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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对欧盟 “分裂” 负责

特雷莎·梅和默克尔是欧洲一体化
坚定的支持者， 然而讽刺的是， 她们可
能要对欧洲 “分裂 ” 负责 。 批评者认
为， 两位领导者都误判了其国家的非精
英阶层， 身份政治和经济窘境压倒了人
们对欧洲一体化的期盼。 例如， 默克尔
误以为， 大多数德国人会欢迎来自中东
和北非的难民 ； 梅首相误以为 ， “脱
欧” 支持者会支持她的方案。 她们在民
粹主义浪潮下迎来政治两极化， 这导致
领导者个人地位的降低， 也将欧盟的未
来置于未知境地。

带薪假：富有富的烦恼 穷有穷的开心
美国人不愿甚至不敢休，墨西哥人却是想休就休

美国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

一个没有法律保障带薪休假的国家。

带薪休假在美国是一项劳动者的额外

福利， 而不是基本权利， 其实施情况

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下游水平。

然而， 美国的南部邻居墨西哥，

却是另外一幅景象。 墨西哥虽然是世

界上人均劳动时间最长、 工资却最低

的国家之一， 但在该国一位工作满 5

年的人， 每年的带薪假期就有 14 天

左右。 此外， 墨西哥的休假情况其实

非常随意， 想休就休。

真可谓富有富的烦恼， 穷有穷的

开心。

美国：“没有休假的国家”

从 1938 年开始实施的美国 《公

平劳工标准法》 对劳动者每周最长工

作时间、 加班情况、 最低工资和禁用

童工等事项都有强制性规定， 但没有

任何关于带薪休假的内容。 员工在休

假、 病假和公共节假日期间能否获得

薪酬， 完全取决于雇主和员工之间的

谈判和合同签订情况。 根据美国劳工

统计局的数据 ， 近年来 ， 有 77?的

美国私营雇主向员工提供带薪休假。

全职员工在服务满一年后， 平均能获

得 8 天带薪公共假期和 10 天带薪年

休假 ， 而联邦雇员通常每年享有 10

天带薪公共假期和 13 至 26 天的带薪

年休假。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美国人的带

薪休假情况远远达不到上述标准。 在

发达国家里， 美国是少有的职场人士

承担着巨大职场压力和工作与生活失

衡状态的国家， 因此很多美国人不愿

休假和忌讳休假 。 2018 年 5 月英国

一家软件公司 “金宝应用” 对美国人

的休假情况进行调查 ， 最终报告以

《没有休假的国家： 美国工人过度劳

累、 压力大还不休假》 为题， 披露了

一些与很多人想象中的美国不一样的

数据。

该 报 告 称 ， 47?的 美 国 人 在

2017 年没有休够劳动合同里规定的

天数， 21?的人至少留了 5 天带薪假

日没有休。 关于没有休够假期， 每个

人的理由都不尽相同， 但总的来说与

职场压力密切相关。 27%的人是因为

工作没有做完或是截止日期临近而感

到焦虑； 13%的人担心休假结束后工

作积压 ； 19%的人担心 “老板不高

兴”； 7%不好意思提休假的事。 在休

假期间， 48%的人仍然会关注工作 ，

29%的人会在公司需要时随时返岗 。

另有 14%的人认为 ， 不休假或少休

假会增加升迁机会。

在美国， 能充分享受休假的人群

主要集中在公职人员 。 在私营企业

里， 金融行业员工、 企业管理人员能

充分享受带薪假期的比例也比较高。

而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带薪休假情况最

为糟糕。 餐馆服务员、 车库代客停车

工等人员的收入很大一部分依赖小

费， 美国法律规定， 有较为稳定小费

收入的人， 其时薪可以低于最低工资

标准。 一旦依赖小费收入的服务业人

员休假， 他们的收入也就大打折扣，

所以这部分人几乎从不休假。

墨西哥 ： 带薪休假还
有额外奖金

墨西哥是世界上人均劳动时间最

长、 工资却最低的国家之一。 据经合

组织 （OECD） 2017 年的统计， 该组

织 36 个成员国里， 墨西哥的人均劳

动时间排名第一， 平均每一位墨西哥

劳动者一年要工作 2257 小时。 与此

同时 ， 墨西哥劳动者的年均收入是

15314 美元 ， 在经合组织里排名垫

底。 经合组织中， 人均劳动时间最短

的是德国 ， 为每人每年 1356 小时 ，

美国的这一数字是 1780 小时。

墨西哥人的工作时间这么长，法

定休假的时间自然不会太长。 墨西哥

《联邦劳工法》规定，每年的公共节假

日在非大选年为7天，六年一次的大选

年大选当天也是公共节假日。 工作满

一年的职工可以获得带薪休假6天，并

逐年增加。一般来说，一位工作满五年

的人每年的总假期为21天左右。

《联邦劳工法》 还有一条特别规

定， 就是带薪年休假期间， 劳动者应

当获得雇主不低于休假期间工资

25%的休假奖金。 以一个工作满 5 年

的人为例， 他应获得的 21 天总假期

中有 14 天是带薪年休假， 如果他每

天的工资是 20 美元， 那么他就应该

在年休假期间除了工资， 额外得到雇

主不少于 70 美元 （20×14×0.25） 的

休假奖金。

上面说的也都是理论层面， 通常

只在公务员系统和大型公司实行得较

好。 墨西哥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的

数据显示 ， 该国 57%的就业人口属

于非正式就业， 非正式就业贡献了墨

西哥 GDP 的 22.6%。 也就是说 ， 绝

大多数墨西哥劳动者并不受到劳工相

关法律的保障， 也就谈不上带薪休假

了， 这在某些行业尤为明显。 98.4%

的家政从业人员和 88.4%的农业人口都

属于非正式就业。 一位保姆很可能从来

没有休过假， 更不知道带薪休假和休假

奖金的事。

也正是因为非正式就业人口多， 墨

西哥的休假情况其实非常随意， 跟个人

意愿有很大关系， 想休就休。 虽然没有

了收入， 但是得到了花钱也买不到的自

在和欢乐。 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墨西哥

人的聚会和庆祝活动特别多。

每年从 12 月中旬到来年的 1 月上

旬， 墨西哥人都要经历一次 “节日马拉

松 ”， 连着过七八个节日 。 12 月 12

日是圣母瓜达卢佩节， 12 月 16 日至

24 日是波萨达节， 12 月 24 日是平安

夜 ， 12 月 25 日是圣诞节 ， 12 月 28

日是天主教的诸圣婴孩殉道庆日 （近

些年这个节日在墨西哥有点像西方的

愚人节）， 12 月 31 日是新年前夜， 1

月 1 日是元旦 ， 1 月 6 日是三王节 。

在这个 “节日马拉松” 里， 多数非正

式就业的人都会选择给自己放个长

假， 回老家过节， 首都墨西哥城等国

内移民较多的城市会迎来难得清静。

（本报纽约 2 月 13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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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2 月 9 日

气候变暖背后的困境

在 20 世纪 ， 雪佛龙 、 埃克森美
孚、 荷兰皇家壳牌、 英国石油和道达尔
这五大石油公司的影响力超过了一般的
国家。 尽管现在它们的力量有所衰弱，

因为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正在加重，

但这些能源公司仍然计划增加产量。 接
下来的 15 年对于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
要， 如果投资者和企业为了私利无法让
化石燃料减产， 那么各国政府必须担负
起这一责任。

《时代》 2 月 18 日

艺术是时代的解药

我们身处在这样的时代： 分裂是常
态， 偏见无法消除， 新闻不断贬值……

美国黑人女导演艾娃·杜维尼认为， 在
沮丧的日子， 当我们需要处理太多东西
的时候， 艺术能召唤我们内心的乐观，

让我们自由呼吸。

一周封面

”定假日与带薪年假等各种拼接后，最长假期可达两个月

每年在距离圣诞节一个月有余

时， 巴西大街小巷就到处可见圣诞装

饰和布置，各行各业、各家各户也都洋

溢起浓郁的节日氛围和 “休假风潮”。

尽管圣诞节的法定假期只有一天，但

对于假期充足的巴西人来说， 圣诞假

期恰恰是一个悠长假期的开始。

企业能以双倍工资 “购
买”员工假期

2017年底，巴西计划部的《国家公

报》公布了2018年的假期安排，其中包

括公历新年、国际劳动节、独立日、万

圣节、共和国日、圣诞节等9个法定假

日，及狂欢节、宗教节日等5个可选假

日。2018年的法定节假日中，仅有一个

在周末，这还不包括各州各市的“专属

假日”。 根据法律规定，巴西全国各州

市都可根据自身情况安排本地假期。

乍看之下， 巴西法定节假日的天

数似乎不多， 但通过各种方式延长假

期却早已是约定俗成的事， 例如 “搭

桥”就是延长假期的最常见情况之一。

在巴西， 但凡法定假日位于周二或周

四， 那么相对应的周一和周五也就 “顺

便”放假不用上班了，这使得原本只有一

天的法定假日连上“搭桥日”和周末双休

日，形成4天“小长假”的情况比比皆是。

与此同时， 巴西的法定假日不存在利用

周末来“倒休”的情况，巴西人也绝不可

能在周末上班来补回假日的工作量。

巴西人休假的最主要依据是 《劳工

法》规定的带薪年假。 早在1943年，巴西

《劳工法》就规定，劳动者每年享有30天

的带薪休假， 哪怕是保姆、 保安都不例

外。 《劳工法》对休假资格的审定也颇为

宽松，30天的假期主要随员工的缺勤天

数而变化： 全年缺勤少于5天的员工，可

以完整享有30天的带薪假期， 若缺勤天

数超过33天，则要扣除30天的带薪休假。

与此同时， 企业也可以以双倍工资

“购买”员工假期，但劳动者每年至少要

把假期的三分之一用于休息。 若此制度

未能得到执行， 即使是劳动者主动将超

量假期“出售”给了雇主，劳工法庭也将

单方面以当地工资标准处罚雇主。

“乱休假 ”对产业运转造
成严重冲击

由于 《劳工法》 对劳工权益进行了

“过度保护”， 巴西人对休假的态度也显

得颇为“任性”。30天的年休假本就不短，

巴西人休假的方式则更加随意。

以圣诞节为例， 许多巴西人会选择

以圣诞节或元旦为开端，用年休假将2月

的狂欢节假期连接起来， 形成长达一至

两个月的“超级长假”。 狂欢节作为全国

性的盛大节日，尽管法定节日仅有两天，

实际操作中则常常是庆典活动举行的整

整一两个星期。这使得每到年关临近时，

巴西民众根本无心工作， 直到2月或3月

狂欢节结束，才逐渐回归工作状态。

年初大长假之外， 巴西人不定时随

意休假的情况也极为常见， 一项工作进

行到一半， 往往就会因某位主管员工的

突然休假遭到搁置。 在寻找某项业务的

指定负责人时，也经常会得到一句“他正

在休假”的答复而陷入漫长的等待。

值得一提的是，“乱休假” 对国家的

产业运转造成相当严重的影响。 尽管在

假期集中的时段里， 巴西旅游业收入有

所提高， 但工业和零售业则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冲击。统计机构的数据表明，巴西

每年因假期过多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可达

数百亿美元。与此同时，休假期间工作无

人代班等现象频繁出现，休假前后“玩心

太重” 造成的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也

日渐凸显， 特别是政府公务员的无序

缺席，给民众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

对此， 巴西政府也尝试采取相关

措施来进行调控。 在2017年特梅尔政

府推行的劳工改革中， 新劳工法规定

“劳动者的假期可被分至3个时段，但

是任何一个时段都不能少于5天，并且

至少有一个时段有14天。”这意味着过

去“将30天年假分成10次以上休完”的

“极限操作”能得到有效控制。 尽管部

分民众对这一改动颇为不满， 但就国

家产业发展而言， 对休假制度的规范

性调整无疑是有益的。

在休假方式上， 旅游仍是巴西人

的首选方式。据巴西媒体统计，70%的

巴西人倾向于国内旅游， 其中海滩资

源丰富、 物价相对低廉的北部地区是

巴西人的首选目的地， 里约热内卢等

传统旅游城市则并未列入年度旅游城

市热榜前十名。不过，受近年来经济危

机的影响， 巴西民众可用于旅游的预

算大大减少， 目前有52%的受访人群

表示, 他们会在家中度过假期， 其中

42%的人给出的原因是“没钱”。

（本报巴西利亚2月13日专电）

”用率仅为50%，在发达国家中垫底

在当今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

的生活模式下，要做到工作与生活的

平衡，有合理的休假时间是非常重要

的。 然而，据最近的媒体调查显示，日

本的带薪休假使用率连续多年在全

球垫底 。 这一结果让人们感到很意

外，日本人为何不愿带薪休假呢？

节假日并不少 ， 还有
“黄金周”

在线旅游网站 “亿客行 ”近日公

布了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的2018年

带薪休假国际比较调查结果，日本的

带薪休假使用率仅为50%， 天数方面

也是全球最少，平均仅有10天时间。

带薪休假使用率方面 ， 日本为

50%，排名垫底。排倒数第二的澳大利

亚为70%， 因此日本的带薪休假使用

率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带薪休假使用

天数方面 ，日本为10天 ，与美国和泰

国接近。巴西、法国、西班牙、德国的使用

天数最多，平均1个月左右。 欧洲国家的

使用天数相对较多，而亚洲则整体较少。

从日本的休假制度和现实生活来

看，日本并不是个假期很少的国家。除了

周末两天的休息， 每个月基本上都会有

一两个其它假日， 这些假日在日历上显

示为红色，因此叫做“红日子”。 比如，每

年11月就有两个“红日子”：3日的“文化

日”和23日的“勤劳感谢日”。

此外， 日本传统上还有三个较长的

假期时间，一是5月初的黄金周。 5月初日

本“红日子”最多，3日是宪法纪念日，4日

绿色之日，5日儿童节， 这三天再加上周

末两天，也就连成了一个黄金周。 二是8

月份的盂兰盆节。 盂兰盆节原是日本人

追祭祖先、祈祷冥福的日子，各地都会举

行有特色的庆祝活动。 但由于正值炎炎

夏日，这就自然成为日本人的“暑假”，日

本各大公司会视情况决定放假天数，一个

星期左右，也有的长达半月。 三是年末年

初的连续假期，基本上也是各企业自定休

息天数。另外日本规定员工享有“有给休

假”保障，也就是带薪休假，但可享受的

休假时间长短要看工作年限决定。

上级不轻易批准，员工不
轻易申请

在是否要休假问题上， 日本人的处

理方式既有民族性的体现，也有职场“潜

规则”的约束。 虽然有假期，想休假但不

好意思休或者现实工作不允许休， 是日

本职场的写照。矛盾的是，不愿休假的日

本人对于“换工作最重视的条件”，最多

的回答竟然是“可以有更多的年假”。

调查显示， 日本人不使用带薪休假

的理由最多的是“人手短缺”。调查称，日

本人“在工作方面的责任感较强，很多人

过于在意职场的情况， 不怎么使用带薪

休假”。 有六成受访者认为，对使用带薪

休假抱有“罪恶感”，原因一是想把假期

留到紧急时用，二是公司人手不足，其他

同事也没有休假。

在日本企业文化中，上司、老员工的

行为方式极具影响力。 上司或老员工

不休息，后辈也不敢休。而职场文化中

的察言观色， 使得不少人在是否提出

休假申请问题上有了“自知之明”。

日本人习惯性地认为，在工作“压

力”之下，大家都在忙，公司里完全没

有可以请假的氛围。大家都在忙，自己

请假会给同事添麻烦， 想到自己休假

就会让同事承担更多工作， 不想欠人

情，所以就算了。公司领导在批准带薪

假的时候也会有各种考虑， 因此形成

了上级不轻易批准休假而员工也不轻

易申请的职场“潜规则”，也体现出日

本人“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国民性。

日本人热爱工作，不愿意休息，甚

至还时有“过劳死”出现。 去年6月，日

本国会通过《劳动基准法》，对加班、休

假等相关问题都做出明文规定。 但在

传统加班文化盛行、 少子老龄化的今

天， 日本企业员工能否像法律所期望

的那样保证休假，仍是个未知数。

（本报东京2月13日专电）

《纽约客》 2 月 11 日

夜色给了城市生命力

在帕斯卡·坎皮恩的画面中， 阴暗
的城市被薄雾笼罩 ， 点缀着闪闪的光
亮 ， 温暖而亲密的情景出现在画面中
央， 给城市带来了生命力量。 坎皮恩最
喜欢描绘夜晚的景色， 因为它能带给人
们更多想象的空间。

中国春节的 7 天假期已经过去 ，

但对于热爱旅游的人来说， 如果把春节
假期和带薪年假结合起来的话， 现在的

他们或许还在旅途中乐不思蜀。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实
施带薪休假制度以来， 中国人已逐渐熟悉把 “法定假日+

带薪年假” 拼成长假的习惯， 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这
宝贵的时间用于出国旅游或者自驾游。

带薪休假其实是 “舶来品”， 在许多国家已实行数十
年。 那么， 国外民众如何使用带薪年假？ 在申请年假的时
候， 他们会遭遇什么困扰？ 各国不同的职场文化， 又如何
影响实际的休假？

本期 《环球》 给您带来美国、 墨西哥、 巴西和日本这
4 个国家不同的休假制度和文化， 看看这些国家的老百姓
是如何休假的。

巴西民众在狂欢节上开怀大笑。 对许多巴西人来说， 狂欢节结束后才正式进入工作状态。 视觉中国

■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榕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