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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尊实   石敦国 
发展休闲经济、倡导休闲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首先，休闲及其经济活动能更大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休闲与物质主义、效率主义等截然
相反。休闲的精髓是宁静、平和与永恒，休闲是自由地安排时间，从事个人的喜好，自娱
自乐，深入体验安宁、从容、超脱或忘却生存的压力，使身心充实和愉悦。休闲与工作是
人类个体发展两个方面。在休闲经济实现前提下或在休闲经济影响下，能更好地把工作与
休闲融合起来。休闲经济作为一种高级经济形态，充分体现经济发展的人文情怀，突出了
人的主体性以及发展中的人文意识，是实现社会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休闲
经济是以提供休闲活动和休闲体验来获得经济产出的。它是以旅游业、娱乐业和服务业为
龙头形成的产业系统。不仅要提供休闲产品、设施和服务，更重要的是要提供一种休闲体
验，体现一种生活自由。休闲经济的真实目的应当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的全部内容在
于把人类作为发展主体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理论根据，以改善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实现条
件，以人的素质提高与能力发挥为最终目的。现代意义上的休闲，在本质上并不单纯是人
的休养生息问题，而是人的现代化程度的综合体现，是人的解放程度的具体标志。 
其次，休闲经济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繁荣，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
设。休闲作为一种生活实践，必然也有一个消费的过程。休闲消费已经成为我国普通民众
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成为消费生活的高级形态。休闲消费既包括对物质产品、文化产品的
消费，也注重对新观念、新知识、新价值观的消费。休闲消费可以培养人的生活情趣，提
高生活的品位和格调，获得自由与快乐，表达个性与自我的多方面的才能，为每个个体具
有多种享受能力拓展了空间。休闲作为一种生活实践，是人们在摆脱了物质环境的外在压
力下所进行的一种自由生活，可以使人们在精神的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
超越的生活方式。休闲是有意义的、非功利性的生活，它给我们一种文化的底蕴，支撑我
们的精神。因而，它被誉为一种文化基础、一种精神状态，是灵魂存在的条件。同时，休
闲也是一种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具有矫正、平衡、弥补功能的文化精神力量，包括情感、理
智、意志、生理、价值、文化及所有组成行动感知领域的一切，也包括价值观、语言、思
维方式、角色定位、世界观、艺术、组织等等。由此，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休闲经济就自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广泛开展休闲经济活动有利于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事实上，对
于我国城市居民而言，以各种休闲方式去参加社会生活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生活形
式。人们在休闲活动中，通过社会交往，构建一个具有公民性、信任性和更多集体关照的
社会空间。人们在休闲中探索、确立和表达共同爱好以及亲密关系，加强社会联系，培养
集体感情和集体意识，从而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社会交往本身是休闲活动的基本意义
所在，而活动或者场景只是借以表达及发展某种社会关系的媒介。在当今任何经济活动
中，人类的“人文精神”已经通过产品的人性化设计和管理，渗透到了经济生活的各个环
节。带有文化标记的产品成为主流，人的文化体验过程成为消费的主题。而投身于服务产
业的从业者们，则以发自内心的使命感为人们提供服务。因此，体闲经济是“人性化”的
经济，休闲经济是以“人文关怀”为基础的，它不仅使得人们在休闲经济的参与中自由获
得需求，而且使人的各种类型的活动充满和谐与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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