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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办公的兴起
文 | 郭奕伶

在东京 400 年老宅办公，与香港

同事联机，在葡萄牙早晨练完瑜伽再开

会……

听 来 很 梦 幻， 但 度 假 办 公

（Workation）浪潮真的来了！

度假办公是远距办公的再进化，它

将度假与办公结合，只需要有计算机与

网络，便可以一边旅行一边工作。时间

可为 1、2 周，甚至长达 1、2 年以上。

单在美国，现在有近 1 成工作人

口投入度假办公，未来两年，估计还会

有 2400 万人开始采用，总计约美国四

分之一的工作人口。

作者为了这期封面故事，也在日本

展开度假办公的实验。

这趟旅程，工作效率没变慢，还让

她感觉“心开了，原来日子可以这样

过……”

我支持这场实验，因为它能赋能人

才，也是未来国际人才战的焦点。

以往，大家只能在办公室工作，然

后积攒年假去旅行。一年中只有几天的

时间可以切换场景，思考很容易僵化。

现在，全世界都能成为办公室，当

计算机关上时，人就能切换到另一个旅

行场景。

在异地探险，就是充电。

这跟人的生理反应有关，人一旦开

始接触到陌生情境，五官会敏锐察觉周

边的变化，这是先紧后松的过程。当人

们经历与过去经验不同的冲击，大脑会

开始与过去的经验对照，然后反思，最

后，把它内化为知识。

新知识链接到旧经验，总有惊喜的

火花。就如同，MAC 计算机的美感，

与贾伯斯的书法学习有关，而日本的回

转寿司，是从啤酒工厂的输送带得到灵

感。

当然，想成为能度假办公的人，自

然也要有相对应的能耐，不自律的人，

可能更快会被淘汰。

但它值得一试，如 Slack 执行长

所述：“这无疑是我们一生中所拥有最

大机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工作方

式。”

至于领导者该怎么想此事？我的建

议是：拥抱它！

毕竟，领导不是为了控制，而是赋

能。当你有一个愿意连结与破框的团队，

还有什么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