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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休闲旅游作为一种旅游方式和休 闲 活 动 内 容 越 来 越 受 到 重 视!通 过 对 杭 州 市 ’最 具 出

游力(人群调查!运用旅游地理学分析方 法 发 现!影 响 他 们 进 行 休 闲 旅 游 的 因 素 最 重 要 的 是

时间因素*交通因素和学习因素!传统观 点 中 的 经 济 因 素 地 位 明 显 下 降#同 时 分 析 了 不 同 职

业*性别和年龄人员中各因素作用的差异&这 种 实 证 性 的 调 查 分 析 方 法 和 结 论 对 于 休 闲 旅 游

理论和杭州市休闲产业的发展都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杭州城区#’最具出游力(#休闲旅游#障碍性因素#实证研究

文章编号"&$$$8$%?%$!$$%%$#8$9?!8&$

&! 引言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人们的需求已经由物质需求向更高的精

神需求转变!休闲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追求精神享受!放松紧张的心理压力!结交朋友的

一种手段&然而在从事杭州市居民休闲市场调查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些 ’最具出游力(人

群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休闲旅游的目的!这是休闲旅游市场中的一个很具有潜力的部

分!有待深入分析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途经&

!!国外对休闲旅游研究起步较早&一些旅游研究将城市周边旅游作为旅游的一种基本类

型!&9?: 年 1NG[TGJ05a51B>NT+&,!&99; 年 OC7>VZ5‘GC7GL!O3JC4V ’GN_**CJVG44
+51B>NT与a3TJO50GMSLG!1F3NN8O等人的研究也从侧面反映了城市周边旅游的特征+!,&

!!我国旅游地理学 者 对 游 客 的 研 究 始 于!$世 纪?$年 代 后 期!9$年 代 有 较 大 的 发 展!
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目的地的旅游者行为规律与客源市场结构等方面+;,&国内关于居

民出游力的研究很少&吴必虎等研究了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个基本规

律!并从旅游者个体特征角度!讨论了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子与目的地选

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郑海燕等探讨了广东省居民潜在国内出游力的地区差

异!还提出户均人口和农业人口百分比对潜在国内出游力存在影响+%,&邱明等探讨了中国

西部地区居民潜在国内出游力的差异!提出制约西部省区居民潜在国内出游力的消费水

平*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等区位因素+#,&本课题就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采用理论分析

和实证性调查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侧重点在于通过杭州城区 ’最具出游力(人群的问卷

调查和分析!阐释市场潜力巨大的人群休闲旅游的障碍性因素!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科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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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依据&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在杭州城区 $不含萧山和余杭%中的一部分机关*学

校*医院*企业*研究院所*社区等人群比较集中的场所分别设点!对上述场所中符合条

件的人员!主要包括党政干部!科研*教学*技术人员!文化*卫生*体育工作者!小区

内室外活动的离退休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根据澳大利亚福利经济学

家黄有光教授的调查研究!当人均’O,在;$$$美元左右以下时!经济增长*物质条件改

善不足以带来快乐指数的提高#当人均’O,在;$$$美元左右以上的时候!人们对休闲而

带来的快乐明显增加+:,&!$$"年杭州市人均’O,为"!"!美元!远远超过了;$$$美元的

标准!上述人群具有稳定的收入保障和福利保障!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在全市人均可支配收

入水平以上!对于 休 闲 旅 游 具 有 强 烈 的 偏 好&故 此 我 们 把 他 们 称 之 为 ’最 具 出 游 力(
人群&

!!调查问卷回收后!剔除无效问卷!利 用1,11&&5$*(</(0等 统 计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处

理!并对于其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

!!调查设计的几个约束

8"!!关于休闲旅游概念的界定

!!休闲旅游和旅游的概念在现代西方国家的地理学家+?,中往往不加区分+9,&在我国关于

休闲和旅游的概念研究得比较深入!马惠娣+&$,*王雅林+&&,*徐锦中+&!,等分别从哲学*社

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对他们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然而关于休闲旅游和旅游的概念界定并没

有得到一致认同!很多学者在使用旅游与休闲旅游时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或者有意回避

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吴必虎对于旅游与休闲旅游的区别提出了 ’大旅游(和 ’小旅游(的

概念!即旅游与游憩!把游憩看作是一种休闲活动&吴必虎在 ’旅游市场分析预测理论技

术(研究中!把%$$]B作为城市居民的近程旅游的休闲旅游活动范围+&;,&也有人以时间

和距离双重标准来确定旅游与休闲旅游范围&

!!休闲旅游的概念界定十分重要!它同时隶属于休闲活动和旅游活动概念之下&杰弗瑞

6戈比从时间*社会活动*生存方式或者心态的角度定义了休闲+&",!同时指出了一些休

闲活动方式!包括娱乐*游戏*宗教活动*旅行*性*教育等&我国学者马惠娣根据休闲

活动的特点 将 休 闲 产 业 的 类 型 分 为"休 闲 旅 游 业*文 化 传 播 业*娱 乐 业 和 体 育 健 身 业

等+&%,&可见中外学者对于休闲旅游在休闲活动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是一致的&

!!笔者认为休闲旅游是指以休闲为目的的一种旅游行为和重要的休闲活动&其空间范围

应该依据时间来进行划分!或者主要依据于时间来确定它的空间范围&因为它是与交通工

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交通工具的进步!距离因素在旅游活动中的

影响作用在不断下降!现代交通工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空间距离!而时间因素的作

用在提升&休闲旅游空间范围应该以从出发地到目的地或者由目的地返回到出发地的时间

内出行距离作为一个判断标准!从事件上看属于一日游范畴&这里有个时间的 ’内缘(和

’外缘(的问题!如果以休闲旅游者一天在户外时间最大为&;T!去除两顿饭的时间各为

;$B>J!则剩余时间为&!T!在路上花掉"T!%T则是可容 忍 的 $根 据 问 卷 和 专 家 咨 询%!
也就是剩余:T!?T!这个时间又可以分为两段!即上午和下午各为;5%T!"T!从事一些

休闲旅游活动基本能够满足旅游者需要!也适应人体生理的需求&所以休闲旅游应该以单

程旅行时间 ’外缘(!T!!5%T为宜#同时我们认为如果旅游者旅行时间低于半小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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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真正到达休闲旅游地!则只能算作娱乐和游戏或者其他体育健身活动!相当于社区活

动!虽然也是一种休闲活动!但是并未真正离开自己的惯常居住地!未达到休闲旅游的目

的!这是休闲旅游的时间 ’内缘(&这也是我们设计调查的休闲旅游范围的时间界限&本

课题就是以出行时间介于$5%T!!T*!5%T的城市休闲旅游者为调查对象的!与吴必虎等

在研究城市居民的近程出游行为时!把旅行时间的 ’外缘(定义为%T左右 $即出行时间

为!5%T%*或旅行距离;$$]B左右为范围+&#,相比!本研究更为重视出游的时间因素!这

是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距离因素的作用在下降&

!!同时休闲旅游既然是一种旅游行为!那么作为旅游者的身份应该以进入景区或者邻近

城市从事了旅游活动为标志!否则不能算作休闲旅游者&

!!因此!具 体 界 定 城 市 居 民 休 闲 旅 游 应 该 是"休 闲 者 以 休 闲 为 目 的!出 行 时 间 介 于

$5%T!!T*!5%T之间!进入市内景区或者邻近市区景区或城市从事的旅游行为&本文基

于此约束条件之一对受访者进行调查&

8"8! (最具出游力)人群的界定

!!出游力 $GB>MM>7GJGMM%是指某一客源地居民在经济能力*休假制度*身心健康等方

面综合参与户外休闲或旅游的能力!有时学者们也用客源地的推力 $[SMTU3LFG%来表达

这一作用力&本课题所调查的 ’最具出游力(是指某客源地居民中上述能力最强的那部分

居民所具有的出游力!即一种特殊人群参与休闲旅游的能力&之所以选择 ’最具出游力(
来进行问卷调查!主要是从现实出发!考虑到部分居民当前确实不具有出游力!他们的行

为对于出游力影响很小或者可以忽略不计!避免出现调查结果的偏差&

!!吴必虎在研究城市居民近程出游力与目的地选择时!受访者主要是工人*商 业 服 务

者*公务员*个体经营者*学生*教师*科技人员*离退休人员和公司职员&王雅林在做

上海*天津和哈尔滨城市居民时间分配考察时!从社会学角度调查得更加广泛!包括目前

无工作者!国有企业工人!国有企业管理人 员!商 业 服 务 业 人 员!科 研*教 学*技 术 人

员!党政干部!三资*民营*私营企业 管 理 人 员 与 个 体 劳 动 者!文 化*卫 生*体 育 工 作

者!学生!自由职业者和其他&

!!从他们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休闲旅游 ’最具出游力(人群主要是党政干部!科研*教

学*技术人员!文化*卫生*体育工作者!身体健康的退休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和学生&
这与我们所进行的专家咨询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这些 ’最具出游力(人群经济实力

较强 $学生虽然不具有经济实力!但是很多家长省吃俭用支持子女外出旅行%!求知欲强!
如果合理安排工作*生活和学习的时间!国家实行更加有效的休假制度!有时间进行休闲

旅游活动!同时他们工作学习压力较大!也需要休闲旅游放松一下!大多数人年富力强!
身体健康状况好&因此我们把这些人作为 ’最具出游力(者来进行研究&

!!由于是进行休闲旅游障碍性因素的调查!因此我们设计的问卷主要涉及到一段时间里

被访者没有去休闲旅游的原因!具体调查那些连续;!"周时间内没有到过本市城区景区

或者出行时间在!T*!5%T之内的邻近景区或者邻近城市的人员&这是对于 ’最具出游

力(人群休闲旅游活动空间的界定!也是受访者另一个约束条件&

8"@!障碍性因素的界定

!!旅游消费是一种特殊的消费方式!产品质量的好坏取决于旅游者的心理体验!而消费

的实现有三个条件!一是旅游者具有出游力!这是客源地的条件#二是目 的 地 具 有 可 游

性!即旅游吸引物具有吸引力#三是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介质!为消费提供基本信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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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交通条件&关于影响客源地旅游者出游动机产生因素的研究比较多!归纳起来主要有

经济条件*时间条件*社会条件和个人条件+&:,&休闲旅游是旅游的一种方式!影响出游

动机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休闲旅游者的出游&但是对于休闲旅游的出游力产生影响

的因素又有其特殊性!尤其是对于 ’最具出游力(人群的休闲出游影响有时间因素*交通

因素*经济因素*心理因素*学习因素*安全因素和其他因素!主要是一些个人因素和介

质因素!部分来自于对于目的地的未知认识&

!!因此!本项选择的调查内容事先大致有所侧重!对这些因素进行了 细 分&)经 济 因

素"景点门票太贵!交通费用过高!吃喝花费过多!景点内商品价格太高#*时间因素"
要上班或加班!有自己业务要做!要做另一份职业!进行家庭或个人卫生清理!要采购生

活用品!公差#+交通因素"公交车辆拥挤!骑车路途太远!无直达火车!长途车少或不

直达!无自驾车或驾车技术差#,心理因素"个人不感兴趣!自我判断出行困难!他人告

知此时不要出行!没有出游伴侣!对于当天返回的疑虑#.安全因素"食品卫生!交通安

全!疾病传播!景区安全#/学习因素"学习压力!自修准备参加自学考试!参加学习班

活动#0其他替代因素"家中有病人!学生需要陪读!亲友需要探望!社区活动!宗教活

动&针对上述:大项共计;!项内容设计了调查问卷&

;!问卷调查与障碍性因素分析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本课题共发出问卷:?$份!收回%#!份!收回率:!@!其中有效问卷%%&份!占发

出问卷的:&@*收回问卷的9?@&问卷受访者在全市范围内选择!多数以单位的分布为

依据!在地图上随机选取受访者单位!保障了问卷的代表性&被访者男性占%%@!女性

占"%@!与以往的问卷中性别结构有所不同!以往多数是女性受访者低于男性很多!这

是由于本次问卷采用访问者当面或者到被访者单位登门采访的办法!女性休闲旅游障碍性

因素更多!因此男女比例关系有所变化#从有效问卷的职业分布上看!学生*教师*离退

休人员和医护人员及党政干部较多!其他人员由于受到人数*工作单位性质等影响有效问

卷较少#从年龄上看以;&!%$岁最多#学历结构中以大学本专科生为多&具体见表&&

@"8!障碍性因素分析

@"8"!!障碍性因素分布!从障碍性因素的角度看!对于 ’最具出游力(人群休闲旅游影

响最大的不是以往调查中的 ’收入和闲暇时间是制约人们外出旅游的两大客观因素(+&?,!
而是以时间因素为主 $占;:59@%!交通因素成为第二大障碍 $!"5;@%!学习因素也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出游障碍 $&%5"@%!这可能是由于问卷对象不同所致 $见图&%&可见!
对于这些 ’最具出游力(人群来讲!休闲旅游活动的参与程度取决于他们拥有的闲暇时间

的多少!他们也注重交通条件因素!同时由于他们学习任务较重!学习对于休闲旅游影响

也是较大的&选择上述三项内容的问卷占全部问卷的::5#@&

!!从:大障碍性因素问卷分布中可见!受访者普遍对于时间因素中的 ’有自己的业务要

做(选择较多!高达:;@!说明这些受访者大多是在职的业务骨干!工作压力普遍较大#
在交通因素中选择 ’长途车少或不直达(比例较大!占%#@!说明交通的不方便仍然是一

个制约因素#心 理 因 素 中 ’他 人 告 知 此 时 不 要 外 出(占;%@!是 一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因 素#
在安全因素中对 ’疾病传播(的忧虑选项较多!多达"%@!这与近年来 ’非典(或者其

他传染病的侵袭有关#在学习因素中多数人认为 ’学习压力大(与受访者中有一批学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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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受访者有效问卷基本情况统计表

%&’"!!F&-4.40</>)&14/0&’/=1,<<,.14K,Z=,-14/00&4>,-

受访者特征分类 特征细分 有效问卷份数 比例分配 $@%

性

别

男性

女性

;$!
!"9

%%
"%

职

业

党政干部

科研人员

教师

学生

医护人员

企业管理者

电视台*电台工作者

报社工作人员

图书馆工作人员

体育场馆工作人员

离退休人员

#!
"9
#?
:&
#;
;#
!#
"!
;9
;$
#%

&&
9
&!
&;
&&
:
%
?
:
%
&!

年

龄

&&!!$
!&!;$
;&!"$
"&!%$
%&!#$
#&!#%

%?
&$%
&$?
&$9
99
:!

&&
&9
!$
!$
&?
&!

文

化

程

度

硕士及其以上学历人员

大学本专科生

高中

初中

&!9
!:!
&&9
;&

!;
"9
!!
#

图&! ’最具出游力(人群休闲旅游障碍性因素构成

=>I5&!/3B[3M>N>3J3UNTG>B[GV>N>7GUCFN3LM>JU4SGJF>JINTGBC\>BC4
GB>MM>7GJGMLGM>VGJNMc4G>MSLGN3SL>MB

从事教学科研的人员有关!有"&@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门票过贵(选项高达"9@!是

经济因素中较多进行选择的!说明休闲旅游景区的门票确实成为一个障碍因素#其他因素

中 ’有学生需要陪读($;&@%*’参加社区活动($!;@%两项内容选择的较多!一方面说

明这些 ’最具出游力(人群中多数是在读学生的家长!要利用周末和长假帮助孩子学习!
同时也说明学生学习压力很大!一些老年人还要参与固定的社区活动 $见图!%&

@"8"8!职业与障碍性因素!从职业上来看!离退休人员*企业管理者*图书馆工作人员

和部分党政干部较少考虑时间因素!其他人员受时间因素影响都比较大!体育场馆工作人

员受到时间因素制约最大!因为体育文化活动主要是在周末或长假期间进行!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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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类障碍性因素中选项最高的类型

=>I5!!O>MNL>XSN>3J3UNTGMG7GJ>B[GV>N>7GUCFN3LM

部分教师*学生*医护人员常年受时间的制约!出行比较困难!党政干部由于公费出差或

公费旅游的机会的增加对休闲旅游需求较少#各个职业人员对交通考虑都较多!特别是时

间非常宝贵的科研人员*教师*医护人员*学生等对交通的方便程度看得很重!普遍反映

出由于交通不方便而放弃休闲旅游的机会!离退休人员虽然对于时间的考虑较少!但是对

交通方便程度和安全因素十分关注#影响学生*部分教师*科研人员及部分党政干部休闲

旅游的主要是学习因素!尤其是学生!虽然处于假期!但是迫于现在应试教育的压力!周

末或长假期间要做大量的功课!致使一批学生无法出游 $见图;%&

图;!职业与障碍性因素选项的分布

=>I5;!a3XMCJVNTG>B[GV>N>7GUCFN3LM

@"8"@!性别与障碍性因素!性别一直是影响旅游出游的因素之一!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由

于其特殊社会地位和思想观念的影响!相对男性来讲需要承担许多家务和照料孩子!出门

参与旅游活动较少&在我们的调查中!情况有所不同!虽然时间因素仍然是第一位的障碍

性因素!但 ’最具出游力(人群中收入条件的改善!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发展!时间对于她

们休闲旅游影响程度在下降 $男性选择时间的;:@!女性是;#@%!而更多地表现为自身

学习*照看孩子学习因素和考虑安全因素更多 $见图"%&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妇女地位提

高和思想观念变化!另一方面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城市生活社会化程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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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性别与障碍性因素选项的分布

=>I5"!1G\CJVNTG>B[GV>N>7GUCFN3LM

@"8"C!学历与障碍性因素!从学历上看!抽样调查的条件是 ’最具出游力(人群!决定

了本课题研究范围以大学本专科学历为主!占到总人数的近一半!其次是硕士及其以上学

历人员!这两部分占到被访者的:!@&这些人大多是在社会的重要岗位上!由于社会的

竞争加剧!工作压力比较大!多数又是家庭中的重要支柱!不少人家中的孩子处于升学*
就业阶段!他们承担着单位任务*社会工作*以及养育子女和老人等重要责任&由于他们

多数收入较高!可自由支配的也较多!但是闲暇时间非常稀缺!加上有一些成员还经常有

公差旅游的机会&因此!被访者休闲出游障碍性因素十分突出!重要就是时间的限制&其

中学历越高如硕士及其以上人员!受到时间限制越明显 $;%@%&同时我们发现他们对于

交通的方便程度十分重视!这与时间的稀缺有密切联系#安全也是妨碍他们休闲旅游出行

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曾出现的非典等传染性疾病对于他们影响较大 $见图%%&

图%!学历与障碍性因素选项的分布

=>I5%!0GCLJ>JICJVNTG>B[GV>N>7GUCFN3LM

@"8"I!年龄与障碍性因素!年龄对于休闲旅游的影响是很大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

是不同年龄组人群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导致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不

同!其闲暇时间也随之产生差异#二是不同年龄组人群的思想认识和受教育程度也有较大

差异!对出行的舒适和安全要求及其他方面要求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不同年龄阶段人

群的休闲旅游障碍性因素差别很大!也很复杂&在全部受访者中!除了#&岁以上的老年

人之外!时间因素都是首选的项目!所有被访者出行的心理因素的障碍作用都比较少!;&
岁以上的受访者都把交通因素作为比较重要的因素考虑!同时也把安全因素看得比较重

要!;$岁以下的受访者休闲旅游中的学习因素影响很大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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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年龄与障碍性因素选项的分布

=>I5#!+IGCJVNTG>B[GV>N>7GUCFN3LM

"!结论和讨论

C"!!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全省经济增长迅速!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明显提高!’O,的增长率多年来保持两位数!为居民休闲旅游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杭

州市作为浙江省省会*长江三角洲的副中心之一!!$$"年人均’O,已经达到了"!"!美

元!一批 ’有钱(阶层正在形成并不断壮大!休闲消费市场也在不断扩大和发展&根据我

们对于杭州城区 ’最具出游力(人群关于休闲旅游障碍性因素的问卷调查分析后得出如下

结论"

!! $&%杭州市 ’最具出游力(人群休闲旅游障碍性因素主要是时间因素和与之密切相

关的交通因素!学生学习压力和家长陪读等也是不容忽视的&

!! $!%在具体因素中被访者 ’有工作要做(是最主要的!这是他们工作压力大的体现!
并且大多数被访者可能会考虑乘长途车出行!而 ’长途车的数量不足和不能直达(成了重

要的障碍&

!! $;%对于不同职业者来讲影响因素比较复杂!以时间因素*交通方便程度和学习压

力为主&

!! $"%从性别上看!男性主要受制于时间*交通方便程度和学习压力!而女性则除了

时间因素与男性差不多之外!交通方便程度和安全因素是她们更关注的因素&

!! $%%障碍性因素对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影响比较复杂!学生的学业压力较大!中年人

的时间紧张!老年人主要考虑交通的方便程度&

!! $#%从学历 上 看!最 主 要 的 障 碍 性 因 素 是 时 间 因 素*交 通 的 方 便 程 度 和 旅 行 安 全

因素&

C"8!几点建议

!! $&%从障碍性因素的分析我们看到时间因素对于 ’最具出游力(人群休闲旅游影响

巨大&因此合理安排假期意义很大&时间与可自由支配收入的组合关系对于旅游行业是非

常重要的+&9,!对于 ’最具出游力(人群来讲!可自由支配收入是不成问题的!然而闲暇

时间成了一种重要的紧缺资源!闲暇时间的紧缺对于他们进行休闲旅游影响更大!因为他

们按照现有假期安排!在假期里本来应该外出休假一下!但是长假的时候正是人流高峰!
交通拥挤!景区人满为患!接待服务质量差!所以就只好在家里度过了&因此实施 ’以人

为本(的原则!尽快改长假制度为分时度假制度是大力发展休闲旅游的当务之急&

!! $!%从调查可见 ’最具出游力(人群还十分关注交通方便程度和安全问题!这为我

们政府和休闲旅游企业提出了一个课题!就是如何把休闲旅游的外部环境条件和内部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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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措施建设好&要求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和安全保障上下功夫投入资金和精力!要求企业

在内部管理上提高层次!努力为游人提供便捷*安全的旅游休闲好去处&

!! $;%学生学业压力过大是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对休闲旅游业发展不利!教育

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发挥和思考的机会!
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培养学生走出课堂学习的积极性!推动学生休闲旅游&

!!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老年人群对休闲旅游需求会进一步扩大!这部分弱势群体

存在收入水平不高*出行不方便*身体欠佳等诸多问题!由于思想观念和 生 活 习 惯 的 原

因!他们对出行的费用和安全考虑较多!需要全社会都来关心他们的休闲生活状况!为他

们提供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参与休闲旅游活动!提高他们的总体福利水平&由于 ’门 票 过

贵(是老年人出行障碍的首选经济因素!因此景区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宣传!开展促销活

动!降低景区门票!加强内部管理对促进老年人休闲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休闲旅游企业

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

!!休闲产业涵盖的范围广!从投资主体来看有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有非

盈利性组织投资的一些设施!更主要的是一些投资者投资兴建的一些休闲设施!因此投资

主体十分复杂!投资目的也不尽相同!现行统计范围又没有把全部内容统计在里面#对一

些休闲者的身份的确认也是复杂多样的!例如自由职业者现在已经成为很重要的社会群

体!而对自由职业者的抽样调查就比较困难&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要政府有关部

门进行详细统计!扩大统计范围!使统计范围包括所有的休闲产业部门和休闲者!这对于

研究和政府制定规划都是有利的#也要求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加强领导!加强规划!积极参

与政府工作的科学决策!促进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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