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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公布

从 2025 年起 法定节假日增加两天
《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

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及 2025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12 日公布。 就社
会各方面关心的问题，有关方面负责
同志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此次修改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答：《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

法》制定以来，先后于 1999 年、2007
年、2013 年进行修订。 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服务业比
重不断上升，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客
观上为增加假期时长提供了基础，也
相应提出了要求。 同时，广大人民群
众对于增加假期的呼声也十分高涨，
近年来相关部门通过全国两会提案
建议、网络媒体、专题调研等多种渠
道，广泛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建议，为
修改放假办法作好准备。 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专门作出部署。

问 ： 此次修改的总体考虑是怎
样的？

答：优化节假日安排，涉及历史
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产业
结构变化、全社会劳动效率、群众休
息休闲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直接关系
每个人的休息和每个单位的运行，不
同群众、不同方面的诉求不尽相同，
需要统筹考虑，求得全社会“最大公
约数”。 这次修改，主要有以下考虑：

总体稳定。 多年来，我国形成了
长短假期搭配、 传统节日放假兼顾
考虑的假期安排格局， 宜渐进式优
化节假日放假安排， 保持经济社会

有序运转。
适度增加。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优化节假日安排
首先要考虑满足群众休息休闲需要，
还可以通过休闲时间的增加“充电”

“加油”，推动提高生产效率，并扩大
消费、推动服务业发展。

优化结构。春节、劳动节、国庆节
等长假和中长假，是群众探亲出游的
高峰，要在增加的假期中优先充实和
保障，并统筹考虑其他短假期，尽可
能给群众更多的出行和休假选择。

顺应民意。 广泛收集、多方听取
群众意见和诉求， 认真研究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等意见建议，努力让放
假安排更好回应社会各方面诉求和
呼声。

问：修改后的我国节假日总体情
况是怎样的？

答：修改前我国全体公民放假的
节日是 7 个，共放假 11 天。此次修改
后，7 个节日共放假 13 天。 其中，春
节 4 天（除夕至初三），通过调休放假
至少 8 天，较原来增加 1 天；国庆节
3 天（10 月 1 日至 3 日），调休形成 7
天假期； 劳动节 2 天（5 月 1 日、2
日），调休放假 5 天，较原来少调休 1
天；元旦、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各
1 天，除逢周三外，结合与相连周末
调休，形成 3 天假期。

问：此次修改有哪些关键点？
答 ：这次修改，主要体现在五

方面。

假期总量增加。 全体公民放假
的假日增加 2 天，即农历除夕、5 月
2 日， 放假总天数由 11 天增加至
13 天。

除夕纳入放假。 近些年，除夕主
要靠调休或者灵活休假进行保障。除
夕是全体中国人特别看重的传统节
日， 此次将除夕纳入法定节假日，通
过制度化方式保障群众更好团圆过
年，更好享受传统节日。

春节假期延长。增加后春节放假
4 天（农历除夕、正月初一至初三），
放假调休 8 天。 在除夕逢周五时，与
周末顺连还可实现放假 9 天， 例如
2027 年。 春节时间延长且更加固定，
大家能更好地安排探亲休假。

五一调休减少。“五一” 季节较
好、适宜出游，假期增加到 2 天、加上
2 天周末，只需要调休 1 天即可形成
5 天假期。

明确调休原则。 多年实践中，形
成了较为固定的调休原则。此次将调
休原则进行明确和公布，可以进一步
稳定各方面预期，群众可以对照原则
自行规划安排未来假期。

问：大家对调休十分关注 ，请问
调休是怎样安排的？

答：我们注意到，当前各方对是
否调休意见不一。 客观地看，调休在
保障居民探亲、旅游休闲等需求方面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同时也
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此次结合增
加法定节假日天数，对调休安排作了

尽可能的优化。
明确调休原则。除个别特殊年节

外， 春节自农历除夕起放假调休 8
天， 国庆节自 10 月 1 日起放假调休
7 天，劳动节放假调休 5 天，元旦、清
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分别放假调休
或连休 3 天（如逢周三则只在当日放
假）， 国庆节放假如逢中秋节则合并
放假 8 天（2025 年、2028 年就是这
样）。

优化调休安排。 办法明确，全体
公民放假的假日，可合理安排统一放
假调休。 除个别特殊年节外，法定节
假日假期前后连续工作一般不超过
6 天。

问 ：对于优化节假日安排 ，下一
步有哪些工作考虑？

答 ：优化节假日安排，涉及经济
社会方方面面，涉及企业群众生产生
活安排，需要统筹谋划、有序推进。相
关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协同落实节假日高速通
行免费政策、铁路民航增加运力等工
作，引导有关企事业单位合理安排生
产经营活动，确保相关政策平稳顺利
落地。 特别是，积极推动带薪年休假
制度进一步落实，让群众在法定节假
日之外，通过年休假实现更加充分和
灵活自主的假期安排。 同时，相关部
门也将密切关注人民群众诉求，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不断推进节假日
安排更加科学合理，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⑩1

政策催热消费市场 实体商业加速入局
———透视“双 11”消费新动向

“政策+平台” 双轮驱动激发消
费活力，从“井喷式买买买”到“消费
更有松弛感”，更多实体商家加速入
局……走过 16 年的“双 11”， 成为
观察消费新动向和经济脉动的一扇
重要窗口。

以旧换新激活消费动能
“家里空调用了很多年， 这次

‘双 11’ 促销补贴加上国家以旧换
新政策，价格非常合适。 ”在天津一
家京东 MALL 超级体验店内， 市民
高先生选购了一台标价 4800 元的
空调， 叠加多重补贴后， 到手价仅
3600 多元。

四川、上海、湖北等地对补贴品
类进行扩容，新增洗碗机、蒸烤箱、
空气净化器等产品；浙江、安徽、河
南等地将大部分家装厨卫和居家适
老化改造产品纳入补贴政策范围；
京东、天猫、苏宁等多个平台开展家
电以旧换新优惠活动……

今年“双 11” 首次叠加消费品
以旧换新政策， 平台优惠和政策补
贴双轮驱动， 有效激发消费市场活
力。“双 11”期间，京东平台 500 多
个家电家居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超
200%；苏宁易购门店客流增长超六
成，以旧换新销售额增长 247%。

以旧换新热，是当下消费市场显
现暖意的缩影。 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
显示，11 月中国零售业景气指数为
51.0%， 零售业三大分类指数均处于
扩张区间。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
10 月线下消费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8.2%，较上月提升 2.9个百分点。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商
务首席专家李鸣涛认为，近期，各地
促消费政策不断加码， 消费券品类
也不断拓展， 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
场景搭建成为政策支持的重点方
向，将持续驱动相关领域消费增长。

“购物车”折射消费之变
走过 16 年的“双 11”，已然成为

观察消费变化的一扇重要窗口。
从“井喷式”到“松弛感”———
从过去 11 日当天“百米冲刺”，

到如今约 1 个月的“马拉松长跑”，
曾经狂热的购物节逐渐回归松弛和
理性。

“现在消费者更看重质价比，而
不是单纯追求低价。 我们根据年轻
人喜好设计的益生菌牙膏和便携袋
装漱口水，今年‘双 11’成为店铺销
售‘爆款’。 ”口腔护理品牌参半负责
人说，不断满足和创造消费者需求，
才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

“悦己消费”渐成潮流———
多个电商平台数据显示，骑行、

露营、观演等悦己类、体验类消费受
到年轻人青睐。 远离“人从众”，“小
城热”“反向旅游”成为热词。

这个“双 11”，不少年轻消费者
涌进直播间，计划“从自己熟悉的地
方到别人熟悉的地方看看”。“我们
推出的旅游专场直播， 下单主力群
体就是 25 岁至 35 岁的年轻人。 ”
“交个朋友”直播间运营负责人说。

国货国潮“乘风出海”———
今年“双 11”，新加坡、泰国、日

本等地加入淘宝天猫境外“包邮
区”， 京东全球售新增马来西亚、泰
国两大包邮站点。包邮效应下，海外
“爆单”加速。大促刚开始，仅参与淘
宝天猫跨境包邮的商家中就有近 7
万家成交额翻倍增长。

专家表示， 中国制造全球“圈
粉”， 得益于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境
外“包邮区”再扩围，是中外企业将
“供应链”进一步转化为“共赢链”的
良好机遇。

实体商业抢滩“双 11”
日前，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大型

超市内， 记者看到多个商品被打上
“优质好价”的标签。“最近‘双 11’

搞活动， 好多东西折后比网上还优
惠。 ”消费者吴女士说。

近年来， 实体商超通过优化供
应链降低成本， 在价格上具备了竞
争优势。 和电商相比，实体商超的即
时性和服务性， 也给了消费者更多
选择和体验。

“提前预约了免费试妆服务，导
购手法很棒，挨个给我试口红色号，
对比之后买到了心仪的产品。 ”在银
泰百货杭州武林店， 市民赵女士告
诉记者，相比网购，自己更喜欢在线
下挑选商品的真实体验感。

抢抓“双 11”等重要节点，各地
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 上海举行

“进博首发新潮流”系列活动，众多
新锐品牌带来首发新品； 重庆推动

“渝味 360 碗”美食进商圈、街区、景
区，拓展餐饮消费新场景；天津推出
28 条城市 City Walk 路线， 满足游
客游览和消费需求……

“我们将继续指导各地因地制
宜开展促消费活动， 同时积极推进
首发经济，丰富服务消费供给，创新
服务消费场景， 促进商旅文体健融
合发展。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
进司司长李刚说。 ⑩1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魏一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