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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5G、云计算、物联网等各种数字技术不断诞生的数字时代下，衍化出了沟通实时化、时间弹性化、空

间弹性化的新业态用工模式，而这也为我国的工时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特殊工时制的滥用、

工作时间难以认定、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相互渗透等问题如破竹般不断出现。因此针对数字化时代工时

制度面临的种种困境，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现行制度，厘清工作时间认定标准，优化特殊工时制度的使用

范围、增加标准工时制度的灵活性，以适应新业态用工模式，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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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with the continuous birth of various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5G, cloud com-
puting,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 new industrial employment model of communication infor-
mation, time flexibility, and space flexibility has been developed, which has also brought unprec-
edented challenges to China’s working time system. For example, the abuse of the special working 
hour system, the difficulty in identifying working hours, and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working 
hours and rest time continue to emerge like broken bamboo. Therefore, in view of the various 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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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ulties faced by the working time system in the digital age, we need to re-examine the current 
system, clarify the working tim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ptimize the scope of use of the special 
working hour system, and increase the flexibility of the standard working hour system, so as to 
adapt to the new employment mode,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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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从传统的机器工业化生产进入到当今的数字化生产之后，除了像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各

种数字技术不断涌现发展，推动着生产方式的不断创新和进步之外。人们的办公方式、就业模式、用工

模式等在数字时代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这些变化统称为新业态用工。最明显的表现就在于，伴

随着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许多“线上办公”、“掌上办公”软件的应用，打破了传统工作受到时间

和空间限制的束缚，使劳动者实现了随时随地办公的愿望。而在新业态用工变革的背后，也产生了许多

机遇和挑战。最明显的就是，目前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之间的边界已逐步模糊，从而导致工作

时间不断侵占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同时由于劳动者工作时空范围的扩大，应采纳何种工时制度进行计

算也变得难以下定夺。并且我国现行工时基准法制自颁布实施已有二十余年，相比其他法系而言工时制

度框架仍止步不前。因此劳动者与企业一旦产生劳动纠纷，这些法规极大可能成为解决纠纷的阻碍。 

2. 数字化时代下新业态用工特点 

当前中国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各种新兴技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互

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据官方解释，工业 4.0 指的是利用数字化技术推动产业变革的时代，是智能化时

代 1。在此大背景下，许多依托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而诞生的新型经济模式、就业模式

和办公模式逐渐成为主流。这些与传统经济和就业模式不同的创新被统称为新业态用工。这个术语涵盖

了数字化、平台化和灵活化等趋势，反映了人们对工作方式的持续变革和创新。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共享

经济、远程办公、在线教育、虚拟助理等各种新型工作模式，都属于新业态用工的一部分。当谈到新业

态用工时，灵活就业是其中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灵活就业指的是工作方式、时间和地点都具有较高的

弹性和自主性，让人们可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实现个人的工作目标和生活需求[1]。并且孕育出多

样的就业方式，如短视频拍摄、网络直播、文案写手等新职业。这种形式的就业方式有效的满足劳动者

自身的生活节奏和个性要求。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灵活就业群体中，在行业总用工数比重最大、

灵活用工人数规模最大的是传统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所占比重高达 76.6%，用人规模达 4449.6 万人，

大约占全国灵活就业者总人数的 45% [2]。灵活就业的兴起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推动。首先，随着科技的

发展，远程办公、互联网平台等工具的普及，使得人们可以在家中或任何地点进行工作，打破了传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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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谓工业 4.0，是基于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作出的划分。按照目前的共识，工业 1.0 是蒸汽机时代，工业 2.0 是电气化时代，工

业 3.0 是信息化时代，工业 4.0 则是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也就是智能化时代。”李克强为什么要提工业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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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模式的限制。其次，年轻一代对于工作和生活的追求更加注重平衡和个性化，他们倾向于选择能够自

由安排时间和空间的工作方式。此外，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竞争加剧也促使人们寻求更加灵活的就业机会，

以应对市场的变化和风险。 
同时随着 5G、云计算、Chat GPT 等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许多公司和用人单位开始采用远程办公或

居家办公这种新办公形式。同时，借助这些数字化工具，例如视频会议、在线协作平台、云存储等，进

行沟通、协作和文件共享，使得远程办公变得更高效和便捷，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不再囿于传统办公的时

空限制。数据显示，腾讯会议在 2023 用户数突破 4 亿，自上线以来服务超过 25 亿次在线协同，付费用

户数同比提升 5 倍。这些年，不管是学校、企业还是政府机构对线上课堂、线上会议的使用频率一直保

持高涨的态势。 
因此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诞生的新业态用工呈现出与传统用工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2.1. 沟通实时化 

针对新业态用工具有的远程办公和虚拟团队等特点，各种即时沟通工具得到了广泛应用。企业通过

邮件、即时通讯软件(如钉钉、企业微信)实现实时交流、项目计划制定、进度跟踪以及任务分配。同时，

利用视频会议工具(如腾讯会议)进行远程会议、培训和沟通，促进远程工作人员之间的实时交流和协作。

这些工具的应用有效地增强了团队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提升了远程办公的效率和协同工作的便利性，助

力企业顺利应对新型用工模式的挑战，实现高效务实的远程工作环境。 

2.2. 空间弹性化 

数字化办公最大的好处就是打破传统办公的时空限制，劳动者可以更加灵活的安排办公场所，实现

真正的“一机在手，说走就走”的工作方式，从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劳动者办公的身影，例

如现在的咖啡厅里常能见到许多人一杯咖啡一台电脑，专注的敲击着键盘，亦或是，在餐厅中，劳动者

利用碎片化时间，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处理工作邮件。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和跨国

贸易数量不断攀升，数字技术实现了真正的跨地域团队协作，员工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跨地域的沟通、

项目管理和文件共享。因此数字化办公不仅给企业带来了高效益，也为员工创造了更加灵活和便利的工

作环境。 

2.3. 时间弹性化 

在数字化的浪潮下，企业纷纷探索和实践弹性工作制度，以迎合员工个性化的工作需求，提升工作

效率和员工满意度。尤其是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爆发之后，为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并有效应对疫情挑战，中

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扩大特殊工时审批、工作时间弹性化、错峰交通安排等[3]。例

如，人社部在其〔2020〕8 号文件中明确指出，“鼓励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减少人

员聚集，要鼓励符合规定的复工企业实施灵活用工措施，与职工协商采取错时上下班、弹性上下班等方

式灵活安排工作时间”[4]。而这种弹性上下班制度在疫情后也继续被许多企业广泛采纳。 

3. 我国现行工时制度及在数字时代下的适用困境 

新业态用工模式的兴起除了对传统用工模式产生一定影响外，还稳定和增加了就业机会，改善了居

民的收入水平。然而，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与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关的问题。完善新业态从业人员

的劳动权益保障，是我国近年来引导和规范新业态发展的核心内容。2021 年人社部和最高法院联合发布

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凸显了国家对于新业态背景下灵活就业人

员的劳动权益保障的重视程度。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和实施，旨在确保新业态从业人员能够享有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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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权益保障，包括但不限于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签订、工时安排、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但是不管

在何种用工模式下，工作时间是各国劳动立法完善的重点，工时制度都是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重中之重。

而且工作时间是衡量判定劳动关系的时间标准，劳动者提供劳动与用人单位给付工资都以此为基本依据。

根据现行的《劳动法》、《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以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当前已确立

的劳动工时制度主要包括标准工时制和特殊工时制度(包括综合工时制度和不定时工时制度)。但在科技的

发展和用工模式的转型升级下，我国的工时制度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3.1. 标准工时制度 

标准工时制度，针对于绝大部分的劳动者，其每日工作时间为 8 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为 40 小时，且

每日加班时间上限为 1 小时，特殊情况下每日加班上限为 3 小时，每月上限为 36 小时，超过部分视为加

班时间，需给予加班工资或补休。 
随着用工、办公模式的愈发弹性化，我国的标准工时制也愈发显的僵化。按照理论，“工作时间是

从工作开始到工作结束的时间，不包括休息的时间”[5]。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应该是连续的。但

大部分现实情况，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并不是在标准的八小时工时中连续作业的，往往在这八小时中会

有部分为待命时间，因此大部分企业将法规中的八小时自主拆分为工作时间和待命时间，比如上午连续

工作四小时，劳动者中午就餐、午休时间两小时，下午连续工作四小时，而这也导致劳动者在劳动岗位

上的时间超过八小时。而在司法实践中，大多判决也承认了待命时间不属于八小时工作时间，这也导致

许多企业开始变相的支配劳动者的待命时间，使超时劳动现象更加频发。同时随着远程办公的广泛普及，

让生活与工作空间的物理屏障更加模糊，工作时间的界定失去了如场地、时段等“硬标准”。在互联网

技术下，待命时间也越发的具有弹性和普遍性，尤其是一些从事互联网工作的劳动者[6]，可通过网络随

时开展工作，而这也导致劳动者或企业难以清楚的划分待命时间和工作时间，使许多员工在办公场所外

或者是在待命时间内开始工作。所以本文之所以认为我国当下的标准工时制度过于僵化死板，是因为他

没有考虑到当今的许多工作性质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标准工时不仅仅需要通过工作时间来考量，也需

要对工作质量进行考量。 

3.2. 特殊工时制 

1、综合工时制度。适用于特定行业和工种，工作时间可以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进行灵活安排，每日工

作时间上限为 8 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上限为 44 小时。超过部分可以采取弹性工时制度。这种工时制度适

用于受到自然条件限制亦或是需要连续作业的行业，以及从事工农业和难以实现生产平衡的乡镇企业职

工。但在设定的工作时限内，仍需遵守每周每日休息的最低限制。 
2、不定时工时制度。适用于特殊行业和具体岗位，工作时间不固定，但需保证劳动者的休息权利。

应当根据工作量、工作强度等因素合理安排工作时间，确保工作时间不超过法定时限，同时应给予适当

的补偿。也就是说，工作时长没有固定值且也不符合标准工时的就可以适用不定时工作制。不过根据相

关法规，用人单位想要实行特殊工时制，就必须经过专门的行政审批程序。 
但是与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和用工模式相比较，我国现行的特殊工时制度逐渐与快速发展的社会不

相匹配，导致用人单位为增加利益，滥用特殊工时制度，从而劳动者权益受到侵犯常有发生。具体困境

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兜底性条款对象模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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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审批办法》)中的第四条规定对不定时工时制对象作了进一步的规范：1) 企业中

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勤人员、推销人员、部分值班人员和以及其他无法按照固定工作时间计量工作量的

职工，采取不定时工作制；2) 针对长途运输人员、出租汽车司机，以及铁路、港口、仓库等需要机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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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职工，也可以采取不定时工作制 3) 除此之外，其他根据生产特点、工作需要或职责范围，适合实行

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也应受到适当安排。以上则是《审批办法》对不定时工时制适用主体的兜底性条款，

但对于哪些可归为“其他”适用对象，并没有明确阐述。导致在实际应用中，这一制度已经成为用人单

位肆意剥削劳动者休息权益的工具。同时，法律条文的表述过于模糊，适用劳动者的类型定义分类过于

笼统，使得企业能够随意将与灵活性有一定关联的人员或岗位纳入不定时工时制度范围。这导致一些劳

动者在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界限模糊的情况下，遭受超时加班和休息权益被剥夺的风险。 
另一方面，缺乏具体明确的时间界定。在相关法律中并没有对不定时工时制发生加班的情况进行赘

述，许多企业则认为不定时工作制不适用标准工时制中的加班原则，若有劳动者索要加班费，则一概用

不定时工时制来搪塞，规避加班工资。而这也间接导致在许多互联网公司出现“996”、“007”的高压

现象，使得劳动者在高压环境中，生命健康权受到巨大的挑战，并对劳动者的家庭和谐形成破坏，社会

应对加班泛滥说“不”[7]。 

3.3. 工作时间延长规定 

此外，工作时间延长规定一直是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根据上文可知，对于延长工作时间，

每日上限为 3 小时，每月累计不得超过 36 小时。同时，用人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支付加班工资或者安排

补休。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许多人可以选择远程办公或弹性工作时间，从而不再受制于传统

的办公时空限制。这种趋势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自主管理时间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

然而，这种自由灵活的工作方式也为加班时间的认定和加班工资的计算方式带来了挑战。目前，“996”、

“001”现象在一些大互联网公司时常发生，并且对于加班产生的加班费许多企业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但由于远程办公方式过于灵活，一旦劳动者需要取证维权时就会碰到，线上加班取证困难这一棘手的问

题。按照《劳动法》第 44 条规定，用人单位若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则必须支付加班工资，也就是“谁

主张，谁举证”，若需要用人单位支付加班费，必须由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加班这一事实进行举证。

而在数字时代下，许多劳动者不再拘泥于办公室进行办公，其办公地点随着电子设备而变更，变得更加

灵活，工作时间统计、上下班考勤等问题打破了时空限制，而这也直接增加了加班举证的难度。并且，

劳动者在平时工作中并不习惯于刻意留存加班证据，以及在数字时代，许多延长工作都是在企业内部系

统中远程线上操作完成的，因此劳动纠纷一旦发生，劳动者往往会由于难以举出充足的证据，处于弱势

那方。 

4. 数字时代下我国工时制度的完善路径 

在缺乏相应保障机制的情况下，过度灵活的工时制度往往导致超时工作难以被察觉，从而加剧了劳

动者权益保障的困难程度[8]。而到了数字时代下，在新业态用工模式的冲击下，我国工时制度的问题与

矛盾更加凸显。在给予法律特别的权威的同时，也需要给予我们对法律特别的尊重[9]。因此，为保障劳

动者以及用人单位的权益，促进新业态用工发展，本文从以下方面对数字时代下我国工时制度的完善提

出建议。 

4.1. 增加标准工时制度的灵活性 

对于标准工时制度的表述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根据《劳动法》第 36 条规定，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
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4 小时；二是根据《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 3 条规定，职工每

日工作 8 小时，每周工作 40 小时。而面对同一工时制度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是极容易引起混淆的，也

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确定性，因此我们应该选择一种作为统一表述。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相比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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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这一表述的灵活性更高，也更加符合当前弹性化、非固定性用工、办公的现状，而这也为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中相关条款的自主协商留出一定余地。同时，通过上文的描述以及根据社会发展情况和相关研

究数据可知，当前各个行业的用工压力都在增加，“隐形加班”或长期超时工作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

适当放宽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制应该被考虑。例如，提高可延长工作时间的上限，调整加班工资规定等措

施或许可以有效应对企业加快发展速度的需求。然而，在推行这些措施的同时，也需要综合考虑平衡雇

主和雇员的利益。这可能涉及设定合理的加班工资支付标准，确保劳动者获得适当的休息补偿，执行逐

渐降低加班工资倍率的制度等。另外，劳动者在加班后应有机会选择用人单位业务较为清闲的时段进行

调休，以有效保障其休息权。同时，雇主也应为需要长期超时工作的员工提供定期健康检查和适当补贴

等福利待遇。 

4.2. 优化特殊工时制度的使用范围 

特殊工时制具有弹性和灵活性的特点，符合数字时代新业态模式的特征。因此特殊工时制与当前的

新业态用工模式的匹配度较高。但正如前文所述，特殊工时制的兜底性条款适应对象太为模糊不清，导

致在实施过程中许多工作出现了无合适工时可适用的困境，但为了适应当前灵活的用工方式，需要保留

兜底性条款，但相比上文提到的模棱两可的表述方式，应细化兜底性条款，提升可行性和清晰度。目前

我国对于特殊工时制度的适用对象往往是依据“行业”加“工作岗位特点”来确定，但在快速发展的数

字时代下，每一天都有可能诞生出新的行业或者岗位，企业跨行业经营的现象也成为普遍，按行业分类

并不能全面覆盖所有可适用的对象，甚至会导致用人单位钻法律漏洞来滥用特殊工时制度。因此本文对

现存的劳务部《审批办法》2和 2012 年人社部发布的《特殊工时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3 (下称“《征求

意见稿》”)第 5 条关于企业申请不定时工作制岗位范围的规定相结合，将内容明晰为“其他工作量定额

限制，可自主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的职工，适用于特殊工时制度”。同时按照原有的立法习惯，除

了存在兜底条款外，还可再列适用行业清单，将新业态用工模式下出现的经过稳定发展可以适用特殊工

时制度的新职业、新岗位纳入特殊工时制度的适用范围。该清单每年度根据新业态用工模式的发展进行

增补。此外，特殊工时制度必须更加明确和严格地保障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权益。当前制度存在的不足之

处在于，工作时间的规定不够清晰，这导致许多劳动者在高度便利的工作环境中长时间工作，无法得到

充分的休息。在这之前，《征求意见稿》对综合工时制度进行了改进，主要是重新规定了每日或每周的

最高延长工时，此外，虽然规定了用人单位需要确保劳动者每半个月享有一次完整的 24 小时休息日，但

在不定时工作制下，劳动者的休息权利保障仍然存在缺失。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不同的工作岗位其休

息时间的需求并不一致，因此应根据工作性质的多样性和劳动者的个体差异性，确定适当的工作时间上

限和下限是保障劳动者权益和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在综合考量工作环境、业务数量、工作强度、心理

负荷及生理需求等因素的基础上，建立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和休息政策，以确保劳动者在工作中能够保

持高效且健康的状态。 

4.3. 明确规定工作时间认定标准 

工作时间认定的意义在于明确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界限，从而保障其休息权利，同时也是

加班工资计算的重要依据。在数字化时代下，工作时间认定受到了一些新因素的影响，比如工作时间内

 

 

2参见《审批办法》第 5 条第 3 款“其他适合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职工”为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适用范围的兜底条款，该款

对应至《征求意见稿》被修改为第 7 条第 3 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根据国务院鼓励或者扶持发展的产业政策，规定可以实行

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位”，此一修改使得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适用范围进一步受限。 
3 参见《征求意见稿》第 5 条“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有三类岗位：(1) 企业经营管理负有决策、指挥等领导职责的高级管理岗位；

(2) 劳动者可自主安排工作时间且无考勤要求的技术、研发、创作等岗位；(3) 需要机动作业、由劳动者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工作时

间的外勤、推销、长途运输等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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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待命时间”和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外被用人单位控制地进行工作等情况，从而引发了争议。在我国司

法实践中，大部分判决认为待命时间的实际工作强度较低，或者待命时间难以明确区分工作状态和生活

状态，因而不将待命时间视为主要的工作时间。然而，随着通讯技术和办公软件的发展，劳动者往往能

够在非标准工作时间内完成与标准工作时间相同的工作量。因此，针对这种非标准工作时间在新业态用

工的环境下，应当将其纳入工作时间范畴。然而，这类非标准工作时间的计算方式仍需探讨，可以考虑

根据工作强度、工作性质、工作效率以及当地工资水平等因素，对非标准工作时间与标准工作时间进行

比例折算。 
并且在数字时代产生的居家办公、灵活就业、远程劳动等新兴用工方式的工作时间记录也引起了许

多讨论，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了许多线上办公记录软件，这些软件通过记录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和工作

状态来确认劳动者是否在劳动。目前欧盟已出台规定，将这些客观数据作为用人单位考核劳动者是否存

在延长工作的依据。但是在云计算盛行的具体，必须做好相关的配套设施，保护好员工的个人信息及隐

私。 

5. 结语 

随着数字化和各种新业态用工模式的不断发展，我国工时制度的完善已经是时不可待。所以我们要

认清现存工时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外在矛盾，不断完善相关立法，保护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益，建立

起平等、和谐的新型劳资关系，实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双赢局面，也为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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