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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知识工作者在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文化导向和社会制度等外部环境，以及成就动机、个人特质
和群体特征等内在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自主或被动地提供了超时、超强度的劳动，使得原本适度的劳
动行为转变为过度劳动行为，从而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不仅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利影响，也直接表现
为劳动者出现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等身心失谐的状况，极端情况下会出现“过劳死”；所以，国
家应予以必要的关注和政策干预，以促进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和谐、持续、健康发展。

本书在系统梳理国内外过度劳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过度劳动的内涵及其三个构成要件。
以此为基点，构建了过度劳动的评定体系，包含劳，动者的疲劳状态和工作状态两大维度。
其中，疲劳状态的表现和测量划分为躯体症状、精神症状和神经感觉症状三个方面；工作状态的评定
划分为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两大方面。
根据上述两大维度和五大方面构建过度劳动的评定指标体系，通过设计过度劳动测量量表，并参考日
本劳动者疲劳积蓄度测评量表的设定标准建立了过度劳动的评定等级。

本书从理论层面剖析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的根源和实质，在此基础上，将知识工作者的群体特征、用
人单位的管理理念和激励措施、知识工作者个体差异等归结为过度劳动的直接原因，并从社会文化、
社会经济、社会制度等层面剖析过度劳动的深层次原因。
以理论上的思辨探讨为基础，结合北京地区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原因的实证研究，构建了知识工作者
过度劳动的形成机制模型，以此打开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问题发生、发展的“黑箱”。

由于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因而针对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的预防与干预是
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的、政策性和组织性的战略与策略进行体系化应对。
本书结合我国的国情特点，建立了“三层过度劳动对策模型”，倡导国家(社会)、用人单位和知识工
作者个人三者分别从过度劳动的预防、应对和后果处理等三个层面动态结合，分层次、分类别地共同
应对过度劳动这一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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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丹，经济学博士，国网能源研究院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适度劳动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
过度劳动问题专家。
长期专注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与实践工作，先后任职于德国宝马（北京）代表处、中华英才网、用友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具有丰富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和实践经验。
博士期间曾赴日本访学交流，学位论文荣获2011年“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
因对中国过度劳动问题的深入研究，接受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等多家媒体采访。
先后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发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22篇，也曾深入访问沃尔
玛、Coogle、辉瑞制药、中国移动、万科等在华跨国企业和中国知名企业，发表20余篇人力资源管理
体系性、研究性报道，参与6项省部级课题研究，编写多部人力资源管理类教材或书籍，并担任其中3
部的副主编。
进入国网能源研究院后，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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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看，物质资料的缺乏使得人们不得不以物质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等“
物”的取向来衡量社会发展的水平。
而当社会发展到物质足够富足、财富足够充裕时，人们开始由关注外在的“物”转过来关注并审视自
身，以“人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成为历史的趋向与必然，其水平和程度是知识经济
发展水平和程度的重要表现。
　　然而，我国社会目前仍处于转型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经历着前
所未有的震荡和变迁。
一方面，现代化进程得到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竞争的加
剧，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方方面面的压力也日益渗透到人们生活、工作的各个领域，信息超
载，新旧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激烈的竞争、环境污染、住房拥挤和人际关系紧张等因素给人们造成
强大的心理压力。
同时，随着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信息化的浪潮开始席卷社会的各
个角落，人类社会已经由传统的工业社会向现代化的信息社会过渡。
信息时代的来临使人们工作的精神负担加重，生活节奏加快以及身心疲劳加剧，各种与工作压力相关
的疾病也不断增多，对人自身的关注和关怀被经济快速发展中的重重压力所忽略，人的发展某种程度
上仍然让位于物的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可持续的和谐发展是“人本关怀”的重要内容。
知识经济的产业结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更为科技化、人性化，更符合人的发展需要，其社会发展
需要人的极大发展与能力提升，知识工作者的创造力成为支撑知识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
要想保持知识工作者的创造力和工作效率，就需要学术界摸清知识工作者过度劳动的现状及特征，制
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过度劳动衡量标准，探讨如何创造适度劳动的工作环境、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扭
转那种为了一时的经济发展或物质积累，而长期过度地、破坏性地超时、超强度利用知识工作者人力
资本的观点和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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