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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明确休闲体育产业概念,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类比分析法对休闲体育、产业、体育产业等概念进

行层层剖析, 以社会再生产和产业关联理论为视角对休闲体育产业的内涵、外延进行分析和探讨,提出休闲体育产业

应分为休闲体育本体产业和休闲体育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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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In order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le isure spo rts industry,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concepts of le isure spo rts industry

and the sports industry associated w ith soc ia l reproduction by using them e thods o f data co llection, induc tion and deduc tion the

o ries. The author resea rches and ana lyses the in tensions and ex tensions o f le isure sports industry. Le isure sports industry shou ld

be divided into ma jor le isure sports industry and re lated le isure sport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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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  休闲体育产业 ! 为关键词在 CNK I进

行精确检索、分析, 搜索时间从 1979年 2010年,

共搜索到 75篇论文, 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休闲

体育产业进行分析、研究。但是分析发现, 其中对

休闲体育产业进行系统分析、界定还比较缺乏, 这

对于研究休闲体育产业是一大缺陷。因此本文首先

分别对休闲、休闲体育、产业、体育产业等概念进

行层层剖析, 并在此基础上, 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

 生产 消费 再生产 再消费 ! 层面, 结合产业

关联视角对休闲体育产业的内涵、外延进行分析和

探讨。

1 休闲体育产业界定原则

对于休闲体育产业的界定, 应该把握以下几个

原则: 一是要看其界定标准是否符合学理上的逻辑

关系, 即内涵与外延要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要符合

事物的本质属性; 二是要看其界定标准是否具有应

用上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即界定的目的在于应用,

对象所包含的内涵和外延应该有利于指导和推动休闲

体育产业实践的发展; 三是要看其界定标准是否有利

于与国际上其他国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

2 休闲的涵义

休闲的历史很长, 但真正把休闲放在学术层面

加以考察和研究, 并形成学科体系则只是近 100多

年的事。在这期间, 对于  休闲 ! 的认识和研究,

不同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 属于一个  动态 !
的概念。但对其研究现状加以概括、总结, 休闲的

界定大致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 1) 时间层面。从

时间的角度观察休闲是一个最基本的角度, 也是最

基本的休闲定义。从时间的角度看, 休闲是人们在

劳动和其他义务活动之余所拥有的自由时间。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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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扣除生活必需时间和工作时间后所剩余的自

由时间。 2) 活动层面。从活动角度定义休闲是在

对自由时间定义的基础上得出的, 休闲是在自由时

间内的活动或体验。3) 状态层面。从存在状态看,

休闲是一种忘我的人生最高境界状态, 是一种不需

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心无羁绊的状态。 4) 心态层面。

从心态看, 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 休闲是  心灵

感知上 ! 的自由, 是  驾驭自我的内在力量 !, 这

种休闲感的真正含义是: 休闲是一种观念, 如果个

人感觉到某种东西是休闲, 那么它就是休闲, 而不受

外界环境所控制。5) 制度层面。从制度角度来定义

休闲, 要旨在于揭示休闲的本质与工作、婚姻、教

育、政治、经济等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 1]

3 休闲体育的辨析

休闲体育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的时髦术语, 是随

着  休闲时代! 到来而衍生出来的, 是社会经济高

度发展的产物, 是一个  动态! 的概念, 属于体育

这一属概念下的种概念。

但是, 对于  休闲体育 ! 概念的理解, 由于各

自的认识角度差异, 学界至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从

分析现有的文献, 与  休闲体育! 相近的概念不少,

如, 体育休闲、体育休闲娱乐、余暇体育、闲暇体

育、体育娱乐、娱乐体育、健身体育、节日体育等。

综观现有文献关于休闲体育及其相关概念的界

定, 结合分析学界对于休闲的界定可以看出, 本文

认为  娱乐、闲暇、余暇 ! 这几个词都真包含于

 休闲!。同时通过分析关于  休闲体育 ! 概念及相
关概念的界定大体上有这样几个特点: 1) 主要用

时间和活动的范畴来规定, 把其含义确定为是在社

会劳动和维持生活必需所用时间外的空闲的可自由

支配的时间内进行的体育活动; 2 ) 将其划入大众

体育范畴, 认为是社会上人们为健身娱乐等目的进

行的业余活动; 3) 强调心理体验, 如愉悦身心以

及对人生目标、意义和价值的追求; 4) 是相对于

竞技体育而言, 没有严格的限制。综观  休闲 !、

 体育起源 ! 以及  休闲体育的相关概念 ! 以及通

过对它们之间进行比较、逻辑推理, 笔者认为:

 休闲体育! 可以包含上述的  体育休闲娱乐、余

暇体育、闲暇体育 ! 等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这

些特点与前面对于  休闲! 的界定 休闲时间、

休闲活动、休闲心态、休闲状态和休闲制度, 是一

致的。从逻辑学角度可以推论出上述概念的内涵和

外延都真包含于  休闲 ! 的涵义之中。另外, 休闲

体育研究是休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是休闲

研究的延续和发展, 它是体育这一属概念下的种概

念, 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因此, 笔者给休闲体育

下个定义, 即休闲体育是人们在可自由支配时间内,

自主选择喜好的身体活动或观赏竞技体育表演为主

要手段, 以达到愉悦身心、完善自我而进行的一种

社会活动。

4 体育产业的划分

4 1 产业的划分

简单地说,  产业 ! 是指具有某类共同特性的

企业集合。
[ 2]
某类共同特性是将企业划分为不同产

业的基准。产业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理论, 对  产

业 ! 边界的界定的立足点, 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严密

性, 还不如说是现实的可用性, 也就是说, 产业经

济学对  产业! 划分的基准 企业某类特征, 是

有选择性的, 这种选择性一般服从于以下两个经济

分析需要: 一是服从于市场关系分析需要, 二是服

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 大类部门之间、制造业各工

业行业之间, 以及行业内各中间产品之间的均衡状

态的分析需要。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产业划分方法, 是英国经济

学家阿伦 ∀费希尔在 20世纪 3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

即三大产业划分方法。将全社会的行业归纳划分为

三大产业, 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

一产业包括广义的农业 (含林业、种植业、畜牧

业、水产养殖业 ) , 第二产业包括广义的工业 (含

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 ), 第三产业就是第一、

第二产业以外行业的集合。我国于 1985也采用三次

产业划分方法, 到 2003年 5月 20日开始实施新的

#三次产业划分规定∃, 这次的划分标准与多数国家

和国际组织划分的三次产业范围大体是一致的, 这

样调整, 也有利于国际比较。

4 2 国内外关于体育产业划分

目前国内外在体育产业划分上并无统一标准。

2003年 5月 20日我国实施新的 #三次产业划分规

定 ∃, [ 3]
把体育产业划分在第三产业, 并将体育产业

与文化和娱乐业一起组成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体

育产业包括体育组织、体育场馆和其他体育三个门

类。这次产业划分基本与联合国接近, 都将体育与

文化与娱乐产业组合在一起, 符合联合国标准产业

分类的原则, 都同属第三产业范畴, 即服务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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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新的产业分类标准仍把一些明显属于体育产业

的门类划在娱乐业中, 这些产业门类如保龄球、台

球、高尔夫、跑马、滑雪等在体育产业 (尤其服务

业 ) 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而且随着消费需求多元

化, 一些新兴的休闲体育项目也会随之出现, 这样

对于体育产业的划分、统计都是不利的。这一问题

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以便在以后的分类调整

中予以修订。

另外, 我国的分类法则与许多发达国家的产业

分类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

等发达国家在体育产业的分类中, 都把体育物质产

品和非物质产品 (服务类 ) 归为体育产业进行统计。

5 休闲体育产业的界定

社会再生产总过程, 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

消费四个环节, 各个环节之间紧密联系, 相互作用,

使社会再生产周而复始地不断运行。对于休闲体育

 产业! 的界定也应该围绕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分

析、探讨。本文以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  生产 消

费 再生产 再消费 ! 这个层面对休闲体育产品的
生产与消费进行分析, 并结合产业关联层面对休闲

体育产业进行界定。

5 1 休闲体育消费层面分析

从消费经济学的角度对消费进行分析可知, 广

义的消费有两种: 一种是生产消费, 即通过消耗生

产资料 (包括原材料及辅助材料 ) 而生产出新产品

的过程, 它是直接与生产合二为一的; 另一种是生

活消费, 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原来意义上的消
费 !, 是人们每天消费已生产出的消费资料 (包括

劳务消费 ) 来满足自己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消费行

为。休闲体育消费从广义讲, 同样也存在两种形式,

即生产消费 (中间消费 ) 和生活消费 (最终消费 )。

休闲体育的生活消费是指为了满足个人生活和健身

休闲需要而消耗的各种体育物质产品和体育服务

(或劳务 ) 产品的过程。休闲体育的生产消费是指

为休闲体育服务 (或劳务 ) 市场提供生产要素或以

消耗休闲体育劳务产品或服务产品为生产要素进行

再生产的过程。从广义休闲体育消费的界定, 可以

看出休闲体育消费的研究对象是企业或人的消费行

为 (或活动过程 ), 包括休闲体育消费主体 (企业

或人 ) 和休闲体育消费客体 (体育商品 )。因此,

休闲体育消费就存在两个问题, 即消费什么和谁消

费, 回答这一问题, 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1) 消费什么 休闲体育消费客体 (体育商

品 )。

产品无非分为两类, 一是有形产品 (即物质形

态 ) 和无形产品 (即非物质形态 )。休闲体育产品

同样存在这两种形态。物质形态一下子就能看到其

颜色、形状、质量等并估计其价值, 如运动服装、

器材或体育场馆等。而非物质形态由于其是  摸不

着 ! 的, 消费者只能去感受、体验 (购买的是一种

服务或劳务 )。这类产品存在以下三种形式: 一是

各类可供人们观赏的人体运动的技术动作组合服务

产品 (包括了运动员的体能、技能、智能、心理等

方面的竞技能力组合 )。二是通过培训或自身体育

锻炼以提高机体的体能、技能、智能以及心理能力

等  再生产! 的劳务产品。三是休闲体育 (尤其是

体育竞赛观赏、体育明星 ) 所具有的社会凝聚力、

影响力, 使得一些产品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逐渐

衍生出新的产品 无形资产。各类企业就通过购

买这类无形资产, 利用这类体育产品的社会凝聚力、

影响力进入企业自身或产品宣传等。

2) 谁消费 休闲体育消费主体 (企业或

人 )。

前文分析知道, 休闲体育消费的主体为企业和

人, 至于其中的消费主体 人, 如购买运动服、

购买体育赛事门票等这类生活消费已为大家所熟悉;

又如人们或运动队租用体育场馆、器材从事训练或

比赛等。在这主要探讨另一消费主体 企业, 这

类消费属于再生产性消费, 如体育媒体通过购买体

育比赛转播权和体育明星的形象权等进行再生产。

从生产经营的角度来看, 媒体为了获得最大利润,

总以比较利益的原则寻求其再生产的投入品, 以获

取更多的媒体广告收入, 实现高效率的再生产。又

如博彩业主常买断某一体育赛事的使用权, 将其作

为生产的投入品, 实施竞猜类博彩服务。

5 2 休闲体育产业生产层面分析

从生产层面分析, 同样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

生产什么, 二是谁生产。

1) 生产什么 体育产品。

从前文消费层面分析可知, 消费产品主要有两

类, 即物质形态产品和非物质形态产品。因为生产

和消费是社会再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主要环节, 所

以上述休闲体育消费的产品, 反过来看正是休闲体

育产业所  生产什么! 体育产品。这些体育产

品也包含两种形态 物质形态 (有形 ) 和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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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 (无形 )。物质形态产品主要有运动服、体育

器材、体育场馆以及一些纯自然或经过简单加工的

天然场地或器材等等; 非物质形态产品指体育竞赛

观赏服务、体育培训服务或劳务以及赛事品牌或体

育明星的社会影响力等无形资产产品。

2) 谁生产。

回答  谁生产? ! 就必须解决好休闲体育产品

生产者属于三次产业中的范畴。任何产品的生产均

需一定的投入品, 投入品指的是生产者在其生产过

程中所使用的所有生产要素。投入品有固定投入品

和可变投入品之分: 前者指的是在所考虑的期间内

相对不变的投入品数量; 后者则是指在考虑期内可

以改变数量的投入品。生产休闲体育服务产品需要

体育场 (馆、池 ) 或体育自然资源、体育设备、体

育用品、体育服装以及管理人员、教练员、运动员

等投入品作为生产资料, 而投入品本身并不是休闲

体育产品。基于此提示: 山川、海域、雪场等是天

然产品, 属于第一产业范畴; 体育场馆等是建筑业

的产品, 体育服装、体育设备等是制造业的产品,

建筑业和制造业都属于第二产业范畴; 而休闲体育

产业产品是指劳务或服务产品以及无形资产, 属于

第三产业范畴。从产业关联理论来看, 它们是休闲

体育产业的后向关联产业。因此, 当我们在分析休

闲体育产业时, 不能简单地将休闲体育产业的后向

关联产业纳入休闲体育产业的范畴, 如若不然, 则

会导致休闲体育产品与其生产投入品混为一谈的严

重错误。

5 3 休闲体育产业的产业关联方式

产业关联的实质, 就是各产业相互之间的供给

与需求的关系。产业之间的关联, 虽然都是由供给

和需求所维系的, 但这种维系的方式却因各产业在

产业链中的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异。从前文对休闲体

育产业的  生产 消费! 分析可知,  生产与消费 !

与  供给与需求 ! 存在一致性。对休闲体育产业的

产业关联方式进行分类: 一是前向关联关系。按赫

希曼在 #经济发展的战略 ∃ 一书中的解释, 所谓的

前向关联关系, 就是通过供给联系与其他产业部门

发生的关联。显然, 当甲产业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吸

收乙产业的产出时, 对于乙产业来说, 它与甲产业

的关系便是前向关联的关系。例如, 对于休闲体育

产业来说, 它们与媒体业、博彩业及上述企业的关

联就是前向关联的关系。由于休闲体育产业所创造

的产品 (无形资产 ) 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对于媒体

业、博彩业等企业在塑造企业形象、提高销售量等

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所以媒体业、博彩业等企业就

会通过购买休闲体育产业产品 (无形资产 ) 来进行

企业经济活动。二是后向关联关系。后向关联就是

通过需求联系与其他产业部门发生的关联。按此定

义, 当丙产业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向乙产业提供了产

出, 则对于乙产业来说, 它与丙产业的关系便是后

向关联的关系。如对于休闲体育产业来说, 它与体

育用品业、体育建筑业等的关系就是后向关联的关

系。由于休闲体育产业的开展需要以体育场地、设

施、体育器械等为前提, 反过来说, 加大体育用品

业、体育建筑业等的前期投入是休闲体育产业开展

的基础。

总之, 以生产、提供休闲体育服务和劳务产品

的企业集合来界定休闲体育产业, 符合产业经济学

和逻辑学原理。当休闲体育产品进入市场形成商品

属性时, 休闲体育服务产品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

随着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将衍生出无形资产,

其价值实现途径是休闲体育服务产品及其无形资产

的交换价值。休闲体育产品与生产休闲体育产品的

投入品是有本质区别的, 不能将投入品视为休闲体

育产品, 更不能将生产这类投入品的产业部门划入

休闲体育产业的范畴, 它们应是休闲体育产业的后

向关联产业。媒体业、博彩业以及其他生产企业是

休闲体育产品及其无形资产的重要消费主体, 这些

产业部门是休闲体育产业的前向关联产业。当我们

在研究休闲体育产业发展问题时, 休闲体育产业与

其前向关联产业、后向关联产业之间的变动规律、

市场交换方式与特征以及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是

非常重要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可通过以下产业链各

行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产业关联的方式及市场的交

换方式流程图体现
[ 4]

(见图 1、图 2)。

综合分析产业的划分、休闲产业、休闲体育产

业及其相近的概念的研究现状、休闲体育产品的界

定以及休闲体育产业的产业关联方式。我们把以提

供体育竞技表演、体育健身娱乐、体育培训和咨询、

体育中介等服务或劳务产品的部门, 称为休闲体育

本体产业; 把以为休闲体育产业提供体育生产要素

的部门 (如制造业、建筑业等 ) 或吸收休闲体育本

体产业产品 (无形资产 ) 作为其生产要素进行再生

产的部门, 称为相关产业, 即休闲体育本体产业的

前后关联产业。另外, 本文在前面分析国内外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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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分类时, 发现国内外在休闲体育产品外延的界

定上存在着差异 是否包含实物产品, 这就决定

着休闲体育产业的范畴是否涵盖了三次产业; 而我

们在研究休闲体育产业的过程中, 其相关产业 (前

后关联产业 ) 的发展状况如何, 对于休闲体育本体

产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 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因

此, 为了今后学者对休闲体育产业的研究过程中能

够做到全面、系统的需要以及能够在体育产业统计

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 基于这些方面

的考虑, 笔者将休闲体育本体产业和休闲体育相关

产业合并起来进行研究, 并合称为休闲体育产业。

至此, 笔者对休闲体育产业做了如下定义:  指以
开发具有休闲体育价值功能的经济活动的企业集合

或系统 !。其休闲体育产品外延包括实物型产品和
非实物型产品。同时把休闲体育产业分为本体产业,

而其前后向关联产业则统称为相关产业。并对它们

界定如下:

休闲体育本体产业: 指以开发休闲体育服务

(或劳务 ) 价值功能的经济活动的企业集合或系统。

休闲体育相关产业: 指为休闲体育活动提供生

产要素或以休闲体育自身价值功能为载体向社会提

供服务的经济活动企业集合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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