曾经创
下播放量记录的节目，就是团队用企业微信
在线协同所共创出来的。

团队协作，要能「并肩前行」。
团队要成为每个成员可以依靠的后

背。远程协作，更是如此。
日谈公园团队非常重视每一个小伙伴

的工作状态、情绪感受，希望清楚了解团队
小伙伴的工作内容、进步和困难。

但大家远程办公，有时一两个月都不会
在线下碰面，没办法看到大家每天工作到几
点、会不会最近工作量太大很疲惫；平时的
周会也都是高效地就事论事，很难去讨论大
家的工作方法和卡点难点。

如何能了解大家的工作状态，让每个团
队成员都能获得资源和帮助呢？

于是，每周总结，成为了日谈公园团队
有效的沟通方式。

他们用企业微信自带的汇报工具进行
每周总结。而且，日谈公园的周报，并不是
上下级之间层级分明的汇报，而是一个可以
一对一、针对性沟通的空间。

相比于工作目标和计划，团队负责人更
重视的是每个人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什么
帮助。这个汇报看板成为了团队负责人协
调团队工作量、调整工作节奏、为成员提供
资源和帮助的重要依据。

负责人会认真了解每个人遇到的困难，
给大家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帮助，比如是否需
要增加预算、是否需要人力支持、或者教会
大家合理安排工作优先级。

日谈公园的小伙伴们这样评价这个团
队“这种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随时可以转身
求助的感觉，会让你时刻感觉到被爱、被需
要、被尊重。”也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大家都
愿意为此全力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