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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休闲网络发展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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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休闲康复是当下与未来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互联网络等新媒体的渗透融入， 则使

体育休闲康复活动的开展如虎添翼。 文章通过分析中国体育休闲网络的发展现状， 厘清体育休闲网络的基

本概念、 学术分野和功能特点， 剖析目前中国的体育休闲网络主要存在缺乏权威引领、 供需结构失衡、 开

放互动不足、 复合型人才紧缺等问题， 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体育休闲网络发展对策， 填补该领域学术空

白， 成为中国网络强国的活跃因子， 也为中国体育产业振兴提供体育休闲康复产业方面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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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体育休闲已成为当代国人余暇时间的重要选择。 近年

来， 全国各地大力发展体育休闲产业， 并开始尝试与旅游、 文化、 媒体传播等产业融合并协同发展，
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与体育休闲产业蓬勃发展不相适

应的是， 中国体育休闲传播的发展远远跟不上时代需求， 体育休闲康复传播的专业机构较少， 很少有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围绕体育休闲康复展开连续报道深度报道。
中国体育休闲产业的突进， 务必谋求与互联网络高起点高质量的全面嫁接融合， 以解决当下国际

化传播力度不够、 网站传播内容市场化程度低下、 质量良莠不齐且服务意识显著不足等根本性问题，
做足 “互联网＋体育休闲康复” 的大文章， 在精细化深度化开展体育休闲网络研究的基础上， 完善各类

体育休闲网络的建设， 将会对中国的体育产业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 研究缘起

“休闲” 一词古而有之， 多为空闲、 闲适之意， 唐孟浩然便有 “秩满休闲日， 春馀景气和” 的诗

句。 但 “休闲” 的学术概念则来源于英语 “Ｌｅｉｓｕｒｅ”， 目前已作为休闲的英文术语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

认识和使用， 如专业的组织机构名称：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Ｏｒｇ” （国际休闲组织）， 会议名称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ＥＸＰＯ” （世界休闲博览会） 和学科名称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休闲学） 等。

对于 “Ｌｅｉｓｕｒｅ” 一词的含义， 有学者做过专门的解释， 主要通过考证 “ Ｌｅｉｓｕｒｅ” 一词的产生与形

成的过程来研究它所包含的内容［１］ 。 也有学者将 “ Ｌｅｉｓｕｒｅ” 的含义总结为几个层面， 但表述不甚清

晰［２］ 。 “Ｌｅｉｓｕｒｅ” 一词， 牛津词典的解释是 “在工作和学习之外， 可以用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间”
（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ｐｅｎｔ ｄｏ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ｅｎｊｏｙ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ａｒｅ ｎｏ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柯林斯词典在上述解释外， 还

强调了 “放松、 随意” （ ｒｅｌａｘ） 和 “从容不迫、 不慌不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ｕｒｒｙｉｎｇ） 的含义。 根据上述解释，
结合已有的研究， 休闲 （Ｌｅｉｓｕｒｅ） 的含义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休， 即放松身心、 修身养性； 二

是闲， 指的是气定神闲、 从容不迫； 三是娱， 即要具备一定的娱乐性； 四是物， 即需要一定的器具、
道具或场所； 五是交往， 即自我价值的实现； 六是时间， 即要有从事休闲活动的时间。

体育休闲是休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以体育活动为手段或载体所进行的休闲， 是在闲暇时间对既

有体育运动体育比赛项目休闲化、 随意化、 大众化、 简便化， “化繁为简、 化难为易或化重为轻” 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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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还包括对既有体育场馆场所的综合利用， 对名山大川江河湖泊的探知问险等等， 契合民众在闲暇

时间自我完善、 自我实现及体现自我价值的需求， 达到回归自然、 展示人性、 回归人性的目的。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 发布， 正式将 “体育健身休闲” 列为八大产业内容之一， 包含了休

闲健身活动、 体育文化活动 （含群众体育文化活动和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两个小类） 和其他休闲健身活

动 （包含体育电子游戏、 体育网络游戏等） 三部分。［３］

　 　 《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 的出台推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 但与目前体育休闲产业的发展实际并

不完全相匹配， 如体育电子游戏、 体育网络游戏等目前隶属于网络游戏产业， 而 “其他与体育相关服

务” 中的体育健康服务产业 （如体育康复保健）、 体育旅游服务产业 （主要是户外、 远足等休闲活动）
则与体育休闲产业， 尤其是产品的服务、 推广、 营销等环节关系密切并深度融合。 因此， 体育休闲网

络应是以体育休闲产业及相关产业为依托， 以宣传和普及健康知识、 推广健身、 休闲、 康复活动， 销

售体育休闲、 健身、 康复保健等相关产品或服务， 并通过互联网达成最优化售后服务的专业网站。 同

时还包括与体育休闲品牌进行深度合作营销的网络电商， 以及这些网站为推展品牌、 吸纳消费者业务

的微博、 微信、 ＡＰＰ 等新媒体。
在 “互联网＋” 的背景下，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 “互联网＋体育” 作了大量的研究，

但关于 “体育休闲网络”、 或 “互联网＋体育休闲” 的文献较少。 据中国知网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 以 “体育休闲” 为主题的文献共有 ６５８６ 篇， 但以 “互联网” 为主题进行二级检索之后仅余 １５
篇， 发表时间基本为 ２０１５ 年之后。 研究主要集中在 “互联网＋” 背景下的体育休闲产业发展研究、 与

体育休闲相关的公共服务网络平台建设研究和体育休闲的网络传播研究等三个方面。
“互联网＋” 背景下的体育休闲产业发展研究， 是目前关于 “体育休闲网络” 方面研究相对较多的

领域， 主要分析了互联网时代体育休闲产业发展的问题、 面临的困境以及解决的对策、 路径等。 刘雅

芳提出， 互联网时代发展体育休闲最关键的问题是解决各类人群如何与体育休闲发生 “连接”， 应从宣

传推广体育休闲的意识与方法、 重视公共体育服务和加强引导等三方面解决 “连接” 的问题。［４］ 李东鹏

等则认为在 “互联网＋” 的背景下， 休闲体育产业逐步向多元跨界融合、 技术创新、 结构优化、 互联互

通的方向发展， 应当重视休闲体育产业在理念、 模式、 技术、 方法等方面的创新。［５］ 辜德宏等认为，
“互联网＋体育” 满足了包括体育休闲在内的多元体育需求， 应从政策调节、 简政放权和市场调节来培

育内生发展机制。［６］有学者们指出建设体育休闲网络信息平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但仅仅是将体育休闲

的信息网络系统功能认定为向人民大众提供休闲体育运动场所信息、 运动社交服务、 运动商品购买等

方面，［７］有的研究甚至将其完全纳入政府为主导的非营利与公益体系，［８］忽视了其重要的经济功能。
综上所述， 我国体育休闲网络研究初露端倪， 已有研究开始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我国体育休闲网

络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了探索， 但大多停留在体育休闲网络的某一层面或某一角度， 或仅仅是部分涉及，
缺少对体育休闲网络全面立体的综合观察和思考， 未能从体育休闲与互联网及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发

展的方面展开分析论证， 更鲜见直截了当论述体育休闲网站及其新媒体传播等的相关研究成果。

二、 发展现状

我国的体育休闲专门网站， 散布于体育组织网站、 体育会议网站、 体育赛事网站等中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开通的青岛 “２０１５ 世界休闲体育大会” 的官方网站 （ ｑｉｎｇｄａｏ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ｍ）， 算是第一个与 “体育休

闲” 直接相关的网站， 但其英文名为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Ｇａｍｅｓ”， 译为世界休闲大赛更为合适。 该网站是

一个典型的会议、 赛事活动网站， 关注的重点主要是会议进程与赛事。 而更多、 更广泛的体育休闲的

内容则零散地出现在体育类、 健康类和综合类等网站中。
创建于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的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网站 （ ｓｐｏｒｔ ｇｏｖ ｃｎ）， 是我国较早发布体育休闲信息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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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主要见于该网站下设的全民健身频道， 但内容基本是政策、 新闻和全民健身赛事等信息的发布，
只有极少内容涉及体育休闲。 同时期创建的各大商业门户网站， 如新浪、 搜狐、 网易、 腾讯等是我国

较早进行体育休闲信息传播的网站， 主要由该类网站的健康频道承担， 传播的信息主要与健康知识、
保健、 养生有关。

经过 ２０ 余年的发展， 体育休闲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各类健身、 户外、 旅游、
健康等网站纷纷建立， 所涉范围除了体育休闲的信息发布与传播之外， 已开始全面涉及体育休闲产业

的服务、 推广、 营销等各个环节， 有的网站还开通了移动端网页， 创建了专门的 ＡＰＰ 或微博、 微信公

众号等。 体育休闲网站根据创建机构的不同， 可分为权威网站和商业网站两大类， 权威网站主要包括

政府机构及其下属的协会网站， 商业网站则包括商业门户网站、 商业专业网站等。
（一） 权威网站

目前， 我国尚没有体育休闲的权威网站， 体育休闲相关的权威信息主要通过各类权威网站的群众

体育频道、 中老年频道、 健康频道及具有明显休闲功能的体育协会网站发布。 主要包括国家层面的体

育机构、 协会网站， 地方政府的体育机构、 协会网站和综合类权威网站的健康频道等。
１ 国家层面的体育机构、 协会网站

国家层面的体育机构、 协会网站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全民健身频道和华奥星空提供技术支

持的系列网站。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官网 （ ｓｐｏｒｔ ｇｏｖ ｃｎ） 是我国最早的体育网站之一， 目前其下设的健身指导、 经

验共享和健身项目推介等板块与体育休闲相关。 内容主要是介绍科学健身方法， 分享各地健身爱好者

的健身经验及各地健身休闲项目的推广与介绍等。 如健身指导频道板块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来， 共发

布信息 ８００ 余条， 平均每月十数条， 内容主要来源于中国体育报、 总局政府网站等体育权威媒体。
华奥星空是以互联网为载体、 整合体育系统资源并将其产业化、 实业化的国有控股公司， 是中国最

大专业体育互联网服务运营商。 由其提供技术服务的包括中国全国体育总会网站 （ ｓｐｏｒｔ ｏｒｇ ｃｎ） 及下

属的 ７０ 多个单项协会网站。 中国全国体育总会网站创建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下设全民健身频道， 发布与全

民健身有关的所有信息， 除了部分健身休闲内容外， 还包括了全民健身赛事、 新闻、 健康知识等。 华

奥星空的垂直网站 （ ｓｐｏｒｔｓ ｃｎ） 的群众体育频道中的科学健身、 青少年体育、 民族传统体育和老年体育

等版块里都有体育健身、 康复保健等信息， 但内容与国家体育总局官网及中国全国体育总会网站多有

重复。 从网站排名上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排名最高的国家体育总局官网世界排名 １２３２８５， 受关

注程度较低。
２ 地方政府的体育机构、 协会网站

目前， 地方政府机构及协会的体育休闲网站数量较少， 较有代表性的有休闲养生网 （ ｚｊｘｘｙｓ ｏｒｇ）
和四川休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网站 （ｘｘｔｙ ｃｄｕ ｅｄｕ ｃｎ）。

休闲养生网 （ ｚｊｘｘｙｓ ｏｒｇ） 为浙江休闲养生协会网站， 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创建， 主管单位为浙江省体育

总会， 该网站秉承 “融汇中西， 品味休闲， 解读养生” 的休闲养生理念， 力图打造一个集休闲养生资

讯、 休闲养生活动、 各企业和个人会员展示、 休闲养生专家团队、 各会员与专家互动、 休闲养生电子

商务于一身的全方位、 个性化的休闲养生网络平台。 其主要内容为协会的宣传公告、 培训考试、 讲堂

等， 其中在讲堂频道里有养生保健知识的介绍， 但只有部分涉及体育休闲养生保健，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共发布信息 ４２ 条， 之后就不再更新。 从网站的运作情况看， 与其所期望达到的影响尚有

不小差距。
四川休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网站 （ ｘｘｔｙ ｃｄｕ ｅｄｕ ｃｎ） 为成都学院下属科研机构网站， 目的是为四

川休闲体育产业发展提供智囊平台， 实现 “政府－产业－高校－科学研究” 之间的良性互动， 促进四川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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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 该网站的主要内容为课题管理、 研究聚焦、 成果展示、 产业动态、 专家论

坛等为科研服务的板块， 内容均与科研直接相关， 因此， 除了研究人员及与四川休闲产业相关人士之

外， 很少有人会关注其网站。
３ 综合类权威网站的健康频道

综合类权威网站， 如人民网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新华网 （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等网站的健康频道中也有

体育休闲的相关信息。 如人民网的健康频道下设有减肥健身和保健养生板块， 信息更新速度较快， 几

乎每天都有更新， 但均只显示最近的 １３ 页共 ５２０ 条信息， 其内容部分属于原创， 部分来自健康时报、
环球时报、 生命时报等权威网站。 此外， 人民网还开通了人们健康 ＡＰＰ， 人民健康网微信等移动端平

台， 但内容、 形式与服务与网站并没有太大差别。
（二） 商业网站

我国的体育休闲的商业网站主要包括休闲健身俱乐部网站、 户外网站、 商业门户网站等， 其中， 户

外网站的发展情况较好， 访问量和受关注程度较高。
１ 健身休闲俱乐部网站

在当今世界， 健身休闲已经不只是追求时尚， 更重要的是获得健康的身体和愉悦的心情， 逐渐的成

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中国目前也出现了众多休闲健身的俱乐部， 涉及健身、 高尔夫、 保龄球、 网球

等项目， 而一些大型的俱乐部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以便更好地服务客户及自身宣传。 其中以综

合健身和高尔夫球这两个项目的俱乐部网站最具代表性。
我国的健身俱乐部网站较有代表性的有威尔士健身俱乐部网站 （ ｗｉｌｌｓｇｙｍ ｃｏｍ）、 青鸟健身俱乐部

网站 （ｎｉｒｖａｎａ ｃｏｍ ｃｎ）、 金钥匙健身俱乐部网站 （ ｊｙｓ００７ ｃｏｍ） 等。 这些俱乐部拥有国内最好的健身、
休闲、 保健的设备， 也在全国各地拥有众多的分店。 其网站的共同特点是页面设置较为简单， 首页主

要以器械和健身图片及近期的优惠活动来吸引网民。 网站内容主要以俱乐部新闻、 课程介绍、 会员服

务、 健身知识等为主。 从访问量情况看， 健身俱乐部网站的受关注程度普遍较低， 除威尔士健身俱乐

部官网外， 青鸟健身俱乐部和金钥匙健身俱乐部官网甚至没有世界排名。
除此之外， 也有健身休闲俱乐部与各地体育场馆合作， 开通了场馆的预定服务， 如上海的爱动网

（ ｉｓｐｏｒｔｓ３６５ ｃｏｍ）、 成都的运动天 （ ｔｔｄｏｎｇ ｃｏｍ）、 北京的动网 （ ｄｏｎｇｓｐｏｒｔ ｃｏｍ） 等， 其中以动网最具代

表性。 动网创建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主要面向旅游休闲和体育健身行业， 实现信息在线开放式的互动。 动

网主要以手机等无线终端为操作平台， 整合以健身为核心的资源， 降低用户的健身成本。 该网站以全

国各地 ２００ 多个城市的体育运动场馆的预定、 景区门票和酒店预定为主要内容， 涉及羽毛球、 游泳、 滑

雪、 温泉、 户外高尔夫球、 篮球、 网球、 台球、 足球、 保龄球、 街舞、 跆拳道、 有氧健身、 器械健身等

十多个项目。 用户可以通过下载手机 ＡＰＰ 客户端预定场馆与景区门票。 以杭州为例，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在该网站上可以预定杭州的体育场馆达到 ２６２６ 个。 由于整合了众多城市的许多休闲健身运动场

馆的资源以供大众选择， 因此该网站的访问量较大。 根据该网站的统计， 已有超过 ２５７ 万人次通过该网

站进行了在线预订。
在今天的中国， 高尔夫球这一被认为是贵族运动的体育项目已逐渐流行， 目前我国的高尔夫球俱

乐部众多， 较有代表性的有泛高尔夫网 （ ｆｕｎｆｕｎｇｏｌｆ ｃｏｍ）、 纯粹高尔夫 （ ｃｈｕｎｃｕｉ ｃｎ）、 高尔夫天地

（ｇｏｌｆｏｎｌｉｆｅ ｃｏｍ） 等。 泛高尔夫网创建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其目标是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传播高尔夫文化， 普

及高尔夫知识。 网站主要分为 “球场”、 “球具”、 “新闻”、 “视频”、 “高尔夫生活”、 “地产”、 “教学”
等板块。 “订场” 板块于 ２０１２ 年开通， 可以预订广东、 海南等地的球场； “球具” 板块中有球具新闻、
热门球具的介绍、 测评、 推荐、 团购等， 球具的搜索比价平台也于 ２０１１ 年上线； “教学” 板块中有教

程、 视频教学、 高尔夫知识、 机构教练介绍等。 在线下， 网站每年策划并执行众多高尔夫赛事， 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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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承办多场高端商务会议、 高尔夫旅游等活动， 组织赴国内外的多个目的地休闲旅游， 以及金牌球场

评选等。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该网站的微信订阅号功能版上线， 正式进军移动网络平台。 由于考虑到了客户

的具体实际的要求， 因此该网站的访问量较大、 受关注程度较高。
２ 户外网站

户外网站目前在中国十分受欢迎， 如绿野户外网 （ ｌｖｙｅ ｃｎ）、 户外资料网 （８２６４ ｃｏｍ）、 中华户外

网 （ｈｕｗａｙ ｃｏｍ）、 户外探险 （ｏｕｔ９９ ｏｒｇ） 等。 该类网站主要以普及户外运动知识和组织各类户外活动

为目的， 访问量大， 其中以绿野户外网和户外资料网最具代表性。
绿野户外网创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是国内较早的户外网站。 绿野户外网的主要内容是活动组织和提

供活动组织平台。 网站首页的快捷入口可使网民迅速进入感兴趣的板块， 如 “ＡＡ 活动” “自由结伴”
“游记攻略” “装备交易” “专题” “图库” 等。 网站组织的精选活动是主推项目， 每一个活动有专门的

链接， 进入网页后有该线路或活动的详细介绍、 具体行程安排、 费用清单、 领队介绍等并附有该活动

或景点的大量图片， 便于网民对活动有最直观的了解。 此外还有各种短线、 长线、 ＡＡ 等活动的组织及

自由组合的发布平台， 活动内容包括了骑马、 徒步、 登山、 自驾、 露营、 攀岩、 滑雪、 垂钓、 漂流等

３０ 余种项目， 目的地遍及全球。 网站的论坛还提供了各种板块用于网民的交流与讨论， 如 “绿野风版”
“ＡＡ 活动” “自由结伴” “游记攻略” “户外装备” 等板块的主题数量均超过了万个， 帖子数量都已达

到一百万以上。 此外， 该网站也开通了手机客户端， 进军移动网络。
与绿野户外网相比， 创建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的户外资料网 （８２６４ ｃｏｍ） 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虽然该网

站也有线路的组织与推荐， 但主要是以提供户外活动的装备、 知识、 住宿等服务为亮点， 通过实际应

用来介绍、 测评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装备的实用性。 论坛也是该网站的亮点之一， 主要体现在 “驴行

天下” “户外运动” “户外装备” “地方论坛” 等几个大的板块， 内容丰富、 图文并茂。 其中 “驴行天

下” 是商业户外活动和线路免费发布平台， 每个帖子的访问量平均在 １０００ 条以上， 有的甚至达到 １０
万条。

３ 商业门户网站的体育频道及健康频道

目前 我 国 的 主 要 商 业 门 户 网 站， 如 腾 讯 网 （ ｑｑ ｃｏｍ ）、 新 浪 网 （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搜 狐 网

（ ｓｏｈｕ ｃｏｍ） 和网易 （１６３ ｃｏｍ） 等均已开通体育频道和健康频道。 以新浪网为例， 体育频道下设的

“跑步板块” 中的 “讲堂” 栏目主要发布与健身跑有关的信息， 但更新速度较慢，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仅有 ３ 则

信息更新， 信息的来源主要是主流媒体网络版， 极少有原创的文章。 而在健康频道里则基本没有关于

体育养生、 体育保健等内容。

三、 问题与对策

在 “互联网＋” 的大背景下， 近年来我国的体育休闲网络得到了快速发展， 产业融合的趋势已经显

现， 但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制约着我国体育休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 存在问题

１ 缺乏权威引领

目前， 我国尚未出现体育休闲的专门组织或协会， 也尚未出现政府部门主管或主办， 以广大人民群

众为服务对象的体育休闲权威网站， 体育休闲的权威信息散落于各类体育机构、 组织及协会网站， 既

不利于体育休闲资源和信息的整合， 也不利于引领我国体育休闲产业的发展。 其次， 大量体育休闲商

业网站的运营、 项目开发等缺乏体育、 医学、 管理、 传播等相关方面专业、 权威的指导， 使得体育休

闲商业网站的服务水平难以有效提高， 也使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健身休闲活动缺乏有效指导。
２ 供需结构失衡

３９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５ 卷

首先， 体育休闲相关信息的供需失衡。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

体育健身、 休闲、 康复、 保健理念的理解逐步加深， 对体育休闲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迫切需要获

得准确、 权威的体育休闲相关信息。 但权威网站信息更新较慢、 时效性差； 商业网站信息则来源不一、
良莠不齐， 有的网站甚至只能转载权威网站信息， 无法满足人民群众体育休闲信息的需求。 其次， 体

育休闲产品与服务的供需失衡。 互联网时代， 传统的体育休闲服务模式已无法适应人们的需求， 高质

量的时尚、 个性化产品与服务是当下的普遍选择， 但就目前情况看， 除了少数户外网站和场馆预定网

站外， 大多数体育休闲网络尚不能提供上述服务， 以健身休闲俱乐部为例， 目前国内尚没有一家俱乐

部的网站具有会员运动健身数据的储存与动态追踪的服务。
３ 开放互动不足

开放性、 互动性和资源共享是互联网的基本特性之一， 但除了少数户外网站和场馆预定网站之外，
大多数体育休闲网站的开放性和互动性明显不足。 首先， 权威网站如国家体育总局官网、 中华全国体

育总会网站等发布的信息无法进行留言， 基本属于单向传播， 无法实现与网民之间的交流互动， 更无

开放性可言； 此外权威网站往往手握政策、 专家、 专业机构等稀缺资源， 无法实现真正意义的资源共

享。 其次， 商业网站中， 不论是网站内容简单的体育休闲俱乐部网站， 还是内容丰富的商业门户网站，
其体育休闲板块的互动性均不容客观， 与其体育赛事新闻报道的高频互动相去甚远。

４ 复合型人才紧缺

我国的体育休闲网络起步晚、 发展快， 人才需求量较大。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 体育休闲网络不仅

涉及体育领域， 还与医学、 管理、 艺术、 传播等领域密切相关， 因此， 我国体育休闲网络的发展离不

开既有专业知识背景， 又理解互联网传播 “内核” 的双栖化， 甚至多栖化的复合型人才。 目前， 我国

高校中有关体育网络的教育与科学研究的氛围尚未形成， 专业体育类院校及综合类高校的体育院系依

然以传统的体育教育、 运动训练为主； 而医学、 管理学、 计算机科学、 新闻传播学等专业的学生， 往

往又对体育领域知之甚少， 从而导致了当前体育休闲网络、 乃至整个体育网络领域复合型人才紧缺的

局面。
（二） 发展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 应运用互联网思维， 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提出相应对策， 以期促进我国体育休闲产

业与互联网产业的深度融合和快速发展。
１ 强化品牌铸造

在体育休闲活动越来越成为人们余暇时间的重要选择的背景下， 应注重培育与强化中国的体育休

闲网络品牌。 首先， 可考虑成立国家及各地方的体育休闲组织或专门机构， 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真正意

义上的体育休闲权威网站， 利用各类政策、 专家机构等资源， 通过商业合作等方式， 强化我国体育休

闲权威网站的品牌铸造。 其次， 通过政策导向、 资金投入等方式， 加大对部分理念先进、 服务优良的

体育休闲企业及其网站的扶持力度， 充分利用地方特色与优势， 形成鲜明的品牌栏目、 品牌产品等；
同时， 完善域名和广告语， 与各级体育休闲权威机构以及各级新闻媒体开展多层次、 全方位的深入合

作， 铸造区域性体育休闲网络品牌。
２ 调整供需结构

进行体育休闲网络的供给侧改革， 充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休闲需要。 首先， 重视体育休闲相

关信息的时效性、 真实性和娱乐性。 从体育休闲信息的生产、 供给端入手， 提高权威网站的时效性与

娱乐性， 使权威网站在保证信息的权威性的前提下， 提高其更新速度， 并使其更具可读性、 可看性；
同时加强与商业网站的交流合作， 引导商业网站重视信息筛查， 确保转发的信息真实、 准确。 其次，
重视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提升。 通过各级调研和市场调查等， 了解市场需求； 通过项目引进和开发、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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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定制等方式提供特色产品与服务； 通过网络与新媒体等各类途径了解消费者的产品或服务体验，
以满足体育休闲日益多元化、 多层次的需求。

３ 实现资源共享

资源共享不仅仅是体育健身休闲场馆的有效利用， 而且是通过互联网络， 将所有体育休闲相关信

息连接、 互动而实现资源共享。 首先， 体育休闲的权威机构和权威网站应加强与社会各界的互动、 交

流与合作， 权威网站应转变传播理念， 避免权威信息的单向传播， 加强与网民的双向， 甚至多向互动。
其次， 加强各地的体育休闲、 养生、 旅游等特色资源的网络共享， 建立体育休闲网络生态系统， 实现

体育休闲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带动经济产出， 同时为人民大众提供即时、 高效的体育休闲产品与服务。
４ 重视人才培养

当前体育休闲网络的专业人才紧缺， 因此， 有必要在电信传播理论的框架下， 全面论证其发展背

景、 品牌建设、 网络布局、 营销战略和人才需求， 构建出包括体育休闲网络在内的， 具有中国行业特

色型大学的体育网络学科整体框架， 厘清体育网络的内在规律， 建构科学可行的体育网络学科体系［９］ ，
在体育类、 传媒类、 综合类高校设置专门的研究机构、 专业院系和课程体系等， 尝试开展体育休闲网

络相关的本科、 研究生教育。 同时， 对相关专业的学生及体育休闲产业从业人员， 则可采用多种形式

的培训指导， 以期适应日益增长的体育网络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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