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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休闲体育现状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Ξ

胡笑寒 ,毛雅萍
(上海大学 ,上海 201800)

摘 　要 :在全民建设和谐社会的时期 ,休闲体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比较中国与澳大利亚休闲体育的项

目、人口参与和消费等情况 ,探析中澳形成差异的原因 ,并对中国休闲体育的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 :休闲体育 ;中国 ;澳大利亚

Differences of Leisure Sport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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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Leisure sports is play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period of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essay

will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from sport items , people attendances and consumptions , in order to giv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spor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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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多年前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 :

休闲是通往幸福的大道 ,休闲给精英社会中的人们

以发展智力、探求灵魂和寻找生命中真正快乐的机

会。21 世纪 ,在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日渐上升的

时刻 ,休闲体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可

以促进个体的生活健康、满足个体的精神需要 ,更可

以有效端正国民的人生态度、充实国民的文化生活。

为了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休闲

体育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理念 ,因

为它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 ,更是一种教育手段、一

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载体和一种财富基石。休闲

理念在西方研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 ,澳大利亚作为

崇尚休闲体育的国家之一 ,与我国休闲体育的发展

状况有何异同 ? 这些异同由何种原因产生 ? 我国是

否可以从中获取一些经验来寻求新的发展视角 ? 这

将是笔者要探讨的问题。引用的澳大利亚数据来源

于澳大利亚统计局 200522006 年统计数据[1 ] 。

1 　休闲体育的内涵

从一般意义上讲 ,休闲活动是指非劳动及非工

作时间内以各种“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调节与放

松 ,达到生命保健、体能恢复、身心愉悦的目的的一

种业余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 ,不同的时期赋予休

闲不同的概念和意义。现在 ,休闲已然是一个国家

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 ,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 ,是

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休闲体育作为

“人类着力建造的美丽的精神家园”,就是人们在余

暇时间里用各种方法、各种手段进行身心锻炼 ,开展

多种形式、多样内容的身体娱乐和消遣活动 ,它通过

时间和精力的消耗来调节身心 ,得到身体和心灵双

重的放松和舒适 ,并把它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社会的

交往方式和交际手段[2 ] 。

2 　中澳休闲体育的比较

虽然休闲体育是人类普遍需要和从事的娱乐活

动 ,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社会背景、人们思想

意识等诸多因素都存在着差异 ,导致休闲体育在不

同国家也有着不同的发展情况。

211 　中澳休闲体育项目的比较

澳大利亚人酷爱运动 ,尤其热爱耐力考验 ,西方

人热情豪放的个性也决定了他们休闲体育的方式是

以冒险激进、竞技刺激的项目为主 ,目的在于舒展筋

骨 ,追求感官刺激 ,张扬人的个性[3 ] 。在澳大利亚这

样一个运动盛行的国家 ,多种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

都是首屈一指的。澳式足球、橄榄球、英式足球都是

讲求速度、技巧、竞技和刺激的运动项目 ,澳大利亚

也强调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开展户外运动 ,滑雪、探

险、游泳、钓鱼、冲浪、滑翔等 ,满足现代人回归自然、

返璞归真的渴望。

中国五千年的大陆文明和以厚重血缘维系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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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会 ,使得东方民族崇尚中庸、协和与乐生。传统

儒家思想主张卧游、神游 ,于怡情养性中兼求养生 ,

中国的休闲体育方式简便易行 ,对场地要求不高 ,不

需要过多的资金投入 ,不注重活动的强度和运动负

荷。散步、象棋、围棋、气功、书画、太极等中国传统

体育项目经久不衰[4 ] ,21 世纪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

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使西方一些激烈竞

争的休闲体育项目逐渐被我国人民接受和喜爱 ,我

国的休闲体育形式逐渐开始走向多样化。

由此可见 ,中澳休闲体育项目表现为外张和内

敛的差异 ,澳洲以刺激的竞技项目为主 ,而中国以温

婉的修身项目为主。

212 　中澳休闲体育参与情况的比较

21211 　成年人参与情况的比较

整体来看 ,在澳大利亚 ,男女参与休闲体育的比

例基本平衡 (男性 66. 0 %和女性 65. 7 %) ;李仕丰

2005 年对我国 26 - 55 岁居民体育活动状况的研究

表明 ,成年人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男性明显高于女

性 (男性 37. 7 %和女性 26. 1 %) [5 ] 。根据年龄不同 ,

对休闲体育的参与程度有着明显的不同 ,详情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澳成年人参与休闲体育情况对比

从图 1 中不难看出 ,澳大利亚的休闲体育参与

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34 岁以后的参与率明

显开始下降 ,65 岁以上的参与度最低。而中国的参

与情况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 ,16 - 25 岁和 56

岁以上的参与率明显高于其它年龄段 ,26 岁到 55

岁的人数比例最低。

21212 　儿童参与情况的比较

澳大利亚 5 - 14 岁的儿童有 63. 5 %会在课后进

行体育锻炼 ,其中男生比女生多 (68. 9 %和 58. 0 %) ,

9 - 11 岁的儿童参与率是最高的 ;中国 2003 年青少

年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表明 ,有 67. 7 %的孩子表示

喜欢体育 ,其中 5 - 11 岁的儿童参与率略高于 11 -

14 岁的儿童 ,男生多于女生 (79. 5 %和 75. 6 %) [6 ] 。

各年龄层儿童参与体育情况如图 2 所示。

图 2 　中澳儿童参与体育情况对比

相比之下 ,中国儿童体育人口率较澳大利亚略

高 ,但两国参与趋势基本相似 ,呈拱状发展趋势 ,9 -

11 岁的儿童参与率略高 ,由于这个年龄层段的儿童

基本对体育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也有相对较多的自

由时间进行身体锻炼 ;不同的是 ,澳大利亚的儿童从

事体育的途径是由学校、俱乐部或是协会等机构组

织的 ,中国的儿童基本以自己玩乐或家长指导为主。

21213 　残疾人参与情况的比较

据 2004 年统计 ,澳大利亚有 314. 7 万残疾人

士 ,其中有 92. 72 万成年的残疾人至少参加 1 项休

闲体育运动 ,占全部成年残疾人的 27. 4 % ,其中步

行和游泳者居多 ;据李之俊等人在 2002 年针对残疾

人体育现状的调查表明 ,中国的残疾人口约 6 000

万 ,其中的体育人口为 21. 9 % ,大多以做操、跑步、

游泳等锻炼方式为主[7 ] 。

图 3 　中澳残疾人参与情况的异同

由图 3 可以看出 ,我国残疾人口虽然在全世界

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但是残疾人口中会从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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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锻炼的人却远远不及澳大利亚 ,而且据统计 ,澳大

利亚残疾人平均每天的锻炼时间为 5 h16 min ,而中

国每次锻炼超过 1 h 以上的人仅占 6. 3 %[7 ] 。从运

动的方式上来看 ,步行和游泳是中澳残疾人最多参

与的项目 ,不同的是 ,澳洲的体育项目还有女性的瑜

伽、有氧健身、舞蹈和男性的高尔夫、自行车、地滚球

等 ,而在中国其他难度较大或需要专人辅导的体育

项目则比较少。

213 　中澳休闲体育消费情况的比较

体育消费是为了满足居民个人生活和健身需要

而消耗的体育实物产品、体育劳务产品和体育信息

产品的总和。澳大利亚 2003 - 2004 年家庭消费调

查表明 ,居民每周的消费额为 886. 63 美元 ,其中在

休闲体育方面的消费额为 15. 7 美元 ,占每周总消费

额的 1. 8 %。纵观整个澳洲家庭消费情况 ,每年 6

332. 5 万美元用于体育和休闲产品与服务 ,其中 3

053. 3 万 (48 %)用于运动设备 ,2 831. 5 万 (占 45 %)

用于服务 ,447. 7 万 (占 7 %)用于交通工具。

据 2002 年欧阳柳青的研究表明 ,我国居民 2000

年的人均体育消费额为 78. 5 元 ,而且这一体育消费

水平基本上保持在体育的实物消费水平上 ,如购买

运动服和简易的体育器材用具 ,用于体育劳务消费

的支出比例很低 ,在体育参与者中仅有 8. 6 %的人

有到经营性或组织性的体育场所去进行体育消费的

意向[8 ] 。

相比之下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存

在着极大的差异 ,而且澳大利亚的消费注重在信息、

服务和参与等方面 ,我国的消费还停留在服装和简

易器械的实物消费方面 ,这种状况与我国体育产业

的地位和居民的消费水平有关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

家的体育产业 ,总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 GDP) 的

1 % - 1. 5 % ,而中国体育产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0. 3 % ,这也极大影响了我国居民对体育产品

和服务的消费状况。

3 　中澳休闲体育产生差异的原因探析

休闲体育的兴起和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

休闲学的研究决定休闲体育的发展基础、国民民族

性决定休闲体育的参与方式、思想意识决定休闲体

育的参与程度 ,这些原因都会影响休闲体育发展和

消费现状。

311 　中澳对休闲学研究的差异

西方对休闲的认识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古

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随后也有许多学者对休闲的模

式和演变等进行了研究 ,涉及到了哲学、宗教、神学、

文化、科学、科技等学术领域 ,1899 年美国学者凡勃

伦发表了“有闲阶级论”,提出休闲已经成为一种社

会建制 ,从而形成了休闲学科体系。澳大利亚作为

西方国家 ,对于“休闲时代”有更多的感受 ,他们对于

休闲的研究起步也比较早 ,研究的问题涉及休闲的

各个方面 ,目前的研究相对集中在休闲教育和休闲

产品与服务开发方面。

在我国 ,虽然与休闲类似意义的“自在”一词在

晚明时期多有使用 ,但真正意义上的休闲研究出现

在当代。1983 年 ,于光远提出玩的艺术 ,2001 年马

惠娣发表了“休闲问题理论探究”一文 ,对休闲本质

和休闲传统进行了探讨。我国虽有学者开展过休闲

体育现状的研究 ,但是这些调查互相独立 ,结果难以

互相参照 ,难以对我国休闲体育得出整体性的结

论[9 ] 。所以说 ,我国对休闲这一概念接触的较晚 ,尚

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休闲体育概念及理论体系 ,现

有的研究只是以休闲体育行为的描述为主 ,没有立

足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对我国休闲体育产品和服务体

系进行全面深入研究 ,这种状况对于指导我国的休

闲体育非常不利。

312 　中澳国民性的差异

中西方民族所处文化生态环境的不同导致了其

国民性的不同。首先 ,澳大利亚的海洋文明和工商

社会使他们养成了动态性格和冒险勇进的民族个

性 ,这种动态性就决定了休闲体育的方式倾向于急

速和激烈 ;其次 ,西方人崇拜的自然物乃太阳神 ,因

此在其文化精神上显现出积极、主动、热烈、奔放的

特征 ,他们专注于通过休闲体育追寻热烈的感官享

受 ,获得以自我为主体的人格意识 ;再次 ,澳大利亚

等西方国家信奉天人分离和主体对峙 ,因此他们走

着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道路 ,在休闲体育上便出现

了剧烈竞争的体育竞技活动。

相比于西方国家 ,中国的国民性有着截然不同

的表现。首先 ,中国的大陆文明和农耕社会使中国

人形成了静态性格和稳健内敛的民族个性 ,中华民

族“越闲越见清高”的情趣便决定了我们的休闲体育

趋向于舒缓和柔和 ;其次 ,中国人崇拜月亮神 ,其文

化精神便显现出被动、恬淡、与世无争的特点 ,他们

专注于通过休闲体育在茫茫宇宙中寻找一种飘然惬

意 ,获得心灵的慰籍 ;再次 ,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 ,把

自己融入自然中和谐共处、调试身心 ,因此休闲体育

的目的也不过是依山傍水的欣赏和依恋。

313 　中澳人休闲意识的差异

澳洲人认为休闲是人生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 ,

15 岁以上青少年和成年人的一日活动中 ,睡眠时间

占三分之一以上 ,看电视或录像、社交娱乐近三分之

一以上 ,电脑游戏时间日益增多。假期中 ,澳洲人或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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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老家走亲访友 ,或去乡下海滨度假 ,有的开车旅

行 ,有的去别墅居住。平日里也有很多娱乐活动 ,邀

请朋友在自家花园里面烧烤 ,或是去乡间野炊 ,都是

澳洲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根据 2002 年联合国

《人类发展指数》,按照生活的普遍质量 ,澳大利亚排

名为世界最佳居住国第 5 位[10 ] ;

在我国 ,长久以来 ,很多人认为体育就是玩乐 ,

并没有把体育与精神作用等联系起来 ,几千年的儒

家文化熏染 ,造成重文轻武的心理传统。在我国没

有参加体育锻炼的人中 ,有 69 %的人是因为没有时

间 ,59 %的人是没有精力 ,52 %的人因为没有运动的

动机 ,说明人们并没有正确摆准体育的位置 ,更没有

意识到体育的重要。

314 　中澳体育引导方式的差异

澳大利亚的学校将体育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

起 ,学校会组织不同运动队伍参与学校之间或是州

之间的体育竞赛。孩子们处于父母、老师和教练的

鼓舞之下 ,势必要在体育竞赛中表现出色 ,表现不好

的孩子会被同伴轻视 ,而表现出色的孩子们会被体

育俱乐部相中而培养。在澳洲 ,三分之二的孩子在

11 岁的时候便加入了俱乐部 ,几乎一半的人为注册

体育人口。

我国从古至今 ,受到传统儒家重文轻武思想的

影响 ,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以书本的知识为主 ,从小

孩子们就被告知要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 ,在

学校老师和课业给孩子很多压力 ,余暇时间也会被

家长管制 ,继续学习知识。孩子们没有自己的时间

从事体育锻炼 ,家长也没有形成正确的意识指导孩

子进行锻炼。

315 　中澳居民休闲体育消费能力的差异

体育商品化是世界体育发展的大趋势 ,自从人

类进入 90 年代以来 ,体育和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已经

形成全面结缘的局面 ,市场经济有着旺盛的开发欲

望和竞争需求 ,在国外 ,体育产业早已成为国家支柱

产业之一 ,在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日常生活中用于休

闲体育消费的开支通常占整个社会消遣和娱乐消费

的 30 % - 40 %。在澳大利亚 ,随着家庭平均周消费

的上涨和家庭数量的增加 ,从 1998 年至 2004 年 ,澳

洲家庭每年在体育相关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从 4

784. 9 美元上升至 6 171. 2 美元 ,国外人们对体育的

消费直接反映了人们对休闲体育的积极态度。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体育产业和人民群

众的休闲体育消费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居民对休闲

体育的消费支出只占年平均收入的约 1. 7 % ,家庭

对休闲体育的消费额仅有 200 - 300 人民币 ,这说明

主观上人们对休闲体育重要性的认识明显不足 ,客

观上也反应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休闲

体育的发展状况 ,研究资料显示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

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低于 50 % ,娱乐型消费可呈现

持续增长的态势 ,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我国仍

有 18. 5 %的人口消费能力不足 1 美元 ,这种经济发

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休闲体育发展和居民休闲体育消

费的不平衡 ,再加上我国休闲体育缺少必要的组织

和安排、无有关专门人员的科学指导、缺少进行活动

的场地和设施等等 ,从而阻碍了人们投身休闲体育

活动的大潮。

316 　其他方面的差异

31611 　中澳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

澳大利亚被誉为世界休闲运动的殿堂。首先 ,

澳大利亚气候怡人、冷暖适中 ,为休闲体育的展开创

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 ,澳大利海岸线长达 3. 6

万公里 ,管辖海域面积达 1 600 万 km2 ,80 %的澳洲

人居住在距离海岸 50 km 以内的海岸带 ,与海洋相

关的休闲体育活动开展极为广泛 ;再次 ,澳大利亚具

有丰富的地理和自然资源 ,大量的沙漠、荒地、河流 ,

也是澳大利亚人锻炼和休闲的天然场所。

中国在气候方面与澳洲相比 ,内陆四季分明、冬

冷夏热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户外休闲体育活动的进

行 ;资源方面 ,中国同样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湖泊、森

林、山地面积都很富饶 ,只要适时加以开发利用 ,会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水上、野营、徒步等多种体育项

目的开展。

31612 　中澳国家政府支持和资助的差异

澳大利亚政府对本国的体育运动高度重视 ,从

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给与支持 ,2000 - 2001 年澳政府

体育与休闲活动投资 21. 24 亿美元 ,中央政府 1. 989

亿美元 (9 %) ,州和大区政府 8. 752 亿美元 (41 %) ,

地方政府 10. 501 亿美元 (49 %) ,政府财政人均 110.

21 美元。健身中心和体操馆、体育休闲道路设施、

体育运动管理和组织机构、体育健身俱乐部、体育团

队和服务等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政府资金、赞助

和筹款等方式的支持。

在我国 ,对体育产业的重视程度相对比较不普

遍。60 %以上的国有资产主要集中于全国 17 %的

发达城市 ,经济总体水平低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性直接制约着体育休闲娱乐的发展程度 ,主要表现

为体育设施缺乏和体育活动展开能力有限 ,在地域

和空间特征上 ,城市明显优于农村 ,东部沿海发达地

区明显优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等。一些经济欠发达

地区自身积累能力有限 ,体育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

金投入严重不足 ,严重影响了居民参与体育健身的

兴趣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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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1 世纪初中国休闲体育发展的趋势和建议

411 　中国休闲体育发展的趋势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不难看出 ,我国的休

闲体育产业发展状况相比于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

家来讲 ,明显处于劣势的地位 ,但是我国休闲体育的

前景相当可观。

41111 　经济发展为休闲体育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我国经济近年来连续以 8 %左右的速度增长 ,

国民生产总值已突破 6 万亿大关 ,人均年收入仅 3

000 元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的恩格

尔系数逐年下降 ,表明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

量有显著提高 ,消费方式也从生存消费向发展消费

和享受消费过渡。

41112 　余暇时间是从事休闲体育的根本保障

由于工时制度的改革 ,每星期实行五天工作制

和社会服务系统的发展 ,家庭劳动自动化程度的提

高 ,家庭结构的变化等因素 ,使得人们的余暇时间大

大增加 ,而且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 ,很多年轻人喜欢

夜生活 ,因此 ,从事休闲体育在时间上是完全有保障

的。

41113 　人们对休闲体育的了解日益加深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 ,人

们对休闲体育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 ,收看电视体育节

目的人数位居世界首位 ,说明大众对体育的热爱程度 ,

加上现在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为了种种目的投身到体育运动中去 ,那么寓娱乐和健

身为一体的休闲体育便是人们最好的选择。

41114 　潜在活动人数呈增长趋势

21 世纪以后 ,我国的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将发

生很大的变化 ,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普及和科技

水平的提高 ,农村劳动力的不断解放 ,剩余劳力大量

涌入城市 ,使得城市人口大量增加 ,也使上班族的结

构得到了调整 ,相当一部分人转入第三产业或其他

产业 ,使得可能从事休闲体育的人数大大增加。据

有关专家分析 ,到 2010 年我国体育人口将增加到全

国总人口的 40 % ,这势必对休闲体育的发展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11 ] 。

412 　对中国休闲体育发展的建议

41211 　积极开展休闲体育的学术研究

借鉴西方国家对休闲体育理论和系统的研究 ,

通过学校的教育和大力的宣传 ,培养出一批休闲体

育的专业人才 ,尤其是经营的人才 ,以便拓展我国休

闲体育的规模和发展。

41212 　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户外运动资源

在合理开发利用户外运动场所的同时 ,也要注

重环境和生态的保护 ,维护人类和自然持续协调的

可持续发展 ,休闲体育在现实社会也肩负着环境保

护的重任。

41213 　逐步完善休闲体育的消费和服务体系

通过宣传正确引导人们的休闲体育需求 ,培养

大量的指导人员 ,并建设足够的休闲体育设施以满

足人们的需要 ,为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体育意识 ,并

保证休闲体育的科学性。

41214 　加大对特殊人群的关注

我国针对残疾人、智力缺陷人群等特殊人群的

休闲体育活动研究相当少 ,这些弱势群体更应该得

到社会的关注 ,而休闲体育对于他们有着更为重要

和特殊的意义。

41215 　制定相应的体制规范

尽快制定与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相适应的体育

产业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来规范体育产业和体育市

场的行为 ,地方和各级部门应重视群众性体育活动

的组织和开展。

综上所述 ,我国的休闲体育现状虽然存在着不

足和缺陷 ,但是更有着光明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只

要政府加强宣传、增加必要的投资 ,再加上社会各界

的大力扶持 ,休闲体育的未来必定无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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