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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休闲时间现状特征

与制度安排

研究设计与问卷调查

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现象比较突出，

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于城市居民。在文

献分析、专家咨询和预调研的基础上，本

研究设计了调查问卷，从工作日每天的

平均空闲时间、每周大概休息几天、每年

的带薪年休假、空闲时间够吗、空闲时间

有什么样的变化、希望平均每天的休闲

时间、最需要什么样的休闲时间安排等7

个方面，对居民休闲时间现状以及居民

对休闲时间的感知和期待进行调查。本

文选择杭州作为案例城市进行调查，在

广场、商场、超市、小区公共游憩区等人

流量较大且大部分人处于停留状态的公

共场合现场，随机发放1025 份问卷并全

部回收，经过删选后，得到952份有效问

卷，问卷有效率为92.88%。问卷分析使

用统计软件SPSS18.0。对所有项目调查数

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及正态分布检验，表明

所有选项的偏度和峰度绝对值都小于3.0，

可认定本研究各选项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基

本服从正态分布。对休闲时间量表内部一

致性进行分析，得到Cronbach` α系数为

0.715，对于以自我评价为基础的问卷这个

信度可以接受。研究样本被调查者的人口

学特征如表1 所示。

我国城市居民休闲时间以及

感知和期待的基本情况

在 S P S S

软件描述统计

基础上整理得

到表2。从表2

中可以得到以

下基本结论：

一是总体

上我国城市居

民每天的休闲

时间偏少。从

工作日每天的

平均空闲时间

来看，有一半

以上（50.9%）

的人在3 小时

以下，24.6%

的人甚至不到

2 小时；从每

周的休息时间

来看，排除不

适用双休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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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人群（如教师、自由职业者和全职太

太等），还有38.3% 的人没有享受到双休

日，四分之一的人（25.1%）只有1天及以

下的休息时间；从每年的带薪年休假来看，

排除不适用带薪年休假制度的人群（如教

师和自由职业者等），76.4%的人只有不超

过10天的假期，52.8% 的人只有不到5天

的假日，25.%的人甚至1天带薪年休假都

没有。

二是城市居民休闲时间基本稳定，部

分人群甚至有所减少。在被调查者中，有

34.8% 的人回答自己的休闲时间比上一年

有所减少，有将近一半的人（49.4%）回答

没有什么变化，只有15.9% 的人回答有所

增加。这和近年休闲制度比较稳定有关，可

以对比的是王琪延（1 9 9 9 ）、王雅林

（2003）、马惠娣等（2004）的调查表明休

闲时间普遍增加。

三是城市居民普遍对目前的休闲时间

不满意。超过一半的人（50.2%）认为自己

的空闲时间太少，28.2%的人认为刚好，只

有18.7% 的人认为比较充分。这也反映了

城市居民休闲时间现状和期待的比较上。

74.5% 希望每天能够有3 小时以上的空闲

时间，这明显高于目前每天拥有3 小时以

上空闲时间的人占的比例（49.1%）。如果

将城市居民目前每天平均空闲时间减去其

希望的平均每天空闲时间，可以发现，只

有10 . 0 % 的结果呈正数，也就是说只有

10.0% 不希望增加休闲时间，而90.0% 的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浙江杭州市城

市居民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系统

梳理了当前我国居民休闲时间的总体

状况和基本特征。研究发现：总体上我

国城市居民每天的休闲时间偏少；城

市居民休闲时间基本稳定，部分人群

甚至有所减少；城市居民普遍对目前

的休闲时间不满意；在休闲时间制度

安排上，城市居民更倾向于增加集中

的休闲时间。研究还表明休闲时间对

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影

响，因此在大力发展国民休闲的时候

要把休闲时间的制度安排作为重要的

考虑对象。文章最后提出了落实双休

日和带薪年休假制度、以集中休闲时

间为重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休闲时间

制度安排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休闲时间   现状特征   制度

安排   城市居民

表 1  被调查者的人口学特征描述

统计内容 频率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59 6.2 6.2

高中 / 中专 150 15.8 22.0

大学专/ 本科 631 66.3 88.2

研究生及以上 112 11.7 100.0

婚姻状况 未婚 392 41.2 41.2

已婚 535 56.2 97.4

离婚、分居或丧偶 25 2.6 100.0

职业 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126 13.2 13.2

事业单位员工 139 14.6 27.8

公务员 32 3.4 31.2

商贸服务和销售人员 102 10.7 41.9

普通企业员工 205 21.5 63.4

自谋职业者 76 8.0 71.4

工人 28 2.9 74.4

学生 69 7.2 81.6

教师 63 6.6 88.2

离退休人员 51 5.4 93.6

下岗待业人员 40 4.2 97.8

社团社区工作者 21 2.2 100.0

月收入 1500 元以下 89 9.3 9.3

1501～3000 元 246 25.8 35.2

3001～5000 元 326 34.2 69.4

5001～10，000 元 214 22.5 91.9

10，001 元以上 77 8.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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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希望至少拥有不少于目前长度的空闲

时间，59.7% 的人希望拥有比目前多1 个

小时以上的休闲时间。

四是在休闲时间制度安排上，城市居

民更倾向于增加集中的休闲时间。对“最

需要什么样的休闲时间安排（单选）”的问

题，回答最希望增加带薪年休假、增加长

假期、增加小长假、增加每周休闲时间的

人合占69.8%，只有10.9% 的人希望增加

每天休闲时间，另有19.3% 的人觉得目前

很好，希望保持现状。

人口学变量对我国城市居民

休闲时间以及感知和期待的影响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以了解不同人

口学变量对我国城市居民休闲时间以及感

知和期待的影响。总体上来看，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月收入都

对城市居民休闲时间以及感知和期待有一

定影响，但是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婚姻

状况有4项、性别有2项、月收入分别有1

项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在0.01显著性水

平下，性别有6项、婚姻状况有5项、文化

程度和月收入各有 2 项不能通过显著性

检验。这说明性别和婚姻状况对城市居

民休闲时间的影响较小。年龄和职业在

0.01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检验，说明这两

个因素和城市居民休闲时间最为相关（见

表3）。通过交叉表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各

人口学变量如何影响城市居民休闲时间以

及感知和期待。

性别：女性每周的休息时间比男性更

充足，每周休息1.5天及以下的比例，男性

是37.9%，女性为28.4%；女性对于较长

休闲时间的偏好要明显高于男性，男性选

择增加带薪年休假、增加长假期、增加小

长假的比例为50.5%，而女性为54.7%；

女性对于休闲时间现状也更满意，希望保

持现状的有21.1%，而男性仅为17.4%。

年龄：35～44岁工作日每天的休闲时

间明显较少，有44.7% 不足2小时，而61

岁以上的则有57.1% 的人有5 小时以上的

空闲时间。由于我国带薪年休假条例和工

作年限有关，交叉表分析也体现了这一点，

25～34 岁、35～44 岁、45～60 岁的人群

分别在带薪年休假 1 ~ 5 天、6 ~ 1 0 天、

11~15 天中占有最大比例。在对空闲时间

的认知上，61 岁以上的人群只有5.8% 认

为空闲时间较少，而25～34 岁、35～44

岁的人群则分别有60.5% 和 62% 认为空间

时间较少。反映在制度诉求也有明显差异，

和35～44 岁人群对各种休闲时间制度安

排诉求较为平均不一样，25～34岁的人群

最希望增加带薪年休假，这可能和他们往

往参加工作不久、带薪年休假较少有关。

文化程度：在工作日每天的休闲时间

上，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空闲时间越少，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大学本专科、高中或中

专、初中及以下的人群每天休闲时间在3

小时以下的比例分别是64.3%、52.1%、

43.6%、 33.9%。但每周休息时间则相当不

同，初中及以下的人群只有13.6% 享有双

休日，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大学本专科

的人群分别有49.1%、58.2% 享有双休日。

在带薪年休假方面，初中及以下的人群能

够享有的比例也明显偏低。尽管如此，对

于空闲时间的认知，初中及以下的人群表

示很充足的比例最高（25.4%），对休闲时

间制度安排也更愿意维持现状（55.9%），

这和其他群体存在明显差异。

婚姻状况：在对空闲时间的认知上，离

婚、分居或丧偶的人群认为空闲时间较少

的比例（40.0%）要比未婚（52.8%）和在

婚（54.0%）人群低。婚姻状况和年龄有一

定关系，未婚者以年轻人居多，这种差异

也体现在带薪年休假上，未婚者仅有5 天

以下带薪年休假的比例占43.1%。

职业：公务员工作日每天的休闲时间

明显较少，有40.6% 不足2 小时，但他们

享有双休日和带薪年休假的比例最高（分

别为71.9% 和 78.2%）。工人则有50.0%

的人没有带薪年休假，商贸服务和销售人

员、普通企业员工也分别有31.4%和27.8%

没有带薪休假。

月收入：月收入越高的人往往工作日

每天的休闲时间较少，在10000 元以上的

人群中，有37.7%的人不足2小时，他们每

周休息1天以下的也占到31.2%；感觉休闲

时间较少的比例也最高，有67.3% 认为自

表 2  我国城市居民休闲时间以及感知和期待的基本情况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工作日每天的平均空闲时间 2 小时以下 24.6 24.6

2-3 小时 26.4 50.9

3-4 小时 22.9 73.8

4-5 小时 12.4 86.2

5 小时以上 13.8 100

每周的休息时间 半天及以下 4.4 4.4

1 天 17.8 22.2

1.5天 10.7 32.9

2 天 50.3 83.2

3 天及以上 7.4 90.5

不适用，我是教师/ 学生/ 自谋职业者/

退休/ 下岗待业/ 全职太太等 9.5 100

每年的带薪年休假 0 天 17.1 17.1

1-5 天 19.1 36.2

6-10 天 16.2 52.4

11-15 天 8.5 60.9

16 天以上 7.7 68.6

不适用，我是教师或自由职业者等 31.4 100

对空闲时间的认知 太少 12.8 12.8

比较少 40.3 53.2

正好 28.2 81.3

比较多 11 92.3

很充足 7.7 100

对空闲时间变化的认知 少了很多 10.6 10.6

少了一些 24.2 34.8

没什么变化 49.4 84.1

多了一些 12.2 96.3

多了很多 3.7 100

希望平均每天的空闲时间 2 小时以下 5.8 5.8

2-3 小时 19.7 25.5

3-4 小时 28.2 53.7

4-5 小时 22.6 76.3

5 小时以上 23.7 100

最需要的休闲时间安排 增加每天的休闲时间 10.9 10.9

增加每周的休闲时间 17 27.9

增加带薪年休假 22.2 50.1

增加每年的小长假 12.4 62.5

增加长假期 18.2 80.7

目前很好/ 保持现状 19.3 100

产业观察 Estate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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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休闲时间比较少或很少。3000～5000

元的人群则在享有双休日方面的比例最高，

达到60.1%。

城市居民休闲时间变量和休

闲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相关性分析表明，城市居民休闲时间

变量（包括城市居民对休闲时间的感知和

期待）对其休闲生活满意度有着较多的影

响。除了“希望平均每天的空间时间”这

一变量以外，其他休闲时间变量都在0.01

水平下和休闲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特别

是对空闲时间的认知和休闲生活满意度的

相关系数高达0.4（见表4）。

交叉表分析可以进一步证明休闲时间

变量和休闲生活满意度相关。表示自己休

闲时间较少的人群中有57.4% 的同时对自

己的休闲生活不满意或强烈不满意，而表

示自己休闲时间很充足的人群该比例只有

5.5%。反过来说，表示自己休闲时间很充

足的人群中有64.6% 对自己的休闲生活满

意或很满意，而表示自己休闲时间较少的

人群该比例只有8.2%。

对休闲时间制度安排的政策

建议

（一）要将休闲时间制度安排作为国

民休闲发展的重要内容

研究一方面发现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休

闲时间普遍较少，个别人群休闲时间还呈

下降趋势，城市居民普遍对目前的休闲时

间不满意，另一方面又表明休闲时间对城

市居民休闲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上

述现象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在大力

发展国民休闲的时候要把休闲时间的制度

安排作为重要的考虑对象，想方设法增加

居民的休闲时间。

（二）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双休日和带

薪年休假制度

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不仅带薪年休假制

度落实情况不令人满意，即使是双休日制

度都没有得到彻底的落实，还有相当一部

分人群没有享受到双休日和带薪年休假。

就职业而言，工人、商贸服务和销售人员、

普通企业员工等带薪年休假落实情况最差，

最需得到解决。

（三）休闲时间制度安排要将集中休

闲时间作为重点

研究发现，在最期望的休闲时间安排

方面，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增加集中的休闲

时间，选择增加带薪年休假、增加长假期、

增加小长假、

增加每周的

休闲时间而

不是每天的

休闲时间。针

对上述诉求，

休闲时间制

度安排也应

优先考虑方便居民形成更多较长的休闲时

间段。另外，增加长假期特别是恢复“五

一”黄金周也一直是公众期待的，国家在

探讨新的休闲时间制度时要充分考虑，因

为诸如远程旅游等休闲都必须以较长的时

间作为保障。

（四）要针对不同人群进行有针对性

的休闲时间制度安排

研究发现，不同人群休闲时间数量、

对休闲时间的感知和期待都有所不同，在

进行休闲时间制度安排时要有针对性地考

虑不同人群的需要。如老年人基本上不存

在休闲时间问题，这时候消费能力和社会

服务等就是制约他们休闲活动的主要因

素；高收入群体虽然休闲消费能力较强，

但休闲时间却较少，要推动高收入群体的

休闲消费可能需要从提高休闲意识等方面

入手；年轻人的休闲时间问题也需要关

注，他们往往对休闲时间的现状最为不

满，对休闲时间的诉求最多，如何保障年

轻人的休闲时间需要对制度进行适当的调

整，比如带薪年休假主要和工作年限挂

钩，对年轻人来说极为不利；部分学历较

低人群虽然对休闲时间总体上诉求意愿不

强烈，但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希望休

闲，而是因为他们往往收入也较低，更希

望优先增加收入或无经济条件进行休闲，

从制度上说可以考虑增加休闲方面的公共

服务。    

表 3  人口学变量与我国城市居民休闲时间以及感知和期待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注：表中为 F 值，括号内为显著性。

表 4  城市居民休闲时间变量和休闲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

注：** 表示在0.01 水平下（双侧）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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