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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盛丽

“软裁员”花样频出
职工有苦难言

采访中， 说起 “软裁员” 的
话题， 很多有类似经历的职工都
表示， “好像吃了哑巴亏。” 职
工张萍曾经有过一次被 “软裁
员” 的经历， 用她的话来说这次
的遭遇用 “挤对” 这个词语概括
更为妥帖。 2008年， 初入职场的
张萍来到一家广告公司上班。 经
历过试用期的重重关卡， 最终她
“幸运” 地留在公司任职， 与公
司签订了三年的劳动合同。 但是
让张萍没想到的是， 正式的工作
却比试用期过的更为艰辛。

“广告公司 ， 客户源对业绩
很重要。 一个新人， 本来就对工
作很生疏， 如果直属上级领导偏
心， 那么职场经历只能用悲惨两
个字来形容。” 张萍回忆道。 因
为公司的关系网异常复杂， 所以
没有任何背景的张萍只能靠着实
力打拼。 “第一年起起伏伏的过
去， 但是第二年， 更多的刁难来
到身旁。”

因为业绩平平， 张萍和另外
两位资历较低的员工被领导叫去
谈话。 “领导建议我们考虑公司
的其他部门， 说部门名额有限，
要缩减人员。 他还将我们手中的
几个大客户， 以牵强的理由分给
部门其他的员工来负责。”

遭遇这样的 “挤对 ”， 张萍
思前想后， 最终还是决定另谋他
就 ， 自己主动提交的辞职信 。
“不仅是我， 有一位同一年来的
员工， 也在遭遇排挤后， 离开公
司。” 张萍表示， 公司这样的做
法， 其实就是 “软裁员”。

调查中， 记者发现， 像张萍
这样遭遇 “软裁员” 的员工大有
人在。 “没缘由地强制休假， 待
岗仅拿最低工资”、 “企业派遣
职工常驻外地， 不同意则只能离
职”、 “被通知工资调整， 强制

降薪” ……类似这样的戏码， 每
天都在上演。

“一些岗位不具备什么难度、
容易被替代性的人员， 常常成为
企业 ‘软裁员’ 的对象。” 职工
赵亮表示， 但说实话， 现在应聘
者的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 劳动
者都时刻想到用法律的武器来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知道企业裁
员需要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 也
正是碍于此， 有的企业便用其他
办法， 来刁难员工， 然后逼迫员
工主动辞职。 这样， 企业还不用
支付给员工经济补偿金。

话虽如此， 企业 “软裁员 ”
的手法 ， 真是极具 “杀伤力 ”，
很多职工都会带着对企业的不满
情绪， 愤然离职， 也就顾不上自
己的合法权益了。 事后觉得吃了
“哑巴亏”， 但也就有苦难言， 不
了了之了。

变相裁员
也变相裁掉职工的忠诚度

采访中， 绝大多数被 “软裁
员” 的职工都心生怨恨， 对曾经
工作过的企业产生抱怨之声， 也
是再所难免。 “听说某某企业曾
因为想裁一名行政人员， 让该员
工去业务部工作， 然后被末位淘
汰了。” 张萍坦言， 有这样口碑

的企业谁还愿意忠诚于他。
张萍还说： “一次偶然的机

会， 我与曾经的一名同事相遇，
聊起以前的企业得知 ， 我离职
后， 很多老员工也相继跳槽离开
了。 大家对变相裁员的做法， 多
少都有些不满情绪。”

“这么裁员，我们也很无奈。 ”
周先生经营着一家几十人的小公
司，去年为节省运营成本，他只得
采用公司部门重组的方式， 筛出
所谓的多余人员。 “合同摆在这，
硬裁员肯定行不通。 所以只能想
些其他的方法。 ”周先生介绍，“多
余岗位的人员， 他不再给安排具
体工作，薪金也会降低，有的员工
就主动辞职。 ”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 ：
“有的企业是为了激发员工的工
作动力和热情， 有意将职工 ‘有
出有进’， 流动起来， 让职工心
存危机感 ， 就会激发其加倍努
力。” 该业内人士表示， 在这种
情况下， 工作时间长的老员工变
得危机重重， 虽然他们拥有十分
丰富的工作经验， 但工作热情远
不如新人， 所需的劳动报酬还会
高于新人两三倍。 “如果老员工
不努力 ， 被取代其实是早晚的
事。”

调查中，记者发现，面对这样
的现实情况， 不少人表示企业采

用“软裁员”的手段，虽然能为企
业带来短暂的利益， 但在员工中
会产生信任危机。 “软裁员，损人
未必利己。 尽管只是部分员工遭
遇软裁员，但是企业的薄情，势必
让其他仍保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员
工的忠诚度减少。 甚至让不少员
工产生，另谋他职的想法，这样反
而会影响企业的发展。 ”从事人力
资源工作的李茹说。

李茹表示， 用人单位和员工
之间还是需要保持一种良性的关
系。 “不是说企业不可以裁员，
但是企业在用人上， 还是需要做
到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采用刁难
的方式软裁员， 其实也将裁去员
工对企业的情感。”

莫要冲动辞职
建议骑驴找马

事实上 ， 对于软裁员这件
事， 劳资双方 “公说公有理， 婆
说婆有理 ” 的情况可谓势均力
敌。 “身为过来人， 我还是有一
些建议， 供正在遭遇 ‘软裁员’
的职工参考的。” 张萍说， 如果
职工正在遭遇 “软裁员”， 切忌
“冲动辞职”。

张萍告诉记者， 她当初辞职
的时候就显得很冲动， 因为没有
找到下家， 她在家中呆了一个多
月， “那段时间家庭收入明显下
降， 家里的房贷和正常开支都落
在爱人一个人身上了。” 张萍建
议， 即便是不堪忍受企业的 “挤
对” 和不公平待遇也不要盲目辞
职， 以免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更多
负面影响。

同样有类似经历的职工关帅
也表示 ： “职工可以 ‘骑驴找
马’， 积攒够足够的跳槽资本之
后， 再离开企业， 另谋高就。”

另外， 对于企业软裁员的现
象， 也有职工建议， 应该有相关
部门或组织重视监管企业 “软裁
员” 造成职工不能得到相应赔偿
的现象 ， 杜绝企业钻法律的空
子， 并依法帮助职工维护个人合
法权益不受侵害。

“其实 ， 不管是 ‘软
裁员’， 还是什么样的裁员
方式， 都是企业与劳动者
解除劳动合同。 这样， 在
我们先行的 《劳动合同法》
中就可以找到相应的法律
法规。” 北京檀城律师事务
所律师曹岩告诉记者， 所
以面对 “软裁员” 职工不
要怕， 主动依法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才是硬道理。

曹岩表示， 在 《劳动
合同法》 中允许调岗的规
定是第35条：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
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
变更劳动合同， 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 变更后的劳动
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各执一份。

所谓 “软裁员”， 实际
上是对于变更劳动合同没
有协商一致而导致的现象，
对此， 曹岩律师建议， 对
于调动工作岗位、 地点的
行为， 职场人应该学会利
用 《劳动合同》 来保护自
己， 在 《劳动合同》 中明
确约定工作岗位、 工作职
位、 工作内容、 工作地点、
工作时间以及工资。 “只
要劳动者不同意变更劳动
合同， 用人单位强行推行
这些手段， 他们就会陷于
违约的境地， 劳动者可以
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 借
助行政力量迫使用人单位
纠正违约行为。 或寻求工
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等相
关 组 织 的 帮 助 ， 依 法 维
权。”

对于那些诱骗劳动者
说写辞职信就能拿补偿的
说法千万不能相信， 如果
一定要写， 就要写明辞职
的原因， 如用人单位未及
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未
按约定提供劳动条件或劳
动保护等， 万一产生纠纷，
这些都可以成为以后的证
据。

而说到 “软裁员” 中，
无限期待岗、 发放最低工
资的情况， 曹岩表示， 根
据法律规定， 只有两种情
况下用人单位才有权发放
最低工资待遇： 一是停工
停产导致员工待岗； 二是
和员工协商一致。 “如果
企业的做法不符合上述两
种情况， 只向员工发放最
低工资就涉嫌违法。”

曹岩坦言 ： “最近几
年 ， 因为所谓 ‘软裁员 ’
产生的劳动争议案件越来
越多， 职工也需要拿起法
律武器， 依法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 所以， 当面对企
业企图非法解除劳动合同
时， 职工应认真保留相关
证据， 为以后可能发生的
劳动争议做足准备。”

律师建议：
职工要学会
主动依法维权

企业“软裁员”带给职工“硬伤害”
律师建议：职工要学会主动依法维权

所谓裁员， 我国 《劳动
法》 规定的裁员专指经济性
裁员， 是因用人单位的原因
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指的
是用人单位在法定的特定期
间依法进行的集中辞退员工
的行为。 实施经济性裁减人
员的企业， 可以裁减因生产
经营状况发生变化而产生的
富余人员。

降薪、 换岗、 换工作地
点……与强硬解除合同不
同， 一些企业采取的看似温
柔， 却很折磨的变相裁员的
方式 ， 让不少员工知难而
退 ， 从而迫使员工主动辞
职。 这种裁员方式， 是人们
通常提到的 “软裁员”。 调
查中， 当问到 “你是不是遭
遇过软裁员？” “你怎么看
软裁员？” 这些问题时， 不
少被访的职工倒起苦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