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A9 时评//公益公益广告
2019年11月2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杨继学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陈依元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第
六部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
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
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
定报酬的机制”。把数据与其他生
产要素并列，按其贡献决定报酬，
这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一大创
新。市委书记郑栅洁在全市领导干
部会议上传达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的讲话中也强调，“全面运用数字
技术，进一步提升宁波的产业优
势”。

今天，大数据、5G 技术、物
联网、人工智能、社交网络、云计
算、区块链……扑面而来，数据的
作用与价值超乎人们想象。什么是
数据？数据是信息的表现形式和载
体，如符号、文字、数字、语音、
图像、视频等。数据与信息不可
分，数据是信息的表达，信息是数
据的内涵。“大数据技术”则是以
数据为本质的新一代革命性的信息
技术。数据生产要素化和数据的广
泛应用，将带动国家战略及区域经
济发展、智慧城市建设、企业转型

升级、社会治理及个人工作、生活
的巨变。

利用数据可提高社会治理水
平，尽享“数字治理红利”。习总
书记在关于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
定》的“说明”中指出，应“更加
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
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
力”。生活中，人们随时在传播或
接收、加工、使用信息，信息若不
可靠，船出海会遇上台风，政府决
策会失误。以往我们多习惯于定性
思维而非定量思维，重视数据就是
强调“准确”。数据可消除各种

“不确定性”，让人们在治理社会中
更 加 科 学 、 精 确 。 如 今 “ 互 联
网+”在社会各个领域 （国防、医
疗、交通、家庭等） 广泛应用，就
说明了这一点。

利用数据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发展生产力。大数据和云计算
就是新常态下提高生产效率的新杠
杆，“创新驱动发展”主要就是依
靠信息技术促进生产效率提高。传
统企业转型升级的一大途径也是推
进数字化改造，加快工业互联网建
设，大力推广智能制造。近年来，
宁波不少企业以工业智能化改造为
主攻方向，增强了核心竞争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如奥克斯投入百亿
元巨资推动数字化转型，3年实施
近百个信息化项目；雅戈尔力争通
过智能制造与营销变革，5年再造
一个雅戈尔；从事羊绒衫私人定制
20 余 年 的 旦 可 韵 公 司 ， 用 大 数
据、智能制造打通生产、销售环
节 ， 实 现 了 “ 互 联 网 + 服 装 定
制”……我市已有 7076 家工业企
业实施自动化、智能化改造项目，
已竣工的 5770 个项目生产效率平
均提高 63.7%，单位产值能耗平均
降低13.3%。

利用数据可完善分配形式，巩
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
五大首次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
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这是一大
进 步 。 生 产 要 素 按 贡 献 参 与 分
配，就是按照它们在创造产品过
程 中 地 位 、 作 用 的 大 小 进 行 分
配。按要素分配可分为按资本、
劳动力、技术、管理、数据 （信
息） 等来分配，非劳动要素的所
有者，可凭借其生产要素的所有
权，获取一定的报酬。因此，生
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体现了
生产和分配的有机统一，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
在要求。创造与使用数据，本质
上是一种智能劳动，也同样创造
价值。如技术人员创新了一种技
术，企业利用它创造了经济效益，

就应当付给经济报酬。这样，生产
要素 （如数据） 的所有者对其经济
利益的关心，就会成为优化配置资
源的一种动力。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强调应按数据的价值与贡
献来分配，对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
置具有积极作用。这实际上是“劳
动价值论”在信息时代的新表现形
式。

利用数据也可以提高其他生产
要素的信息化素质，同样推动经
济发展。如资本的流动、投入离
不开精确的金融数据；劳动力应
有大数据时代的必备素质；技术
的创新离不开对最新信息、数据
的占有、收集、分析；管理过程
更需要完善的互联网的构建。建
立数据库，还可以促进社会改革
与 国 家 开 放 ， 吸 引 外 资 ， 建 设

“一带一路”与“美美与共”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

在信息时代，我们的思想不应
停留在工业时代。数据文化是当代
的一种先进文化，将完善社会的治
理水平，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导向
作用，我们应更加重视数据要素,
珍惜数据价值。

高度重视数据的价值与贡献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大家谈

冯源 张璇

连日来，一篇某互联网企业前
员工痛陈离职遭遇的文章在互联网
上广泛传播。一时间，“暴力裁
员”成为网络热词。这家企业随即
发表声明，向这位前同事致歉，表
示“该主管并没有充分尽责地了解
其患病情况”，承认在沟通和处理
过程中，“相关人员确实存在简单
粗 暴 、 不 近 人 情 等 诸 多 不 妥 行
为”。目前，当事人已经申请劳动

仲裁。
看似简单的这一离职个案引

发社会关注，因为事情发生在一
家知名的网络公司。以往的舆论
热点大多关注名企名人明星如何
如何，如今这一热点聚焦于困难
群众，可以说是社会舆情的一个
变化。

当前，不少企业采用“绩效评
估制度”来管理员工，自然有其合
理性。但是，如果对员工没有公
平、公正的评定，或者评定条款不

清晰，只凭企业一方的主观断定，
且不去了解当事人的实际情况。那
么，这样的绩效考核有可能会成为
企业损害员工合法权益的借口和挡
箭牌。

“十个指头有长短”，一家企业
必然会有某位员工的绩效处于末
位。但如果他的其他工作表现符合
企业或者是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那
么企业就不能滥用所谓的“末位淘
汰”进行裁员。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基石，聚拢

人才首先要善待员工。知名企业尤
其要模范遵守劳动法规，营造有温
度的企业文化，不断增强凝聚力而
不是离心力，不然的话，会让人看
在眼里、凉在心里。

保 障 员 工 合 法 权 益 ， 同 时
还 需 要 仲 裁 机 关 等 劳 动 部 门 的
监 督 管 理 ， 只 有 公 平 公 正 执
法 ， 才 能 有 效 保 护 劳 资 双 方 的
合 法 权 益 。 透 过 这 一 事 件 ， 既
可 测 试 企 业 的 温 度 ， 也 可 测 试
法规的力度。

“暴力裁员”测试企业温度与法规力度

殷国安

小刘在单位工作，拿着杯子冲
泡奶粉结果烫伤了左腿，被诊断为左
下肢二度烫伤。上海市某区人社局经
调查后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但用人单
位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
工伤认定决定。经过一审、二审，上海
二中院认为，劳动者在其劳动过程中
满足其必要的、合理的生理需求的行
为，是从事劳动工作的前提条件，属
于劳动权的一部分，应当受到法律保
护（11月26日澎湃新闻）。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这里的“因工作原
因”，既包括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场所内，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直接导
致的事故伤害，也包括职工在工作过
程中为临时解决或满足合理必须的
基本生理需要而必须从事的事项时

（如喝水、用餐、上厕所、工间休息
等），由于不安全因素遭受的意外伤
害。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出于正常生
理需要而进行的饮食，只要在一定合
理范围内，可视为工作的组成部分。

生理需要是人类最原始、最基
本的需要，是人生存的前提。所以法
律规定，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为解
决或满足必须解决的基本生理需要
而必须从事的事项，是劳动者能够

维持生理机能正常运转、维护正常
工作状态所必需的条件，构成工伤
认定中的“间接工作原因”，在此过
程中受到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
工伤。反过来讲，如果满足不了这些
生理需求，劳动者就无法继续工作，
或者无法顺利地工作。因此，生理需
求是劳动者的客观需求，也就是“刚
性需求”，法律也不能剥夺。

作为判定工伤的一个因素，生
理需要多次在司法判例中被提及和
论证。2004 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何文良诉成都市武侯区劳动局工
伤认定行政行为案》指导案例“裁判
摘要”指出：“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

‘上厕所’是其必要的、合理的生理
需求，与劳动者的正常工作密不可
分，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之后，一
些地方法院开始把“生理需求”写入
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地方指导
意见，成为当地统一的裁判标准。

显然，把解决生理需要作为工
伤认定的范围，是法律对工伤认定
的扩展，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
对职工权利的尊重。随着社会的进
步和发展，生理需要的范围和项目
或会继续扩大。

笔者认为，此案不仅具有普法
的作用，还能启发职工的维权意识，
警示企业更多地关注员工的生产生
活条件，解决更多属于生理需要的
问题。

“上班冲奶粉烫伤算工伤”
具有样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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