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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假日经济” 已经成为

一个热门话题。“假 日经济” 的发

展，对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将产生

重要作用，也将会使人们的消费观念

产生重大改变，对于启动消费、扩大

内需有着深远的意义。

“假日经济” 是消费经济的一个
范畴， 从我国目前假 日消费现状分

析，它有如下几个特点：从消费范围

上看，具有独特的城市地域性。这种

地域性决定了 “假日经济” 是城市独

有的消费经济现象，这是与城市居民

的消费观念、 经济实力、 消费环境与

消费水平相适应的， 而农村暂不具备

产生这种消费现象的条件。从消费主

体上看，具有广泛的群体参与性。假

日的延长，使得人们有更充足的休闲

时间来放松自己，人们纷纷走出自己

的家门， 或外出旅游， 或购物、 休

闲。无论是 年轻人 、 老 人， 还是小

孩，都有积极参与的热情。这种参与

热情导致了群体消费热潮。从消费水

平上看，具有普遍的大众消费性。这

是由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当前的消费

现状所决定的。经过 20多年的改革开

放，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 人们的

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甚至出现了少数

人的高消费。目前，决定人们消费的

直接因素仍是价格，大众中低档型消

费仍是假日消费的主流。从消费周期

上看，具有明显的短期集中性。假日

消费热潮随着节假日的出现而日增，

随着节假日的结束而日减。这就是

说， 人们已习惯于节假日集中消费。

从消费结构上看，具有一定的享受性

消费。人们的消费结构已开始由最原

始的基本生存转化为享受消费，享受

消费将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趋

势。

中国人口众多，决定了休闲市场

是一个巨 大的 消费市 场。“假 日经

济” 对启动消费市场是一次难得的机
遇。假日期间市场消费的火爆， 给商

场、 旅行社、 客运部门和旅游景点带

来可观的客源和收入的同时，也对这

些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旅

游方面，景点交通拥挤、 住宿紧张，

使许多游客不甚满意，导致旅游投诉
不断。这些问题都有待及时得到解

决。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 “假

日经济” 的潜力，产生更大的经济效

益，是摆在商家、 政府及消费者面前

的紧迫问题。

作为商家， 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促

销能力、 服务水平和自身的素质，切

实为消费者服务。其一，要认真研究

市场， 了解顾客消费心理和消费需

求，推出特色商品，开拓新的消费项

目、 消费领域，将商家所说的 “引导

消费” 转变到 “消费者引导商家” 上

来，避免一味采取打折让利、 延时销

售等消极促销手段。其二，要合理调

整市场价格，灵活机动销售。价格变

化直接影响消费的变化，按照经济学

的一般原理，价格下降则消费增长，

价格上升则消费下降，因而刺激消费

需求应该适当降价。但是由于节假日

经营成本加大，更多经营者在竞争中

实行了暂时涨价的办法。假日消费中

普遍涨价所导致的宏观效果与消费者心

理适应力之间必然存在一定距离。因

此，在销售上不仅仅以价格来吸引顾

客，更要注重以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来

吸引顾客。其三，要搞好概念营销。

概念营销是 “假日经济” 的重要手

段，其本质是即兴消费、 冲动消费。

这种消费不为生活所必需，而是一种

时尚。其四，还要努力营造假日文

化。以文兴商，以文振企，正被越来

越多的企业、 商家所认同。实践证

明，文化也能创造价值，创造效益，

让文化进入商业，融进服务，提高商

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可使假日里消费

者的多方面需求得以满足，从而提高

消费者生活质量和品位，使消费更具

吸引力。这也是 “假日经济”得以兴

旺的奥秘所在。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更要重视假

日消费的作用，并加以正确组织和有

效引导。首先，在决策上要进行科学

规划，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科学、 深入

的调查研究， 制定出宏观调控方案，

直至微观的实施步骤。其次，要统筹

协调商业、 交通 、 旅游、 购物 、 娱

乐、治安、 通讯等方面的工作，提供
综合性的配套服务，使居民的假日消

费综合需求得到充分满足。财政部门

要加大基础设施 、 公用事业投资力

度，这是让旅游业兴旺起来的重要基

础条件。再次，大力扶植休闲产业，

积极开拓休闲领域，为市民创造休闲

产品，增加消费。在西方，闲暇社会

学是一门热学科，因为休闲作为一个

产业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要

积极开拓休闲领域、 创造多种渠道，

增加消费。最后，要加强法律、 法规

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如商业部门要根

据《 反垄 断法 》、《 反 不正 当竞 争

法》 等法律制定相应法规和规章制

度，确保市场公平、竞争有序。其它

行业如旅游业、 交通运输业等要根据

各行业特点， 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和

规章制度。

作为消费者，消费观念的更新是

必不可少的。只有消费观念得到进一
步更新，消费行为的提升才有良好的

前提。因此， 要消除陈旧的消费观

念，树立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新消费

观念，不论在平时还是节假日都应进

行合理的消费，从而提高消费需求的

满足程度和消费水平。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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