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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新时代，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是勤俭节约精神

教育的重要内容。例如，在发展旅游业方面，社会和个

人都应该树立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生态开发、发展旅

游 业 等 方 面 ， 社 会 应 当 考 虑 自 然 的 可 承 受 度 ， 适 度 开

发；个人应当摒弃有钱就可以任性的观念，给地球留下

一些没有人类足迹的自在空间。

（三）正确利用自由时间发展自由个性

因 劳 动 时 间 的 节 约 而 增 加 的 自 由 时 间 ， 最 终 将 在

人与人之间进行分配和享用。分配和享用是社会和个体

互动的过程，既需要社会制度为个体享用自由时间作保

障，又以个体具备享用自由时间能力为条件。对社会而

言，其责任在于不断增加自由时间的总量并以恰当的形

式让每个个体享用自由时间；对个体而言，其责任在于

超越物质层面的追求，发展健康有益的兴趣爱好，完善

个性和人格。

1、发展生产力增加自由时间总量

马克思认为，只有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个人的自

由发展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因为人的全面性是其显示

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因此，人要把自身的历史作为过

程来理解，理解这一过程，必须充分发展生产力。马克

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的逐利性为人

的发展充当了不自觉的武器，指出由于资本具有追求财

富的欲望，从而使劳动超出了满足自然需要的界限，客

观上为发展个性创造了物质条件。社会主义要体现制度优

势，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

体制，释放生产活力，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物质条件。

2、完善社会制度合理分配自由时间

马 克 思 认 为 ， 只 有 在 有 序 的 社 会 生 产 中 ， 劳 动 时

间的节约和自由时间的增加必须能自觉发挥作用。一方

面，全社会应当合理分配劳动时间。因为只有合理分配

劳动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如

果 未 能 合 理 地 分 配 劳 动 时 间 ， 将 导 致 某 种 商 品 供 大 于

求 ， “ 社 会 劳 动 时 间 的 一 部 分 就 浪 费 掉 了 ” 。 另 一 方

面，社会还应当减少无用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的节

约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过程中“包括一切无用劳

动的免除”。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应

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

积极性，提高产出效率；另一方面，应当发挥政府整体

调控功能，提高产品有效供给，减少无用的劳动消耗。

3、社会应当创造条件引导个体合理利用自由时间

马 克 思 认 为 ， 人 的 自 由 发 展 是 社 会 发 展 的 终 极 目

标。但这种自由发展还需要个体具有充分利用自由时间

发展个人才能的自觉意识。当前，社会主义生产力有了

极大提高，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为个体实现自由发展提供

了充足的物质保障。但现实生活中，部分个体不能充分

利用自由时间，发展健康有益的个人兴趣和能力，出现

了自由时间消费的异化。当前，一方面，社会上过劳死

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青少年沉溺游戏的现象也

屡见不鲜，“丧文化”成为青年群体的个性标签，“空

心病”现象也在社会上有蔓延的趋势。这些都和个体不

能正确利用自由时间相关。

不 容 否 认 ， 新 时 代 环 境 下 ， 物 质 短 缺 时 代 赋 予 勤

俭节约精神的应急特质逐渐淡去，对绝大多数人而言，

个体发展的物质约束已经成为个人发展过程中的次要矛

盾，某种程度上讲，把握自由时间的能力成为个体发展

的主要矛盾和稀缺资源。如何完善社会制度，营造奋进

的社会氛围，引导个体合理利用自由时间全面发展自己

才能，成为新时代勤俭节约精神教育的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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