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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余省份鼓励 2.5 天休假
专家表示：拉动作用将主要体现在家庭消费和服务性消费方面

江苏发文力促“十大领域”消费
《意见》提出，在衣食住行、智慧信

息、绿色消费、文化消费、旅游消费、体育
消费、健康消费、养老消费、家政消费、教
育培训十方面提档升级、提质扩容。

多项内容聚焦汽车领域消费。 《意
见》鼓励发展共享型、节约型、社会化的
汽车流通体系。 加快完善汽车以旧换新
及二手车市场建设相关政策措施。 有序
发展网络预约拼车、 自有车辆租赁、旧
物交换利用等新兴共享经济。

《意见》同时关注新能源汽车发展，
提出进一步加大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消

费品的推广使用力度，同时加强城市停
车场和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

养老家政消费方面，政府对养老服
务机构运营补贴将由 “补砖头”“补床
头”向“补人头”转变。 推动婴幼儿照护、
物业管理、搬家保洁、家庭管家等家政
服务规范发展。 将建设家政服务及交易
公共平台，建立家庭服务诚信体系。

10多个省份鼓励 2.5天休假
政策支持部分，《意见》提出，鼓励

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探索在有条件的
地区实施“2.5 天小长假”政策措施。

此举并非国内先例。 目前，已有河
北、江西、重庆、甘肃、辽宁、安徽、陕西、
贵州、福建、浙江和广东等 10 多个省份
出台了鼓励 2.5 天休假的意见。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

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

见》，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根据
实际情况， 依法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
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
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

《意见》发出后，当年 8 月 11 日，湖
南宁乡县旅游局在全国率先试行夏季每

周 2.5天小长假。随后，江西上饶、山西晋
中等地结合地方实际出台小长假政策。

目前， 并没有针对上述各地执行
2.5 天小长假后， 拉动经济增长的专项
统计数据。 但多位专家表示，通过“放
假”拉动消费，效果有限。

“用放假这样的形式促进消费有一
定道理”，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
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估计，“放假”
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将主要体现在家庭

消费和服务性消费方面。
但他同时表示，拉动消费主要取决

于消费能力， 而非可能产生消费的时
长。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则态度
更加明确地表示，2.5 天小长假对消费
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

如乔宝云所言，连平也认为，消费
增长主要取决于居民的消费能力。 另一
个影响因素则是重要消费品需求的释

放，“比如房地产，但这类需求的产生与
释放并不取决于放假。 ”

连平认为，2.5 天小长假若执行，则
属于日常性假期，只有像今年“五一”黄
金周这类集中加长版假期才可能带来

明显的消费增长。

2.5天小长假有广泛实际需求
虽然多位专家对 2.5 天小长假的消

费拉动作用持保守态度，在已经探索执
行的地区也无相关数据表明其产生的

效力，但根据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
校长熊思东对上述试点地区的调研发

现，政策获得了较积极的评价。
乔宝云认为，从国际上来看，很多

国家都在提倡一周 35 小时工作制，这
说明在实际工作中，2.5 天小长假具有
广泛需求。

根据熊思东统计，目前，从法定节
假日、法定带薪年假数量看，我国公民
每年的法定休假天数最少为 11 天(不含
双休日)，从工作时长看，2018 年我国人
均工作时长 2100 个小时。

他介绍， 荷兰休假 36 天、 丹麦 36

天、瑞典 34 天、法国 37 天、英国 33 天、
美国 25 天。 从全球范围看，我国公民法
定休假天数低于发达国家，工作时长高
于其他国家。

今年两会，熊思东提交《关于实施
2.5 天小长假的建议 》， 呼吁加快推进
“2.5 天小长假”由“全国性试点”转变为
“全国性政策”。

他认为， 设置和实施 2.5 天小长假
是回归了工作本质。 “为了适应新的经
济结构和就业模式的转变，劳动者需要
不断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 设置和实施
2.5 天小长假， 可为国民提供更多的时
间来学习、思考和沉淀。 ”

此外， 设置和实施 2.5 天小长假能
让国民增加外出旅游休闲的时间选择，
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据《新京报》）

7 月 1 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印发激发居民消费潜能的实施意见，促进十大领
域消费。 政策支持部分提出探索在有条件的地区实施“2.5 天小长假”。

在这份名为《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实施意
见》中，江苏省提出探索“2.5 天小长假”成为舆论焦点。但记者注意到，此举是作为
“政策支持”出现在该份意见中的。

“2.5 天小长假”一般是指周五下午加上双休日的休假方式。
“放假”能够支持消费实现增长吗？ 能够拉动多大规模的增长？ 是否有条件在

全国推广？ 是否会对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