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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2008年我国经济总量33700亿美元，居世界第
三位，居民财富和收入大幅增长，支出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休闲度假、娱乐健身逐步成为国民生
活消费的新内容，休闲成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和文化需求的重要方面。
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攀升，人均休闲消费支出总额由1980年的不足5元上升至2007年
的690元，休闲消费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何更好地满足我国居民休闲需求已经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课题。
　　本书是郭茜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她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依据自身的研究兴趣和知识结构，将时间分配统计作为主要研
究方向，参与了多项课题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休闲消费是满足休闲需求的实现方式。
休闲消费要依靠充足的闲暇时间和相应的经济基础。
单纯从经济因素寻求如何满足休闲需求显然有失偏颇，闲暇时间也是影响休闲需求的重要因素。
这本书的主要贡献是：从收入和时间双重角度分析经济、社会、人口等因素对休闲需求的影响，运用
统计分析方法，依据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对2 000多名北京市民的调查数据展开实证
分析。
本书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本书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内容体系；第二部分从宏观角度揭
示经济增长与休闲需求之间的联系，指出休闲需求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第三部分根据持久收入
和绝对收入经济理论，分析收入对休闲消费需求的影响，提出随着收入增加，休闲边际消费倾向呈现
逐渐递增的态势，增加收入是刺激我国休闲消费需求的重要手段的观点；第四部分利用调查数据从微
观角度研究了休闲时间对休闲参与的影响，分析了我国居民休闲活动参与的现状，以及不同人口特征
的群体在各项休闲活动中的参与率差异，提出应根据不同群体休闲参与的特征，有针对性地制订个性
化和多样化的休闲方案，以满足差异化的休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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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如何有效扩大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本书
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我国居民休闲需求开展实证研究，探讨了休闲需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休
闲消费需求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并进一步从收入和时间两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经济
、社会、人口等因素对休闲需求的影响，为制定刺激休闲需求的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休闲需求属于较高层次的需求，可令人放松身心，获得精神满足。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对精神层面的需求日益增强，用于满足精神需求的休闲消费支出随之增
加。
休闲消费需求能否成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是本研究关注的首要问题。
第二章依托宏观经济理论和统计核算方法，收集反映我国居民休闲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统计资料，
利用协整分析、因果检验等统计方法，验证了休闲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且从长期看，
二者之间将会保持稳定发展的关系。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利用休闲需求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是有效的，如何有针对性地启动休
闲需求是本书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经济学中的消费需求理论揭示收入是影响需求的重要因素，第三章将着重分析收入对休闲需求的影
响。
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增加呈现递减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然而，笔者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从绝对收入和持久收入两个方面分析居民休闲需求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
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并不完全符合凯恩斯的论断，高收入居民休闲需求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低收入居
民。
此外，从整个消费结构上看，虽然休闲消费所占份额比较低，但是灰色关联分析显示与其他类型消费
支出相比，休闲消费与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随着收入提高，居民休闲消费的支出将会同步
增加。
因此，增加居民收入对刺激我国休闲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经济因素对休闲需求具有一定影响外，社会、人口等因素同样也影响居民的休闲需求。
第四章利用北京市1657名被调查者的资料，从休闲时间配置和休闲参与两个方面，以时间为尺度，用
全方位、立体化的视角研究了这些因素对休闲需求的影响。
休闲时间配置模式能够反映休闲需求的现状，分配在某项休闲活动的时间多意味着对该活动的需求量
大；休闲参与率也能反映居民休闲需求，对某种休闲活动需求量大必然表现出较高的参与率，通过提
高居民的参与率就可以实现刺激休闲需求的目的。
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居民休闲需求的层次较低，五成休闲时间用于满足自我娱乐型休闲需求，而对知识
型、观赏型休闲鲜有关注。
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背景差异对居民休闲需求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根据不同人群对休闲需求的特征
，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个性化和多样化措施刺激休闲需求。
    在现实中，面对有限的时间和收入，人们为了实现休闲效用最大化必须合理地配置这些资源。
首先，作为理性消费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资源中合理配置工作和休闲时间。
消费者除了要面对工作和休闲的选择外，还要在休闲时间和收入约束下，对不同类型的休闲消费品进
行优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休闲需求。
在效用理论的基础上，第五章研究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最优配置，以收入和替代效应为理论依据分
析消费者在休闲时问和收入约束下如何配置不同类型的休闲消费品。
研究结果显示收入比时间对居民休闲需求的约束力更强。
目前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工作时间的效用大于休闲时间，人们愿意放弃休闲时间换取更多的工
资收入，单纯地增加休闲时间对扩大休闲需求不会产生明显效果，在工作时间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工
资率及居民的收入水平才是刺激休闲需求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休闲需求；时问配置；收入；工资率；休闲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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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促进经济较
快发展，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改革，目的是借改革之机，刺激居民的教育
、住房、医疗需求，实现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
实践证明，教育和住房改革确实撬动了居民储蓄，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
以教育支出为例，教育占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996年的5.2％，提升至2006年的7.04％，但高学费、高房
价让百姓背负上沉重的负担。
2009年中国经济遭遇发展困境，扩大内需的号角再次吹响，政府在启动总规模达到4万亿元投资的同时
，也把目光落到以需求促增长。
中国普通居民消费需求能否跟上政府改革进程的节拍将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
养老和医疗后顾之忧尚未消除，居民是否愿意继续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扩大内需的策略是否顺应
民意、合乎国情。
在国家出台的十项扩大内需的政策中，明确提到加快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与休闲是一对孪生姐妹，此
项政策必将惠及休闲。
研究休闲需求能否成为拉动内需的动力已经迫在眉睫。
　　我国已有个别省份开始借休闲之力发展经济。
2009年2月广东省率先试行国民旅游休闲计划，鼓励人们将带薪年休假与法定节假日相连接，延长休假
时间，扩大消费能力，并针对在校学生、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残疾人、低保救助对象、五保户及年
满60周岁的老年人等特定群体参与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给予特别优惠，有人乐观估算此项计划一经实施
就有望拉动广东旅游经济超过5000亿元。
休闲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仅依靠主观估算缺乏说服力，还要依靠充分的研究。
从休闲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人手，利用历史资料研究休闲消费需求能否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动
力以及二者间长期关系是否稳定显得十分重要。
　　休闲需求研究可以为企业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工业化时期提供发展战略依据。
休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成为后工业化时期新的增长点，经济良性循环越来越依赖于
各种休闲需求的实现，旺盛的休闲消费需求和休闲活动参与需求为经济活动正常开展提供了条件。
美国研究表明，在1947～2000年间，随着美国社会经济发展，休闲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大约提高
了1个多百分点。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收入和时间双重视野下的休闲需求>>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