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账”休、集中休、“分解”休、“让予”别人休、与其他节日一起休

□□王王景景龙龙 石石井井川川 常常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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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个体工商户 。

半个月前， 我宴请大客户酒
过三巡后， 突然有两名穿着
相当暴露的女子走进了包
厢。 客户借着酒劲， 同意她
们坐下来陪吃陪喝。 可当我
宴毕前往结账时， 却发现价
格高得离谱： 根本没有抽、
喝名贵烟、 酒， 也没有点高
档菜肴， 按当地通常价位，
最多消费不过1000元， 但酒
店却要价39000元。

面对我拒绝付款， 酒店
老板赵某指使保安摆出了要
对我拳打脚踢的架势。 无奈
之下， 我只好如数交钱。

事后得知， 原来是赵某
指使员工冒充陪吃陪喝女
郎 ， 然后索要 “天价 ” 餐
费。 请问： 赵某之举是否构
成犯罪？

读者： 周金林

周金林读者：
赵某的行为已构成敲诈

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对被害人使用
威胁或要挟的方法 ， 强行
索要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
行为。 本案中， 赵某等人的
行为具备了此罪对应的构成
要件：

一方面， 赵某具有非法
占有的目的。 你和客户接受
色情性质的服务虽然违法，
但你们的财产却并不因此失
去法律保护。 赵某等通过指
使员工冒充陪吃陪喝女郎，
然后索要 “天价” 餐费， 无
疑是为了占有你的钱财。 由
于这种占有方式既没有法律
依据， 也没有合同依据， 且
为法律所禁止， 这就决定了
它的非法性。

另一方面， 赵某等实施
了威胁方法。 敲诈勒索罪中
的威胁， 主要是指对公、 私
财物的所有者、 管理者给予
精神上的强制， 使被害人产
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 而基
于息事宁人被迫交出财物。
赵某在你拒绝按照其要求支
付 “天价” 后， 指使保安摆
出架势， 要对你实施进行拳
打脚踢， 其意图明显是想据
此让你产生恐惧心理， 迫使
你就范。 你之所以不得不如
数交钱， 也正是因为担心受
到伤害而产生精神上的强
制， 才无奈地 “自愿” 息事
宁人。

再一方面， 赵某必须受
到刑事制裁。 敲诈勒索罪是
一种数额型犯罪 ， 即只要
勒索的财物达 “数额较大”
以上， 便构成犯罪。 就数额
的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
问题的规定》 中已规定， 敲
诈勒索公私财物 “数额较
大” 以一千元至三千元为起
点， “数额巨大” 以一万元
至三万元为起点 。 赵某强
行索取的餐费， 超过当地通
常最高价位38000元 ， 自然
因属于 “数额巨大” 而难辞
其咎。

（颜东岳）

指使员工冒充陪喝女郎
索要天价餐费也属犯罪

元旦、春节即将来临，很多单位和个人都在安排休
假。 身处不同企业、岗位的职工，分别提出了各自关心
的休假方式，他们想知道这样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归
纳起来， 职工提出的这些休年薪假方式主要有以下五
种：带薪年休假可否转账休、集中休、“分解”休、“让予”
别人休、与其他节日一起休等，至于这些方式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通过下面的案例分析即可找到答案。

1、 带薪年休假可否
“转账休”？

何某一年前大学毕业， 因急
于就业在一个体家庭作坊式的小
型企业里谋得一职， 该企业生产
环境差， 工资低、 无劳保、 无劳
动保护措施。 最近一大型私有企
业招工， 何某辞去这家小型私企
的工作， 应聘来到了工作环境比
较好、 有劳保、 工资待遇比较高
的这个大型私有企业。

现在， 何某已在该大型私有
企业工作快六个月了 。 面对元
旦、 春节的到来， 企业正在安排
职工带薪年休假。 由于何某在那
家小企业， 加上在这家大企业工
作的时间合计已满12个月 ， 所
以， 他想利用元旦或春节连同年
休假期带女朋友回家看看。

可是 ， 企业劳资科告诉何
某 ： 本企业 “新官不理旧账 ”。
他在小企业的工龄不计算在内，
在本企业工作的时间不足一年，
不能再享受带薪年休假待遇。

说法：
带薪年休假可以 “转账”，不

但上年的没休的年休假可以转下
年， 而且员工在老单位的工作时
间，也可以转到新单位累计计算。

国务院发布的 《职工带薪年
休假条例》 第二条规定 ： 机关、
团体、 企业、 事业单位、 民办非
企业单位、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
的， 享受带薪年休假。 单位应当
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 职工在年
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
同的工资收入。

这里的 “一年” 是否包括职
工在外单位的工作时间呢？ 《企
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在
第四条中规定： 年休假天数根据
职工累计工作时间确定。 职工在
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位工作期
间， 以及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
者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期间， 应
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 〈企
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有
关 问 题 的 复 函 》 （ 人 社 厅 函
〔2009〕 149号） 第一条进一步明
确：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 第三条中的 “职工连续工
作满12个月以上”， 既包括职工
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
月以上的情形， 也包括职工在不
同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

上的情形。
由此可见， 职工在外单位工

作的时间可以计入本单位带薪休
假中的 “连续一年”。 何某目前
就职企业的 “不理旧账” 的说法
和做法是错误的。

2、 带薪年休假可否
“集中休”？

于某从财会学校毕业后， 入
职于一大型服装城做收银员。 历
年来， 节前都是服装销售行业的
旺季， 节后变冷滞销。 最近， 该
服装城提前启动节前采取打折、
送券等促销活动， 员工们则加班
加点工作， 即使全员停休星期天
仍感人手不足。 考虑到节前节后
工作节奏的差异， 服装城近日作
出规定： 各班组必须安排员工在
每年的春节后一个月内将带薪年
休假休完， 否则不再享受当年的
年休假待遇。

于某等员工想知道： 服装城
这种做法是否合法？

说法：
年休假可否提前休 、 拖后

休、 集中休， 《职工带薪年休假
条例》 没有具体规定。 但在第五
条中有 “单位可以根据生产、 工
作的具体情况， 统筹安排” 的规
定 ， 不过 ， 这里的 “安排 ” 要
“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不和职工
商量， 强行规定员工在规定的时
间段内休完 、 不休完 、 不再享
有， 是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

可以肯定地说， 服装城所谓
的 “在某时间段内不休年假， 此
后不再享有当年带薪年休假待
遇” 的规定， 是强行剥夺员工享
有带薪年休假权利， 该做法是违
法的。

3、 带薪年休假可否
“分解” 休？

随着网络购物的发展， 末端
企业快递公司突显繁忙， 快递员
严重不足 。 为了避免其集中休
假， 造成业务中断、 快件积压。
今年年初某快递公司即规定： 把
每个快递员的年休假天数分解到
每一日中， 以每天提前半个到一
个小时下班化解。

对此， 父母在外地， 准备前
去看望， 或想利用带薪年休与元
旦、 新年等假日集中休假， 外出
旅游的职工张某等意见很大。 他
们 想 知 道 ， 这 种 将 年 休 假 分

解 到 每天半到一个小时的做法
是否合法？

说法：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国

务院令第514号）第二条、第三条
第一款规定， 机关、团体 、企业 、
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
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
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
假（以下简称年休假）。 单位应当
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 职工在年
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
同的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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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
可以看出， 带薪年假显然是按天
计算的。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 第
五条第一款虽然规定， 单位可根
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考
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职工
年休假。 但是， 将年休假分解到
每天半到一个小时的安排是不妥
的。 这种安排不但违背 《职工带
薪年休假条例》 的规定、 违背了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用人单位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
人探亲休假的权利的规定， 也与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 《国
民旅游休闲纲 （2013-2020年）》
的 “保障国民旅游休闲时间， 落
实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鼓
励机关、 团体、 企事业单位引导
职工灵活安排全年休假时间， 完
善针对民办非企业单位、 有雇工
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的休
假保障措施” 的精神相违背。 这
种将年休假分解到每天半到一个
小时的做法使员工不得充分休
息， 不得外出探亲， 不得外出旅
游的做法应当纠正。

4、 带薪年休假可否
“让予” 别人休？

胡某在一企业的生产岗位已
经工作二十年， 算得上一个老职
工。 他最近又带了一个徒弟， 徒
弟姓王某大学毕业， 来岗不足一
年。 最近王某要和他身居外地的
女朋友旅行结婚。 下云贵、 飞海
南， 看名川、 观大海， 游名胜、
逛古迹。

王某算了一下自己能休的假
期， 一是按原国家劳动总局、 财
政部发布的 《关于国营企业职工
请 婚 丧 假 和 路 程 假 问 题 的 规
定》， 职工本人结婚可以根据具
体情况 ， 由本单位行政领导批
准， 酌情给予一至三天的婚假，
职工结婚时双方不在一地工作
的， 可以根据路程远近， 另给予
路程假。 二是按照 《人口与计划
生育法 》 规定 ， 他属于晚婚晚
育， 可以获得延长婚假、 生育假
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而这
晚婚的十五天奖励假期再加上自
己的元旦 、 春节假期 ， 也不够
用 。 于是 ， 王某与师傅胡某商
量， 打算让胡某把他的十五天年
休假转让或出卖给他。

说法：
《劳动法》 和其他法律法规

对于带薪休假可否出卖、 转让没

有明确规定。 一般认为， 带薪休
假具有人身属性不可以出卖、 转
让。 可带薪休假期间上班， 应加
付报酬。

《劳动法》 第四十四条 、 国
务院发布的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 国务院令第514号） 第五
条第三款规定， 法定休假日安排
劳动者工作的， 应支付不低于工
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确
因工作需要单位不能安排职工休
年休假的， 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
休假天数， 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
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
工资报酬 。 带薪年休假不可转
让， 但休假工人可以替班。

《劳动法》 对替班没有具体
规 定 ， 自 己 的 工 作 一 般 应 由
自己来干， 但经单位领导同意，
根据企业内部的规定， 休假工人
可以顶岗、 替班。 可以在带薪年
休 假 期 间 顶 替 别 人 的 工 作 ，
完 成 被顶替人岗位上的工作 ，
不算被顶替人误工， 不给顶替人
加班费。

5、 带薪年休假可否
与其他节假日“一起休”？

赵某是一大型私营企业的资
料员， 工作比较轻松， 每天工作
八小时 ， 周六 、 周日休息 ， 元
旦、 春节、 国际劳动节、 国庆节
等法定假日按规定放假， 一切按
部就班。 最近企业老板在会上宣
布她们的带薪年休假没了。 今后
企业的文职人员 ， 但凡休了国
庆、 中秋、 星期天中的任何一种
假， 就再没有带薪年休假。 有了
三年工龄的赵某本想利用带薪年
休假和在春节假期带父母孩子外
出玩一玩， 没想到计划在老板的
宣布中泡了汤。

说法：
带薪年休假天数是按工作

日， 而不是按自然日计算的。
《劳动法 》 第四十条规定 ：

用人单位在下列节日期间应当依
法安排劳动者休假： (一) 元旦；
(二 ) 春节 ； (三 ) 国际劳动节 ；
(四) 国庆节； (五) 法律、 法规
规定的其他休假节日。

《劳动法 》 第四十五条规
定， 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
劳动者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 享
受带薪年休假。 从这些规定看，
带 薪 年 休 假 与 元 旦 、 春 节 等
假 期 是性质不同的假期 ， 相互
之间是不能相互取代的。 因此，
任何单位不能因为工作岗位特
殊， 不能因为员工休了国庆、 中
秋、 星期天等假日就剥夺其带薪
年休假。

对此 ， 2008年9月18日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实施的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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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 国务院发布的 《职工
带薪年休假条例》 在第三条第二
款中再次规定的： 国家法定休假
日 、 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
期。 因此， 赵某所在单位老板的
说法和做法与法律相违背。

这这五五种种休休年年假假方方式式法法律律是是否否支支持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