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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话题持续引发关注

随着“996”工作制持续刷屏网络，一时间媒体都在关注

“996”现象，人们发现“996”事件可能源于一些员工对某

些电商公司宣布实行“996”工作制的不满，纷纷谴责这些公

司公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

控诉资本的贪婪。一些电商的“福报论”更是为这个

热点狠狠地加了一把火。 

“996”事件引出的讨论很多，法律上

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着违反《劳动法》

展开的，更多的言论属于谴责资方过

度逐利、剥削劳动者的道德审判，许

多青年或不是青年的人都表达出对青

年生存环境、工作压力的同情和对青

年身心健康不利影响的担忧。也有少

数人从实行“996”工作制公司的角度，

客观分析“996”工作制背后的由经济环境、

企业竞争、人力成本提高等构成的大环境。表

面看，“996”事件是由于一些公司违反《劳动法》，

强制员工延长工作时间引发的青年员工的不满和抵制。

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高质量发展不仅涉及生态环保，更需以人为本。社会成员多

数都是劳动者，不管是否从事全日制工作，人们每天用各种

各样的活动把 24 小时填满，多少时间休息、多少时间劳动、

多少时间用于其它活动，这是人类进化过程、社会发展进程

中一个重要的变量，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存、生活质量，还

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快乐和幸福状况。

按照“996”工作制时间工作的人占多大比例

2018 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发

布了《2018 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这次调查的执行时

间是 2018 年 5 月，调查数据来自 11 个省（市）的

20226 个家庭的 48580 人。调查中活动的内容

分为 6 大类，每一类活动时间的使用情况

如下 ：第一类是个人生理必需活动，包

括睡觉休息、个人卫生护理、用餐或

其他饮食活动。调查结果显示，居民

一天中个人生理必需活动占了很大一

部分时间，平均用时是 11 小时 53 分

钟，其中男性 11 小时 48 分钟，略少

于女性的 11 小时 58 分钟 ；工作日和休

息日略有差别，工作日是 11 小时 45 分钟，

休息日是 12 小时 12 分钟。第二类是有酬劳动，

包括就业工作、家庭生产经营活动，调查结果显示，

居民有酬劳动占一天时间的 18.3%，平均用时是 4 小时 24 分

钟。第三类是无酬劳动，包括家务劳动、陪伴照料孩子生活、

护送辅导孩子学习、陪伴照料成年家人、购买商品或服务、

看病就医、公益活动，平均用时是 2 小时 42 分钟。第四类是

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包括健身锻炼、听广播或音乐、看电视、

阅读书报期刊、休闲娱乐、社会交往，这类活动占一天时间

的 16.4%，平均用时为 3 小时 56 分钟。第五类是学习培训，

莫让“996”成为职场明规则
王俊秀

【摘要】随着“996”工作制刷爆网络，“工作时间”这一话题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996”不应

该成为任何行业的常态，莫让“996”工作制成为职场明规则，需企业层面的劳动定额和法律层面的

过劳立法，从社会系统层面为年轻人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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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一天时间的 1.9%，平均用时 27 分钟。第六类为交通活动，

占一天时间的 2.7%，平均用时为 38 分钟。这六个类型的活

动包含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同方面时间的分配在不同

时期是不同的，但整体的变化是随着社会进步的一个优化过

程，尽管这一优化的过程可能是缓慢的，但代表的是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

调查结果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居民日常生活中时间使用的

概貌，但由于参与每类活动居民的比例不同，报告的主要结

果是平均数，看不出特定人群和特定类型的活动。2017 年由

内蒙古大学完成的一项类似调查《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

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发现，我国居民劳动时间减少，休闲

社交时间增加，生活品质提升。与 2008 年相比，2017 年我

国居民每天劳动时间（包括有酬和无酬）减少 0.47 小时，休

闲社交和自我照料时间增加 0.26 小时。该调查还发现，2017

年我国工薪劳动者每天净工作时间大于 8 小时的比例高达

42.2%。这一比例与我们之前完成的《美好生活需要调查》得

出的结果接近 ：我们在全国范围调查的 9050 名 18 岁以上成

年人，每周工作超过 40 小时的比例为 40.5%。

按照“996”工作制时间工作的人占多大比例？如果在

“996”工作制中除去用餐时间，以每周工作超过 60 小时计

算的话，这一比例约占我们调查总人数的 5.2%。我们的调查

还发现 18—35 岁的青年工作时间为 35.6 小时，高于其它人

的 31.97 小时 ；高学历群体的工作时间更长，研究生学历者

工作时间多于本科学历者，本科学历者高于大专学历者，排

在后面的依次是初中学历者、小学学历者和高中学历者。其中，

研究生学历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将近 40 小时，最低的高中学

历的人只有 26.3 小时 ；基本上收入高的人工作时间更长，月

收入在 7000 元到 1 万元的人工作时间最长，平均为 41.2 小时，

月收入在 1 万元到 2 万元之间的人工作接近 41 小时，月收

入在 5000 元到 7000 元之间的人每周工作时间接近 40 小时，

月收入 5000 元以下的人每周工作时间在 30 小时上下。不同

工作类型中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工作时间最长，平均

接近 45 小时，其次是技术人员，接近 41 小时，国家机关和

事业单位人员每周工作时间约为 38 小时，服务业和农、林、牧、

渔等从业人员的每周工作时间约为 30 小时。本地城市户口居

民每周工作时间约为 38 小时，外地农村户口居民每周工作时

间约为 41 小时。

职场压力古已有之

唐代大诗人杜甫一样值过夜班，他

曾写诗 ：“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

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意思是晚上不

敢睡，风一吹就想起上朝的马铃声，一

想要早起上朝，心里就惴惴不安。看看，

同样是上班，大诗人就能憋出诗，咱能

憋出病。就连九五之尊的皇帝雍正帝也

是加班成瘾，一年只休 3 天，一天只睡

4 小时！

再看国外，办公楼的“鼻祖”，就

是 1906 年美国的拉金大厦，当时还没

格子间，采用的是开放式办公，工位整

齐划一，桌子上不能有任何遮挡，每排

侧面都坐着领导，只要他们抬头，员工

的每个动作 ~ 尽收眼底。去洗手间的时

间，在饮水间逗留的时长，浪费的分钟

数，都会被手持秒表的人记录下来。比

比看，自己是不是幸福好多？！不过现

在的年轻人可千万别把敬业和压榨相提

并论。

正确打开 996 话题的方式

探讨 996 话题，不是要不要奋斗拼

搏，而是如何更好地去奋斗拼搏。我们

国家还处于“发展中”的阶段，仍然需

要奋斗与拼搏，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人

们的“美好生活”具有更广阔的内涵，

从而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完善企业治理、

设计激励机制。我们不是要在工作与其

他有价值的事情之间做二选一的排他选

择，而是要在兼顾的基础上让员工更好

地去工作。

我们的企业不仅要依靠员工的汗水，

更要激发员工的灵感 ；不仅要让员工更

努力的工作，更要激发员工更高效的工

作 ；不仅要靠加班工资的激励，更要让

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意义的饱满

也成为工作的奖赏。只有那些能够做好

平衡兼顾的企业，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

获得可持续的竞争力。有人把中国的经

济奇迹称之为“勤劳革命”，正是中国人

的勤劳与奋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推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

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奋斗与拼搏，

仍将是我们这个快速前进社会的主题词。

而 996 的讨论则启示我们 ：未来中国的

活力，将来自于快乐地去劳动，让一切

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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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占生活时间违背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原则

以牺牲健康和幸福为代价，这种“打拼”是不可能长久

持续的。时间似乎是公平的，每人每天都是 24 个小时，但从

以上大量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人们 24 小时时间的使用却是

千差万别的。存在一些群体的超时工作，青年人、技术人员、

技术工人、农民工这些群体最为突出，即使不考虑工作环境

和工作报酬，仅从时间分配上也表现出不公平。如果工作时

间与生活时间不平衡，就会带来身心健康问题。劳动时间的

变化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指标，因此，“996”

事件反映出的并不仅仅是部分企业违反《劳动法》的问题，

而是应该重视如何从社会系统层面为年轻人减压。

社会对超时工作见怪不怪，使得企业可以公开宣称“996”

工作制，企业家甚至可以把“996”的工作时间美化为一种“福

报”，在《劳动法》颁布多年后的今天，这是值得全社会深思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人们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反映在对于时间的

支配上，一个社会人必须是一个劳动者，在为社会创造财富

的同时，每个个体还应具有生活时间的自主性。生活时间是

现代人以自身为参照设定的时间单元，是一种有别于工作时

间的休息、休闲时间，是一种面向心灵、情感（亲情、友情

和爱情）的自由生活时间。延长工作时间无疑会挤占生活时

间，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和情感生活。生活时间的核心是自由，

自由时间在人的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是人发展的宝贵财富。

社会发展是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也是以人的发展为前提的。

那些以企业发展、经济增长、未来愿景等幌子，用生产时间

挤占和剥夺人们生活时间的做法都是违背以人为本的社会发

展原则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博导）

【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心理建设 ：社会治理的

心理学路径”（项目编号 ：16ZDA231）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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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加班文化需重新审视

996 制的推行，往往还伴随着企业

文化、敬业、拼搏等话术包装，在无形

中强化了一种病态的“加班文化”，它具

有一定的外部性，对此更应引起警惕。

事实上，从各方反馈看，加班在当前社

会已经较普遍，并不只是互联网行业特

有。即便说互联网行业的 996 工作制有

着多个维度的形成原因，不宜片面理解，

但基于整体的社会劳动状况，加班文化

的确应有系统性反思。

普遍的过度加班，其实是以高人力

投入换取企业、社会的运转效率，然而

在效率的另一端，却可能忽视了其背后

的社会成本。小的方面说是员工的健康、

休息权利，大的方面说是社会运转的低

活力与高成本。对企业而言，过度依赖

于员工加班，也可能抑制管理上的改进

动力。这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未必是好事。

应该看到，在程序员抵制 996 的背

后，是社会在加班、劳动强度等概念上

的认知刷新。由全国总工会组织开展的

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劳

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

化，一些职工思想状况表现为“三转变”，

即从被动维权向主动诉求转变，从追求

生存权益向追求发展权益转变，从追求

物质权益向追求精神权益、民主权利转

变。此前被热议的“年轻人宁愿送外卖，

也不愿进工厂”，也能够反映出，年轻人

对工作自由度、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有

了更多的诉求。

劳动者权益状况的改善，是现代社

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个体的工作、

生活、休闲状态，也是衡量社会以人为

本指数的一个重要侧面。而推崇加班，

把奋斗等同于常态化“过劳”状态，逼

着年轻人“把身体掏空”的工作机制和

社会文化，显然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内核。

——摘自《人民日报》、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