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降低劳动强度
和高薪酬能兼得吗？

对于普通职工， 取消大小周意味着什
么？

不加班不是好事儿吗？ 为什么还有人
反对？难道是被 996PUA 了？面对职场社交
平台上的众多观点， 不止笔者一人对这一
现象产生了疑问。

翻看一条条“反对”的评论，不难发现，
大部分网友提到了因取消加班制度损失的

加班费。看到这就不难理解，其实“不想少
拿钱”这种心理，可以用行为经济学里面的
一个概念来解释，叫作损失厌恶。

也就是人们在面对同等体量的收益和

损失时，认为损失更让他们难以接受。
当打工人面临“多一天休息”和“少赚

一天钱”的选择时，金钱损失所带来的厌恶
感有时候比周末双休带来的幸福感更强

烈。 不论是这次快手， 从没有大小周的传
统，到今年 1 月全员实施大小周，到再突然
宣布取消； 还是跳动从前几年开始执行大
小周， 到现在取消大小周， 都是让员工在
“得到”之后又面临“失去”。这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大家会说出反对的言论，因为“得与
失在于比较”。

但 996 有一个明显的悬河效应， 大公
司搞 996 还给加班费， 但是衍生到中小公
司呢？大概率就是不给钱了。

因此我们要反对的，不是取消大小周，
而是无节制的加班文化， 以及取消大小周
后，仍然需要加班，且是无偿、没有相应惩
罚措施。 这些才是真正需要我们站出来反
对的。

现在大公司站出来带头“表态”，实际
上是乘胜追击的时候， 是职场人应该共同
团结努力，以一致的言论和态度，促使整个
职场生态逐渐健康变好的条件和时机。

����■ 记者 陈宁

加班这件事，应该分两半看。
首先，加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野蛮生

长的加班文化。
例如， 有的企业把员工愿意加班的行

为视为“应当应分”，有的把不愿意加班的
员工视为“落后群体”，有的企业根本没有
为加班支付加班费……

其次， 像这一波由互联网取消大小周
引起一部分员工的反对， 说明员工有加班
赚取加班费的需求。所以，只要在法律规定
的范围内，对于加班不能一棍子打死。

我们应该呼吁企业规范加班行为，做
好职工的保障， 把加班对职工身心的伤害
降到最低。 ����■记者 徐巍

取消大小周的
“悬河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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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企业，大小周的加班工资特别高，一旦
取消大小周就意味着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因此，
互联网大厂员工最近都十分纠结……

■劳动报记者 陈宁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 在反
对的声音中， 主要还是担心变
成义务加班。

职场人 Lin 指出， “这则
公告反映的信息是， 鼓励提高
效率 ， 从时间上杜绝加班 。 ”
她认为 ， 相对来说字节跳动 、
快手等仅有个取消大小周的通

知 ， 缺乏相关惩罚制度支持 ，

最终非常有可能演变为无偿加

班。 因此， 才会有这么多人反
对。

你以为取消大小周， 所有
人能够上五休二了， 晚上五点
拎包回家了， 开开心心打游戏
吃饭睡觉……但有可能实际上
取消大小周： 周六周日不录入
考勤 ， 在家里依旧在办公干

活， 电话不敢不接， 微信不敢
不秒回， 还可能以没有考勤为
由不给你钱， 客户供应商随时
一个电话微信邮件， 直接导致
听到电话和微信提示音都会

“胆战心惊”。
Lin 指出 ， 在公司不增加

人手 ， 不解决工作量问题之
前， 减少工作量只是空谈。

担心加班变成义务劳动

照理来说， 现在取消大小
周回归正常，员工该开心才是。
但当我们打开脉脉， 发现竟然
有不少员工并不乐意取消大小

周的。 因为快手、字节跳动的这
一波操作，在他们眼中，实际上
是“变相降薪”。

据互联网企业内部员工透

露，大小周的加班工资特别高，

几天加班就能换来好几千。
在不少职场人看来， 无论

是 996 还是大小周， 都是一种
自愿的劳动力 “交易 ”，简单来
说，“钱到位的话，一切都 ok。 ”

这些职场人大多抱有 “有
偿加班不是罪”的观点，其中一
名员工坦言， 大小周的钱是算
进总薪资包的， 现在取消就意

味着“变相降薪”。
据了解， 字节跳动之前是

每月都有两周的周日需要加

班，会有两倍的加班费。
取消大小周但是薪酬不进

行普调，对于员工来说，受到不
小的影响。

当收入受到影响的时候 ，
反对的声音随之而来。

取消大小周是“变相降薪”观点一

选择不同，加班与否不用一刀切观点三

曾在字节跳动、 拼多多等
互联网企业就职过的何静说 ，
当初之所以加入字节跳动， 就
有加班的准备。 相反， 如果去
那些没有加班文化的外企做调

查， 问他们愿不愿意开始大小

周并涨薪 20%， 她猜也是一大
半人会选择拒绝。

她认为， 每个人的选择不
同， 没有必要要求所有人都不
去加班 ， 或者所有人都去加
班。 “如果想要挣钱， 就选择

狼性的企业文化 ， 就去加班 ，
享受高回报， 反之就不愿意加
班 ， 就享受生活 。 ” 她表示 ，
如今企业的做法是一刀切， 让
员工没有选择， 这样自然会遭
到一部分员工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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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红利消退，或趋于理性观点四

还有互联网从业者担心取

消大小周， 是因为互联网红利
消退， 担心自己在字节跳动等
互联网企业的未来。

业内观察人士郝志伟指

出，一方面，互联网业务增长停
滞，不再有新的系统开发，日常
工作以维护和升级原有系统为

主，工作量不再像以前那么大。
另一方面， 由于前些年互联网

发展太快， 薪资水平远高于其
他行业， 导致大量的年轻人涌
入互联网行业， 互联网内人力
资源日益饱和、过剩……

“既然互联网已经见顶 ，
增量已经没有了， 进入存量博
弈， 那么以前那套模式必然也
要抛弃 。” 他认为 ， 互联网行
业的发展将逐步理性稳定， 从
某种程度上， 确实可以理解为

红利消失。
郝志伟说：“过去那种是激

进模式 ， 打工人要付出健康 、
家庭等代价 ， 其实代价非常
高 。” 未来如果能在政府的引
导下扭转这个趋势， 让工作环
境回归正常， 打工人可以有更
多的时间丰富生活， 从而可以
让更多年轻人回归生活， 回归
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