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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休假制度的改进和完善 ,离不开对国际经验的

借鉴。本文首先对国外休假制度和休假状况进行了系统的

梳理和分析 ,接着针对中国情况 ,深入探究了其对中国休假

制度的借鉴作用。本文从新的视角审视了中国休假制度 ,拓

展了休假制度研究的领域 ,并且指明了中国休假制度完善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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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休假制度的改进和完善 ,离不开对国际经

验的借鉴。长久以来 ,尽管国外休假制度的介绍时

有所见 ,但是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却鲜有所闻。鉴于

此 ,本文力图勾勒出国际休假制度的大致轮廓 ,并阐

述这些宝贵经验对中国的借鉴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们对于时间的利用、非工作

时间的目的、对休闲的态度以及休闲行为都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比如 ,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闲暇模

型就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表 1 　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闲暇模型

项目 (变量)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时间利用 工作时间主导 闲暇时间主导

非工作时间活

动的目的

公众优先 (为公司、社区

或国家的工作做准备)

私人生活优先 (为自身价

值的实现做准备)

对休闲的态度 负面 正面

休闲行为 消极被动 积极主动

　　资料来源 :见参考文献[1 ]。

20 世纪 30 年代 ,休假是一个政治课题。德国

建立了国家资助的休闲机构 ,目的不仅是为了监视

大众的舆论动向 ,而且是为了补偿低水平消费者。

法国政府认识到带薪休假是一种有利于缓和消解革

命情绪的工具 ,同时也是“道德进步”的表现。因此 ,

在 1936 年立法确立了带薪休假制度 ,促使人们对假

期有了新认识。假期不再是精英阶层的独享 ,而成

为普通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代表着公民权和历史传

统的传承。在这种思潮下 ,休假涉及的阶层迅速扩

展。尽管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 ,只有大约 5 % —

10 %的法国人能够休假 ,但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

已经有超过 60 %的法国人享受假期[2 ] 。法国的实

践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世界各国重新审视带薪休假

制度。1948 年 12 月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

宣言》第 24 条提出 ,“人人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 ,

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带薪休假的权

利”[3 ] 。

二战后许多国家都制定法律确保公民休假的权

利 ,比如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美国也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例子。1870 年到 1880 年 ,美国完成了从

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 ,“假期”(vacation) 开始

被认为是与日常工作以及家务劳作相分离的“呼吸

新鲜空气”的“绿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带薪休假

已经成为美国白领 (white2collar worker) 的普遍期望

(二战后 ,不仅仅是白领 ,带薪休假成为所有全职雇

员的期望) [4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带薪休假的条款

开始进入美国工会和资方谈判的条款之中。1940

年 ,只有 25 %的美国劳动者享受带薪休假 ,到了

1957 年 ,这个比例上升到了 90 %[5 ] 。2003 年 ,82 %

的荷兰人 (大约 1250 万) 拥有了或长或短的假期[6 ] 。

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业重要性的被认识 ,大大促进

了带薪休假的普及。1980 年《马尼拉世界旅游宣

言》提出职工享有带薪休假的权利 ,目的是“使旅游

从原来有限的富人活动 ,转变为一种广泛与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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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生活相联系的活动”。1982 年 ,世界旅游大会通

过的《阿卡普尔科文件》强调 ,“普遍承认社会各阶层

公民的休息和娱乐活动权利 ,特别是职工带薪休假

的权利”。1985 年 ,世界旅游组织通过的《旅游权利

法案》第二条规定 ,各国应促进采取一切措施 ,更好

地分配工作和娱乐时间、建立和改善年度带薪休假

制度和调开休假日期。

工作时间与年度假日 (包括公共节假日与带薪

假日)此长彼消。20 世纪 70 年代初 ,欧洲就业者的

工作时间与美国人几乎一样 ,但是现在大部分欧洲

国家就业者的工作时间比美国人少得多 ,主要区别

就在于假期。欧洲人每年通常比美国人多休假 4 —

5 周[7 ] 。一般说来 ,年度假日与历史、文化、宗教、民

族等非经济因素直接相关 ,但是又受到经济因素的

制约。

图 1 　年度假日与收入的地区比较

资料来源 :见参考文献[8 ]。

表 2 　制造业工人工作时间的区域比较

区域 每周工作时间(小时) 年度工作时间 (小时)

北欧 39 1760

东欧 40 1870

南欧 41 1880

美国 40 ① 1904

日本 42 2017 ②

非洲 42. 5 2020

拉丁美洲 44 2060

亚洲 44. 6 2140

　　资料来源 :见参考文献[8 ]。

东欧、南美、亚洲的人均 GDP 较低 ,享受的年度

假日也较少。美国、日本虽然人均 GDP 很高 ,但由

于文化因素 ,年度假日也较少。南欧属于中等收入

国家 ,但却属年度假日较多的一类。荷兰属于“双多

国家”,收入多 ,年度假日也较多。

1 　发达国家(地区)的公共节假日和带薪假期③

1. 1 　公共节假日

各国 (地区)由于历史、宗教、民族、文化、政治的

不同 ,公共节假日呈现出不同变化。世界各国 (地

区)比较统一的节假日是新年元旦和“五一”国际劳

动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是受到中国文

化强烈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节日 ;圣诞节、感恩节、

复活节等则是信仰基督教国家 (地区) 的主要节日。

除这些之外 ,国庆和国家民族重要的纪念日也是各

国公共节假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表 3 　部分发达国家或地区公共节假日

序号
国家或

地区

节日数

(个)

天数

(天)
序号

国家或

地区

节日数

(个)

天数

(天)

1 中国台湾 12 14 14 奥地利 — 13 　

2 中国香港 12 12 15 比利时 — 10 3

3 中国澳门 14 14 16 丹麦 — 9. 5 3

4 美国 9 9 17 芬兰 — 12 3

5 加拿大 8 8 18 希腊 — 12 3

6 法国 11 11 19 爱尔兰 — 9 3

7 德国 12 12 ④ 20 意大利 — 11 3

8 西班牙 13 13 21 荷兰 — 8 3

9 瑞士 7 7 22 挪威 — 10 3

10 澳大利亚 6 6 23 葡萄牙 — 14 3

11 新西兰 7 7 24 西班牙 — 14 3

12 日本 14 14 25 瑞典 — 11 3

13 新加坡 — 13 26 英国 — 8 3

　　注 : 3 表示数据来自参考文献[2 ]。

资料来源 :见参考文献[10 ]。

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公共节假日有多有少 ,并不

规律。最少的是澳大利亚 ,只有 6 个。最多的有日

本和中国的澳门地区 ,有 14 个。而中国有 4 个 (分

别为元旦 ,春节 ,“五一”和“十一”) 。发达国家或地

区的公共节假日时间也较长。小于或等于中国 10

天的有 10 个 ,分别为美国、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亚、

新西兰、比利时、爱尔兰、荷兰、挪威、英国。与这些

国家或地区相比 ,中国的公共节假日天数处于中等

水平。

1. 2 　带薪假期

①

②

③

④ 据 Davidson Rob 转引 Income Data Services Ltd 数据 ,1998 年为

9 —13 天。

由于世界范围内普遍推行双休日制度 (尤其是发达国家或

地区) ,差别不大。因此 ,在这里略去了休息日的比较 ,但并不是否认

休息日的存在。

日本周名义工作时间为 40 小时 ,1982 年实际工作时间为

4013 小时 ,2003 年实际工作时间为 3515 小时 (2003 年实际年工作时

间为 1846 小时。如果按照一年由 52 周组成简便计算 ,那么每周实

际工作时间应为 1846Π52 = 3515 小时) 。

这是美国周名义工作时间。最新周实际工作时间为 3919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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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达国家 (地区) ,尤其是欧美国家 ,带薪假

期制度完善 ,并且从法律上对公民的带薪休假权益

给予充分的保障 ,带薪假期成为公民日常生活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带薪假期有很多是建立在劳

资双方集体协议的基础上 ,而不是政府的强制规定。

政府在其间扮演的是引导鼓励的角色。
表 4 　发达国家或地区带薪假期

国家或
地区

法律规定
劳资方集体
协议 (周)

享受条件

奥地利 — 5 —6 —

比利时 24 天 3 4 —5 —

丹麦 30 天 3 —

芬兰 — 5 —6 —

法国
30 天 (其中
12 天 为 连

休) 3
5 —6

劳动者从工作第 2 年起 ,每年获得带薪
假期 5 周 ,通常情况下 5 周假期不能一

次性用完 3 3

德国
18 天 ( 西

德) 3 6 —

希腊 24 天 3 4 —5 —

爱尔兰 — 4 —

意大利
无 天 数 规

定 3
4 —6

(5 —6) 3 —

荷兰 4 周 5 (5 —6) 3 —

挪威 — 5 —

葡萄牙 21 —30天 3 22 天以上 —

西班牙 30 天 3 22 天以上

工作年限达到 1 年的劳动者每年平均享
受 30 天的带薪假期 ,机关企业一般要求
职员每年 7 月 —9 月休假 ,假期可一次

使用 ,也可分开使用 3 3

瑞典 — 5 —6 —

瑞士 — 4 —6
劳动者可获得 1 年 20 个工作日的带薪

假期 ,可一次性使用 ,也可分段使用 3 3

英国
无 法 律 规

定 3
4 —5

(20 —27 天) 3

劳动者每年可以享受 3 周 (21 天) 的带
薪假期 ,可集中休假 ,也可分时段休

假 3 3

冰岛 3 周 3 4 周 3 —

卢森堡 25 天 3 26 —28 天 3 —

加拿大
起点为 2 周

或 3 周 3 3 —

职工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时间满 1 年即可
享受带薪假期。在同一公司工作 10 年
以上的 ,第 11 年除正常休假外 ,单位还
一次性另给 8 周带薪假期 (必须当年休
完) 。第 12 年开始 ,在 4 周假期的基础

上可额外获得 8 —9 天带薪假期 3 3

新加坡 — —

政府公务员的官员 (大学毕业)每年享受
带薪假期 21 天 ;普通职员 (大学文凭以
下) 为 14 天 ;公司职员带薪年假 10 —21

天不等 3 3

续表 4

国家或
地区

法律规定
劳资方集体
协议 (周)

享受条件

日本 起点为 10 天 —
工作满 6 个月可获带薪假期 10 天 ,此后
工龄每增长一年则带薪假期相应增长 1

天 3 3

中国
香港

最低 7 天至

14 天 3 —
连续工作 12 个月以上的被雇用者 ,有权
获得年度带薪休假 ,按工作年限获得最

低为 7 天至 14 天假期 3

中国
台湾 ①

最低 7 天 ,最

高 30 天 3 —

工作时间 1 年以上 3 年以下是 7 天 ;3 年
以上 5 年以下是 10 天 ;5 年以上 10 年以

下是 14 天 3 。工作 10 年以上的每年增

加 1 天 ,最多 30 天 3 3 3

澳大
利亚

(悉尼)

至少 20 天。
规定在同一
雇主手下工
作 10 年 , 至
少可休假 6
星期 , 15 年
以上时则有
13 周的长期

带薪假期 3

—

同一个雇主手下工作一年以上 ,将得到
每年至少 20 天的有奖金额的带薪休假。
该奖励金额相当于平时工资的 17. 5 % ,
要在休假前支付 ,并已扣除所得税。因
为这种奖励带薪休假不在一定时期内使
用 ,就取消奖励金额 ,所以使用率极高。
另外 ,规定在同一雇主手下工作 10 年 ,
至少可休假 6 星期 ,15 年以上时则有 13
周的长期带薪假期。联邦政府还保障 1
年有 8 天的超假因病缺勤规定 ,雇主有
义务给予劳动者 4 周的连续假期。如果
要分开使用休假时 ,雇主与劳动者双方

需协商一致 ,但最多只能分 4 次休假 3

　　注 : 3 表示引自参考文献 [ 11 ] ; 3 3 表示引自见参考文献 [ 9 ] ;

3 3 3 表示引自 Employment Terms &Conditions2Asia Pacific , 2005. 549.

资料来源 :见参考文献[10 ]。

可以看出 ,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休假制度存在两

面性。一方面 ,保证人们享受闲暇的权利 ,鼓励参与

休假 ;另一方面 ,针对假日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积极

采取措施解决 ,并不因噎废食。保障人们休假 ,享受

权利是极其重要的 ,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围绕着这个

目标进行。在鼓励和协调人们参与休假方面 ,采取

经济刺激、制度和组织保障等办法 ;在应对假日出现

问题方面 ,采取经济手段、时间手段、市场营销手段

等做法 ,保持供给与需求的平衡 ,增加平稳性。

2 　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节假日和带薪假期

2. 1 　公共节假日

较发达国家而言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公共节

假日普遍较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

缺乏带薪假期 ,资方也缺少提供带薪假期的动力。

为尽可能保障劳动者休息的权利 ,政府设立了数目

较多的公共节假日。

① 休息日和公共假日未包含在内。同时 ,带薪假日必须在劳

资双方协商的状况下确定。如果由于资方的原因劳动者未能享受带

薪假日 ,资方必须付给劳动者相当于平时 2 倍的工资。在这种状况

下 ,劳动者增加的工作时间不视作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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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部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公共节假日

国家或地区 节日数 (个) 天数 (天)

　印度 3 3 14 16

巴西 11 13

泰国 15 15

非洲 — 9 3

拉丁美洲 — 9 3

亚洲 — 12 3

　　注 : 3 表示见参考文献[10 ] ; 3 3 表示由笔者收集整理。

资料来源 :见参考文献[11 ]。

2. 2 　带薪假期

发展中国家的带薪假期一般较少。非洲和拉丁

美洲的许多国家带薪假期为两周左右 ,不到欧洲发

达国家的一半。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状况和他们对带

薪假期的认识 ,与国家的发展阶段以及经济承受能

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

那样看重带薪假期 ,并且 ,由于生产效率的低下 ,国

家和企业难以承受带薪假期所带来的损失。这些因

素的共同结果带来了较短的带薪假期。
表 6 　部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带薪假期

国家或地区 带薪假日数 (天) 享受条件

巴西 30
1 年的带薪假期 ,必须 1 次用完。
休假时间由雇主决定 ,被雇佣方没
有决定的权利

泰国 ≥6
存在 1 年以上的雇佣关系 ,可以重
复使用

非洲 15 3 —

拉丁美洲 15 3 —

亚洲 14 3 —

　　资料来源 :见参考文献[11 ] ;有 3 者见参考文献[12 ]。

　　对于一些带薪假期较长的国家或地区 ,享受条

件也较为苛刻。以巴西为例 ,按照巴西劳动法的规

定 ,1 年的带薪假期为 30 天 ,但必须 1 次用完。在新

宪法中规定 ,工资的增额 (至少是 1Π3)要以工资外的

方式支付。另外 ,30 天的休假时间是由雇主方确定

的。被雇用者没有权利决定何时休假。新年、独立纪

念日、圣诞节等 ,其日期本身具有重大意义的节日以

外的节日 ,若正逢周二到周五 ,则都移到周一进行连

休。但是当节日是周六、周日时 ,不采取代休方式。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节假日和带薪假

日的设定有联系也有区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 ,公共节假日都受到本国历史文化和民俗

传统的强烈影响。公共节假日不仅给予民众宝贵的

娱乐休闲时间 ,而且有效地凝聚了国民情感 ,提升了

国民认同感 ,增强了国家凝聚力。在时间长度方面 ,

发达国家的公共节假日有长有短 ,呈现出多样变化。

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节假日稍长一些。在带薪休假方

面 ,发达国家的制度较为完善 ,有效地保障了国民的

休假权利。在发展中国家 ,囿于经济等方面的限制 ,

不仅时间较短 ,也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213 　典型国家或地区的休假制度特点

21311 　日本休假制度特点

(1)休假制度多元化。日本的休假制度比较多

元 ,既有与中国相似 ,主要由公共节假日和休息日组

成的“黄金周”,也有社会普遍放假的新年和盂兰盆

节 ,还有带薪假日的规定。政府和企业以及社会习

俗在休假制度的塑造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虽然有带薪休假制度 ,但是实际享受的比率

不高。日本虽然由法律形式确立了带薪休假制度 ,

但是由于社会习俗以及配套措施不协调等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 ,实际享受的比率不高。同样 ,日本的总体

休闲时间已经不少 ,但是实际享受的比率较低。

(3)日本的休假制度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日本休假制度的推进 ,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4)日本人的休假方式受到经济能力和时间的

双重影响。一般的 ,日本人的休假方式同样受到了

经济能力和时间的双重影响 ,呈现出较强的规律性。

(5)日本人的公共节假日几乎都按照公历确定。

21312 　法国休闲制度特点

(1)政府大力推动 ,休假深入人心 ,已经成为法

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

(2)完善的配套措施 ,保证了人们能够普遍享受

休假 ,能够平等地享受休假。

(3)非营利机构和商业机构的并存 ,在保证人们

休假基本要求的同时 ,也保证了人们自主的选择权。

并且 ,商业机构的存在 ,保证了经济上的永续发展。

(4)法国人的休假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量。

21313 　美国休假制度特点

(1)美国的休假制度在保持一定框架的同时 ,呈

现出较大的灵活性。

(2)美国注重假日的连续性 ,从而提高了假日的

质量。

(3)带薪假日由劳资双方确定 ,政府并不对此加

以限制。

(4)假期安排保证百分之百的享受休假权利。

(5)美国制定完善的配套措施 ,致力于充实美国

人民休假的内容。

21314 　泰国休假制度特点

(1)由于公共节假日安排的随动性 ,容易出现连

休假期。这和中国的“黄金周”有所类似。

　第 21 卷　2006 年第 11 期　月刊　 旅 　游 　学 　刊 　TOURISM TRIBUNE

22　　　



(2)由法律规定了带薪假期 ,但是随着公司或机

构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执行情况。

(3)休假制度带有明显的民族特色。比如泰历、

宗教休假。

(4)假日的经济效应较为明显。

21315 　中国港澳台地区休假制度特点

(1)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中国传统节日都是

这些地区必过的节日 ,比如春节、中秋节等。与此相

适应 ,许多节日的天数 (在公历看来)不是固定的。

(2)公共节假日较中国大陆地区为多。中国台

湾地区为 14 天 (后改为 11 天) ,中国香港地区为 12

天 ,中国澳门地区为 20 天。

(3)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工作时间较大陆为多。

(4)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有具体的带薪假期

规定。

3 　国外休假制度对中国的借鉴

研究国外休假制度 ,主要目的是得出对中国有

益的启示。这里主要强调针对时间的制度安排。

311 　基本保持现有的节假日时间安排

当前我国的节假日时间总和为 114 天 ,约为全

年总时间的 1Π3 弱 ,和发达国家相当。周工作时间

方面 ,如果中国的名义工作时间与实际工作时间差

别不大 ,那么 ,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只少于北欧的 39

小时 ,与美国、东欧相当。超过南欧 (41 小时) 、日本

(42 小时) 、非洲 (4215 小时) 、拉丁美洲 (44 小时) 和

亚洲 (4416 小时) 的水平。总而言之 ,中国在工作时

间方面 ,已经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远远超过一般发

展中国家。所以 ,中国在绝对量上缩减周工作时间

的余地已经相当有限 ,在总体休假时间上也余地不

多。尽管笔者同意工作时间的缩短并不意味着财富

会因此而减少 ,但是 ,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增加的

社会财富并不能超过甚至弥补由于工作时间缩减而

减少的那一部分 ,那么 ,一味地减少工作时间就显得

不太现实。以后的努力方向应该尽可能地在休闲时

间结构的调整上。

312 　在政府“底线”基础上发挥企业增加人们休闲

时间的潜力

可以利用政策引导企业自主实行弹性工作制 ,

也可以利用政策引导企业自主增加节假日时间。从

而增加节假日时间总量的和调整节假日结构。

应该认识到 ,政府对工作时间的限定实际上意

味着“底线”,也就是说 ,政府保证劳动者至少能够休

息一段时间 ,这是所谓“名义工作时间”。因此 ,如果

要对工作时间进行缩减 ,应该是企业或各种机构的

事情。在效率提高的前提下 ,部分企业或机构自主

缩减劳动时间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的实际

工作时间出现了缩减的趋势 ,而发展中国家则出现

背离 ,实际工作时间往往大于名义工作时间。未来

中国在工作时间缩减方面的努力 ,应该不是政府以

强制的行政命令加以限制 ,而是主要体现在劳动生

产率提高基础上各个企业、各个机构自身的努力。

其一 ,周工作安排的调整。引导企业实行弹性

工作制 ,提高人们安排工作时间的自主性。在微观

上提高闲暇时间连续度的同时提高休闲活动选择

度 ,达到提升人们休闲质量的目的。

其二 ,国家把清明、中秋、端午等节日定为国家

假日 ,从而满足人们在文化传统上的需求。但是 ,国

家可以不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这些传统节日提供放

假时间 ,而是通过政策的引导诱使企业提供时间保

障人们的时间需求 ,最终把名义上的节假日时间转

换为实际上的节假日时间。

其三 ,完善带薪休假制度。带薪休假必须建立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之上。正如周工作时间的

减少一样 ,带薪休假制度的推行必须考虑到社会的

承受力 ,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之上。国家

并不通过法律手段或行政命令强制推行带薪休假制

度 ,只是制定带薪假日的指导性最低标准 ,这种指导

性标准不具强制性。但是 ,如果企业没有达到最低

标准 ,就享受不到任何优惠条件。企业根据实际情

况决断 ,可长可短 ,也可以完全不设立。政府主要通

过制定不同的优惠政策对带薪假期加以调控。

其四 ,推行休假汇率制。带薪假日的享受随时

段的不同而有不同。旅游旺季休假 1 天的“汇率”低

于旅游淡季休假 1 天的“汇率”。也就是说 ,旅游旺

季休假能享受的天数少于淡季休假的天数。当然 ,

不仅仅包含带薪假日 ,如果人们不享受政府明文规

定的节假日 (比如“黄金周”) ,除了要求经济上的补

偿外 ,也可用时间上的补偿来代替。时间上的补偿

主要通过“休假汇率制”来执行。企业可以为不选择

在这些节假日休假的职工提供更多的带薪假日的补

偿。通过这样的政策措施 ,就能够引导民众权衡 ,尽

量缓解时间上的集中性。休假汇率制主要是针对广

大民众的。

除以上措施外 ,在时间层面的决策上 ,还应该考

虑休假制度与学校寒暑假制度的协调。随着高校办

学自主权的扩大、办学主体的增多 ,以及春季招生制

度的执行 ,学校的寒暑假安排逐渐向多元化的方向

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应该对学校寒暑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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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指导协调 ,尤其是对暑假时间安排进行协调①
,

防止叠加效应的出现。法国把全国分为 3 个大区 ,

每个大区的学校放假时间都有所不同 ,从而与旅游

高峰时期错开的做法值得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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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of Overseas Institutions of Vacation

and Its Use for Reference to China
YANGJin2song

( Institute of Tourism ,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 Beijing 100101 ,

China)

Abstract : It is hard to improve without the understanding of overseas

institutions of vacations.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situations of these institutions , this paper studies

their use for reference to China. This paper then examines the

institutions of vacations of China from a new angle of view , exploits

new field of institutions of vacations research , and points out the

ori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ions of vacations of

China.

Key words :institutions of vacation ;compare ;us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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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春节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寒假放假时间调换余

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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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语国家的旅游地理学研究发端于汉斯·波塞尔

(Hans Poser) 1939 年对利森山区 (Riesengebirge) 旅游景区的分

析研究。他将景观看作旅游的背景 ,认为地理学研究旅游要

从分析景观和度假之间的关系入手。二战后形成的以休闲

行为研究为主的慕尼黑学派 ,更重视游客及其休闲行为。目

前的旅游地理学研究主要以应用为主 ,如可持续旅游发展、

空间承载力以及社会变迁对旅游供求市场的影响等。另一

个趋势是地理多元空间 (如物理空间、行为空间、虚拟空间

等)对休闲和旅游的影响研究。另外 ,休闲旅游发展的整体

性研究方法又重新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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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德语国家和英语国家的学术研究有着本质的差

别。其休闲与旅游地理构建和认识方面的区别 ,反

映了各自国家地理学研究的历史传统以及本国的人

文背景。在德语国家中 ,地理长期被视为一种空间

和区域科学 ,旅游地理学着重研究休闲和旅游的空

间层面 , 并力图揭示其中的空间过程。贝克尔

(Becker) 和克莱塞 ( Kreisel) 曾将这些文献进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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