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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地球磁场90多万倍

中国创下世界最强
稳态磁场纪录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获悉，8月12日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稳态强磁
场实验装置”实现重大突破，创
造场强45.22万高斯的稳态强磁
场，超越已保持了23年之久的
45 万高斯稳态强磁场世界纪
录。由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组成的专家组鉴
定认为，该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强磁场是探索科学前沿的
一种极端实验条件，在发现新现
象、催生新技术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自1913年以来在高温
超导、量子材料、生命科学等领
域屡有重大发现，已有约20项相
关成果获得诺贝尔奖。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是国
家发展改革委“十一五”期间立
项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2017年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投
入运行，使我国成为美国、法国、
荷兰、日本之后第五个拥有稳态
强磁场的国家。

“45.22 万高斯有多强？地
球磁场约等于0.5高斯，新纪录
相当于地球磁场的90多万倍。”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强磁场科学中心学术主任匡
光力说，就像显微镜放大100倍
比放大10倍能看得更清楚，磁场
越强，越有助于探明物质的内部
结构，为人类发现自然规律、研
发新型技术提供更好的条件。

据了解，稳态强磁场实验装
置投入使用以来，到目前已运行
超过50万个机时，为国内外170
多家科教机构提供了实验条件，
支持科研人员在物理、化学、材
料、生命、工程技术等领域开展
3000多项前沿研究，取得系列重
要科研突破。 （新华社）

近日，江苏一网友发文称，公司
发通知让人事部门下班后挨个检查
员工手机使用时长。通知显示，下班
后人事会检查手机屏幕使用时间，上
班使用手机时间关系到能不能继续
留在公司。员工称，下班前人事在前
台等着，挨个要手机拍照，屏幕使用
时间太短的就要求拍电量和软件使
用时长。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公司针对
员工的监控手段五花八门。

去年年初，浙江杭州某公司给员
工发放了一批智能坐垫，用以监测心
跳、呼吸等身体状况。公司的人事部
门也因此掌握了员工不在工位上的
信息，并通过智能坐垫监测到的数据
询问员工“工作时间为何不在工位”。

去年11月，某公司《关于违反员
工行为规范的处罚通报》显示，该公
司针对非工作流量信息进行统计排
查后发现，部分人员在工作区域内占
用公司公共网络资源从事与工作无

关事宜，如玩电脑游戏、上网聊天、听
音乐等。根据公司规定，对11名员
工（包括一名外包人员）进行了通报
和处罚。

今年2月，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
爆料，因为在上班时间向招聘网站投
递简历，被领导约谈后裁员。据了
解，该公司采用一种行为感知系统，
可以帮助企业监测员工怠工情况、离
职风险等。具体可提供包含员工姓
名、所属岗位等具有“离职倾向”员工
的详情；而员工访问求职网站次数、
聊天关键词、简历投递次数等内容，
也都能通过该系统看到。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目前“员工
监控”已经成为一门生意。

有电脑监控软件系统供应商表
示，他们的程序可以知道员工在做什
么，限制员工不能做什么，能精确地
统计出员工每个月在每个软件或网
站上消耗的时间。可监控到员工包
括各种聊天以及上网记录和文件拷

贝在内的一举一动。
这些企业为何要“费尽心机”，了

解员工上班期间的一举一动？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

会员，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帅军向
记者介绍，公司监控员工可能主要出
于三方面考虑：防止员工在工作时间

“不务正业”，如利用上班时间玩游
戏、聊天、购物、看电影等与工作无关
的内容；防止员工泄露商业秘密，防
止员工利用U盘、电子邮件等储存介
质或聊天软件泄露公司文件和机密；
防止病毒入侵，如员工利用公司网络
下载一些来源不明或者携带病毒的
软件，容易造成公司网络瘫痪。

职场“监视”花样多，员工隐私易泄露

“防摸鱼”与方便管理的边界在哪
近日，深圳某公司在每个工位上安装“一对一”监控摄像头一事引

发网络热议。网传图片显示，摄像头不仅可以拍到员工，还可以清晰
拍到电脑屏幕画面。

该公司声明，安装摄像头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摸鱼”，而是担心游
戏在发行之前被泄密。很多网友认为，摄像头时刻对准工位，员工的
一举一动都被“全景式监控”，此举会侵犯个人隐私。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现实中的确有一些公司的员工遭遇过被“监
视”的情况，有的是通过监控探头，有的是通过手机截图，还有的则是
后台监控。

公司对员工进行“监视”是否有法可依？员工权利如果受损该如
何救济？除了花样百出的监视手段，公司还有哪些方法能更好地管理
员工？围绕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公司在上班时间是否可以监控
员工？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员工的工
作场所不属于公共场所。《关于加强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指
出，企业在工作场所可以安装监控，
企业在工作场所安装监控行为的本
身并不违法。”刘帅军说。

那么，如何判断职场管理是否违
法？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李海明认
为，首先要看有没有明确的管理依
据，企业应制定管理的规章制度，没
有依据的管理则属于违法管理。其

次，管理的实施应征得员工的同意。
第三，管理内容应该限于工作场所、
工作时间内与工作有直接关系的事
项，管理内容不能违反法律，尤其不
能违反法律赋予的员工权利。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
长沈建峰看来，目前判定工作场所监
控是否合法的主要依据还是民法典
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其中最重要的是
知情同意规则和必要性规则。根据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在

“取得个人的同意”以及“为订立、履
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
需，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

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
资源管理所必需”时可以收集个人
信息。如果违反上述法律，便侵害
了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权益以及隐私
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劳动关系中，
劳动者的同意都往往通过格式合同
来实现，因此应受到现行法关于格式
合同规则的限制。用人单位应对收
集劳动者信息的条款进行特别说明
并合理地确定其内容，不得过度侵害
劳动者权益。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同
意是自身愿意受到合理性控制，而不
只是形式上的同意。”沈建峰说。

今年7月22日，江苏常州一工厂
女工反映，工厂的男女更衣室均安装
有摄像头，他们担心隐私被泄露。该
员工称，男士光着膀子还好，有的女
员工夏天穿裙子，都不敢在有摄像头
的更衣室换衣服。

对此，该公司董事长回应，公司
提供给员工换工作服的场所确实安
装了摄像头，主要起防盗作用，公司
还有供员工淋浴使用的更衣室，那里
并没有安装摄像头。

刘帅军认为，公司在不侵犯员工
相关权利的前提下，可以在工作场所
安装监控，如接待室、会议室、档案

室、个人办公室以及通道、走廊等场
所和区域。但不得在员工宿舍、休息
室、公共浴室、更衣室、卫生间等其他
可能泄露个人隐私的场所和部位安
装监控。

“如果员工认为公司违规安装摄
像头，从目前来看，由于我国并没有
专门保护劳动者个人信息权益的法
律，在劳动者个人信息或者隐私权益
受到侵害时，主要是通过与公司协商
或民事诉讼来维护权益。此外，也可
以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向履行个人
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进行举报，由其
进行处理。”沈建峰说。

如何才能平衡企业管理权和员
工隐私权的关系？

李海明认为，公司应当通过高效
的管理模式、合理的激励机制、合法
的权益边界来加强管理，保护企业利
益。“可以针对具体的案例进行深入
的讨论，以明确某种监控是否超出了
法律界限。例如，职场监控的摄像头
在工位的正上方，会将员工的隐私部
位纳入监控视野，这样可能侵犯员工
的隐私权，还可能构成性骚扰，此时
就需要明确监控位置的合理性标准，
平衡企业管理权和员工隐私权。”李
海明说。 （法治日报）

监控手段五花八门 防止员工不务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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