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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Leisure Outline” has been published in 2013, and residents’ leisure demand has 
been focused more and more. It is important to pay great attention to leisure behavior of urban 
residents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policy making. Based on theories of Leisure 
Science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choosing Yinchuan residents as an example, using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and investiga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leisure time restrict, leisure con-
sumption, leisure satisfaction, etc. are analyzed. And construction suggestion of Yinchuan as a lei-
sure city is studied.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among groups 
of different gender, age and income; group variation must be considered when developing leisure 
space and locating leisure industries in future. (2) It presents a low score in Yinchuan residents’ 
whole 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this must be improved immediately. (3) A leisure city can be built in 
Yinchuan by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al policy suppor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creasing 
residents’ leisure time, developing various leisure products, enhancing leisure service qualit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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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出台后，居民日常休闲重新得到关注。研究城市居民日常休闲行

为，在理论、实践与政策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借助休闲社会学等相关理论，通过居民问卷调查、

实地观察及数理统计方法，探讨了银川市居民的日常休闲行为特征，同时针对银川市建设休闲城市进行

了初步探讨。研究表明：(1)银川市居民日常休闲行为在性别、年龄、收入等方面存在差异；(2)银川市

居民休闲满意度较低，迫切需要提升；(3)银川市休闲城市建设应从政策支持、休闲产品开发和休闲服务

质量提升、休闲意识的培养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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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休闲作为 21 世纪的重要特征，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日显突出。据预测，2015
年人类将有 50%的时间用于休闲，发达国家将陆续进入“休闲时代”，发展中国家将紧随其后，休闲产

业将取代信息产业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1]。《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 年)》的发布，

将进一步保障公民休闲时间及休闲机会[2]。在全国大背景下，银川市居民日常休闲行为研究却相对薄弱，

作为西部落后地区的省会城市，其居民日常休闲行为特征如何，由一般城市转变为休闲城市[3]需从哪些

方面着手，是在理论、实践与政策等层面上都值得尝试的科学问题。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论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类型为封闭式问卷；问卷内容设计参考诸多行为研究案例，同时结

合银川市居民休闲行为实际情况，经反复多次修改、实施预调查等多个步骤进行完善，主要内容包括

居民基本信息、日常休闲活动及休闲活动满意度、休闲城市建设建议等。问卷调查之前中针对实施

调查的人员进行问卷问题解说及专业培训(包括礼貌、专业问题提问口语话环节等)，选择银川市兴庆区、

金凤区及西夏区的部分公园、居住小区及娱乐场所等地进行随机抽样发放问卷，调查时间为 2013 年 3 月

10 日到 24 日，包括周末与工作日，采取面对面调查方式，以保证问卷回收率。共发放问卷 350 份，回

收 333 份，回收率为 95.14%，剔除问卷回答前后矛盾及完整性等情况，最终确定有效问卷 300 份，有效

率为 90.09%，问卷总数符合统计基本要求，经 SPSS17.0 信度计算，此次问卷调查信度(Cronbach’s α)为
0.845，大于 0.8[4]，说明问卷可靠性较强，基于问卷的结果分析相对可靠。 

问卷调查反馈的居民基本特征基本反映了银川市城区居民的总体构成。从性别构成上看，受调查的

居民男女性别比例大致相当，反馈的结果不至于有太大偏差；从年龄构成上看，25~45 岁年龄阶段的居

民比例最高，占 54%；其次为 18~25 岁年龄段的居民，比例约占 27.67%；45~65 岁年龄阶段的居民比例

约占 15.33%；18 岁及以下和 65 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居民只约占 1.67%和 1.33%；从文化程度上看，本科/
大专学历比重约为 61%，占绝对优势，高中/初中学历次之，比重约为 27.33%，初中学历以下占 8%；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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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构成上看，以公司/企事业单位职员为主，约为 30.33%，其他依次为教育、卫生、科研从业人员(约
15.33%)、企事业管理人员(约 12.67%)、学生(11%)、工人(约 10.33%)、独自创业人员(约 5.67%)、商业/
服务业人员(约 4.33%)、离退休人员(3.67%)、公务员(约 3.33%)、其他职业(3%)，比例最低的是军人/警察，

只有约 0.33%，多种职业视角的研究反馈结果相对全面；从月收入结构看，被调查者月平均收入集中在

2001~3000 元，占样本总量的 40.67%，其它收入比重结构依次为 1001~2000 元(19%)、3001~4000 元(17%)、
1000 元以下(13.33%)、4001 元以上(10%)，银川市居民以中等偏低收入为主，与实际情况相符；从居住

年限上看，被调查者多为居住在银川 16 年以上的居民，占 36%，在银川居住 6~10 年的居民约占 17.67%，

在银川居住了 11~15 年的居民约占 12.33%，居住 5 年以上的居民占了一半以上，其次是在银川居住 2~5
年的居民比重约占 22.67%，对银川市休闲状况了解较全面，反馈的结果具有说服力，能为银川市发展为

休闲城市提供相对合理的建议。 

3. 银川市居民日常休闲行为研究 

3.1. 休闲时间及休闲消费 

休闲时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时间总量直接影响到个人对休闲方式的选择及其休

闲时间分配结构，银川市居民闲暇时间见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银川市居民每日实际拥有休闲时间多为 1~3 小时，占 47%，实际拥有休闲时间 1

小时以下的居民约占 26.33%，每日拥有休闲时间 3~5 小时的居民约占 15.67%，每日拥有 5 小时以上的

休闲时间的居民只占 11%，总体上与“闲暇时间 8 小时”的标准差距较大，尤其是休闲时间在 3 小时以

下的居民比例较大，居民的实际休闲时间迫切需要增加。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银川市居

民对闲暇时间的要求较高，有约占 41.67%的居民期望每天能够拥有休闲时间 1~3 小时，有约占 32.67%
的居民期望每天能够拥有 3~5 小时的休闲时间，约占 23.33%的居民期望每天拥有 5 小时以上的休闲时间，

现有休闲时间离期望休闲时间值差距甚远，说明银川市居民对自己实际可自由支配的休闲时间并不满意，

期望能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活动。 
休闲时间少于 1 小时的女性群体比例为 29.22%，而男性为 23.29%，女性高于男性；休闲时间 1~3

小时、3~5 小时和 5 小时以上的男性群体比例分别为 47.95%、16.44%和 12.33%，女性群体比例分别为 
 

 
Figure 1. Available and expected leisure time of Yinchuan residents 
图 1. 银川市居民休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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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0%、14.94%和 9.74%，男性均高于女性，以上情况表明，男性群体休闲时间明显长于女性群体，与

一些学者的研究类似[5]，均存在性别差异。 
人在闲暇时间中的一个重要行为就是参与休闲消费，休闲消费的高低能直接反映城市居民的休闲生

活水平以及其对休闲行为的认同程度和价值观，银川市休闲消费见图 2。 
约 32.67%的居民每月实际休闲花费在 500 元以下，而每月实际休闲花费在 501~1000 元的居民约为

39.67%，每月实际休闲花费在 1001~1500 元的居民约占 17.33%，每月实际休闲花费在 1501~2000 元和

2001 元以上的居民共只约占 10.33%。在愿意支出的消费支出额度中，大约有 28.33%的居民每月愿意支

出休闲花费在 500 元以下，而每月愿意支出休闲花费在 501~1000 元的居民为 43%，每月愿意支出休闲花

费在 1001~1500 元的居民占 18%，每月愿意支出休闲花费在 1501~2000 元和 2001 元以上的居民共约占

10.67%。综上可知，银川市居民实际消费支出与愿意支出的额度没有明显差异，休闲花费支出相对合理，

表明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观念比较理性。对比分析被调查居民的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总体上收入水平决

定了消费水平，将休闲消费与银川市当地人均收入相比较，2013 年上半年银川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6080 元，农民人均现金收入 3080 元[6]，部分居民休闲消费的期望值显得过高，但反映了对休闲的向

往。若想居民休闲消费带动银川市休闲产业发展，一个前提是居民具有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其落脚点在

于提高当地居民收入。 

3.2. 休闲场所及休闲满意度 

休闲场所即休闲空间，休闲空间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7]-[13]。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各种休闲活

动设施建设的投入较为可观，为居民的休闲生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活动场所，银川市休闲场所分布见图

3。 
从图 3 来看，街道、商场、超市或夜市，网吧、酒吧、桑拿、舞厅等分布较广，分别占 60.67%、44.68%，

大部分居民可享受到这部分资源，但图书馆、博物馆等有教育意义的场馆或风景区、公园、广场、绿地

的分布较为短缺，说明银川市休闲设施、场所结构布局不太合理，仍需加大投入与科学合理的规划。 
居民对休闲生活的感受和满意度，不仅反映了社会提供的闲暇生活的物质水平，还反映出人们对休

闲生活的需求程度，以及居民休闲生活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衡量一个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

休闲能够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且是预测社会满意度的一项重要指标[14]-[24]。银川市居民满意结果见

表 1。 
 

 
Figure 2. Leisure expenditure of Yinchuan residents 
图 2. 银川市居民休闲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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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places 
   图 3. 休闲场所分布 

 
Table 1. Residents’ leisure satisfaction 
表 1. 居民休闲满意度分析 

 非常满意 
(5分) 

基本满意 
(4分) 

一般 
(3分) 

不满意 
(2分) 非常不满意(1分) 平均分 

设施质量 9 135 133 22 1 3.43 

设施多样化 8 113 123 55 1 3.24 

方式多样化 11 92 148 45 4 3.21 

休闲服务水平 6 87 164 36 7 3.16 

场所管理水平 10 91 152 40 7 3.19 

离住所距离 12 111 129 41 7 3.27 

休闲时间 15 87 129 65 4 3.15 

休闲花费 4 78 152 57 9 3.04 

 
根据表 1，居民对银川市休闲设施的质量、设施多样化、方式多样化、休闲服务水平、场所管理水

平、离居住地距离、休闲时间及休闲花费满意度均比 3 分略多，其综合平均数为 3.21，说明居民的休闲

满意程度一般，银川市休闲条件不能够满足居民的休闲要求。居民休闲满意度直接反映着居民的幸福度

(happiness)及生活质量(QOL)水平[18]，银川市居民休闲满意现状迫切要求有所改变，为银川市发展休闲

产业及建设休闲城市提出挑战与机遇。 

3.3. 休闲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关于休闲活动的约束研究有很多[25] [26] [27] [28]。根据调查显示，银川市有约 67.67%的居民由于

“工作紧迫，时间不充裕”的因素阻碍了休闲活动，约 45.67%的居民是因为“经济条件限制”而阻碍了

休闲行为，25%的居民没有进行休闲行为是由于“没有合适的休闲场所”，有约 22.33%的居民由于“没

人陪”的因素阻碍了休闲活动的实施，约 20.33%的居民因为“休闲产品价格”的因素阻碍了休闲行为，“心
情因素”和“没兴趣”分别约占 18.67%和 11.67%，其他因素占的比例较小，详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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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Influence factors of leisure behavior 
图 4. 休闲的影响因素 

 
由以上数据可知：(1)个体社会经济因素在居民休闲生活中起着决定性因素，居民闲暇时间的多少、

个人经济条件和休闲产品价格直接决定着居民休闲方式的选择，个人闲暇时间的多少影响度为 67%，个

人经济条件影响度约为 45.67%，休闲产品价格影响度为 20.33%。 
(2)休闲场所因素在居民休闲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休闲条件的好坏是居民在选择休闲方式过程中考

虑的较为重要的因素。合适的休闲场所影响程度最高，约为 25%，休闲场所离家远近影响程度次之，约

为 17.67%。这表明，合适的休闲场所和休闲场所的远近会在居民选择休闲方式时起着关键性的影响。 
(3)个体健康及心理因素在居民休闲行为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个人因素是居民是否参与休闲生

活和选择什么样的休闲方式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自己的心情影响程度最高，约为 18.67%，自己的兴趣爱

好影响程度次之，约为 11.67%，自己的休闲意识影响程度排第三，约为 7.67%，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影

响程度最低，为 7%。由此可知，居民对休闲方式的选择最根本的动机是出于心情的好坏和个体兴趣爱好。 
利用 SPSS17.0 统计分析软件对个人基本因素与休闲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因此可以看出职业类型与日常休闲时间实际值与期望值均具有相关关系；月均收入及居住年限与月

休闲消费实际值与期望值均具有显著相关关系。根据月均收入与休闲消费实际值进行交叉表[4]分析，月

均收入在 1000 元以下的居民中有 42.5%的人每月休闲花费为 500 元以下，月收入 1001~2000 元的居民中

有 45.6%的人每月休闲花费为 500 元以下，月收入在 2001~3000 元和 3001~4000 元的居民月休闲花费在

500~1000 元的分别占 43.4%和 33.3%，银川市居民月均休闲花费多集中在 500~1000 元，而且月收入越高

月均休闲花费越高，深刻影响着休闲行为。 

4. 银川市休闲城市建设 

根据吕宁[29] [30]所建的休闲城市评价模型，银川市城市休闲发展程度较低，没有将物质和财富较好

地转化为培育休闲市场、挖掘休闲文化、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动力，银川市需要继续完善城市休闲系统

和城市的休闲功能，被自然环境所抑制的居民休闲意识较强，城市休闲供给和系统建设较落后，需普及

休闲概念[9]。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及银川市休闲发展现状，同时结合《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 年)》
及国内外经验[30]-[35]，针对银川市建设休闲城市，需做到以下方面： 

1、全面贯彻落实《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制订休闲城市发展规

划，加强对银川市居民日常休闲及外来游客的休闲行为研究工作，积极推动休闲城市建设； 
2、保障当地居民休闲时间及休闲机会。调查显示，银川市居民对自己实际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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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ersonal factors and leisure behavior 
表 2. 个人因素与休闲行为相关性分析 

 日均休闲时间 期望日休闲时间 月均休闲消费 月愿支出花费 

性别 −0.06 −0.037 −0.106 −0.089 

年龄 −0.092 −0.001 −0.077 0.114* 

受教育程度 −0.134* −0.093 0.033 0.095 

职业类型 0.219** 0.169** −0.013 −0.077 

月均收入 −0.074 0.003 0.295** 0.243** 

居住年限 −0.041 −0.016 0.153** 0.111* 

注：*表示在 0.05 水平呈显著相关；**表示在 0.01 水平呈显著相关。 

 

不十分满意，需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鼓励相关单位引导职工灵活安排全年休假时间，尤其要

保障一些特殊职业从职人员的休假机会； 
3、推进休闲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专门休闲区域。调查显示银川市居民居住地周围主要的休闲场所空

间布局不够合理，因此，居住区的规划应考虑居民的休闲需求，重视配套休闲设施的建设，在银川城市

规划及发展中尤其应注重社区尺度的基本休闲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城市休闲公园、休闲街区、环城市游

憩带建设，营造居民休闲空间。加强公园绿地等公共休闲场所保护，加快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建设。近

期考虑银川市特殊区域的“慢城”或“慢生活区”建设； 
4、加强休闲产品开发与活动组织。开发城市居民喜闻乐见的都市休闲、城市观光、文化演艺、科普

教育等旅游休闲项目，开发旅游演艺、康体健身、休闲购物等旅游休闲消费产品，满足外来游客的个性

化旅游需求； 
5、提升休闲服务质量。制定休闲服务规范和质量标准，健全休闲活动的安全、秩序和质量的监管体

系，完善居民休闲质量保障体系。加强培训，提高休闲场所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和志愿者无障碍服务技

能； 
6、普及休闲概念，加强居民休闲意识。在保障居民休闲时间及消费水平的基础上，引导居民对休闲

氛围的塑造，加强居民休闲意识的培养。 

5. 结论与展望 

论文旨在通过对银川市居民日常休闲行为的初步研究发现当前银川市休闲发展现状及居民日常休闲

需求特征，同时结合《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 年)》的基本要求，提出银川市休闲城市建设的未来

方向，不仅对银川市城市规划建设提出了科学依据，也为宁夏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的突破方向提供了参

考，同时为西部城市休闲及居民休闲行为研究增添一笔。当然，论文还有许多不足，对于城市休闲建设

方面还需考虑外来游客及相关行业专业人士的建议或意见，期望在今后研究中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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