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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余梦迪

“春节假期延长，能否以年休假冲抵？”“休年假是我的权利，不应该由我来自主
决定休假时间吗？”日前，针对春节延长假是否就等于带薪年休假这一话题，网友
们又展开了讨论。对此，记者采访了相关律师。

用人单位可统筹安排年休假

晓真（化名）是南京某企业的员工，今年公司将春节假期延长到15天，但多出来的
假期是用年休假抵消。“本来不觉得有问题，但是看到网上这么多人发声，自己也
感到憋屈。”晓真告诉记者。

那么，用人单位是否可以用春节延长假的方式安排劳动者休年假？“在实际用工生
产中，用人单位在春节前后安排员工放假的情形较为常见，年休假原则上不可以跨
年，但并不限制具体时间，所以通过过年延长假期作为年休假是可以的。除春节外
，用人单位也可以将年休假安排在其他时间。”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
师、南京市总工会职工法律援助团法援律师张世亮进一步解释，《职工带薪年休假
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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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安排年休假主要是用人单位统筹安排
，兼顾个人意愿，如果发生冲突，应以单位安排为准。”

但为避免纠纷，用人单位通过延长春节假期形式安排员工休年假的，应注意：单位
享有统筹安排年休假的权利，但是应当提前通知员工通过延长春节假期进行年休假
安排的事宜，同时应考虑员工本人意愿。用人单位应确保每一位员工已知悉年休假
的安排情况，并保留相关记录，如企业可以书面形式通知员工并要求其签名确认。
员工休年假期间，视为正常出勤，用人单位应当正常支付员工劳动报酬；另外，员
工工资表应清楚记载年休假工资信息，并给劳动者签名确认。用人单位应当制定相
应的考勤制度，并定期让员工核对考勤及休假种类、天数等情况，并签字确认，留
存证据，方便日后查阅。

年休假带薪，劳动者可以提出补偿

记者看到某市人社局网站上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张某大学毕业后入职某服装制衣
有限公司，从事文员工作，月工资标准为3500元。张某主张用人单位未安排其休2
022年年假，也未向其支付未休年假工资，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申请，要求该公司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2413.8元。该公司辩称已于2022年2月1日
至2月15日期间安排员工放假15天。

后经审查，某服装制衣有限公司提交的《2022年春节放假通知》所列的春节假期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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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法定春节假期时间，但该通知并无说明假期包含带薪年休假。另外，该公司无
法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张某2月份工资发放情况以及张某已知悉年休假安排。因此，
仲裁委支持张某的仲裁请求，裁决该服装制衣有限公司应向张某支付2022年5天未
休年休假工资2413.8元。

对此，张世亮认为，“年休假首先是带薪的，如果用人单位用年休假抵扣春节延长
假，但未支付休年假的工资，劳动者可以索要补偿。”依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
实施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假天数，应当按照其工资
收入300%支付未休年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
资收入；若员工未休年假，用人单位支付了员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用人单位只
需再支付员工日工资收入的200%工资报酬即可，而计算未休年假工资报酬的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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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根据规定，在单位未主动安排职工休年假时，即使职工未提出申请，单位仍
负有支付未休年假工资报酬的义务。但是，如果单位主动安排而职工自愿放弃休假
权利的，则职工无权再要求折现。

发生争议可多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如果因年休假发生纠纷，员工该如何维权？张世亮说，根据《劳动法》《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法律规定，劳动者因休年假与用人单位发
生争议的，可通过多个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比如，劳动者可以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举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部门或者劳
动保障部门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除责令用人单位支付未休年休假
工资报酬外，用人单位还应当按照未休年假工资报酬的数额向职工加付赔偿金。劳
动者可以向所在单位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经调解
达成一致意见的，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签订调解协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调解协
议履行。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劳动者主张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的仲裁时效为一年。劳动仲裁是劳动诉讼的
必经程序，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若劳动者对仲裁
结果不服，还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仲裁机构所在地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法院给予最后的救济。

来源： 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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