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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
部联合印发《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2022-2030

年）》（下称《纲要》），旨在进一步优化我国旅游休闲环境，
完善相关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丰富旅游休闲

内涵，促进相关业态融合。
据悉，《纲要》共提出 10 项重点任务，具体包括发展现代休闲业

态、提升旅游休闲体验、推进产品创新升级等内容。其中，关于保障旅
游休闲时间、优化全国年节和法定节假日时间分布格局的内容，引发
社会热议。

“希望放假不调休”“建议加长春节假期”……诸如此类声音
受到关注。《纲要》出台后，会如何优化全国年节和法定节

假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法定节假日格局如何优化？
●网友希望放假不调休

●专家建议适当增加假日总量，增设长假期

每年近三分之一时间在休假，为何仍感觉不够

专家：现行的休假结构还可以优化

实际上，我国节假日天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有所增加。记者
查阅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法定年节假日为7天；1999年增至
10天；2007年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清明、端午、中
秋和除夕设为法定节假日，假日格局得到进一步完善。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法定年节假日已变为11天，算上周末休
息日，每年非工作日总计在115天左右，占比超31%。换言之，中国人
每年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休假。

此外，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2021年10月发布的《中国休闲发展
年度报告（2021）》统计，与2019年相比，2021年城镇居民工作日、周
末、节假日休闲时间均出现不同幅度增长，其中周末增幅最大、节假
日次之，休闲时间分别增加0.91小时和0.64小时。其中，农村居民平
均每天休闲时间从3.14小时上升至4.36小时，涨幅达38.85%。

即便休息日超百天，依然有不少人感到“假期荒”，国庆、春节扎
堆出游的话题不绝于耳。这背后，真的是放假天数不够，还是放假的

“打开方式”不对？
“从总量上看，放眼全球，我认为我国节假日天数并不少，也符合

我国国情国力。”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家
之所以觉得假期天数还不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大家渴望有更多的假期来满足自身享
受生活的方式；其二，由于现行假期多为集中休假，这造成了居民的
集中出游，带来的出行体验感、品质感相对变低，这也构成了人们认
为节假日不够用的一大重要原因。

而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创产业研究中心旅游研究所所长刘思敏
看来，虽然目前我国休假总天量并不算少，居于世界中等水平，但这
也意味着，在假期天数上我们仍有进一步增多的空间。“很多网友呼
吁假期延长，我觉得是很合理的需求。”

同时，刘思敏提出，人们之所以感觉“假荒”，是因为现行的休假
结构还不够合理。刘思敏解释，随着国内经济水平增长，人们精神需
求提升，旅游成了很多人的选择。但“风景在远方”，除了国庆、春节
两个长假外，其他诸如清明、端午等三天假期，并不足以支撑远游以
及长途探亲等较为耗时的安排。

希望放假不调休，可行吗

专家：从国际上看还可以加以优化

自2008年开始，我国共设元旦、春节、清明、端午、劳动节、中秋和
国庆七大全民法定公休节日，按照规定，全民公休节日的假期通过调
整双休日来集中休假，休假时段每年由国务院发布。但网友对调休
期待优化，一项媒体公开的调查显示，在“短假无调休”“长假有调休”
和“都行”三个选项中，近80％的网友选择“短假无调休”。

那么，前挪后凑的休假模式，在国际上是否有先例？戴斌表示，
1999年我国实行黄金周制度，连放七天假，实际上是三天假期，加上
双周末的调休。通过这样的集中休假方式，以实现拉动消费、促进经
济发展的目的。

“但这种方式并不多见。从国际主流来看，更多国家和地区的长
假并不需要调休，该休几天就休几天。”戴斌说。

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呼吁增加长假期，取消调休是不少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
“我们呼吁增加假日总量，但更重要的是需要进一步合理优化假日结构，换言

之，就是我们更需要长假。”刘思敏认为，眼下虽然双休日填充进了假期，但对于四
类人群而言，小假期或者双休，并不能满足远距离出行需求。

第一类人群，即异地尤其是跨省就业打工者，他们需要长假期来实现远程探亲
的需求；第二类人群，即小康白领人群，需要长假来满足中远程休闲度假的精神需
求；第三类人群，即中西部旅游业比较有优势的地区，更加需要东部地区客源前往
消费旅游，而这同样会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第四类人群，即我国目前相对

“老少边穷”的地区，同样需要额外的客源来实现经济发展。
基于以上原因，刘思敏认为，眼下延长假期很有必要，呼吁增设黄金周，以实现

假期结构的优化配置。

如何优化法定节假日格局

专家：适当增加假日总量，增设长假期

实际上，这已不是文旅部第一次出台有关优化国民旅游休闲的文件。2013年3
月，文旅部便下发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该文件明确要求保障国
民旅游休闲时间、改善国民旅游休闲环境、推进国民旅游休闲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
民旅游休闲服务质量等任务。其中包括加强带薪年休假落实情况监督检查、逐步实
行低票价、打击欺客宰客、城市休闲公园限时免费开放、提高旅游休闲教育质量等保
障措施。

上述文件实施以来，我国旅游休闲环境得到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产品和服务质量显著提升，旅游休闲内容也持续拓展延伸。

那么，本次新《纲要》出台，又释放了什么信号？前挪后凑的调休制度是否会暂
停？更多长假是否会应运而生？对此，刘思敏表示：“我个人认为，《纲要》出台后，假
期结构会在一定程度上沿着这个方向改变。但具体怎样去改，改到什么程度，现在
还不能判断。”

究竟该如何优化假日分布格局？刘思敏认为：“就是在适当增加假日总量的情
况下，重点增设长假期。”他解释称，一方面社会需要更加贯彻落实带薪休假，另一方
面就是增加额外的黄金周，或者延长黄金周假期天数。只有增加黄金周长假，才是
改善假日分布结构的有效手段，也是当下释放旅游消费，扶持旅游产业的一项重要
策略。

刘思敏还表示，建议增设3个至5个法定节假日，并恢复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呼
吁在8月增设“避暑黄金周”。

他解释称，人们集中在十月或寒暑期出游，同时人们回家探亲、办婚礼、甚至领
略四季风光都成了刚需，但如今却无法彻底得到满足。所以才有了国庆、春节人满
为患的局面。

刘思敏建议，或可考虑在每个季度都设置黄金周。他补充说，其实增设两大黄
金周，只需新增5个休假日，其中2天放在原有3天休假基础的五一期间，另3天放在
8月、连休周末，这样就能让每个季度都有黄金周。

而戴斌认为，旅游休闲制度的设计、优化必须从国情出发，不能过于理想化，既要
考虑到人民对休闲的权利的满足和实现，也要考虑到节假日制度调整所带来的成本。

而对于如何合理放假，早在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曾公开表示：法定
节假日假期长短的设置，需要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综合
考虑假期增加对用人单位人工成本、生产经营发展等方面的影响。

(据《成都商报》)

增加假期时间，我们真的需要吗？

专家：四类人群急需长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