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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C_81_E7_94_9F_E6_c108_229596.htm 高薪、高档写字楼

、高起点，仅这“三高”就让许多人对外企趋之若鹜，但事

实上，这些在外人看来风光体面的职业就仿佛是一道围城，

身处其中的人却无从体会。因为他们早已被超负荷、超长时

间、失去自我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样的状况不仅在“

当加班已成习惯”的日韩企业中长期存在，如今在一些欧美

公司比如咨询业、会计事务所也显得尤为突出。最近一段时

间高级白领“逃离外企”现象越演越烈。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

站 http://job.studa.com 外企生态正在恶化？ 外企背负多少加

班债？ 从早上出门干活到夜里12点是家常便饭，在嘉里中心

和东方广场的E2出口处，深夜还有不少“趴”活的出租车司

机随处可见。 近日，一些外企员工向记者披露了外企公司鲜

为人知的另一面，反映他们在外企受到的种种不平等待遇。

“我们经常加班加点，有时每月加班超过200小时，甚至连加

班费都没有。” “在公司的楼道、卫生间甚至是办公桌旁，

保不准就能见到在偷偷抹眼泪的员工，尤其是女孩们，进公

司后没哭过的几乎找不出来。”一位在北京CBD某高档写字

楼工作了快三年的高级审计师杨先生这样描述他们公司的境

况。 “就个人而言，我一个月最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能在家

吃晚饭，其他时候都在公司加班，每个星期也只休息半天。

前两年，除了每年11月底到上半年4月份比较忙外，大家还能

在不忙的时节休假调整一下，但自打今年开始，因为业务量

猛增，不仅没有了淡季，就连平时也比过去更加繁忙了。原



来一周完成的工作项目可能要求你半周就要拿出报告，接下

来的半周公司会派给你新任务，于是大家只能选择夜以继日

地工作。每次深夜回到家中，要不就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要

不就老是做梦，梦里也是在工作，满脑子的图表和数字。这

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半年，大家都觉得太苦了。不仅心理压

力无法释放，工作还要继续，除了加班有的项目还需要频繁

出差，到一个地方熬了数夜，马不停蹄地又要赶往另外的城

市。”杨先生说，巨大的工作量让多数员工感到他们的付出

与收益不成正比。 如今在一家国有银行就职的盛女士，曾在

嘉里中心一家著名外企工作了两年半，据她回忆，两年前的

那个圣诞节，突然接到公司出差通知，她和两个女孩一道去

做某公司的上市项目，工作的过程有多辛苦暂且不说，为了

能赶在元旦前做完，三个人连续熬了好几个通宵，香港经理

一声令下，三个人在完成项目工作后，被要求将有三摞半人

高的文件资料全都复印备份下来，带回北京。当完成这些工

作从客户单位出来时已是夜里三点半，项目经理已订好了第

二天清晨七点的航班，回北京后紧接着她们又要飞到南京继

续另一个项目，在宾馆的房间里，接到父母电话的同事哇哇

大哭，盛女士也潸然泪下。 同样在某大外企公司工作的陈先

生表示，“我们工作的辛苦是人人皆知的，在这里工作等于

是加速折旧消耗青春。在公司眼里我们根本就只是赚钱的机

器。”他描述说，他们的老板天天早上8：30巡视办公室就是

为了亲自记录下迟到员工的名字。在公司业务不佳的时候，

作为一个领导者，考虑的不是怎样努力地解决问题，而是训

斥手下的普通员工没有调动积极性去拉拢更多的客源，甚至

将业绩不好的原因归于员工的病假请得太多。“在那么剥削



压榨的情况下，控制公司的成本开支令人难以忍受：严格控

制打印纸的使用数量；在室外达到摄氏39度高温的天气里，

办公室却在晚上的6点钟准时停止空调的供应。这意味着在没

有窗户可以打得开的写字楼里，我们只能汗流浃背地拼命加

班至凌晨。” 给一家德国咨询公司打工的李先生说，“我们

公司共有80多人，每年的营业额在3000万元左右，利润可

达1500万元。”他说，“严格地讲咨询公司是不准从事审计

工作的，但我们也靠审计赚钱。” 这么高的利润，并没有给

员工带来多少福利。员工们加班每月都在200小时以上，加班

不仅没有加班费，即使干到凌晨两三点钟，第二天也不能迟

到。迟到一分钟按半小时计算，迟到10分钟，一上午等于白

干。 一些刚进外企的员工表示：他们中有不少是刚毕业的大

学生，可是整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根本没时间谈恋爱；有

的工作几年了，虽然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基础，仍然孑然一身

；即便结了婚的，过不了几年也会变回单身状态，公司内部

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甭管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进公司后

再出来就变单身了。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采访中，时讯记者发现不仅仅有不少在日

韩企业工作的中国人会倍感压抑，一些在欧美公司工作的员

工在形容自己的外企职涯时也使用了“死板、单调、乏味”

这样的形容词。他们形容在外企工作就像在一台庞大的机器

里，员工就是这台机器上的轮子。在高速旋转的过程中，随

时都会被甩掉。“来了走走了来来了再走”，多年来，公司

的人力资源就是这样非正常流动的。 外企出现劳资矛盾激化 

最近来自一家知名外企的消息，由于不堪忍受超额加班却没

有加班费的现实，不少员工联名向高层写信，自发组织起来



和公司谈判，要求补偿加班费，否则集体罢工。 中国人民大

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博士生导师常凯近日接受

《财经时报》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外企劳动纠纷总量有所增

加，“尤其是在一家较大型的跨国企业中的白领，而且劳动

标准、劳动待遇非常高的情况下，竟然出现劳资矛盾激化的

情况，说明中国的劳资关系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常

凯认为员工自己组织起来和雇主谈判，如果通过谈判获得工

资和劳工条件改善，那绝对是有意义的，并且也是可以参照

的。 业内有分析认为，这些劳资纠纷事件从某种程度上反映

了外企的生态。有的外企员工连基本的话语权都没有。 “外

商投资企业，往往会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惟利是图，克

扣工资，降低福利待遇，甚至不顾员工的身体健康，肆意超

时加班。”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刘俊海博士接受记者采访

时强调说，劳动者的“共益”权不容侵犯。员工对于公司来

说，处于弱势地位，发现利益受到损害，只有通过工会出面

谈判协商解决。“无论国企或外企，必须依法成立工会。工

会要充当好员工的代言人，及时将员工的要求和建议，反映

给公司领导层，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据了解，

有些外企比较规范，都成立了工会。而少数外企却不把工会

当一回事，员工作为一个个体，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连

基本的话语权都没有。 接受时讯记者采访时，北京外企人力

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张艳珍表示，关心员工的

身心健康是好雇主的标志之一，而在中国，一些外国企业在

这方面做得的确不尽如人意，有的公司不是非常正规，对于

员工的权利和要求能逃避就逃避，能少做就少做，可能纠纷

比较多一些。 同样属于外企，像微软、惠普等公司，做得就



比较好。微软一位高级主管告诉记者，他们对于超时加班，

除了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支付报酬外，还安排员工轮流休假。

公司在每层办公区都设有一个咖啡厅，备有简单的糕点和咖

啡。对于员工的合理化建议，公司高层都会予以考虑。 “外

企劳资矛盾激化和雇佣数量增加有一定关系，也和劳动者自

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法律意识越来越强有关。”张艳珍提醒

在外企的中国员工解决劳动纠纷的程序是先通过协商和调节

，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通过劳动部门仲裁，仲裁还有异

议可以到法院起诉。 张艳珍表示，《劳动法》、《工会法》

等作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法律，在中国的任何企业都必

须遵守。比如加班是允许的，但不超过一定时限，同时要给

加班费；相关补充条例里，管理人才和高级人才可以通过劳

动部门审批，申请不定时工作，可以因为岗位的特殊性质申

请弹性工作时间等等。 哪类外企工作压力最大？ 工作压力在

不同的外企会有不同的体现。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

博士认为现在外企有几种类型，在这些企业中，咨询类公司

比如麦肯锡，以及会计事务所这样的行业都是世界上工作压

力最大、最为紧张的企业，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国外也是

如此。这些企业员工的工资很高，工作负荷也很重。这是行

业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采访中，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张艳珍尤其提到，一些外企直接要结果，讲求结果导向，最

差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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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