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一词被多次提及，体育文化产

业发展也进入高潮，“体育”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体育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新形势，体育背后还隐藏着巨大的

经济效益。澳大利亚在体育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体育也成

为国家的外交名片之一。对澳大利亚人而言，体育就是生活，

参加体育赛事和观看体育比赛都体现了对国家形象的维护，

同时发展体育事业又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

长。每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马拉松比赛吸引了世界各国的运

动员参加以及世界各国的游客观看，直接拉动了澳大利亚国

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以马拉松为代表的体育运动是澳大利亚

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澳大利亚体育经济的发展为国民

生产总值提供了十分之一的贡献率。据不完全统计 2000原
2001 年度，澳大利亚体育产业总产值为 86 亿澳元，增加值

为 19.42 亿澳元，吸纳就业人数为 87477 人。

国内许多学者从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坏境，

以及政府出台的保护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法规等方面分

析了澳大利亚体育产业现状和旅游业发展的原因，从中为我

国体育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做出指引。从政府政策支持，优化

产业结构，转变生产方式，发挥自然地理环境优势，澳大利亚

体育和旅游产业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发展模式，这为中国

体育和相关供应链发展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机会。

1.体育产业发展对澳大利亚旅游经济与文化

的影响

1.1 增加就业岗位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问题。民以食为天，劳动者通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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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和精神需求。同时就业可

以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使社会处于不断的循环发展中。体

育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增长点创造出了更多的新兴岗

位，直接拉动了居民就业。据相关数据统计，澳大利亚 30%的

居民都在从事与体育有关的职业，将生产力提高 2%，使澳大

利亚的生产率水平提高了 1.2%。

1.2 扩展经济效益

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例如澳大利亚每

年举行的马拉松比赛，全长 875 千米，从悉尼到墨尔本几乎

贯穿澳大利亚东南角。每逢比赛时节世界各国的运动员来此

集聚，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游客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

会进行经济消费，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体育旅游背后的经

济效益不可估量。就拿中国来说，中国赴澳大利亚旅游的人

数每年呈平稳上升趋势（2020 年除外），近三年更是连续三

年达到两位数增幅。中国游客不仅仅是享受体育文化，更多

的是体验当地的自然风光。总而言之，游客消费，会拉动当地

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

1.3 丰富城市文化生活

澳大利亚被认为是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不论是体现在

艺术形式方面还是城市生活方面。澳大利亚人喜爱运动，酷

爱户外运动。整个城市弥漫着运动的因子，澳大利亚在国际

体育比赛中表现出不菲的成绩，这更加刺激了澳大利亚人的

运动神经，同时传播了体育精神。同时澳洲也是一个“魔幻之

洲”，悉尼歌剧院，澳大利亚大堡礁，卡卡杜国家公园，艾尔斯

巨石……它们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城市中充满着艺术气息和

浪漫因子，体育与艺术，浪漫与生活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2.中国体育旅游发展现状

2.1 体育发展缓慢，优势运动项目少

中国是人口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也

是经济发展大国，却不是体育强国。澳大利亚在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部分偏远地区完善了基础设施，在更有利于体育事

业发展同时也拓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而相比之下的中国体

育事业发展还不完善，绝大部分地区没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

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经济的发展。

2.2 旅游景点可复制性强，品牌效应较弱

近年来中国旅游业虽发展快速，但较为突出的旅游热点

发展仍不明显。以乡村旅游为例，乡村旅游是中国经济高速

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缓解了人们在城

市生活中的焦虑，迎合了人们对自然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因

而被大多人追捧成为一种新型旅游方式。在经济效益的刺激

下，各地都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一味的复制粘贴其他地方

的旅游发展模式而没有突出的旅游亮点，导致中国乡村旅游

品牌效应较弱。

2.3 政策落实慢，资金使用效率低

政府虽大力支持体育事业和旅游产业发展，但政策落实

较慢。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相关基础设

施不完善，资源浪费现象严重，有关部门相互推脱责任，体育

发展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

3.澳大利亚体育及旅游业发展对中国产业发

展的启示

3.1 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供给质量

近年来，中国体育快速发展。中国女排、游泳、乒乓、短道

速滑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中国体育运功还不完

善，体育发展还存在短板。以篮球，足球为代表的体育运动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澳大利亚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体

育建设，不断完善相关体育设施，充分做到了将文化与经济

相融合，利用体育运动带动旅游业发展。中国也应加大对体

育产业的投入，但也要注意不能一味的追求‘量’的多少而忽

视了‘质’的提高。积极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

断提高体育发展质量，从而带动相关旅游业的发展 。

3.2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旅游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旅游资源，不要照搬他人模式，在

借鉴中创新。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发展。充分考察当地实

情，结合当地特色，制定正确的旅游路线吸引国内外游客。政

府加大对旅游资源开发的同时也要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不断

创新旅游活动方式。纵观近年，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小型城市

马拉松盛行。这极大的促进了城市旅游业发展。进一步发挥

政府的组织领导作用，调动整个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促进市

场的良性运转。

3.3 注重体育教育，培养专业人才

澳大利亚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体育教育专用资金用于

体育研究和培养体育人才，百分之七十的学校注重培养学生

的体育兴趣爱好，并有专业人士教导和指引。纵观国内，体育

人才缺乏，中小学生体育素养低下，体育积极性较低。中国政

56



府应增设体育教程，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给予体育教师和

体育人才较大的社会福利，让中国养得出人才，留得住人才。

让中国在新世纪的国际赛场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3.4 紧追发展脚步，注入时代元素

体育的发展，打开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扇大门。在国

际趋势的推动下‘体育’成为新世纪的一个热词。发展体育成

为各国综合国力较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站在新时代的新起

点上，争做新时代的弄潮儿积极响应时代号召，注入以改革

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将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有机的

结合起来。以体育事业为例，当今时代发展体育事业不仅可

以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布局，更是推向我国走向国际化舞台的

新起点，学习澳大利亚的“体育外交”，以文化发展做支撑，以

经济发展为保障，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大发展的潮流中，每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每个

国家都在积极地追求自己的发展目标。由于社会制度，经济

体制，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差异，各国之间需要相互交流借鉴，

相互取长补短。体育的兴起撕开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后一块

幕布，是中国影响世界的新起点，也是扩大中华文化圈的新

起点。澳大利亚相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体育强国，中国应该

在学习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新模式，新方

法和新动力。同样，在旅游业发展的方针上，学习澳大利亚生

态旅游发展模式，使中国经济发展不单单依靠以工业发展为

基础，而是加大发展生态旅游力度，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

方向发展。在此基础上使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中国旅游

业不断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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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提供的培训机会，搭建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设置教练员

准入制度，进一步提升教练员准入门槛，做好把关工作，以此

促进啦啦操的快速发展。

（5）促进俱乐部开展

丰富的俱乐部活动可以提高啦啦操俱乐部在学生中的

影响力度，对于推广校园啦啦操有养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啦啦操俱乐部作为推广啦啦操的一个常设机构，要发挥俱乐

部的带动作用，定期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俱乐部活动，营造

中学啦啦操运动氛围，带动高校啦啦操运动长足发展。例如，

可开展校园啦啦操文化月活动，进行啦啦操理论知识问答，

举行啦啦操技巧比赛，宣传啦啦操的有益之处等。同时，啦啦

操俱乐部活动还可以与理论实践学习结合起来，邀请一些理

论实践专家，举办校园啦啦操讲座，提高学生参与啦啦操运

动的积极性。

（6）其他赛事助阵

啦啦操从最初的为美式足球呐喊助威的活动发展成为

备受世界人民青睐的一项体育运动，尤其以动感的音乐、富

有表现力的动作以及靓丽的服装深受青少年的喜爱。校园啦

啦操集娱乐、舞蹈、操化、音乐、健身于一体的活动，充满美感

与活力的运动一定可以提高学生运动的积极性。篮球、足球

等传统体育项目赛事频率高，观众多，因此可以在传统比赛

的中场休息中加入啦啦操表演，以使更多人认识啦啦操、了

解啦啦操、参与啦啦操。

综上所述，啦啦操运动相对于其他传统体育项目更加积

极向上的态度、节奏欢快的音乐、简单易学动作、团结向上的

姿态等优势，符合中学生的发展需求。通过各种推广策略，将

啦啦操运动引入中学对加强校园育人功能大有裨益。不仅增

强大学生体质健康，而且能够增添校园文化活力，彰显校园

体育文化价值，在啦啦操运动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感、乐观

精神、团结合作意识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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