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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可享带薪年假5-15天外国人的带薪假这样休 瑞典长年休

假领失业险 据报道备受关注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近日

由国务院公布。条例规定：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

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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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条

例》进一步加大了对用人单位的约束力度。比如其中规定对

职工应休而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按照该职工日工资的3

倍支付报酬。不难发现，这些最终的规定，不仅对此前广泛

征集意见时一些有影响的社会民意予以了直接回应，而且也

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吸收、汇集了各方面的意见与智慧，确实

有诸多让人欣喜与期待的内容。但是，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

来看，如今大家最担心的，是《条例》能否得到有效的贯彻

实施。 对于法治这种更多强调具体实践的社会治理方式来说

，有了完备、系统的法律制度，其实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

步。如果社会各方面对于现有的法律制度不能最大限度地尊

重和信仰，那么，法治则很可能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实

际上，虽然此前我们早就有了像劳动法这样一些旨在维护劳

动者权益的法律制度，但各地的劳动监督执法部门对于现实

生活中的诸多违法现象，几乎都存在着一种力不从心、难以

有效制止的状态。对此，不少人甚至开始戏称劳动法为“豆

腐法”。 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中



，像劳动法这样需要急切硬起来的法律制度其实为数不少，

其中不仅可能包括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很可能也包

括即将实施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因为扣除法律制度

本身的缺陷与不足，这里还存在三个较为关键的共同性原因

，足以架空这些用意良好的规章制度。 一是如今我国的劳动

执法监管部门本身没有像公安部门那样的强制执法权，不仅

不能随时对违法者或违法部门采取强制性措施，而且还很容

易受到同级或上级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从而不得不屈

从于一些财大气粗、用资本说话的企业；二是如今我国的企

事业用人单位拥有过多的自主权，往往能够较为轻易地绕过

现有的法律制度，逃避相应的责任追究；三是如今我国的工

会组织还没有真正强硬起来，不能有效发挥其应有的社会监

督与维护权益的作用。 因此，在将来的实施过程中，要想使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避免出现不能有效落实的情形，显

然就需要各方面有针对性地切实维护与强化规章制度的权威

性。这就不仅迫切需要广大工会组织尽快实现自身职能的回

归，依法维护职工的年休假权利；也迫切需要劳动监察部门

更多地与法院、公安、工商等强力职能部门协调合作，形成

一种综合性的治理机制，进一步加大对企事业单位的监督执

法力度，及时严厉制止与查处各种违法行为，加大违法者的

违法成本，从而确保《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得到具体、有

效的贯彻实施。(阮占江) 中国社科院专家：带薪休假时间的

跨度有点大 王诚庆举例称，在日本，带薪休假制度是连续工

作六个月以上，开始享受带薪休假待遇。到了六年以后是一

个坎儿，六个月以上是休假十天，到了六年以上是二十天，

公务员更多一点，是三十天。 北青报：带薪年假“好政策”



“顺应民意”？ 休假改革方案已经通过，面对既成事实，公

民该如何重新安排、调整自己的休假生活，政府该如何以细

致有效的政策安排，落实新方案许诺给公民的实惠，并尽量

弥补可能给部分公民带来的损失，以期逐步打消公众对新方

案的疑虑，而不是让公众的疑虑变为不幸的事实。任何政策

的调整，确实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满意，却也必须尽量让更

多的人满意，这也是民主决策最基本的原则。 带薪年休假条

例:职工不休年假可获3倍工资补偿 北京市政协委员：带薪休

假应写入劳动合同 河南：企业不让休假又不给报酬将被罚2

万元 带薪年假实施解读:借用双休可享更多黄金周 专家解读

带薪年假：享受与上班同等工资福利 外国人的带薪假这样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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