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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粤港澳区域体育合作是大势所趋。目前粤港澳体育场地设施增长迅速但分布不平衡，

大众体育快速发展，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各具特色。但是，三地居民体育交流较少，主要影响因

素包括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交通及通关便利性等。研究认为，应减少粤港澳区域体育体制和政

策差异造成的障碍，实现统一规划和资源共享，推进区域体育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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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onal sport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s trend-driven. Today,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sports venues and facilities increase rapidly but their distribution is unbal-

anced, mass sports develops quickly, and competitive sports and the sports industry have their own features. How-

ever, there is little sports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sidents in these three regions; the main affecting factors include 

social environm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traffic and custom clearance convenience, etc. Via their study, the au-

thors concluded that in order to boos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port, obstacles caused by differences in re-

gional sports systems and policies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should be reduced, and unified 

planning and resource sharing should b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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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

趋势。《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坚持

‘一国两制’方针，推进与港澳紧密合作、融合发展，

共同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

形成粤港澳三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全球最具核心

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 

粤港澳体育合作交流历史悠久。从著名的省港杯

足球赛、粤港澳体育用品博览会到《粤港体育合作协

议》和《粤澳体育合作协议》，从民间体育交流交往到

政府、民间、市场合作融通三位一体的格局，粤港澳

区域体育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合作面不断拓宽，因此，

粤港澳区域体育发展是大势所趋。 

 

1  粤港澳区域体育发展现状 

1.1  体育场地设施增长迅速，但分布尚不均衡 

体育场馆设施是决定体育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之

一。广东以举办亚运会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为契机，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广东共建有各类体育场

地 77 596 个，在总量、资金投入、人均面积上均居全

国首位[1]。香港和澳门由于地域狭小而人口数量庞大，

建设体育场馆则显得困难重重。香港现有各类体育设

施 1 500 多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 2.395 m2 [2]。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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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5 年，香港政府虽投入 35 亿港元发展体育设施，但

大部分体育设施未达到国际水平，仅能应付地区文娱

康乐活动，难以主办大规模比赛[3]。澳门回归后，特区

政府明确了发展体育旅游的战略定位，借助举办大型

赛事积极拓宽澳门的发展空间，带动了体育场地设施

建设，但目前澳门人均体育场地仅为 0.63 m2，场地资

源依然匮乏[4]。数量上，广东体育场地设施比香港澳门

多，但广东庞大的人口使得场馆人均占有率偏低，也

不能满足居民锻炼的需要。此外，粤港澳整个区域体

育场馆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粤中地区，密集度

呈漩涡状，由珠三角中心城市向周边递减。 

1.2  大众体育蓬勃发展 

为迎接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和深圳大运会，

广东精心组织各类全民健身活动。2010 年，广东组织

大型体育活动达 19 792 次，超过 5 730 万人次参与。

此外，广东已建立省级体育协会 38 个，地级市成立体

育总会 15 个、体育协会 336 个，县(市、区)成立体育

总会 48 个、体育协会 716 个，行业系统成立体育协会

23 个[5]。2006 年香港现任行政长官曾萌权在施政报告

中宣布：“将以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作为

特区政府的体育发展策略。2006 年，香港康文署为不

同年龄和体能人士举办了约 29 100 项康体活动，参加

者约 178 万人次，占香港总人口的 26%。香港每周参

加 3 次及以上运动的人数达到了 41.6%。体育社团是

澳门大众体育事业的主体，目前本澳地区体育总会有

57 个。截至 2007 年，澳门市民参与各类大型大众体

育活动的人数达到了 273 768 人次，约占澳门人口的

50%以上[6]。 

1.3  竞技体育整体差距明显，项目东西方特色交融 

粤港澳竞技体育发展不均衡。在第 16 届亚运会

上，广东省共有 93 人次获 41 枚金牌、182 人次获 79

枚奖牌，金牌数、奖牌数全面超越往届，位居全国第

一。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获得 8 枚金牌、15 枚银牌和

17 牌铜牌，金牌数超越多哈亚运会。澳门则仅获得 1

枚金牌、1 枚银牌和 4 枚铜牌。广东是竞技体育强省，

在游泳、跳水、体操、篮球等项目具有一定优势，能

为港澳输送人才，但某些项目如板球、冰上项目等仍

显单薄。香港和澳门地域接近，风土人情基本相同，

且同样被欧洲列强侵占过，受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双重

影响，因此竞技体育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但由于社

会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等差异，港澳竞技体育又各有

特点。早期香港足球水平较高，这与英国是现代足球

的鼻祖密不可分。此外，帆板和划艇水平一直较高，

同样也是英国文化长期浸润的结果[7]。中国特色的体育

项目则一直是澳门体育的主流，澳门的非奥项目如武

术、中国象棋和龙舟等都具有较高水平，但竞技体育

总体发展相对滞后。 

1.4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受到重视，国际化成为中心议题 

粤港澳三地同属岭南文化体系，文脉相连，血缘

相通。岭南的舞龙、舞狮、抢花炮的习俗源远流长，

影响深远。粤港澳功夫影视则见证了广东、香港和澳

门民众的习俗与精神寄托。影视黄飞鸿乃至李小龙、

叶问，已经成为粤港影视界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也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典型代表。国际化正成为粤港澳

区域体育不可逆转的趋势和潮流，从国内竞争转向国

际竞争，由备战全运会转向备战奥运会等国际顶级体

育大赛，由承办国内比赛转向承办国际性赛事，例如

2005 年澳门举办了第 4 届东亚运动会，2009 年香港举

办了第 5 届东亚运动会，2010 年广州举办了第 16 届

亚运会，2011 年深圳正积极筹备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等。目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在争取市民支

持，申办 2023 年亚运会。 

1.5  体育产业全面发展，特色各异 

粤港澳体育用品业起步较早，且发展比较成熟，

产业链较完备。香港已经摆脱原始的代工模式，转向

自主品牌创造，并建立了国际体育用品营销和研发中

心。广东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数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远远超过香港、澳门。深圳形成了高尔夫用品、航模、

滑雪器材、游艇、运动及竞赛型自行车、健身器材等

高端体育用品制造业的 6 大优势领域。作为体育用品

业的重要一环，广东体育用品展览业稳步发展，粤港

澳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已连续举办了 7 届，为促进粤

港澳及国际体育用品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体育服

务业方面，香港赛马业发达，体育资本市场活跃，澳

门体育旅游业持续火爆，而广东体育竞赛表演、体育

休闲、体育旅游等发展迅猛，粤港澳各具特色。 

 

2  粤港澳体育交流现状及影响因素 
2.1  粤港澳居民体育交流现状 

近年来，粤港澳三地政府对体育的重视程度日益

加强，体育交流逐步增多，并带动了三地间经济文化

交流。作为粤港两地每年一届的传统足球赛事，省港

杯足球赛不仅促进了粤港两地足球事业的发展，而且

对繁荣两地体育文化、促进交流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

影响。合作举办体育赛事成为三地体育交流的重要途

径，在刚刚闭幕的第 16 届亚运会上，香港马会为广州

亚组委提供了马术赛场建设和赛后利用、赛事技术等

多方面的支持，并向广州亚组委捐款 3 000 万元人民

币，为亚运会马术比赛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随着

粤港澳区域体育合作计划的实施，运动员、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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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管理人才和科研专家的互动交流将进一步加强。

此外，粤港澳三地政府还通过联合举办国际体育用品

博览会促进三地体育用品业的发展和交流。但通过调

查发现，粤港澳三地居民体育交流不多，特别是广东

居民前往港、澳的体育交流相对偏少。 

调查发现，90%的粤港澳居民未前往异地观看和

参与比赛。一方面，说明三地间体育交流较少，吸引

居民前往异地参与体育活动或观看体育赛事的动因不

够；另一方面，与各地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粤港澳

虽同属岭南文化圈，但也是我国地域结构中最为复杂、

差异性最大的区域，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差异，并由此形成了体育消费观念和习惯的差异。

调查数据显示粤港澳区域居民体育交流还存在巨大的

发展空间。 

2.2  粤港澳体育交流影响因素 

1)社会环境。 

调查发现，22.9%和 19.8%的被调查者认为良好的

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吸引他们前往目的地参与体育交

流活动。粤港澳区域虽然存在 3 种体制(特别行政区、

经济特区和其他地区)、3 种货币(人民币、港币和澳门

元)等诸多差异，但拥有相似的资源。如粤港澳都以粤

语为本土方言，语言文化的亲近性和同一性，为粤港

澳区域体育合作和交流提供了保障。但是 3 地语言文

字尚未完全接轨，如广东的官方网站大部分没有英文

版，没有考虑到香港和澳门有相当一部分高端人群只

懂英文、缺乏中文或粤语语言能力的现实。目前，粤

港澳区域体育协调机制尚处在初级阶段，合作机制多

以会议方式来实现，未形成超越三方制度障碍的协调

机构，缺乏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政治性组织和民间

组织等方面的协调。 

2)经济环境。 

粤、港、澳三地是我国经济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

广东是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且经济最发达的

省份之一，2010 年广东人均 GDP 近 7 000 美元，已达

中等收入国家水平[8]；香港和澳门在“一国两制”的原

则下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香港经济发达，根据美国财

经杂志《全球金融》公布的全球 182 个国家及地区的

全球富有排行榜，香港以人均 GDP44 800 美元(约 35

万港元)世界排第 7，居亚洲第 2，仅次于新加坡，超

过日本[9]。博彩旅游业作为澳门经济的主导产业，博彩

税占澳门财政收入的 85%。近年来博彩业的高速发展

奠定了澳门经济全速发展的基础。2008 年，澳门人均

GDP 为 39 036 美元。殷实的经济基础，为粤港澳居民

进行体育消费提供了保障。调查显示，澳门大部分居民

具有体育消费能力且有一定的体育消费支出，只有

17%的澳门居民没有体育消费支出，但是澳门居民的

体育消费水平主要集中在“1 000 澳门元以下”[10]。2000

年香港家庭体育消费为 91 亿港元，占香港居民消费支

出的 1.24％。在家庭体育消费支出中，59 亿港元用于

购买体育用品，32 亿港元用于各种体育服务[11]。 

3)交通及通关便利程度。 

目前粤港澳三地形成了典型的“一小时生活圈”，

交通非常快捷便利。2004 年 2 月澳门海关边检楼投入

使用，其中旅客出入通道 71 个，车辆出入通道 22 条。

随着边检楼扩建工程的峻工，自助通关通道倍增，进

一步提高了三地间通关的便利程度。24.8%的被调查

者认为，通关便利程度对其到目的地参与体育交流活

动有较大影响，港、澳受访者对通关现状基本满意，

但广东居民的满意度较低，主要认为通关手续繁琐，

费用高且通关速度慢。另一方面，广东居民对港澳地

理环境的生疏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出行的不便。在

港深便利化措施的期望值方面，对通行证免签多次往

返和凭身份证免签过关的便利措施期望值最高，其次

就是港深直通的士、开通更多港深直通巴士和简化过

关手续，虽然广东居民申请港澳通行证工作日较以往

缩短，但开放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4)体育设施及体育产品质量。 

28.9%和 34.9%的被调查者认为，良好的体育设施

条件和优质的体育产品质量会增强其前往目的地参与

体育交流活动的欲望。香港和澳门地域狭小，体育设

施和产品资源相对匮乏。相比之下，广东体育设施和

体育产品更加丰富。近年来，随着广东举办大型赛事

的升级和体育产品的不断丰富及配套设施的完善，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港澳居民来粤。 

5)媒体宣传。 

随着粤港澳三地交往日趋密切，媒体的宣传力度

也逐步加大。但是，广东人眼中的港澳，和港澳同胞

眼中的广东存在较大差异。调查发现，26.1%的居民

认为媒体宣传影响较大，并且一部分广东居民认为香

港和澳门值得旅游但不适合参加体育活动。香港和澳

门已经回归 10 多年，但相互间了解都是通过媒体宣传

实现的，因此坚持正确的媒体导向、加大区域体育合

作的宣传力度是十分必要的。 

6)余暇时间。 

调查发现，余暇时间也是影响三地居民进行体育

交流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大陆 5 天工作制已经普遍

得到推广，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也逐步实施，据统

计，我国公民全年法定节假日时间已达到 114 天，接近

一年中的 1/3，香港、澳门的法定假日更多，全年有 119

天。由此可见，粤港澳三地居民拥有充足的余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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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粤港澳区域体育发展对策 

3.1  构筑粤港澳区域体育发展的沟通渠道，加快政策

法规制定 

根据《粤港澳体育合作框架》，组建粤港澳区域体

育合作领导小组，定期进行沟通和磋商。共建决策咨

询网络，充分发挥粤港澳三地体育人才和智力资源优

势，组建由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专家学者组成的粤港

澳区域体育发展专家委员会，进行大量的实地调研和

国内外考察，建立决策咨询信息数据库，为区域体育

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咨询服务。协调工商、科教、卫生

及其他部门，出台体育扶持政策。加快建立权责明确、

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体育行政执法体系，

加强联合执法。 

3.2  盘活粤港澳区域体育资源，实现区域体育一体化 

调整竞技体育项目布局，建立粤港澳区域竞赛体

制，打造跨地区的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共同塑造全国

乃至世界性区域体育品牌。建立三地优秀教练员、运

动员引进或互换机制，加强优势项目的交流与合作。

如广东派遣优秀教练员定期赴香港和澳门执教，港澳

地区则帮助广东推广其优势项目如棒球、保龄球、壁

球等，甚至将一些水平较高又缺少场地的优势项目训

练基地移到广东。按照赛事精品化和竞技体育集约化

原则，打造“一城一品”，实现错位发展、差异化竞争。

大力提升香港和澳门体育用品营销、融资和品牌化经

营的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挖掘广东高端体育用品制造、

研发潜力，完善粤港澳体育用品产业链。 

3.3  管理制度优势互补，共建交流平台 

广东省体育事业利用“举国体制”优势，由广东

省体育局统一协调各地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发展，

杜绝不必要的“内耗”和重复建设，保持了竞技体育

在全国的优势。相比大陆地区的“举国体制”管理模

式，港、澳两地区体育管理社会化水平较高。粤港澳

三地应充分发挥二种制度的优势，实现体制互补和融

合，达到共赢。同时，依靠现代科技构筑粤港澳体育

信息网，构筑区域体育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实现体

育信息的互通与共享，降低交易成本。 

3.4  以举办大型体育活动为契机，推动粤港澳区域体

育跨越式发展 

加快区域体育发展一靠机制，二靠机遇。完善的

机制是区域体育发展的根本，而机遇则成为区域体育

能够跨越式发展的催化剂。例如，广州举办亚运会和

深圳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无疑为粤港澳三地体育旅

游的联动创造了机会。配合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以丰

富的民族体育文化内涵、富有南粤风情的旅游资源、粤

港澳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和完善配套的旅游设施，设计

区域体育旅游路线和旅游项目，将提升粤港澳区域体育

旅游在国际旅游格局中的地位。 

 

本研究在提出诸多粤港澳区域体育发展对策的同

时，也认识到要付诸实施并不容易。粤港澳三地在行

政管理、法律法规、社会制度、文化与居民生活习惯

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粤港澳区域体育合作中的许多

具体问题都不能由三地体育行政部门自己解决，需要

国家体育总局、三地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支持。但是，

粤港澳区域体育交流与合作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将引领泛珠三角甚至中国体育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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