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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数字信息技术使劳动突破了时空界限，提
供了灵活的工作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引发了一些
新问题，比如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让隐形加班日
益常态化，成为‘无偿加班’，而‘时刻在线’的状态让劳动
者‘困在工作系统里’，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全国政协委
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在接受采访时说。2月
28日，他提交了《关于保障劳动者离线休息权的提案》。

吕国泉委员在提案中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在劳动立
法层面引入离线休息权。同时，修订标准工时，对线上加
班和工时补偿作出明确界定。

“应加大数字经济背景下工资、工时、休息、休假等方
面劳动基准制度研究规范，将工时基准保障纳入劳动保障
机制。厘定线上线下工作时间边界，针对依托网络工作时
间不固定、工作强度大的岗位作出工作时限的制度性安
排。将当前以工资为重点的集体协商拓展为包括工时等
劳动基准在内的综合性集体协商，综合考虑线上加班频
率、时长、工资标准、工作内容等因素酌情认定加班费。指
导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列入界定、补偿离线休息权的条
款，约定线上加班补偿标准。”吕国泉委员说。

吕国泉委员还建议，加大监管力度。对用人单位隐
形加班行为，执法部门要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提高违法
成本。健全维权机制，让劳动者在面对不合理无偿加班
时有维权渠道。纪检监察等部门监督政务应用程序、政
务公众账号，防止工作群组强制使用、过度留痕、滥用排
名等“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现象，为基层干部和一线劳动
者松绑减负。

2023年4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
动争议案，该案中，劳动者长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外
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进行工作，属于“隐性加班”，用人单
位应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

北京高院今年1月曾专门介绍了这起“隐形加班”案。
案情显示，李女士曾在某科技公司任职产品运营岗

位。李女士主张某科技公司应向其支付 2019年 12月 21
日至2020年12月11日加班费等。关于加班情况，劳动合
同中约定执行不定时工作制，某科技公司认可未进行不定
时工作制审批。李女士主张其存在加班情况，公司未向其
支付加班费。李女士就此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假期社
群官方账号值班表》等证据。

经查，李女士主张的加班系在微信或者钉钉等软件
中与客户或者同事的沟通交流，李女士表示自己系运营
岗位，岗位职责是搭建运营组织构架、负责程序整体运
营、管理内容团队、负责投放计划制定和实施、研究产品
优劣并做跟踪、负责商务拓展。某科技公司则表示，李
女士是运营部门负责人，在下班之后，如果公司有事，其
他员工给李女士打电话咨询不应属于加班。对于李女士
主张的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值班的情况，某科技公司表
示，微信群里有客户也有公司其他员工，客户会在群里
发问，只是需要员工回复客户信息，某科技公司认为这
不属于加班的范畴。

一审法院对李女士的主张未予支持，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改判某科技公司赔偿李女士加班费3万元。

二审法院判决认为，对于此类劳动者隐性加班问题，
不能仅因劳动者未在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进行工作来否定
加班，而应虚化工作场所概念，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提
供了实质工作内容认定加班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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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线休息权”入法
提高企业隐形加班违法成本

下班时间，工作群消息还响
个不停；明明是双休日，却要处
理工作；手机24小时开机，工作
群要及时回复……这样的经历，
你有吗？数字信息技术让工作
突破了时空界限，提供了更为灵
活的方式，但也模糊了工作与生
活的“边界”，“隐形加班”让“打
工人”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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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技术发达带来的劳动领域突出
现象是劳动者劳动领域与个人生活
领域的混同，进而引发了“隐形加
班”问题。如何解决该问题是劳动
法理论和实践回应数字时代急需面
对的话题。

“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远程
工作变得更加容易，这是‘隐形加班’
出现的技术前提。而这也和现代产
业的变化有关，很多劳动不再局限于
特定的劳动场所，其工作形态更多以
结果为导向。”沈建峰分析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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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形加班”无处不在
还得不到任何形式补偿

通信日益发达
工作生活混同

实践中还存在
举证、认定等难题

下班也得紧盯微信
公司被判赔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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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后也要及时回复工作消息、处
理相关工作已经成为很多职场人的常
态，工作时间与个人时间的边界逐渐变
得模糊。人不在公司，活儿还在身上。

“隐形加班”盛行，但其是否属于加班一
直未有共识，想要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记者采访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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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要在微信群里汇报当天的工
作，联系了多少个客户，进展如何等。如
果不回复消息，就会被归咎于擅离职守，
被领导严厉批评。”今年 32岁的冯倩（化
名）在某银行支行工作，对她来说，最痛苦
的事情就是“24小时待命”的紧迫感——
领导要求 24小时随叫随到，对工作有新
想法要24小时随时沟通。

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李楠（化
名）也有此烦恼——24小时待命工作，下
班后仍然要处理社交软件上的工作，有
时候深夜已经躺在床上休息了，还会接
到领导的视频会议通知。

31岁的刘晶（化名）去年入
职北京一家公司，担任产品
运营一职。按公司的说法，
她的工作实行不定时工作
制，这是一种对于职责范围
不能受固定工作时数限制的
劳动者实行的工作时间制度。
有时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刘晶需
要值班，下班后公司有事，领导
和其他员工也会和她在线上沟
通工作。“100 多页微信聊天记
录、100多页钉钉打卡记录、30多
页值班表记录。”这是刘晶整理的
15个月加班记录，值班时需要解答相
关客户的问题，发企业公众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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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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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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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维权，但是又不知道究竟
怎样才算‘隐形加班’，也不知道怎么
寻找证据。而且也害怕得罪领导，或
者被同事孤立。”有受访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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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确定“隐形
加班”的工作时长也
需斟酌。沈建峰称，
考虑到劳动者通过社

交软件进行加班的“工
作状态”难以把握，用人
单位不能实时进行监督，
而且劳动者在“线上加
班”的过程中也可以进行

其他生活活动的特点，认为
直接将聊天记录体现的某个时间

段或者某一天的时间全部认定为加班
时间，对用人单位而言有失公平。

呼吁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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