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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到一起“隐形
加班”案件。报告指出，该案是全国
首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隐形加班”
问题的案件。针对网络时代“隐形加
班”现象，法院将下班后利用微信付
出实质性劳动依法认定为加班，保障
了劳动者的“离线休息权”。

很多网友在为该案件点赞的同
时，也发出各种无奈：“我们企业也
一样，手机24小时不得关机”“不让
休息时间关手机，要保持电话畅通”

“领导不走我们也不能走”“开会设
在晚上，说要培训”……记者近日连
续采访北京、河北、广东等地各行各
业20多位劳动者发现，其中超过15
位职场人存在“隐形加班”情况，而
且超一半职场人加班后得不到任何
形式的补偿，如加班费、调休等。

受访专家认为，要通过进一步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劳动者提高举
证意识，用人单位承担记录义务和
责任，加大企业工会建设和监督力
度，合力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24 小时随时待命，隐
形加班无处不在

加班到21点已是常态，忙项目
时加班到22点甚至23点也是常有的
事儿，但这些在赵凯心里都不算什
么，最让这位在深圳某互联网大厂做
产品运营的小伙子痛苦的是：回到家
都零点了，部门领导还在工作群里发
消息，提醒大家没有完成的工作任务
和明天一早就要提交的材料，“这不
就是让我们回家后继续加班吗？”

对于“打工人”来说，“隐形加
班”的内容不止于“社交群回复工
作”。很多时候，“加班”的指令也是

“隐形”的。
北京人罗薇去年入职一家新媒

体运营公司，担任编辑工作，她没有
想到自己加班的内容远不止于工
作。“领导从不会明确说加班，但会
在周四、周五的时候突然布置任务，
要求下周一完成。接着又改口，周
一上午开会，不如周日发稿吧，这就
是要我周末加班的意思了。”

此外，以“释放工作压力，再燃
工作斗志”为名义占据周六日休息
时间的团建活动，没有绩效指标也
无需打卡但必须人到公司的节假日
值班，半强制参与的每周早会，这些
内容难以名状，似“工作”又非“工
作”，隐而不发地、一寸又一寸地挤
占罗薇的生活。

通信技术日益发达，工
作生活区间混同

前程无忧发布的《职场人加班
现状调查报告 2022》显示，近六成

受访职场人表示自身处于“灵活机
动加班”机制中，他们工作时间与私
人时间并不分明，在表面看起来并
没有高强度加班的模式下，被“隐形
加班”吞没。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学术
委员会主任沈建峰认为，数字时代带
来的劳动领域突出现象是劳动领域
与劳动者个人生活领域的混同，进而
引发了“隐形加班”问题。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张丽
云认为，常规或传统意义上的加班
必须在劳动场所、在用人单位内部
进行。但是在现代化城市中，网络
和电信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有些工
作完全可以通过线上去完成。在这
种情形下，工作地点不再作为评价
加班与否的唯一标准。

全国首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
“隐形加班”问题的案件，其二审法

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
认为，对于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开
展工作的情形，如果劳动者在非工
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开展工作已经
超出了一般简单沟通的范畴，劳动
者付出了实质性劳动内容，或者使
用社交媒体工作具有周期性和固定
性特点，明显占用了劳动者休息时
间的，应当认定为加班。

“在上述案件中，二审法院明确
了综合考量的裁判方法，将‘明显占
用休息时间’和‘提供实质工作内容’
等作为认定加班的重点判断因素，抓
住了法律意义上加班的本质，也防止
了加班认定的泛化。”沈建峰说。

界定标准尚未明晰，隐
形加班举证不易

然而现实中，对于“隐形加班”
还存在法律上举证和认定困难的情
况。不少过往案例显示判决不支持
赔偿加班费，原因包括劳动者提供
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系经用人单位
安排加班，未能证明劳动者所主张
的存在连续性、常态性加班情形。

记者采访时也注意到，对于“隐
形加班”，多位受访者表示不敢维权
或维权难，背后原因就包括举证难。

“下班后接了老板或客户的电话
是否属于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应当计
入工作量，这些目前都是不清晰的。”
沈建峰说，“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微
信办公’‘线上办公’都算加班，若是
劳动者仅在社交群里作简单沟通，具
有偶发性和临时性，未影响劳动者生
活休息，则不应认定为加班。”

“数字时代的劳动问题具体怎
样认定、怎么举证等需要在未来的
判例中不断完善。‘隐形加班案’所
表达的裁判思路对劳动法的理论和
制度发展以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利

益的平衡保护方面都极具启发意
义。”沈建峰称。

强化时间规则意识，考
虑引入“离线权”

沈建峰认为，解决劳动者下班
后“隐形加班”的问题，有三种思路：
一种是否定其构成加班的可能性；
一种是通过立法引入“离线权”来应
对；另外一种是通过发展适应数字
时代的加班制度来解决。

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例如法
国，率先于2016年在劳动法典中引
入了雇员的“离线权”，即断开工作
网络连接从而不接受雇主指示和提
供工作的权利。

受访专家均表示，只有企业管
理人员和员工都树立了强烈的工作
时间规则意识，包括尊重和保护“离
线权”的意识，“离线权”等工作时间
规则才能得到有效实施。

“按照现行裁判规则，劳动者主
张加班费的举证责任在于劳动者。
劳动者需要对加班的指令进行留存，
以证据的形式完成举证。”沈建峰说，
同时用人单位也应完善义务记录的
制度，“用人单位对于给劳动者安排
的劳动有法律上的记录义务”。

沈建峰说，在目前的相关司法
案例中会出现因发生诉讼而将劳动
者踢出社交工作群的情况，这使得
证据的举证变得困难。

张丽云的建议是，劳动者应当
提升自身的维权意识。在优先完成
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外，劳动者要根
据劳动合同中规定的劳动时间维护
自己的权利。以聊天记录的形式将
证据和工作内容固定下来，不仅要
在聊天记录中体现受委托的记录，
还 要 留 存 提 交 成 果 的 记 录 。
（受访劳动者均为化名）据《法治日报》

24小时待命不许关机

下班后，你还在“隐形加班”吗？

视觉中国供图

校园诚朴雄伟，同学
们心生向往

天气寒冷，空中飘着雪花，丝
毫没有影响小记者们参与活动的
热情。上午9点，小记者在南大仙
林校区门口集合列队。同学们被
分为6个小队后，就开启了当日的
活动。

有了白雪的掩映，学校多了一
抹冬日的浪漫。从二源广场、杜厦
图书馆、香雪海到方肇周体育馆，
每走到一处，讲解员就为同学们进
行介绍，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香雪
海有了雪的“加持”，更是让一众小
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印象最深的是香雪海。”南京
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六（9）班的水钰
瑶说，参观校园非常开心，雪景也
很美。校园图书馆也让她感到特
别新奇，“特别大，里面的设施也很
多。”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初一学
生吴佳芮说，校园非常大，也非常
雄伟，让她心生向往。“我想来看看
大学是怎样的，在参观后也想能来
南大读书。”大家在带队老师的帮
助下，在校园里留下了快乐的合
影。

变身小小“科学家”，
沉浸式开启科研探索

在参观感受校园后，小记者们
来到了南京大学化学与新材料科
普教育基地，沉浸式开展科研探

索。他们在指导下，穿上了白大
褂，戴上护目镜、手套，变身小小

“科学家”。
“大家念几年级了？”通过互

动，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师、
高级工程师高卫与同学们渐渐熟
悉。当天，高卫带同学们做的是自
制酸碱指示剂实验，他先为同学们
做了一个示范，并发下讲义让同学
们团队协作记录实验过程的变化
与结果，希望同学们通过实验熟悉
酸碱的概念。

同学们将干净的烧杯准备好
后，就开始剪紫色卷心菜，“大家要
剪得尽可能细”，同学们一边做着，
高卫一边提醒。团队分工协作，有
人剪卷心菜，有人接水，将剪好的
卷心菜与水一起在烧杯中加热。
很快，就有同学发现了变化，“哇，
变颜色了！”只见烧杯中的溶液渐
渐变成了蓝色。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颜色
对应的pH值是什么？”待溶液加热
完毕，同学们用pH试纸分别测试
柠檬汁、苏打水等溶液的 pH 值。
随后，他们将这些溶液分别与提炼
出来的溶液进行反应，并记录下溶
液的颜色。

水钰瑶和团队的成员们共同
在讲义上记录下了自己测试的颜
色，“实验让我大开眼界，特别有
趣，酸性物质测试会变成偏红色，
碱性物质会变成偏绿色或蓝色”，
水钰瑶说。

“做实验很好玩！”南京外国语

学校雨花国际学校的姐妹俩刘昱
丹、刘昱彤也对当天的实验印象深
刻。

我们能从实验教学中收
获啥？小记者组团来采访

“高卫老师是从什么时间开始
从事科普工作的？”“您觉得小学生
能从实验教学中收获什么？”实验
结束后，南京市石鼓路小学三年级
（4）班的7名学生组团对高卫进行
了采访，高卫一一耐心回答。

张语诺、吕沐辰都为当天的采
访感到开心，“亲身体验实验，不仅
可以增长知识，还可以见到厉害的
老师，非常开心。”吕沐辰说。

在任小蛮看来，南京大学的
“大”字体现在知识、建设上，“这
里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可以学到
很多知识。高老师知识丰富，我
也想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考上南
京大学。”

“这里学科丰富，还有很多教
授，在实验中我认识了酸和碱，生
活中有很多有趣的科学实验，我以
后要多探究。”张栎冉说。

高卫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希望
孩子们通过实验体验到化学的乐
趣，“我们用的材料都是生活中容
易获取的，这里面又包含很多化学
知识。他们通过熟悉的物品，做有
趣的化学实验，早日接触化学、破
除对化学的陌生感，也利于后面的
学习，另外也可以增强动手能力，
锻炼思维能力。”

现代 小记者走进南大变身“科学家”
2月5日，40多名现代+小记者走进南京大学仙

林校区，参与“南京大学实景科研一日营”活动。从二
源广场、杜厦图书馆到香雪海、方肇周体育馆，他们在
参观中感受校园的诚朴雄伟。在实验环节，他们变身
“小小科学家”，跟着南大教授做科研。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于露/文 王玉秋晨/摄

沉浸式科研探索！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师、高级工
程师高卫与小记者们一起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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