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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多因素影响“抉择”

记者调查发现，职业发展压力、工作
繁忙、“请假羞耻”等，是劳动者放弃休年
假的主要原因。

日前，前程无忧51job发布的关于企
业年假制度和职场休假现状的调查报告
显示，有25%的受访者主动放弃休年假的
原因是出于考虑“个人职业发展”。

“单位没有禁止职工休假，但我们是
项目制，休年假意味着无法跟进正在进行
的项目。”某央企入职刚满3年的小付表
示，虽然身边有同事休年假，但自己想先
把手上项目做好。

“跟进很久的项目，担心休假了被人
‘截和’，就会前功尽弃。”有受访者表示。

除个人职业发展的考量外，工作繁忙、
没有时间也是许多劳动者放弃休年假的重
要原因。2024年8月，有媒体发起的一项线
上问卷调查显示，面对“休年假的最大困扰”，
超30%的人选择“工作量太大，没时间休”。

“手里的工作太多，一下休5天，又不能
完全让别人代劳，即使休假了，心理上也做
不到完全放松。”已工作5年的小文表示，工
作“忙不开”成为他放弃休年假的重要原因。

“不好意思请假，怕领导对我有意
见。”受访者栗子则说出了困扰很多职场
人的“秘密”——请假羞耻感。在某搜索
平台，“休年假”相关的搜索词条中，点赞
收藏量靠前的，不少是“休年假申请话术”

“休年假好用理由”等。“请假羞耻”正成为
不少职场人放弃休年假的原因。

2023年，有媒体在社交平台发起一
项有关“你有请假羞耻吗”的投票，参与投
票的4万人中有1.8万人选择“有，一请假
就焦虑”，超1万人选择了“取决于领导态
度和职场氛围”。“领导不休我不休”“休假
在心口难开”，特别是加班文化盛行的单
位，职工不仅心存顾虑，“休不休假”甚至
成为衡量职工职业态度的“标尺”，无形中
增加了职工休假的“耻感”。

有何补偿机制？

放弃休年假，劳动者是否可以获得
“补偿”？

“在我们单位，每到年底未休年假的职
工都会收到一份‘自愿放弃休假同意书’。”
小付告诉记者，职工签字后年假就自动作
废，工资和正常上班一样，没有额外补偿。

对此，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张烨阳分析：“法律并不禁止职工签署书
面文件自愿放弃休年假。但实际上由于

劳动者议价能力较弱，部分劳动者可能会
出于职业发展等考虑，在非自愿的情况下
签署相关文件。”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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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
施办法》规定，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的日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
以月计薪天数(21.75天)进行折算。

除了法定补偿，记者梳理发现，部分
用人单位也会和职工协商，如增加职工的
年终奖金额、将剩余年假顺延到下一年度
等，补偿自愿放弃休年假的职工。

“少休5天年假，比我半个月挣得都
多。”在北京工作的小赵告诉记者，按照公
司规定，自己如放弃休年假，公司会在原有
的工资基础上给予补偿，结合职级，自己一
天有1000多元的奖金，算在年终奖里。

除了报酬，职工未休的年假可顺延至
下一年。《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单
位因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
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 1个年度安排。
2024年放弃休年假的杜先生就表示：“两
年的年假加在一起可以休10天，出国旅
行或在国内旅行，都很合适。”

期待法规更完善

调查中，48%的受访者对于未休年假
的补偿表达了强烈愿望。“希望我们的努
力工作能够被单位看到，让我觉得自己放
弃休年假投入工作是值得的。”小付说。

张烨阳认为，企业应主动安排职工休年
假，对未休年假的职工尽到提示义务，不能
用一纸“同意书”逼迫职工“主动放弃”。“这不
但直接影响职工积极性，也极易引发劳动争
议，导致企业涉诉风险。”他建议，“劳动者因
为工作原因主动放弃休年假，可以和公司去
谈判相应补偿，并通过书面文件进行明确。
但目前能做到这样的劳动者还是少数。在
这个问题上，希望未来能出台更明确的法律
规定，更好保障劳动者休假的权利。”

有专家表示，用人单位确因工作需
要，导致劳动者应休未休年假的，应该按
照规定支付工资报酬；而对于劳动者主动
放弃年休假权利的，也提倡用人单位视具
体情况予以补偿，长远来看，这有利于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双赢。

“职工本身也要立足自身利益，克服
‘请假羞耻’。”北京燕园心理平台签约咨
询师王念晴建议，“对于自己的合法权益，
劳动者要敢于开口，大胆主张权利。”

据工人日报

“秒没”的消费券被谁抢了？

这段时间，上海市民王女士几次抢消费
券都未果。“为了抢券，不仅给手机装了能精
准到毫秒的‘悬浮闹钟’，还借鉴网上经验用
筋膜枪‘机打’点击页面，但还是没抢到。”

社交平台上，经常可见“抢不到券”
“消费券去哪里了”等吐槽帖。“刚开始的
几轮还能抢到，现在真是‘秒没’，掐点抢、
多人同时抢，都没用。”网友兔兔说。

“××消费券800元减250元，感兴
趣的私聊”“代抢×月×日消费券”……网
络平台上，代抢和售卖消费券却成了“黄
牛”的生意经。

记者联系上一名“黄牛”，对方表示可
以代抢某地消费券。最近一期消费券分为
满2000元减200元、满3000元减500元、
满 10000 元减 1000 元、满 20000 元减
2000元和满30000元减3000元五种面
额，根据面额不同，“黄牛”收取代抢费90元
至220元不等。“需要哪个面额抢哪个，大
额券你们自己很难抢到。”这名“黄牛”说。

按照“黄牛”要求，记者提供了领券平
台的个人账号；一番讨价还价后，以100
元的价格由“黄牛”代抢“满10000元减
1000元”的消费券。

发券当日，记者用其他账号与“黄牛”
同时抢券，发现“满10000元减1000元”
面额的消费券刚点进去就显示已被抢光；
然而“黄牛”却抢到了。“黄牛”还向记者展
示已抢到的多张更大面额的消费券。

“黄牛”抢到的消费券能正常使用吗？
记者在多地尝试后发现，尽管核验方式有
所不同，但基本顺利无阻。比如，“黄牛”通
过记者账号代抢的消费券，记者可以直接
验券；“黄牛”自行抢购的消费券，记者核验
时只需出示其发来的手机截屏页面，或将
商家支付码拍摄给“黄牛”；如需人脸识别，

“黄牛”则与记者视频通话进行验证。
近期，多地商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

门已采取措施，打击“黄牛”哄抢倒卖消费
券现象。上海警方破获两起涉消费券违
法犯罪案，抓获的18名犯罪嫌疑人中，多
名是抢券“黄牛”。四川等地有关部门表
示，将持续加强对消费券发放的监管，严
厉打击“黄牛”抢券等不法行为。

揭秘“黄牛”抢券手法

记者询问一名“黄牛”，为何他能抢到
而自己抢不到？对方回复：“用了技术。”

多地民警介绍，“黄牛”抢券，有的是
人工抢，有的是使用外挂软件。“比如，软
件能提前定时、自动抢单；可以模拟抢单
指令，进行更密集的请求；还能绕过验证

码、平台的防御系统，直接提交数据到后
台。”一位民警说。

反欺诈专家肖云（化名）告诉记者，
“黄牛”拼的是速度。外挂软件的运行速
度远快于人工，有些“黄牛”可以通过一台
电脑同时操控几十台甚至成百上千台设
备进行抢券，成功率自然更高。

记者注意到，为实现精准发放消费
券，多地要求仅限定位在当地的消费者领
取；然而，一些IP地址在异地的“黄牛”却
能照领不误，二手平台上也出现了不少外
地IP销售本地消费券的怪现象。

肖云解释称，一些“黄牛”借助软件模
拟IP地址、修改GPS定位后实施抢券。

“网上改定位的软件很多，便宜的就十几
块钱，技术门槛不高。”

据了解，上海警方近期抓获的消费券
“黄牛”，正是通过软件改变手机定位实施抢
券。多地此前破获的相关案件中，“黄牛”同
样利用软件修改定位，大量领取消费券。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黄牛”还会与商
家勾结，抢到大量消费券后，通过虚假消
费套取补贴。

让消费券真正惠及老百姓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
光建表示，发放消费券的目的是惠及民
众、提振消费。消费券被用于投机牟利，
不仅破坏市场秩序，导致政策效果打折
扣，更给政府和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

专家表示，应加大对“黄牛”倒卖消费
券、套现等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法律手
段严加惩处，提高违法成本。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说：
“倒卖消费券，涉嫌骗取公共财物。如果金
额较大，扰乱了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可能
构成非法经营罪。”他强调，利用消费券骗取
政府补贴，还会构成诈骗罪，受到刑事处罚。

多位专家表示，应加强对消费券发放、
使用的全流程监管，进一步完善消费券领
取和使用规则、加强对领券用户的身份审
核；明确用券时需进行身份验证等要求，杜
绝隔空刷码等行为，对违规商户进行处罚
并建立“黑名单”制度；建立消费券使用追
溯机制，确保全流程公平、透明、可回溯。

针对“黄牛”团伙犯罪手法越来越隐
蔽的问题，多位基层民警建议，通过强制
刷新IP地址等方式，防范“黄牛”通过软
件改变手机定位实施抢券。

“发放消费券的平台要不断改进技术监
测和风险防控手段，防堵漏洞，不给‘黄牛’
可乘之机。”许光建说，还要加强法治宣传，
督促商家诚信经营，提示消费者保护个人隐
私，不参与转卖消费券；多方共同努力，让消
费券真正惠及民生。 据经济参考报

主动放弃休年假
能否获得补偿？

“秒没”的消费券
“黄牛”赚钱法宝？

近日一项调查显示，近七成受访者没休完2024年的年假，而超60%
未休年假的受访者为主动放弃。与往年相比，劳动者放弃休年假的比例
显著增加。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企事业等单位确因工作需
要且经职工本人同意未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休假天数少于应休
年休假天数的，应当按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依法支付工资报酬。

带薪年休假是法律赋予每一位劳动者的权利，为何越来越多人选择主
动放弃？如果放弃年休假，劳动者又可获得哪些“补偿”？

天津发放餐饮、文旅消费券，累计额度达1600万元；海南三亚投入
7450万元开展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广州陆续发放1亿元“食在广州”餐
饮消费券……近期，多地持续发放消费券，“真金白银”点燃消费热情。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紧俏的消费券被“黄牛”截留，
在网络平台上倒卖；还有一些“黄牛”勾结商家，利用消费券虚
假消费，骗取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