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 假期， 很多职工都会选择扎堆出游， 三天的小长假再加上
几天 “年休假”， 就可以美美地度过一个悠闲的假期。 当大多数职工都在
纠结于 “节后上班综合症” 的无奈中时， 关于 “带薪休假” 的话题又在
职场中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据了解， 早在1994年， 带薪休假就作为法定制度被写入了 《劳动法》。
2008年， 《职工带薪休假条例》 开始实施。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为何 “带
薪休假” 依然停留在 “看起来很美” 的阶段？ 落实 “带薪休假” 究竟难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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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盛丽

带薪休假难
究竟难在哪儿

不管是企业不批准， 还是职
工没有主动申请， 不少职工都遭
遇过 “带薪休假难 ” 的窘境 。
“工作繁忙不是享受不到年休假
的理由， 即便是职工没时间考虑
休假的事情， 企业也需要合理安
排工作， 让职工认识到休假的重
要性， 支持职工维护合法休假权
益。” 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李婷
婷说。 李婷婷介绍， 自己所在的
公司也曾遇到过职工集中请休假
的问题。 “对于公司这是个头疼
的问题， 但不能以工作不能安排
为由 ， 拒绝职工休假的申请 。”
对此， 李婷婷所在的公司会提前
安排计划， 确保职工合理轮休。

“其实， 关于带薪休假 ， 国
外也有不少做法值得借鉴。” 职
工王国柱说。 据了解， 瑞典 《劳
动法》 规定， 工作满180天的雇
员每年享有带薪休假5周的权利。
另外 ， 还有带薪病假 、 育儿假
等 。 除非雇佣合同里有特殊规
定， 否则每个劳动者都有权在每
年的6月至8月期间至少休4周的
带薪假。 雇员可以视情一次或分
几次休完所有假期。 如果一次休
假少于5天， 则周末不计入休假
时间。 但是， 不管是公共假期还
是个人年假， 如赶上周末， 是不
补休的。 按照惯例， 如节日赶上
周二或周四， 邻近的周一或周五

也自动的成为公休日 。 《休假
法》 还规定， 雇员有权每年省下
5天假期， 最多积攒5年， 然后加
上当年的假期， 一共连续休2个
月的长假。

此外，还有不少人表示，想要
真正保障职工带薪休假的权益，
相关部门还要对用人单位进行检
查和监管。据了解，去年市人力社
保局对用人单位开展为期1个半
月的执法检查， 检查内容包括劳
动合同、最低工资、高温津贴等9
项， 其中还对用人单位遵守带薪
年休假规定问题实施重点监察，
及时查处存在的违法问题， 全力
维护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利。

？
根据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和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
施办法》 中规定， 职工累计工作
已满1年不满10年的 ， 年休假5
天； 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 年休
假10天； 已满20年的， 年休假15
天。 国家法定休假日、 休息日不
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对于大多数一般职工来说，
五天的假期说长不长 ， 说短不
短。 调查中记者发现， 很多主动
放弃年休假的职工都纷纷表示，
“5天， 坚持一下就过去了。”

张旭是一个网络营销公司的
业务员， 工作3年时间里， 他从
来没有休过 “带薪年假”。 “最
近几年 ， 网络营销行业很是火
爆， 但行业竞争压力也非常大。”
张旭告诉记者， 由于他本人比较
上进， 对业务工作十分熟悉， 工
作能力也较强 ， 所以这3年来 ，
即便身边的同事换了一批又一
批， 但他依旧坚守岗位， 且工作
业绩突出。

据了解， 张旭所在公司的相
关制度中有关于 “带薪休假” 的
内容， 但落实情况并不是很好 。
跟张旭一样的老员工早就摸清楚
了领导的态度， “有员工要请年
休假， 领导虽然批准了， 但背后
总是跟其他同事说， 这个人不努
力、 总是请假出去玩之类的话。
这让大家觉得， 老板非常不喜欢
员工请假出去玩。” 张旭说， 为
了给老板留下一个积极努力的印
象， 张旭和身边的很多同事都轻
易不请假。

“特别是今年8月， 公司准
备内部提拔晋升一批员工， 大家
就更要努力讨好老板了。” 张旭
说， 朋友喊他今年 “五一” 假期
一起出去旅行， 但为了不影响晋
升， 他再一次主动放弃了休假，
把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

像张旭这样担心影响工作或
职场晋升， 而主动放弃休假的职
工不在少数，类似“领导没休假，
职工不敢休”的案例比比皆是。

职工张萍就职于一家文化传
播公司， 工作已经4年的她， 每
年都有5天的年假。 但是近两年，
她的年假却没有完整的休过。

“前年 ， 我只休了3天年假 。
去年一天都没休成。” 张萍介绍，
没有休成年假主要是因为领导变
相不批准。 “我们的工作绩效考
核很重要， 工资的高低取决于绩
效的多少。” 学生时代成绩优秀
的张萍， 工作后也很努力， 很快
她成为了公司的骨干。

因为工作很出色， 张萍深受
领导重用 。 “特别是重要的工
作， 领导肯定先想到我。” 去年，
张萍所在的部门有人离职， 还有
一名女职工要生孩子， 因此每个
人都承担了更多的工作任务 。
“从七八月份， 就有人开始休年
假。” 张萍回忆， 将近11月， 领

导看到请假单就有些推脱。
“12月， 我和部门另一位同

事拿着请假单找到领导， 但领导
劝说人手不够、 工作太多， 没有
紧急的事情尽量不要请假。” 经
过反复思考， 最终， 张萍放弃了
休假。

和张萍一样， 不少被访者表
示， 因为工作不能找人替岗、 领
导变相不批假等各种原因让休假
权益得不到保障。

此外 ，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
到， 对于很多中小型非公有制企
业职工来说， “带薪休假” 简直
是奢望 ， “我们公司没有关于
‘带薪休假’ 的规定， 有同事去
请假， 人事主管以没有相关制度
为由拒绝。” 职工小高一脸茫然
地问， “我该如何捍卫我的休息
权呢？”

“职工的休息权是宪法所赋
予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密云
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北
京檀州律师事务所曹岩律师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 职工的休息权不
仅包括劳动者平时工作时间内的
休息时间， 也包括公休时间、 法
定节假日休息时间， 以及职工的
年休假。

职工可以根据 《职工带薪年
休假条例》 和 《企业职工带薪年
休假实施办法》 中的相关规定进
行休假， 这与企业有无带薪休假
制度无关。

“当然 ， 职工也应该正确理
解带薪休假的相关规定， 依法休
假 。 ” 曹岩律师告诉记者 ， 在
《职工带薪年休 假 条 例 》 第 四
条 规 定 ， 职 工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的 ， 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
（一） 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 其
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 ；
（二） 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
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 ；
（三） 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
职工， 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
（四） 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
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

的； （五） 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
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
的。

“此外， 职工依法享受的探
亲假、 婚丧假、 产假等国家规定
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
不计入年休假假期。”

“当然， 我们也看到有的行
业的特殊情况， 比如教师。” 曹
岩律师解释说， 《企业职工带薪
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七条规定，
职工享受寒暑假天数多于其年休
假天数的 ， 不享受当年的年休
假。 确因工作需要， 职工享受的
寒暑假天数少于其年休假天数
的， 用人单位应当安排补足年休
假天数。

“如果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
年休假， 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
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 用人单
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
工资收入。”

“假没有休成， 是不是该有
经济补偿？” 不少职工提到上述
问题。

对此， 曹岩律师解释说， 按
规定： 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
上的， 享受带薪年休假。 用人单

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 或
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
年休假天数， 应当在本年度内对
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 按照
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
年休假工资报酬， 其中包含用人
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
资收入。

“企业应该依法安排职工休
假， 而职工也享有依法休假的权
利。” 曹岩律师表示， 当职工休
假权受到侵害时， 职工应该主动
与企业进行协商， 争取自己的合
法权益。 协商无果的话， 也可以
向工会组织或劳动监察机构反映
情况， 或申请劳动仲裁， 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

当然， 也有很多职工担心影
响劳动关系， 选择沉默。 对职工
的苦衷 ， 曹岩律师表示可以理
解， “但构建和谐关系， 需要企
业和劳动者的共同努力， 维护好
职工的休息权， 一方面是职工权
益的保障， 另一方面休息好的职
工也可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
到工作当中去， 对于企业来说，
也是十分有益的。” 曹岩律师说，
“这应该是一个双赢的关系。”

主观因素：
担心影响晋升 主动放弃休假

客观因素：
工作任务重 领导变相不批假

律师声音：
企业应支持依法休假 职工可积极依法维权

破解方式：
企业合理安排职工轮休 政府部门加强专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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