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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A98_E5_B0_8F_c108_229488.htm 如今，“星期六保证

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对一些单位的职工来说已成惯

例。更有人戏言，时下上海最流行的问候语由十年前的“吃

了吗”变成了如今的“吃力吗”。 中青报和央视资讯的一项

调查显示，75.1％的中青年人对拼命工作甚至“过劳死”表示

理解，只有18％的人认为“这种健康风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如果说，许多

职场人士与8小时工作制渐行渐远的现象值得关注的话，那上

述调查的后一项数据所显示的心态就更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

了。 谁动了8小时以外这块奶酪呢？ “我现在只有上班是准

时的，下班基本上都是顶着星光回家。”作为职业策展人的

李小姐告诉笔者，她现在是在用自由换金钱。28岁的李小姐

月收入超过万元，但是加班生活让她尽显疲态。“今年要替

公司操办一个大型的动漫展览，已经连续3个月没有双休日了

”，她抱怨说：“而且不仅如此，E－mail、手机、笔记本电

脑、宽带和网络使你无法隐身，工作变得无处不在。每天在

家用笔记本电脑写企划方案，那已经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了。

”李小姐也不是不清楚8小时工作制，但为了对得起这万元月

薪，她也只好以牺牲休息作为代价。 高级白领或许可以拿8

小时工作制外的奶酪换取高额月薪，那么一般的打工者呢？

早上6点半老陈就心急火燎地奔向单位了，他是本市一家急送

公司的快递员，基本工资加上业务提成，老陈一个月可以到

手1500多元。谈到自己的工作，老陈表示非常满意。“我前



年下岗后托熟人介绍找到这个工作，也算‘稳定’下来了，

虽然辛苦点，但也算过得去。”老陈现在每天早7点到单位，

晚九点下班，午饭时间一个小时，一天工作14个小时，另外

周末加一天班。谈到8小时工作制，老陈摆了摆手：“我们是

多劳多得，只要有活干，哪里还管得了8小时？女儿在读大学

，要用钱，我还担心没有活儿要我送呢。” 这只是个别的两

个例子，但李小姐和老陈对于8小时工作制的心态还是带有普

遍性的。按照《劳动法》规定，企业确实需要加班的，必须

和工会协商，征得工会同意，而且加班必须建立在工人自愿

的基础之上。另外，每天加班时间最多不能超过3小时。但当

你面对职场压力的时候，你还是不得不成为不能停歇的“红

舞鞋”。超时工作的状况的确四处存在，问题不是有法律条

文就能解决的。看看同事加班工作的身影，你敢心安理得地

按时回家吗？ 和李小姐和老陈作出同样选择的人还有很多。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许多人的工作已经

不再受8小时工作制的统一“定制”。工业社会对于个人在特

定时间和空间办公的严格限定被现代的工作方式逐渐取代。

行业原因、个人原因，使8小时工作制正在遭遇尴尬，对于某

些人来说，8小时工作制已经名存实亡。拿李小姐的话来说，

唯一让她感到和8小时工作制有点关联的地方仅仅是：公司按

照8小时工时支付工资。 “过劳死”敲响警钟 不久前，59岁

的艺术家陈逸飞去世。今年早些时候，4天内两名清华教师36

岁的焦连伟和46岁的高文焕接连去世，再加上均瑶集团董事

长38岁的王均瑶，中青年的“过劳死”现象已经不容回避地

摆在了我们面前。 1981年日本公众卫生学者编著了一本书，

书名就叫《过劳死》。书中写道：所谓过劳死，并不完全是



医学上的概念，也不完全是统计学上的概念，而是由日常工

作中日积月累的劳累所导致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脑疾患和心

脏疾患引起的突然死亡。《法制日报》曾经刊登过一篇从法

律角度讨论“过劳死”的文章。文章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

况，可以对“过劳死”做这样的解释：所谓“过劳死”就是

过度劳累造成的死亡，也就是用人单位强令劳动者超出正常

工作时间、工作劳动强度，导致劳动者不能得到必要的休息

而影响健康最终死亡的情形。 针对近期“过劳死”这样触目

惊心的现象，中青报和央视资讯合作实施了一项调查，在接

受调查的1218人中，每天工作不足8小时的人占34.4％，而工

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人占65.6％。其中，每天工作10小时以

上的人已经超过20％。数据令人惊奇，不过下面的数据更令

人不解，调查还显示，75.1％的中青年人对拼命工作甚至“过

劳死”表示理解，只有18％的人认为“这种健康风险是完全

可以避免的”。看样子玩命工作，透支生命的想法已经深入

人心了。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张永明是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的主治大夫，对职业病颇有研究，他告

诉笔者，八小时工作制是根据人的正常体能、精力制定的，

是非常科学、人性化的制度。它保证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精

神健康。我们切不可因为工作方式的转变，而轻易否定了这

一制度。“时下，不少中青年职业人士由于过分劳累，伤了

身体所致。事实上，只要均衡分配自己的精力，完全能够处

理好休息和工作的关系。在西方发达国家，会工作的人也会

懂得生活，懂得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张永明医生

提醒读者，合理搭配工作和休闲的时间是最基本的生活要求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让8小时工作制越走越远。 另类弹性



工作制受欢迎 上海某网络公司在“非典”后，就用弹性工作

制代替了原来的8小时工作制。公司王经理告诉笔者：“当时

‘非典’的时候我们担心公司人员太多不利于‘抗非’，迫

不得已用了弹性工作制，即在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或固定的

工作时间长度的前提下，员工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的具体时间

安排，以代替统一固定的上下班时间的制度。没有想到的是

，公司的业绩在‘非典’的时候不减反增，员工的缺勤率、

迟到率没有增加，而且还可减少公司支出，那段时间加班费

减少了将近50％。所以‘非典’后我们就把弹性工作制沿用

了下来。” 据专业人士介绍，目前，弹性工作制主要有三种

形式：一是核心时间与弹性时间结合制，一天的工作时间由

核心工作时间和环绕两头的弹性工作时间所组成。核心工作

时间是指每天某几个小时所有员工必须到班的时间，弹性时

间是指员工可以在这部分时间内自由选定上下班的时间。二

是成果中心制，公司对职工的劳动只考核其成果，不规定具

体时间，只要在所要求的期限内按质量完成任务就照付薪酬

。三是紧缩工作时间制，员工可以将一个星期内的工作压缩

在两三天完成，剩余时间由自己处理。 其实有数据显示，国

内有半数以上的白领上班族，他们希望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

来帮助他们调整最适合自己作息习惯的生物钟，以保证有充

足的休息时间，从而更能激起他们的工作热情。上面那家网

络公司的王经理就十分相信这点，他开玩笑地对笔者说；“

如果有员工觉得他在午夜12点到早上8点最具工作效率的话，

他也可以选择在那个时间到公司上班。”事实上，弹性工作

制可以使员工灵活地处理个人生活和工作间的关系，是一种

以“人性化”的管理理念。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适合弹



性工作制，举个例子，像国内大中型企业中生产、装配等流

水线上的工作人员就不适合采用弹性工作制，还有机关政府

等传统企事业单位，弹性工作制也不是最佳选择。事实上现

在较多实行弹性工作制的行业，像新闻行业、IT行业、艺术

行业等等大多比较偏向于需要灵感的创造型。不过有专家指

出，此类弹性工作制对于8小时工作制而言也是一种进步，它

表明了社会对于以人为本这样一种观念的肯定。 随着信息技

术的高速发展，现代社会工作方式的快速变化和生活节奏的

加快提速，传统的8小时工作制受到越来越严峻的考验。据了

解，在欧美，只有50％左右的大公司采取了传统的8小时工作

制，相信在我国，随着各类劳动法规的健全和完善，也会涌

现出越来越多施行各种工作制度的工厂和企业。只要劳资双

方在《劳动法》的框架下互相体谅、相互协调，相信任何人

都不可能轻易地动了职工8小时外的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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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