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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神州

� � � �早上 7 点半坐上高铁,11 点半下车, 出站后
乘坐十几分钟出租车, 回到家刚好赶上吃午饭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
工作的李晓请了一天假,回老家看望母亲,“国庆
期间车票紧张 ,不方便回家 ,所以趁着这个周末
回去看看”。

采访中,当被问及是否使用过探亲假回家看
望母亲时 ,李晓说 ,自己参加工作以后都没有听
人说起过探亲假,更没有享受过探亲假。

休假制度逐步完善 探亲假被大众忽视

李晓的老家在河南省驻马店市, 她于 2004
年从北京某知名高校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

李晓说,北京的工作节奏快、压力大,每天都
非常忙碌,有了家庭以后更是诸事繁杂。 今年国
庆节 ,她原本打算回去看望母亲 ,但因没抢到车
票而未能成行。

好在驻马店通了高铁,从北京回家一趟只需
要 4 个小时, 所以这几年才能周末回家看望母
亲。“大概在 2012 年以前,老家还没有高铁,回趟
家需要 10 多个小时, 每年只能趁国庆、 春节回
家。 ”李晓说。

根据国务院相关规定, 她可以享受探亲假,
未结婚时 1 年 1 次 ,结婚以后 4 年 1 次 ,每次假
期 20 天。但据李晓反映,她工作以后并没有听说
过探亲假,也没有享受过探亲假。

采访中,记者随机询问了 20 多名在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工作的朋友,其中只有 1 人享受过探亲
假,超过 80%的受访者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权利。

10月 14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举行“新
中国劳动法 70年:历史、选择与趋势”学术研讨会,探
亲假制度也是研讨会上专家们讨论的主题之一。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劳动法分会副会长、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喻术红认为,探亲假是特殊
时代的产物,是为了解决当时两地分居的突出社
会问题 ,满足特定时期特殊员工的需求 ,但随着
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相关休息休假制度的逐步完
善,探亲假制度在实践中应用很少。

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难以适应当前形势

据了解, 我国现行的探亲假制度是劳动者休
息休假制度体系中的一部分。 其最早发端于 1958
年 2 月 9 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

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目的是为了适当
解决职工同亲属长期远居两地的探亲问题。

1981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职工探亲待遇
的规定》,对前述规定作了修改,进一步完善探亲假
制度,规定了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
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探亲假标准。

根据《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职工工作满
1 年,与配偶不住在一起,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
可以享受探望配偶的假期待遇 (每年 1 次, 假期 30
天),与父亲、母亲都不能住在一起,又不能在公休假
日团聚的,可以享受探望父母的假期待遇(未婚职工
每年 1 次,假期 20 天；已婚职工每 4 年 1 次,假期 20
天)。 同时,单位应根据需要给予路程假。

1995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劳动法规定,用人
单位在有关节日期间以及其他法定休假日, 应当依
法安排劳动者休假。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则首次在法
律层面明确了我国劳动者享有探亲休假的权利。

在喻术红看来, 上个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
我国的交通设施不完善,一些地区甚至没有基本交
通线路,职工回乡难度大、成本高；通讯技术相对落
后,受限于经济实力,普通职工无法普遍享受电话、
电报带来的便利,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两地
分居是当时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从劳动关系的
角度出发,为职工提供探亲假 ,能够激发职工的工
作积极性,提高员工的单位认同感。 ”

但自 2000 年以来, 探亲假制度实施的效果并
不理想。 在今年 9 月,喻术红在一家权威案件数据
库全文搜索关键词“探亲假”时,2001 年至 2019 年
9 月 19 日,搜索结果显示共 2767 条信息,其中案件
争议焦点是探亲假的仅有 70 条。

喻术红认为,探亲假制度逐步为相关权利义务
主体忽视,这是社会环境变化、探亲假制度本身局
限、劳动者休息休假体系逐步完善的必然结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兼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
院院长沈建峰分析称,劳动者很难享受探亲假待遇
有多种原因,比如从探亲假制度本身来看 ,其将适
用范围限制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将民营企业
等用工主体排除在外 ,但实际上 ,民营企业是我国
非常重要的用工主体。

在沈建峰看来,探亲假制度规则“太老了”也是
一个原因,如今探亲假制度出台时所依据的社会经
济状况已经发生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探亲假难以
适应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

沈建峰补充说,当前,包括带薪年休假在内的休
息休假制度体系日渐完善,也逐渐替代了探亲假的
部分功能,久而久之探亲假就可能被忽视掉。

整合统筹休假制度 亟须完善法律规范

目前,相关部门也注意到了探亲假制度实施中
存在的问题。

2018年 9月,人社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第
3588号建议的答复中说,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结合
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情况, 深入进行调研论证适
时向立法机关提出修改调整职工探亲假的意见。

喻术红认为,探亲假制度已经没有普遍存在的
必要。其本身是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解决职工两地分
居问题而施行的制度, 当两地分居问题逐渐解决、
不再是社会矛盾之时,探亲假制度也应当顺势而为
退出历史舞台。

喻术红建议,从劳动者需求满足和我国现实需
要的角度出发,对探亲假制度进行合理改造:即“一
般取消,特殊保留”,以年休假制度替代探亲假的劳
动者休息权保障功能,以延长春节假取代探亲假的
家庭交流功能,同时以特别法规定的形式保留特殊
领域继续适用探亲假制度。

“探亲假在特定行业和特定领域仍有存在的必
要,可以继续适用。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外交
人员法》中规定的驻外外交人员配偶、《中国人民解
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中规定的士官等继续享受
探亲假和相关待遇。 ”喻术红解释说。

沈建峰认为,在目前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确实亟
须对探亲假制度进行改造。“基本方向是,对所有的
劳动者休息休假制度进行整合、统筹 ,处理好各个
休息休假制度之间的关系；坚持国家立法的劳动基
准理念,国家立法体现底线功能,应允许劳动者和用
人单位在国家立法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合同、集体合
同、 用人单位规则等进行符合二者实际的利益分
配；探亲假制度的完善 ,还应该考虑目前我国的社
会经济实际发展状况。 ”

据《法制日报》

许多劳动者从未享受过探亲休假等权利
专家建议合理改造探亲假制度适应社会发展

阅读提示

在近日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举行的“新中国劳动法 70 年 :历史、选择
与趋势”学术研讨会上 ,专家称 ,随着我国科技革命的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现行
休假制度的完善,探亲假制度为相关权利义务主体所忽略,已经名存实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