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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工作制”到底违不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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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批准
企业不得自创工时工作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

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

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

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这一工时制度

被称为“标准工时工作制”。

对于有些因生产特点而不能实行标

准工时工作制的企业，经劳动行政部门批

准，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根据

《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

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第三条的

规定，“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主要是指综

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其

中，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以月、季度、年等

为计算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一个计算

周期内日均工作时间和周均工作时间应

与标准工时工作制基本相同。

因生产特点、工作特殊需要或职责范

围的关系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或需

要机动作业的岗位，可实行不定时工作

制，这是唯一一种不受标准工作时间限制

的工时工作制度。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不定时工作制仅适用于法律和行政法规

明确规定的部分特殊岗位，如企业高级管

理人员、推销人员、出租车司机等。

在我国，用人单位不得未经劳动行政

部门批准自行创设工时工作制度，故而，

上述新闻所涉的互联网公司可在法律和

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部分特殊岗位实行

不定时工作制，但如果将所有员工的正常

工作时间规定为 9:00 至 21:00，显然违反

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工时制度的相关

规定。

现实生活中，不少企业存在以安排员

工加班的方式，变相实施“996工作计划”

的情况。企业的确享有安排员工加班的

经营自主权，但这一权利的行使需受到法

律法规的严格限制。

我国《劳动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

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

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

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

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

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在下列情形中，延长的工作时间不受

上述劳动法条款的限制:一是发生自然灾

害、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威胁劳动者生

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紧急处理的;二

是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公共设施发

生故障，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必须及时

抢修的;三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不得违反劳动

法的规定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除危及

人身财产安全、影响公共利益等法律法规

明确规定的偶发情况外，企业安排职工每

月延长工作时间也不得超过36 小时，更

不能将超时加班常态化。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法关于延长工

作时间的规定是禁止性规范，即属于强

制性法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

制 性 规 定 的 劳 动 合 同 无 效 或 部 分 无

效。即使用人单位与员工在劳动合同

中明确约定每月加班时间可超过 36 小

时，也属于无效条款，无法获得法律的

支持和保护。

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

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

如果必须安排加班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

对于加班费的支付方法，根据劳动法

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

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

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是安排劳动者

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

的工资报酬；二是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

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200%

的工资报酬；三是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

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

酬。显然，安排员工长时间加班并不一定

会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反而有可能会大

幅增加企业的用人成本。

用人单位安排加班却不支付加班费，

劳动者可依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请求

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单位限期支付；逾期仍

不支付的，还可能产生应付加班费50%以

上1倍以下的加付赔偿金；劳动者还可据

此要求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此外，若企业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

间，还将面临罚款的处罚。劳动法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

并可以处以罚款。”《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

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

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

以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 100 元以上

5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由此看来，用人单位安排员工长期加

班，不仅大幅增加用人成本，而且还可能

因触犯法律而受到劳动行政部门的处罚，

承担不必要的惩罚性开支，并导致企业社

会评价降低，损害企业声誉，得不偿失。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应选择通过鼓

励发明创造、创新工作方法、完备奖励机

制等合法方式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增强自

身市场竞争力。

最近，国内程序员界发生

了一件大事，有人在知名代码

托管平台上发起了一个名为

“996.ICU”的项目，以此抵制

互联网公司超时工作。此举

得到大批程序员响应。所谓

“996”，是指每天上午9点工

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

而“996.ICU”，意 为“ 工 作

996、生病 ICU”。日前有 40

多家互联网公司被指实行

“996工作制”，其中包括多家

知名互联网公司。那么，互联

网公司自创的“996工作制”

是否合法，企业又将承担哪些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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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员工超时加班违法

违法成本高守法更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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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工作制的由来

英国工业革命之初，工人日工作时间

可达13至16小时。1810年，威尔士实业

家罗伯特·欧文首先提出“每天工作10小

时”的概念，并在自己的纺织厂中进行了

实验。1817年，他将目标改为日工作8小

时，并提出“8小时工作，8小时娱乐，8小

时休息”的口号。

此后，为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劳动条

件，英国、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工

人分别进行了顽强的抗争。1855 年，澳

大利亚部分石匠通过工会谈判的方式率

先取得每天工作8小时的权利。

1866年日内瓦第一国际工人代表大

会上，马克思提出“8小时工作制”议题并

获表决通过。通过全世界工人的不断努

力，20世纪上半叶之后，“8小时工作制”

作为工人的法定基本权利逐渐在全球范

围内推广开来。1915 年 11 月 7 日，乌拉

圭政府宣布实行“8小时工作制”，成为世

界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行8小时工

作制的国家。

（李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