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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间阶层休闲活动与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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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数理统计法对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休闲活动、工作压力与身心健

康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休闲活动与工作压力有显著负相关；休闲活动与身心健
康有显著正相关；工作压力与身心健康有显著负相关．建议：培养正确的休闲观；建立合理的工作与休闲制度；大
力发展休闲与健康产业；加强对休闲活动、工作压力与身心健康的相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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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使人类拥有了更
多的经济收入与闲暇时间．然而，这一切也带来了现
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人际关系的淡漠、文明病的产生

以及各种各样生活与工作压力，人们逐渐认识到

“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１］因为，休闲可
以完善人，提升人，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
因此，近十几年来有关休闲研究成为社会与学术界

关注的热点话题．
中间阶层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持续

发展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不均衡的发展过程中

取得相对的平衡，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是
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城市中间阶层的身心健康

与工作状态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关系到

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查阅相关文献发现，有关休
闲活动与工作压力的关系研究非常少，更缺乏对

休闲活动、工作压力及身心健康三者之间的关系

研究．因此，本研究拟从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角度对
城市中间阶层休闲活动、工作压力与身心健康之

间的关系进行调查与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现实意义．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总人口７２０万人，其中市区

常住人口２９６３万人．福州位于福建东部闽江下游，
背山依江面海．下辖鼓楼、台江、仓山、马尾、晋安等
５区，闽候、连江、罗源、闽清、永泰、平潭等６县以及
福清和长乐２个县级市．全市总面积１２１５４ｋｍ２，是
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自古

就是商业繁华之地，如今已成为我国沿海对外开放

的主要城市之一．［２］研究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的休
闲活动、工作压力与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构

建和谐城市，并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城市中间阶层为研究对象．由于城市中间阶

层具有较高的异质性以及历史与文化社会的不稳定

性，要找出一个具有普遍性定义的中产阶层则难以



做到．因此，本研究从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职业、
教育和收入３个方面来界定中间阶层：即具备较高
学历（大专及以上）；受过专业化训练、主要从事脑

力劳动（党政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管理与技术人

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个体

工商户）；月收入在３０００元以上的人群．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通过福建师大图书馆、莆田学院图书馆、中国期

刊网、万方数据库等收集和整理国内外有关休闲活

动、工作压力、身心健康等相关文献资料，为研究提

供一定历史考察和分析的理论基础．
１２２　问卷调查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福州市区不同的公司、政府

部门以及社区等人群随机发放问卷．本研究共发放
问卷５５０份，回收４９５份，由于研究属于城市中间阶
层的人群，所以剔除那些不符合研究对象条件的问

卷２７９份后，获有效问卷 ２１６份．其中，男性占
５１９％，女性占４８１％，月收入在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
的占９２１％，年龄在３０～４９岁占８０１％，样本具体
结构如见表１．

表１　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样本结构特征分布情况表

项目 类别 人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１１２ ５１９

女 １０４ ４８１

职业分布

党政机关公务员 ３２ １４８

事业单位管理与技术员 ６８ ３１５

经理人员 ６２ ２８７

私营企业主 ２６ １２０

企业管理技术人员 ２０ ９３

个体工商户 ８ ３７

平均月收入

３００１～４０００元 １５８ ７３１

４００１～５０００元 ４１ １９０

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元 １７ ７９

年龄

２０～２９岁 １５ ６９

３０～３９岁 １０９ ５０５

４０～４９岁 ６４ ２９６

５０～５９岁 ２２ １０２

６０岁以上 ６ ２８

１２３　测量工具
１）休闲种类与频率量表．本量表把休闲活动种

类分为７大类：消遣性、知识性、艺文性、娱乐性、运
动性、社交性、技艺性．评分方法采用李克特６级评
分法，由１分（不曾参加）～６分（经常参加），其分
数越高，表示休闲活动参与次数越多．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系数为０６８，表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
一致性．［３］

２）身心健康量表．身心健康量表由心理健康量
表与身体健康量表组成．将心理健康分量表共１２题
分为３纬度，分别是“满足”指心理出现无法陈述原
因的感觉，计５题；“弹性”指心理是否具备解决工
作或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或问题的能力，计４题；“心
灵的宁静”指心理上是否会担心或忧虑自身的所作

所为，所以不能保持平静，计３题．身体健康分量表
共６题．身心健康量表评分方法采用李克特６级评
分法，每题由１～６分，分数越高，表明身心健康状况
越好．心理健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赖系数为
０８２，身体健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赖系数为
０８０，表明身心健康量表的信度良好．［４－５］

３）工作压力量表．本量表把工作压力源分为６
个维度，共１９题．其中，“任务要求”指工作中担负
的责任和挑战等问题，有５题；“组织结构”指组织
制度、薪酬制度、组织安排等问题，有４题；“时间冲
突”指工作时间与生活及其他时间上的冲突，有 ２
题；“能力要求”指工作对人们知识、技能及平衡家

庭与工作能力的要求，有３题；“职业发展”指个人
晋升机会以及对未来前程的考虑等，有２题；“人际
冲突”指工作中人际关系及个体与组织文化存在冲

突等，有３题．评分方法采用李克特５级评分法，每
题由１分（完全不符合）～５分（完全符合），分数越
高，表明工作压力感越强．从信度检验上看，本量表
各纬度内部一致性的克伦巴赫系数都达到０７建议
值以上，表明该量表的信度较好．从效度检验上看，６
纬度的累积贡献率达到５９９０８％，说明该量表的效
度良好．［６］

１２４　访谈法
通过随机抽查对福州市部分城市中间阶层进行

访问调查，了解中间阶层参与休闲活动对缓解工作

压力和调节身心健康的看法．
１２５　数理统计法

利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休
闲活动、工作压力与身心健康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

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城市中间阶层休闲活动现状
所谓休闲活动是休闲主体利用闲暇时间为了满

足其休闲需要而自由参与并得到满足的能动过程．
休闲活动是休闲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不同的休闲

活动给人们带来的满足程度不同；它受到休闲客体

质量与休闲服务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它与人们

的需要及时间、金钱等密切相关．［７］伴随着科技进步
与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提高，人们参与休闲方式不

断增多，而通过休闲活动的种类和频率则有助于揭

示人们从事休闲的程度．下表２是本研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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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参与休闲体育各纬度的情况表（Ｎ＝２１６）

休闲纬度 最小值／分 最大值／分 平均数／分 标准差

消遣性 １ ６ ３８２ ０６５

知识性 １ ６ ４７０ ０７６

艺文性 １ ６ ３０８ ０８８

娱乐性 １ ６ ３７５ ０７２

运动性 １ ６ ３９８ ０８０

社交性 １ ６ ３７２ ０８４

技艺性 １ ６ ２６２ ０９５

调查发现，城市中间阶层参与的休闲活动依次

为知识性、运动性、消遣性、娱乐性、社交性、艺文性、

技艺性．结果表明：１）对知识性（包括阅读书报、网
络等）休闲活动的参与程度较高，接近于“较经常”，

即每周１～２次．说明中间阶层对休闲时间的利用与
其自身的受教育背景以及以脑力为主的工作有关．
２）运动性（包括跑步、散步、打球等）参与程度接
近“有时”，即每月参与２～３次，说明中间阶层基本
上能够利用闲暇时间，从事锻炼身心的体育活动．
３）消遣性、娱乐性、社交性与艺文性休闲的参与程
度在３分以上，达到了“较少”参与程度，即每季度
２～３次．其中消遣性的休闲活动包括看电视、电影、
电脑游戏、打麻将等；娱乐性的休闲活动包括逛街购

物、舞厅跳舞、ＫＴＶ唱歌等；社交性的休闲活动包括
朋友聚会、旅行、社会服务等；艺文性的休闲活动包

括听音乐、舞蹈欣赏等．４）参与频数最低的是技艺
性，其参与频率只达到“偶尔”，即每年２～３次，技
艺性的休闲活动包括插花、园艺、手工艺等．这可能
与城市中间阶层工作性质、年龄段集中在４０岁上下
等有关．结合访谈结果可知，一般技艺性的休闲活动
以５０岁以上人群为主．５）从标准差可以看出，被调
查者对消遣性、知识性、娱乐性、运动性休闲的意见

比较趋向一致，而艺文性与技艺性休闲的个体差异

则稍大，表明艺术和技能类休闲需要一定基础条件．
６）从总体上看休闲活动频率参与程度未超过每周
参与１～２次的频率，表明中间阶层工作较繁重，休
闲活动时间有限，参与规律性的休闲活动不是很高．
２２　城市中间阶层工作压力现状

压力最早来源于物理学中的词汇，意指垂直作

用在物体表面的力．上世纪３０年代社会科学研究领
域引入压力一词，并逐渐受到了众多学科的重视．工
作压力是个体对工作或职业的各种刺激做出生理、

心理和行为反应的综合模式．［８］产生工作压力的原
因则是多方面的，有工作本身因素、组织结构因素、

个人因素等．下表３为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的工作
压力现状．

从表３看出，工作压力６个纬度的平均得分在
７２８～１８４９之间，每题平均得分在３０６～３８２之
间，且工作压力总量的平均得分是３５１，表明所调

查城市中间阶层的工作压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工
作压力由时间冲突、能力要求、任务要求、职业发展、

组织结构到人际冲突逐渐降低，其中在时间冲突、能

力要求、任务要求、职业发展方面的压力较大．说明
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工作时间

的安排、自身能力的要求、职位晋升、工作任务的挑

战性等方面．但从标准差上看，被调查对象对时间冲
突与人际冲突纬度的共度较低，表明在时间冲突与

人际关系压力等上被调查者存有一定的差异．从总
体上看，无论是平均值还是从标准差方面，福州市城

市中间阶层的工作压力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表３　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工作压力总体情况表（Ｎ＝２１６）

压力纬度 平均数／分 标准差 题数／题
每题平均

得分／分
每题平均

标准差

任务要求 １８４９ ４５８ ５ ３７０ ０９１

组织结构 １２８８ ２２１ ４ ３２２ ０５５

时间冲突 ７６５ ２９２ ２ ３８２ １４６

能力要求 １１２４ １３０ ３ ３７５ ０４３

职业发展 ７２８ １１０ ２ ３６４ ０５５

人际冲突 ９１８ ２８２ ３ ３０６ ０９４

压力总量 ６６７２ ７１９ １９ ３５１ ０３８

２３　城市中间阶层身心健康现状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身体、心理及对

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即健康的身体和愉快正常的

心态．［９］本研究通过受测者对身体构造或生理功能
上的自我感受：如疾病或身体运作异常的现象；心理

方面则主观审视是否拥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社会适

应能力；身心健康量表积分的分数越高，表示健康状

态越佳，据此来了解中间阶层的身心健康状态．下表
４是调查结果．

表４　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身心健康总体情况表（Ｎ＝２１６）

身心健康纬度
平均数

／分
标准差 题数／题

每题平

均得分

／分

每题平均

标准差

满足 １９９２ ３３３ ５ ３９８ ０６７

弹性 １６４０ ２２２ ４ ４１０ ０５６

心灵宁静 １２７６ ３１７ ３ ４２５ １０６

心理健康总量 ４９０９ ６３２ １２ ４０９ ０５３

身体健康总量 ２２３９ ２９１ ６ ３７３ ０４９

由表４可知，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的心理健康
的３个维度平均得分在１２７６～１９９２之间，每题平
均得分在３９８～４２５之间，心理健康总量的平均分
为４０９，表明被调查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从心
理健康各纬度上看，被调查者从“心灵宁静”、“弹

性”到“满足”维度逐渐降低．另外，从标准差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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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心灵宁静”的差异性较大．身体健康总量每题
平均分为３７３，表明受访者的身心健康属于中上水
平，说明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的身体健康状况正常，

但是３７３的身体健康平均值显然与６的最高值还
有一定的距离．调查表明，中间阶层对自己的能力要
求较高，因为只有健康的身心才有能力去做自己想

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比较注重自身的健康状况．从总
体来看，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的身心健康呈中等偏

上状态，但并未达到理想的健康水平，也与目前社会

白领阶层亚健康人群众多相一致．
２４　休闲活动与工作压力的关系

为了考察休闲活动对工作压力的影响，采用皮

尔逊相关分析法对城市中间阶层人群休闲活动与工

作压力的关系进行研究（见表５）．从总体上看休闲

活动总量与工作压力呈显著负相关，表示越参与休

闲活动，工作压力感越弱，说明了休闲活动有助于缓

解工作压力．从休闲活动各纬度与工作压力之间关
系看，工作压力与技艺性、运动性休闲有显著负相

关．技艺性的项目如插花、园艺、手工艺等一般需要
的环境比较清新、宁静，是修身养性、调养身息与回

归自然等具有较高休闲价值的项目，因此，它们对缓

解工作压力有显著性的效果．而运动性跑步、打球、
散步、舞蹈等休闲运动是属于简单易行、方便开展的

项目，而且这些活动有形体健美的功效；现代生活方

式导致中间阶层“营养过剩”，社会地位的提高又使

中间阶层比较注意自身形象．因此，中间阶层对形
体、健身、户外运动等休闲体育较为重视，通过运动

性休闲方式使他们更有信心应对工作和缓解压力．

表５　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参与休闲方式与工作压力的皮尔逊相关分析情况表

项目 消遣性 知识性 艺文性 娱乐性 运动性 社交性 技艺性 总休闲量 总压力量

消遣性 １０００

知识性 ００６８ １０００

艺文性 ００６５ －０１９３ １０００

娱乐性 ００９４ －００８５ ０２０９ １０００

运动性 ００５６ ０２４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１ １０００

社交性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３１０ ０１４６ １０００

技艺性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９ ０３８７ ０１５５ ０１３１ ００８４ １０００

总休闲量 ０３４０ ０２８５ ０５３２ ０５４２ ０４４０ ０３６８ ０５３４ １０００

总压力量 －００８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８ －０１１２ －０１４９ －００５３ －０２２７ －０２０５ １０００

　　注：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２５　休闲活动与身心健康的关系
为了考察休闲活动对身心健康的影响，采用皮

尔逊相关分析法对城市中间阶层人群休闲活动与身

心健康的关系进行研究，从表６可看出，被调查者在
知识性、娱乐性、运动性、技艺性、社交性５种休闲活
动纬度与身心健康有显著正相关，其中特别以运动

性与身心健康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越经常参与运

动性休闲活动的城市中间阶层的身心健康越好．知
识性、娱乐性、运动性、技艺性休闲活动与心理健康

有显著相关；而消遣性、艺文性、社交性与心理健康

有相关，但是不是非常显著．表明适当的进行这３种
活动能够促进心理健康，但过度的沉迷会致使精神

疲劳反而会影响心理健康．娱乐性、运动性、社交性
与身体健康有显著正相关，说明中间阶层喜欢参与

休闲运动，因为此类活动有助于放松身心、增强体

质、增进社会交往等，对身心健康有更显著的效果．
从总体上看，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与休闲活动呈显著

正相关，表明休闲活动参与程度越高，其身心健康状

态越好．可以讲休闲方式塑造了健康，而健康状况也
部分决定了人们如何休闲．

表６　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参与休闲方式与身心健康的皮尔逊相关分析情况表

项目 消遣性 知识性 艺文性 娱乐性 运动性 社交性 技艺性 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

消遣性 １０００

知识性 ００６８ １０００

艺文性 ００６５ ０１９３ １０００

娱乐性 ００９４ ００８５ ０２０９ １０００

运动性 ００５６ ０２４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１ １０００

社交性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３１０ ０１４６ １０００

技艺性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９ ０３８７ ０１５５ ０１３１ ００８４ １０００

心理健康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９ ００１９ ０３１９ ０３４４ ００７３ ０２８６ １０００

身体健康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９８ ０２１６ ０１９２ ００４７ ０３３６ １００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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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工作压力与身心健康的关系
为了考察工作压力对身心健康的影响，采用皮

尔逊相关分析法对城市中间阶层人群工作压力与身

心健康的关系进行研究（见表７）．从总体上看，工作
压力与身心健康呈显著负相关，反映了工作压力越

大其身心状态越差．从工作压力各纬度与身心健康
的比较可知，其中任务要求、组织结构、人际冲突与

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说明这３个纬度对城市中

间阶层心理健康影响较大，当任务要求、组织结构和

人际冲突的压力越大时，其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同
时，任务要求、组织结构和时间冲突的工作压力与身

体健康呈负相关，其中，任务要求、工作压力对该群

体的影响最大．另外，调查结果显示，身心健康与职
业的能力要求、职业发展压力没有明显的联系．因
此，从总体上看，城市中间阶层的工作压力与身心健

康呈负相关，其中心理健康受影响程度更大．

表７　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工作压力与身心健康的皮尔逊相关分析情况表

项目 任务要求 组织结构 时间冲突 能力要求 职业发展 人际冲突 工作压力 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

任务要求 １０００
组织结构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
时间冲突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６ １０００
能力要求 ００６７ ０１２１ ００６１ １０００
职业发展 ０１３６ ０１７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７ １０００
人际冲突 ００３０ ０２６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０ １０００
工作压力 ０６６５ ０４２１ ０４８８ ０２００ ０１８４ ０４７０ １０００
心理健康 －０４２６ －０３４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１ －０１５６ －０４８２ １０００
身体健康 －０４５７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０ －０２１０ ０３３６ １０００

　　注：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论
１）城市中间阶层参与的休闲活动依次为知识

性、运动性、消遣性、娱乐性、社交性、艺文性、技艺

性．知识性与运动性活动成为主要的休闲方式．而总
体情况表明城市中间阶层工作较繁重，休闲活动时

间有限，参与规律性的休闲活动不是很高．
２）城市中间阶层的工作压力处于中等偏上水

平，依次为时间冲突、能力要求、任务要求、职业发

展、组织结构和人际冲突．结果表明城市中间阶层的
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紧张工作时间与其他时间的冲

突、应对各种工作挑战与自身能力的冲突、职业与个

人发展前景的冲突等方面，而在时间冲突与人际关

系压力等方面被调查者存有一定的差异．
３）总体来看，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的身心健康

呈中等偏上状态，并未达到理想的健康水平．心理健
康状况良好，但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身体健康状况

正常，但与真正的健康状态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
提高福州市城市中间阶层的身心健康已刻不容缓．
４）城市中间阶层人群休闲活动与工作压力的

关系呈显著负相关，说明越参与休闲活动，其工作压

力感越弱．而技艺性、运动性休闲活动对缓解工作压
力的作用较大．
５）城市中间阶层人群休闲活动与身心健康的

关系呈显著正相关，其中又以运动性休闲对身心健

康的影响最大，说明越经常参与运动性休闲活动的

城市中间阶层的身心健康越好．
６）城市中间阶层人群工作压力与身心健康的

关系呈显著负相关，反映了工作压力越大其身心状

态越差．其中，任务要求、组织结构、人际冲突和工作
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较大；而任务要求、组织结

构、时间冲突和工作压力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大．
３２　建议
３２１　培养正确的休闲观

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城市中间阶

层的闲暇时间将越来越多，因此，政府、社会与单位

有责任培养中间阶层人群正确判断和选择具有较高

休闲价值的活动品种，如：具有创造性价值的技艺性

休闲和具有健身价值的运动性休闲．积极倡导城市
中间阶层建立科学、文明与健康的休闲生活方式，并

提供更好的休闲社会环境和多种多样的休闲机会．
３２２　建立合理的工作与休闲制度

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与工作压力以及休

闲活动息息相关，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活动的内容与时

间．因此，应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以及建立在职进修、
培训、内部沟通、协调、奖励等制度，不断提高他们应

对困难任务挑战的能力．另外，尽管人们的闲暇时间
将越来越多，但是，作为城市中间阶层的工作压力不

会同步减轻，因此，建立合理的休闲制度有助于保障

人们应有的休闲权利，如：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等．
３２３　大力发展休闲与健康产业

闲暇时间多并不意味休闲质量就高，而本次的

调查研究也表明城市中间阶层参与的休闲活动种类

少，内容偏于简单．因此，作为当前新兴的休闲与健
康产业应积极挖掘文化内涵，注重人们的休闲体验

以及文化品味，增加与拓展休闲体育、度假旅游、网

络休闲等产业内容，为城市中间阶层提供多元化的

休闲物质与精神生活．
（下转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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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交易、关联交易、掠夺性定价、搭售交易等．
总之，根据职业体育特性，有限、合理地赋予相

关主体、领域专属豁免地位，有利于统一、自由、竞

争、公平的职业体育市场秩序的形成，促进职业体育

事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４　结论

１）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竞技体育优先发展
战略，对竞技体育采取政府包办的形式，这一做法强

化了体育的“政治”功能而弱化了它的“游戏”本质，

突显了它的“工具”效用而忽略了它的“玩具”功用．
所以，它是以牺牲群众体育及公众对职业竞技体育

娱乐需求为代价的，体育的“游戏性”必须予以

还原．
２）“举国体制”对职业体育来讲，更多的是发展的

现实“藩篱”．随着社会的发展，孕育了诸多改革职业体
育管理体制的动力源，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内在要求；政府体制改革的宏观要求；解决社会基本

矛盾的要求以及职业体育自身发展的要求等．
３）职业体育产业在消费品、企业竞争关系、企

业竞争规则等方面具有与其他一般行业不一样的特

殊性．所以，在管理体制改革的取向上，只满足于实
现“政事分开”是不够的．在行业发展策略上，政府
应给予特殊的扶持，即划清政府职能，加快职业体育

的社会化、市场化进程，同时对有关职业体育适用反

垄断豁免法，给职业体育联盟（委员会）更大的经

营、管理空间，为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创造一个特殊

的行业准垄断政策．

［参考文献］

［１］李秀梅．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简编［Ｍ］．北京：北京体育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２１－１６２．

［２］肖林鹏．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述评［Ｊ］．西安体育学院学
报，２００５，２２（１）：２３－２６．

［３］白晋湘．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体育职能
转变的思考［Ｊ］．体育科学，２００６（５）：７－１１．

［４］王庆伟．论西方发达国家职业体育联盟形成的经济学依据［Ｊ］．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５）：９－１４．

［５］斯蒂芬·维泽尔内．“请公平竞争！”：欧共体法在体育领域适用
的最新发展［Ｍ］．裴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４３１－４７９．

［６］珍妮特·Ｖ·登哈特，罗伯特·Ｂ·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
不是掌舵［Ｍ］．方兴，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

［７］陈清斌．当前我国体育中介组织运行环境分析［Ｄ］．金华：浙江
师范大学，２０１０．

［８］石生．欧盟国家体育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研究及借鉴［Ｊ］．天津体
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１）：８４－８７．

［９］汪流，王凯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改革与发展研究［Ｊ］．山东体育
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１）：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１－５．

（上接第１０２页）

３２４　加强对休闲活动、工作压力与身心健康的相
关理论研究

１）进一步探讨休闲活动对工作压力及身心健
康的作用与价值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增加对多

因素变量关系的研究．２）研究城市中间阶层休闲、
工作与健康的相关政策以及制度，特别需要政府加

强对体育场馆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对职工劳动时间

的限制，以及对人们休闲时间、健康保障等问题的关

注．３）了解新时期休闲与健康产业的现状、特点、趋
势以及存在问题，思考该产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

用，对城市中间阶层人文关怀的现实意义等，从而使

相关理论能更科学深入地为城市和谐社会发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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