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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假日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大大刺激了消费、拉动了内需，其中，旅游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指出，我国将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业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完善假日经济结构，有利

于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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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制度安排带来旅游热

假日经济指在法定节假日期间产生

的以旅游消费为主，进而带动商品、餐饮、

文化、交通、物流等综合消费，以及相关贸

易和投资活动的总和。1999 年，国家修订

发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通

过对法定假期与周末两天作息时间的调

整，形成了春节、劳动节、国庆节 3 个连休

七天的“黄金周”。在国民经济和居民可

支配收入稳步增长的情况下，“黄金周”制

度增加了相对集中的、可自由支配的休闲

时 间 ，旅 游 消 费 意 愿 因 此 得 到 了 明 显 提

升，国内旅游市场得以快速发展。随着传

统文化的复兴和旅游休闲需求的增长，国

家 在 综 合 考 虑 各 方 面 因 素 后 ，将 原 来 的

“黄金周”逐步调整为现在的春节、国庆

节、元旦、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

“两长五短”共 7 个法定假期。在过去 20 年

里 ，旅 游 业 是 假 日 制 度 调 整 的 最 大 受 益

者，持续增长的假日旅游，在释放需求、扩

大消费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明显

成效。

我国国内旅游人数从 1999 年的 7.19

亿 人 次 发 展 到 2019 年 的 60.06 亿 人 次 ，

2019 年国内旅游收入达到 5.7 万亿元，较

1999 年增长了约 20 倍。2019 年城乡居民

年均出游次数达 4.4 次，旅游已经成为人民

群众美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01 年至

2020 年，国庆节与春节两个长假旅游人数

与全国国内旅游人数之比从 13.9%上升为

31.2%，年均增速达到 4.3%；旅游收入占比

从 12.7%上升到 33.7%，年均增速为 5.3%。

过去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旅

游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萧条，出入境旅游

几乎全面停滞，假日旅游和商务出行构成

旅 游 经 济 生 存 的 基 本 面 和 创 新 生 长 点 。

2020 年全年法定节假日出游总人数约 9.9

亿 人 次 ，占 全 年 全 国 国 内 出 游 总 人 数 的

34.5% ，较 2019 年 占 比 提 升 了 6.6 个 百 分

点，2021 年全年法定节假日出游总人数约

13.3 亿人次，占比提升到 41.4%。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全面进入大众

旅游时代，凭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

需求潜力，假日经济有望迎来更广阔的发

展前景。

假日旅游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人民群众不仅要提升物质生活水平，

也要提升精神享受和文化消费，需要更多

的“诗和远方”。假日期间，博物馆、图书

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馆成为

游客获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场所，非遗

活化、时尚国潮、旅游演艺让

传统文化呈现出崭

新的面貌。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数

据中心专项调研显示，2021 年国庆节假日

期间，84.9%的游客参与了 2 项及以上文化

活动，较上年提升 9.6 个百分点；参观博物

馆 和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游 客 分 别 为 52.8% 、

44.4%，较上年分别提升 12.3 个百分点和

2.6 个百分点。故宫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

博物馆等热门文博场所在假日期间更是

一票难求。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文化参

与成为假日经济新亮点，文化创意、科技

创新为城乡居民和广大游客带来更多可

触可感的新生活场景。2020 年末，全国艺

术表演场馆、美术馆和公共图书馆比 2019

年末分别增加 54 个、59 个和 16 个。文化

场馆、都市商圈、休闲街区、夜间灯光演

艺、文创产品等已经嵌入居民日常文化休

闲生活，文化消费逐渐成为人民群众日常

生活新常态。

假日经济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消费

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政府和社区发

展公共文化，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参与文

化产业的积极性，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因此而具有更多的思想共识和现实动能。

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乡村振兴

2019 年，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综合贡

献为 10.94 万亿元，综合贡献率为 11.05%；

旅游直接就业人数为 2825 万人次，间接就

业为 5162 万人次，总体就业人数占全国就

业总人口的 10.58%。假日旅游作为旅游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旅游及餐饮、住

宿、交通、体育等相关产业的经济增长和

就业拉动作用显著，能缓解就业压力，提

供灵活就业方式，增加城乡居民就业。

2020 年乡村旅游接待人数约 14.2 亿

人次。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保护和活化了

乡村文化遗产，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促

进了农民增收致富。对于拥有优良的自

然环境和原生态的区域文化、民族文化的

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

困地区而言，假日经济对就业和社会发展

的综合带头作用更加明显。2021 年国庆

节假期，游览城市周边乡村的游客占比达

到 28.9%，较 2019 年提升了 4.56 个百分点。

此外，假日经济对推动农业农村社会

发 展 和 共 同 富 裕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 。 在

2020 年国内旅游出游人数和花费中，农村

居民出游人数占比和花费占比均呈稳步

增长态势，较 2019 年分别增长了 2.7 个百

分点和 2.4 个百分点。

为提升假日旅游市场发展质量和游

客满意度，国家持续提升行业监管、市场

监测、应急处理、舆情应对等旅游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假日办、部际联席会议、部际协调机

制 ，都 是 假 日 旅 游 工 作 的 行 政 创 新 。 从

《关于进一步发展假日旅游若干意

见》《“黄金周”旅游信息统计

调查制度（试行）》、由 18

个 部 门 组 成 的 全 国

假日旅游部际协

调会议制度，到

《“ 黄 金 周 ”旅

游 信 息 统 计

调 查 制 度》

《关于促进

智慧旅游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的印发，政府保障假日经济的机制不

断完善，成就日渐明显。同时，政府治理

假日旅游的科技程度和现代化水平不断

提升。各省积极建设智慧旅游平台，监测

疫情常态下的春节 40 天景区接待和预约

人数，预报地级以上和重点热点县级旅游

城市热度，以及利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

对节假日城市旅游客流调控和智能疏导

技术研发。

需求变迁引出治理新课题

产业发展尚未满足群众期待。

“吃有肉，住有楼，还有闲钱去旅游”，

大众旅游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以后，城乡

居民对文化需求和旅游消费开始从“有没

有”“缺不缺”转向“好不好”“精不精”，个性

化、散客化、高品质越发成为明显的消费趋

势。疫情暴发两年来，空间的收缩并不能

阻挡人们的文化参与和旅游消费热情，人

们对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诉求明显提

升。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专项调查显

示，2021 年国庆节假期，城乡居民平均出游

半径 141.3 公里，同比减少 33.66%，目的地

游憩半径 13.1公里，同比减少 7.7%。

然而，假期集中出游，带来道路和景区

的拥堵，交通、住宿和餐饮价格的上升，产

品和服务项目标准化则会带来体验或产品

质感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旅游价

格监测显示，2022 年元旦期间旅游价格指

数同比上涨 18.9%，2021 年国庆节期间旅游

价格指数比劳动节上涨 44.6%，比当年暑假

上涨 43.7%，直接影响人们假日出游意愿和

本地消费体验，并带来游客满意度下降。

消费需求的变迁正在倒逼假日经济结构的

完善，并提供现实的转型动力。

新业态创新能力不足。

随着生活阅历增加和旅行经验丰富，

节假日期间人们对文化和旅游产品及内

容的要求不断提高，消费更加理性，假日

经济模式对宏观经济影响开始呈现边际

效应递减趋势。2000 年至 2019 年间国庆

节和春节两个假期的旅游总消费对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贡献率螺旋上升

达到顶点后开始下滑，2016 年达到最高点

为 9.62%，此后逐年下降至 3%左右，假日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开始弱化。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的发

展模式主要以中远程观光、休闲、度假等

弹性需求为主，以当代文化、艺术创作和

科技应用为支撑的文化和旅游业态创新

能力不足。

治理体系和能力不足。

疫情对假日经济治理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旅游景区、主题公园、游乐园、宾

馆饭店、旅行社和文化演出场所需要执行

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降低旅游可能导致

的疫情扩散风险。同时，也要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优化文化和

旅游服务供给，最大限度地保障国民旅游

休闲权利。

文化和旅游企业因疫情资金短缺，导

致建设运营、更新改造受阻，景区摆渡车、

观光巴士、餐饮、娱乐等基础设施服务水

平下降。2021 年国庆节假期，36%的游客

认为预约、检查、排队等耗费时间太长，

27.5%的游客认为人员密集影响体验，游客

住不进酒店、景区运力不足、客流疏解困

难等问题亟待根治。

在新发展阶段，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

视 假 日 期 间 时 间、空 间 和 产 品 供 给 不 均

衡，对不合理低价游、强迫消费、诱导消费

等影响游客满意度提升的关键问题进行

重点治理。还要针对研学、冰雪、避暑、康

养等新业态进行综合治理，新消费、新要

求的扩容和升级带来破坏生态环境、人身

安全等问题，应密切关注开放式空间在安

全生产、信息服务、设备维护、应急救援等

方面的完善和监管。

稳步扩大假日经济市场空间

扩大假日旅游供给增量。《中国休闲

发展年度报告（2021）》显示，工作时间过

长、休闲时间不足仍将成为影响国民休闲

需求进一步释放的关键因素。从 2021 年

国庆节假日数据来看，游客目的地平均游

憩半径和出游距离正在收缩，假日休闲属

性更加明显。可通过有序增加居民休闲

时长，辅以国有景区价格下调政策，居民

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稳步扩大假日经济的

消费基础和市场空间。结合长征、长城、

黄河、大运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稳步推进旅游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

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旅游景区

和度假区建设、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

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融合，持续增加

节假日旅游休闲的实体空间。

加大产品开发服务创新。一是发展

夜间经济，扩大文化休闲和旅游消费的供

给，满足城乡居民的旅游休闲新需求。二

是发展冰雪旅游、避暑旅游，扩大夏季和

冬季旅游休闲需求，承接部分节假日消费

分流。三是发展青少年研学旅行、中老年

康养度假旅游、家庭周末郊区和乡村度假

新业态，将观光和探亲访友之外的旅游休

闲消费尽可能地转移到节假日之外的时

间段。四是推进县城—中心城镇—乡村

和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在满足广大农村居

民文化和旅游权利的同时，为城市居民的

节假日旅游休闲提供传统景区之外的新

空间。五是拓展都市旅游新空间，在自助

出行、自主消费的新时代，从戏剧场到菜

市场，都是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

提升旅游监管水平。运用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科研成果有效调节和优化重点

城市节假日旅游客流，重点解决热点旅游

景区、度假区和休闲街区的聚集拥堵、服

务质量下降、安全隐患增加等社会关注度

高、游客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加强节假

日文化和旅游市场监测，重点开展安全生

产、疫情防控和舆情监测。完善旅游景区

最大和最适承载量监测，以及旅游热度预

报机制，构建全国地级市和重点县区的旅

游热度指数，对假日经济进行需求侧、高

频率和细颗粒度常态化监测，及时处置潜

在风险，不断提升城乡居民和外来游客的

假日经济获得感。

（执笔：戴 斌 戴慧慧 杨素珍）

节日消费动静皆宜

刘

晖

谈起假期，很多人立刻会联

想起远方、沙滩、异域的集市、家

里舒适的沙发和热气腾腾的灶

台,而从消费的角度，假日也是一

个有趣的切片。

从整体消费的拉动来看，对

比 2021 年主要假日发现，“五一”

和“十一”假期的消费金额大体相

当，春节因为一些线上线下商业

设施暂停营业等原因，拉动的消

费金额大约是“五一”和“十一”假

期的一半。

不容小觑的是从腊八到春节

期间年货节的带货能力。分析年

货节消费，发现几个鲜明的趋势：

冬奥、冰雪成为今年春节消费的

新亮点；异地订单规模增长品类

日益丰富，以年礼寄相思成为人

们传递节日温情的重要方式；年

轻人玩出新年味，如这几年开始

广泛接受的半成品、方便菜年夜

饭，云拜年，尤其注重舒适、运动、

健康的居家消费场景，配合新的

社交和仪式类型，使春节这一文

化传统越来越时尚、与时俱进。

假日经济鲜明的特色，就是

紧紧围绕“家”，在难得的假日期

间，家成为几乎每个人聚焦的重

心，与家人在一起，每个人都希望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从“动”的角度来看假日经

济。对于“五一”和“十一”假期，

如果算上假期前的“准备期”，旅

游生活、运动户外、家装家电、食

品饮料、珠宝首饰等一直是假日

消费的主力品类。虽然疫情对跨

境旅行有明显影响，但本地游和

跨区游逐步复苏，2021 年“五一”

期间，国内旅游、景区门票消费金

额 同 比 增 长 分 别 达 到 490 倍 和

480 倍，户外装备、运动鞋服的增

长也分别达到 57 倍和 54 倍。“五一”假期超七成人群选择

长距离、跨省游，其中已婚人士占 60%以上，家庭游同比

增长 83%，亲子游环比增长 101%。从旅行目的地分析，

海昌、亚特兰蒂斯、迪士尼等乐园的园区内酒店预订环比

增长 1 倍以上，一个账号预订两间或以上房间的订单量

同比增长超过 80%。在假期，一家人一起去度假的情况

更为普遍。

在疫情和防控政策的影响之下，2021 年国庆长假期

间，本地玩乐等产品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北京交易额同比

增长近 1 倍，上海交易额同比增长超三成，其中景区门票

交易额同比增长 1.68 倍，线上出售的各类演出票务的交

易额也大幅增长。

随着疫情进一步缓解，假日经济中“动”的部分将恢

复主角地位，通过消费者的移动，也带来地方特产、消费

习惯和新型消费模式的流动，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静”对消费的价值也值得关注。难得的假期，选择

“懒”在家里，尽情享受家庭时刻，已经成为不少人的选

择。这也为居家消费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以 2021 年国庆期间的消费为例，成交额最高的品类

是家用电器、电脑办公、手机通信、食品饮料等传统假日

消费的强势品类，以“家”为核心的消费是国庆假日中的

主旋律。从消费结构的变化来看，家用电器和电脑办公

强者恒强，消费占比和同比增长最快，其次是带有显著节

日标签的珠宝首饰，以及家居和文娱产品。

更能体现亲情的是年货节的异地订单。从京东近期

销售情况看，年货节第一周，异地订单量同比增长 30%，

异地订单占比较平日上涨 50%。从高线城市发往下沉市

场的，往往是代表健康、滋补、新潮的高客单价食品，例如

燕窝、佛跳墙，游子们期待亲人能在春节吃些不一样的和

更好的产品，饱含着祝福，除了食品，下行的年货还有手

机数码、品质家电，希望家乡的亲人生活品质全面提升；

而上行的食品则充满了浓浓的家乡味道，有些父母可能

在春节没法与孩子团聚，家乡的特产带去了他们的乡情

和牵挂。

假日对于消费而言动静皆宜。“动”起来的客流拉

动 了 消 费 的 客 流 ， 让 娱 乐 、 文 化 等 服 务 消 费 激 增 ，

“静”下来的消费者则更愿意为美好的家庭而付出，带

来家电、家居、日用等品类的升级型消费。随着消费者

度假选择的进一步多元化和个性化，假日经济必将越来

越丰富多彩。

（作者系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