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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中国休假制度的改

变，休闲、旅游的生活方式渐渐走入了寻常百姓家。金周长

假在为满足人民群众休假需要、全面提升生活质量，刺激消

费、扩大内需、促进假日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假日旅游经济的作用及成效 (一)旅游和休闲的发展最直

接的是增加了国民经济收入。黄金周长假对旅游、商业、餐

饮、交通、景区、文化、体育、银行、保险、通讯等各产业

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促进和拉动作用，成为刺激消费、拉

动内需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2000年“十一”至2007年春节

，19个黄金周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6亿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6704亿元，带动民航实现客运收入332亿元，铁路实现客运

收入233亿元。随着城乡居民消费观念的不断成熟和消费选择

多元化，旅游逐渐不再是黄金周的唯一消费选择，居民假日

生活安排更加丰富，假日经济快速发展。2006年“五一”期

间，全国银行卡跨行交易8400多万笔、交易总金额突破400亿

元，北京市图书销量同比增长20%，武汉市金银饰品销售同

比增长10%。2007年春节，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00亿元

，同比增长15%；全国假日旅游统计预报体系监测的179家商

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44.5亿元，同比增长18%。 (二)促进了中

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我国约70% 的旅游资源

分布在农村，黄金周长假为中长途旅游创造了条件，推动了



中西部和广大农村旅游及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涌现出一大批

以旅游、文化、商贸等为特色的县、乡、村。一个年接待10

万人次的农村旅游景点，可直接和间接安置300位农民从业，

直接和间接为1000个家庭增加收入。据测算，全国乡村旅游

年接待现已超过5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旅

游带动发展的村(寨)超过2万个，脱贫乃至增收致富的农民超

过600万。 (三)有效拉动了城市周边经济发展。黄金周期间，

大量城市居民离开拥挤、喧嚣的环境，选择到城市郊区休闲

度假，直接拉动了城市周边的旅游投资和消费。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分布在城市郊区、城乡结合部和景区周边的各

种“农家乐”。据不完全统计，四川、湖南、重庆等省市“

农家乐”超过数万家，大多数省份也都有数千家。成都三圣

花乡发展“农家乐”266家，开发各类旅游景点11处，2006年

接待海内外游客989万人次，旅游收入9729.6万元，农民人均

收入7306元；北京雾灵山通过发展乡村旅游，2006年旅游接

待10万人次，旅游收入10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100元，其

中，45%来自于旅游业；贵州天龙村屯堡旅游点2006年经营乡

村旅游的农户34家，接待海内外游客41万人次，农民人均收

入由发展旅游前的760元提高到2725元。此外，依托毗邻城市

的交通便利和区位优势，大批观光农业、高科技农业、生态

农业等应运而生，一些现代新村、生态村庄、民俗村寨、古

老村镇开发了旅游，成为城市周边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大

量农民通过开旅馆、办餐饮、摆摊点、搞运输等，迅速转变

为不离土、不离乡的服务行业的从业者。 (四)摸索掌握了黄

金周运行的一般规律。经过7年的探索和实践，黄金周运行规

律日渐显现。春节以农民工返乡、学生回家、游客出行、节



日探亲“四流”合一为特点，人流集中，一南一北旅游火热

，出游量约占当年三个黄金周的20%；“五一”春暖花开、

气候宜人，易于形成出游高峰和出现供求关系紧张，出游量

约占当年三个黄金周的40%；“十一”因暑期旅游旺季刚过

，旅游规模和势头低于“五一”，中短途旅游比重较大，出

游量约占当年三个黄金周的35%。近5个黄金周以来，部分游

客自动调节出游时间，或提前，或延后；或短途，或长线，

客观上缓解了供求矛盾。各级假日工作机构和城乡居民已逐

步把握黄金周运行规律，供需各方的应对和适应更加自如，

黄金周期间的供需矛盾日趋缓解。今年春节黄金周全国假日

办收到旅游投诉比去年同期下降49%，旅游者的出游满意率

超过90%。 (五)考验了政府安全保障体系。安全是黄金周工

作的生命线。每个黄金周居民出行达数千万至过亿人次(2006

年“五一”黄金周出游高达1.46亿人次)，如此规模的人流集

聚、疏散、运输和接待，使确保出行和游览安全成为黄金周

工作的首要任务，部际协调会议各成员单位和地方政府共同

构筑了保障出行安全的一道道防线。考验了公安、交通、民

航、铁道、建设、安全监管等部门旅游交通运输、特种设备

、景区等安全管理的能力，考验了外交、旅游、气象等部门

对居民出行管理的能力，考验了工商、物价、卫生、质检、

食品监管、税务、文物、宗教等部门对节日市场秩序的监管

的能力，考验了各旅游城市和景区加强了假日期间的现场检

查与执法管理的能力。 中国人开始意识到，积极的休息是为

了更好地工作，假日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图书馆充电，去农

村游了解乡村的生活，到城里体验现代的都市，去体育场馆

加强锻炼，这种全身心的调整使人们以满怀热情投入新的工



作。 旅游和休闲改变了社会产品结构。中国各地的风情、民

俗、气候的差异为旅游休闲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人们对

旅游产品差异性和个性化的追求使冰雪、海洋、阳光、空气

都能够成为产品。从北方的冰雪世界，到南国的阳光沙滩，

从京津的民俗小吃，到南国的水乡风情，都成为人们旅游的

大餐。 二、假日旅游经济产生的背景分析及条件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