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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员工遭侵害
互联网大厂最该反思什么？
孔德淇

热点追评

晚报评论邮箱：nbwbplpl@163.com

阿里巴巴无条件支持员工拒绝陪酒，
这可看作是阿里巴巴的“亡羊补牢”举措，
从积极的角度看，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如
果仅仅限于“拒绝陪酒”，可能未必能够收
到良好效果。

企业谈业务，可能避免不了吃饭喝酒，
要吃饭喝酒，就会有相应的“陪酒文化”。
下级陪上级喝酒，不能喝也要喝，为什么？
因为上级权力大。女职员陪吃饭，不会喝
也要喝，为什么？因为上级领导喜欢。

丑陋的“陪酒文化”根源在于脱缰的
权力。在企业里，同样存在“权高一级压
死人”的事。面对上级领导，下级如何敢
拒绝？面对订单，又如何敢拒绝客户？如
果拒绝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订单还怎
么拿？正因为一些所谓的企业领导手中
有绝对权力，才敢肆无忌惮耍酒疯。而仅
凭阿里巴巴无条件支持员工拒绝陪酒，恐
怕未必奏效。

首先，拿什么支持员工？虽然是无条
件，但在现实中，所谓的“无条件”又是什
么？现在虽然相关人员受到了处罚，被开
除了，也受到了处分，可拿什么保证下次
不再重犯？这需要有相关的制度和人性

化的管理，如果仍然依赖于以前的制度，
可能未必能够奏效。

其次，如果只是阿里巴巴一家企业这
么做，有用吗？如果不净化整个企业文
化，如果仍然管不住权力，陪酒文化则很
难得到净化。

再次，拿什么净化订单背后的陪酒文
化，许多订单恰恰是通过陪酒文化获得
的。说一千，道一万，企业如何管住权力，
这才是真正思考的命题。如果企业的订
单不是权力说了算，企业中的“领导权力”
能够变得透明化，权力无法为所欲为，下
级自然有底气拒绝陪酒，而上级也不敢随
意叫下级陪酒。因为权力变得透明化了。

当下，职能部门的权力已经越来越透
明化了，职能部门能够做到，企业为何做不
到？不愁技术的力量，缺乏的是让权力变
得透明的决心。当然，许多企业是民营企
业、家族企业，管理者未必想这么做，但如
果这么做了，企业只会变得更加兴旺发
达。如果无法让权力变得透明，企业可能
就埋下了隐患。

丑陋的“陪酒文化”源于脱缰的权力，
先管好权力，“陪酒文化”也会远离丑陋。

“游客打斗‘教坏动物’”
尴尬了谁
戴先任

8月8日，北京野生动物园的一则有关“游客打
架，动物也效仿”官方通报引发网友热议。根据通
报，2021年8月7日下午，有两家游客在北京野生
动物园游览时因琐事发生纠纷，进而互相谩骂、撕
打，并引起大量游客和附近动物们的围观。经当地
公安机关调解后双方和解。据内部人士透露，当晚
部分动物家庭在兽舍内纷纷效仿，场面一度失控。

8月9日《新京报》

人类打架，动物围观继而效仿，这样的一幕太
滑稽，太有画面感。北京野生动物园通过文字所描
述的这一幕，让不少网友忍俊不禁。人类的不文明
行为、野蛮行为，还对动物造成了“不良影响”，彻底
颠覆了人们的“观感”。

事实上，一些动物的模仿能力确实很强。比如
灵长类动物中的黑猩猩、猴子，这些动物看到人类
打架，受到影响，进行效仿，也并非没有可能。所
以，虽然北京野生动物园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描述
此事，但“人与人争斗”导致“动物界大乱”的现象并
非不可能发生。

而现在国内一些地方的疫情又卷土重来，涉事
的两家游客游览时因琐事发生纠纷，在公共场所互
相谩骂、撕打，这样的一幕既不文明，还可能扰乱公
共秩序，同时造成人员扎堆、聚集，从而影响疫情防
控。这样的不文明一幕，带来的危害岂止是对动物
园动物带来了“不良示范”?

所以，对“动物效仿游客打斗”不能当笑话对
待。如果此事涉嫌寻衅滋事，公安机关要依法惩
治。另外，北京野生动物园、旅游部门等，也要依规
进行惩治。对于不文明旅游行为，早在2015年，国
家旅游局就制定了《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
办法》，对游客不文明行为予以约束。公共场所管
理者、旅游部门可以通过将不文明游客纳入“游客
黑名单”等措施予以惩治。

实际上，不仅存在“动物效仿游客打斗”的怪现
状，人类“坑”动物的现象也有不少。比如游客给动
物园动物乱投喂;人类活动影响生态平衡，人类侵
占动物家园……

人是万物之灵，要能摆脱“动物性”，走向“文
明性”和人性，不能反倒成了动物的“坏老师”。
也正因如此，“动物效仿游客打斗”一幕才足够反
讽和荒诞。

当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文明了，社会文明“水位
线”提升了，人与人才能和谐相处，人与动物与大自
然才能和谐相处，“人与人争斗”导致“动物界大乱”
的诡异而荒诞一幕也才不会一再重演。事实上，制
约“不守规则者”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有很多，只
要真正激活这些规则，做到执法必严，有规必循，万
物之灵才不会落得“教坏动物”的尴尬境地。

街谈巷议

对于“女员工被灌酒侵犯”事件，阿里巴巴9日凌晨在内网发布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
处理决定，辞退涉事男员工，永不录用，两高管也引咎辞职。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CEO
张勇还表态，旗帜鲜明地反对丑陋的“酒桌文化”，不分性别，阿里巴巴无条件支持员工拒绝
陪酒。 8月9日中新网

从当事女员工的表述来看，其从往上
申诉未果、食堂维权被保安驱赶，再到上层
领导在群聊里“已读不回”，在私下交涉中
扬言“不喝酒业务谈不下来”“开除不
了××，这个事情他们处理不了”，当事女
员工一步一步被逼到无助绝望的境地，也
把相关企业架在了舆论的火堆之上。

实际上，事发后企业有足够的时间来
妥善解决此事；面对受害女员工的不幸遭
遇，该企业也有责任、有义务快速行动，协
助当事人合法维权，提供合理的处置方案，
但整整两周过去，事件才姗姗迎来企业最
高层的关注和处理结果，让本该第一时间
平息的事态变成了几何级传播的舆情，网
友在其中看出了该企业表现出来的迟钝、
推诿和傲慢。而在追责上，涉事企业将事
件处置不力归因于团队“理性多了，感性少
了”“缺乏应急响应体系和存在严重的判断
失误”，道出了日常管理中对员工应有关怀
的缺失，但也忽略了机构臃肿、多重领导的

“大企业病”，以及其在价值观上的扭曲。
对于涉事企业，“大企业病”或许易治，

无非是重申开放平等的互联网企业管理文
化，顺畅信息通道，以实现管理层与员工之

间的平等沟通与互动深入。但如何在商业
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平衡，这背后是价值
观的大问题。在受害者的自述中，除了控
诉性侵强奸之外，同样让人深感意外的是，
直属上司“德不配位”，默许甚至纵容以性
贿赂的方式和一些商户谈业务。这点破了
长时间以来存在于商业环境中丑陋的潜规
则，即是为达商业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
牺牲员工个人利益。这次事件也可以看
出，在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涉事企业
中的一部分人没有守住底线，选择了前者。

价值观千万条，善良共情应该是第一
条。为了推进项目进度，牺牲员工利益；在
不断扩张与发展中，员工保护机制滑向失
灵，这显然不是一个拥有11万员工的明星
企业的应有所为和配置。在这背后业务增
长与价值观如何平衡，或许才是涉事企业
最应该思考的问题。舆论炮火中，涉事企
业必须“痛定思痛”，及时补上组织治理的
系统性漏洞，畅通员工意见反馈渠道，建立
完善员工保护机制，并认识到面对恶性事
件，“理性多了，感性不足”难当遮羞布之
任，正视价值观问题和承担社会责任是当
务之急。

丑陋的“陪酒文化”
源于脱缰的权力
王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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