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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休闲组织《休闲宪章》
正文
条款 
1. 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人人均有权享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以及参与休闲活动的时间。

2. 对于从事有偿工作的人，第一条规定，要承认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定期带薪休假以及法定假日带薪休
假的权利。这些权利的保障通常需要通过国家/省级立法实现。

3. 第一条同样适用于从事无偿劳动的人，例如家庭照护人员。

4. 人人都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

• 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文化包括：“音乐、歌曲、仪式、体育及比赛、自然和人
造环境”以及“个人、个人团体和社区借以表达人性以及他们赋予自身存在的意义的艺术、习俗及
传统”。这些活动基于以下设施资源的提供：“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电影院和体育馆；文学（
含民间文学）和各种形式的艺术；对文化互动十分重要的共享开放空间，例如公园、广场、大街和
街道；大自然的恩赐，例如海洋、湖泊、河流、山脉、森林和自然保护区（包括在那里发现的动植
物群）”。[i]

• 参加社会和文化活动者包括：活跃的参与者、学习者、观众成员或无酬志愿者。

5. 休闲也是一种媒介，通过它可以行使《世界人权宣言》和相关公约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和相关福利，包
括：儿童通过玩乐获得身体、心理、情感和社会方面的发展；支持家庭生活；个人表达及发展；维持社
会的文化生活；通过体育、体育活动和文化参与促进身心健康，提升幸福感。反之，剥夺人们进行有益
休闲活动的时间可能会对个人和社会的福祉造成严重后果。

6. 因此，包括商业组织、教育机构、专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社会机构均应遵守并支持上述权
利。国家、地区/省和地方各级政府有责任体现联合国条约下的承诺，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体现国家宪法
和立法中的规定。

7. 承认各级政府不是休闲设施和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并且他们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对资源的竞争性需求，但
他们仍然负有以下特定职责：

• 确保在住宅区提供及保护娱乐用开放空间用地；

• 确保保存自然和文化遗产并确保它们可供公共访问；

• 确保为儿童玩乐提供适当的空间及设施；

• 支持提供促进健康的便利设施，例如体育及运动设施；

• 支持文化机构及活动；

• 确保社区所有成员，不论其年龄、性别、性取向、种族、宗教、能力或收入，均可享受福利性的休
闲设施和服务；

• 支持为休闲/体育/文化服务行业培训技术型和专业型员工。

• 支持对休闲活动带来的福利和所需的费用以及休闲设施和服务的提供进行研究；

• 包括承认相关国家/省级法律法规（包括与大众传媒和数字媒体管治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与休闲
相关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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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地区和城市政策及计划中承认与休闲有关的规定可以对个人、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做出
的贡献；

• 支持《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其他促进人们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人权，包括享有食
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及安全的权利。

[i]  UN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2009). Guidelines on Treaty-specific Documents 
to be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s 16 and 17 of the ICESCR. Document E/C.12/2008/2. New 
York: UN,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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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休闲组织《休闲宪章》
背景
1. 1970 年，国际娱乐协会正式通过了初版《休闲宣言》，1979 年世界休闲与娱乐协会对其加以修

订，2000 年世界休闲组织 (WLO) 再次进行修订。2018 - 2020 年期间，经过与休闲相关的组织和世界休
闲组织成员进行广泛磋商后，当前版本于 2020 年 4 月经世界休闲组织理事会批准发布。

2. 世界休闲组织（当时称为“国际娱乐协会”）成立于 1952 年，是经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认证为咨询
机构的 2500 家非政府组织中的一员  (www.worldleisure.org/about/).

3. 虽然有研究表明休闲是一种心态或一种体验，但是在本《宪章》中，休闲被视为包括闲暇时间（相对自
由时间，期间没有因有偿或无偿工作或维持个人生计而不得不做的事情），以及闲暇时间内进行的休闲
活动。

4. 在撰写《休闲宪章》时，世界休闲组织从 1948 年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UDHR) 中摘取部分内容作为
其序言。《世界人权宣言》中与休闲相关的条款有：

• 第二十四条：“人人都有休息和休闲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带薪休假的权利。”

• 第二十七条：“人人都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

5. 《世界人权宣言》是一份得到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一致赞成的原则宣言。它借助两项 1966 年通过的相关
公约得以实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 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ICESCR)。签署并批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国
家均正式承诺确保落实这些权利。这包括定期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关于落实各项权利的进展的报
告，并接受评估。关于从事有偿工作的人们的工作时长和带薪休假的权利的落实进展情况，则由联合国
国际劳工组织进行监督。《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与休闲相关的权利均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中进行重申，具体内容如下：

•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反映《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四条）：本公约缔约各
国承认：“人人都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包括以下权利：“休息、休闲和工作时间有
合理限制，定期带薪休假以及法定假日带薪休假”。

•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反映《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七条）：本公约缔约
国承认人人都有权：“参加文化生活”。此外，本公约缔约国应为“保存、发展和传播文化”采取
必要的措施，并确保“创造性活动所必需的自由”。

6. 这些与休闲相关的权利和《世界人权宣言》及相关公约中规定的其他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
利都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和相互关联的”。如果其他普遍的人权被剥夺了，那么休闲
相关权利的行使可能会受到严重限制。

7. 尽管《休闲宪章》注重宣传休闲的有益效果，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某些休闲活动可能对个人和
社会都会造成潜在危害。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参与休闲活动应是“只受法律
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保证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满足人们对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8. 联合国条约还提及了特定背景下的休闲权利，包括：

a. 旅行/旅游：如上所述，《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四条）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第七条）规定了劳动雇佣关系中的人们所享有的定期带薪休假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十
三条）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规定了人人在本国内和国外均有权自由迁
徙。

b.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1979) 申明男女享有“相同的积极参加运动和体育的机会”
和“参与娱乐生活、运动和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利”（第十条和第十三条）。

http://www.worldleisure.org/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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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儿童权利公约》(1989) 申明“儿童享有休息和休闲、从事与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和娱乐活动，以
及自由参加文化生活和艺术活动的权利”（第三十一条）以及，对于受雇佣的儿童，采取“有关工
作时间和条件的适当规定”（第三十二条）。

d. 《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1989) 声明各政府应“在尊重其社会文化特点、习俗与传统以及他们制度
的同时，促进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第二条）。

e. 《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1999) 申明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
权“享受其文化”和“有效地参加文化、宗教、社会、经济和公共生活”（第二条）。

f. 《政治宣言》和《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2002) 申明老年人应能“参与社会的经济、政
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并且“只要愿意并有能力，应一直有机会工作”（第十二条）。

g. 《残疾人权利公约》(2006) 申明残疾人有权“与其他人平等地参与文化生活”以及享有以下权利：
获得文化材料；获得电视节目、电影、戏剧和其他文化活动；进出文化表演或文化服务场所，例如
剧院、博物馆、电影院、图书馆以及旅游服务场所，并尽可能地可以进出在本国文化中具有重要意
义的纪念物和纪念地；尽可能充分地参加各级主流体育活动、残疾人专项体育和娱乐活动，获得适
当指导、训练和资源，并可以使用体育、娱乐和旅游场所（第三十条）。

h. 《杭州宣言》：将文化置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核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3) 申明保证人们享有“
文化权利、获得文化产品及服务、自由参与文化生活、自由进行艺术表达，是构建包容和公平社会
的关键所在”。

9. 世界休闲组织发布的其他有关人权和休闲的声明（请参阅 www.worldleisure.org）包括:

a. 《休闲、旅游业与环境》，1991 年悉尼世界休闲与娱乐协会全球大会上发布的《声明》。

b. 世界休闲与娱乐协会于 1993 年发布的《国际休闲教育宪章》。

c. 《圣堡罗宣言：全球化社会中的休闲》，1998 年；更新版本为：《圣堡罗宣言：限制外的休闲》
，2018 年。

d. 《魁北克宣言：休闲对社区发展至关重要》，2008 年。

10. 1各类组织已经发布的属于休闲领域或与休闲相关的领域的《宪章》。

a. 旅游、假期及旅游业

1. 《全球旅游业道德守则》世界旅游组织，1998 年

2. 《欧洲社会旅游意见》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2006 年。

b. 体育

1. 《奥林匹克宪章》：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2004 年。

2. 《欧洲体育宪章》：欧洲理事会，1992 年。

3. 《国际体育教育、体育活动与体育运动宪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 年。

4. 2014 年《妇女与体育宣言》：国际妇女与体育工作组，2014 年。

c. 《文化（指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创造性活动”）和遗产》

1.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 年。

2.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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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七条）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承认作者/创作者
对其本人的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的权利。虽然这一规定明显对
文化十分重要，但是，即使人们承认休闲越来越依赖于数字/社交媒体，它依然不在《休闲宪章》的直接
影响范围之内。《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886 - 1979 年）和《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 年）均对上述问题给予了关注。

12. 休闲权和人权均是复杂的概念，因而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颇为复杂。这种复杂性无法通过一份简短的声明
充分反映出来，但世界休闲组织在其网站上提供了一份阅读指南。

[i]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1993). Vienna Declarat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 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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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资料
简介

引文及概要

批准

国家、省/州和地方各级政府频繁制定与休闲各方面（如体育运动、户外休闲、开放空间、艺术/文化遗产、
旅游和游戏）有关的法律、政策、声明、计划、策略、研究报告和网络内容。通常，这些资料力求说服公
众、民意代表、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使其通过一系列政策内容认识到这些与休闲相关的事情对于社区福利
而言至关重要。作为沟通过程的一部分，这些资料可能有助于告知读者，获得休闲设施和服务是一项人权，
这些权利在世界休闲组织《休闲宪章》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已批准的国际条约中均已阐明。

政府组织可能会发现在其政策文件中添加以下所有或部分引文是有帮助的。

休闲

1948 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人人都有休息和休闲的权利，......人人都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七条）

1970/2020 年世界休闲组织：《休闲宪章》

“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人人都有权享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以及参与休闲活动的时间”（第一条）以及“人人
都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包括音乐和歌曲、仪式、体育和比赛以及自然和人造环境）”（第四条）
。

团体

1979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

男女应享有“相同的积极参加运动和体育的机会......以及参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机会”。（第十条和第十
三条）

1989 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政府应“承认儿童享有休息和休闲、从事与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和娱乐活动，以及自由参加文化生活和艺术
活动的权利......并应鼓励提供从事文化、艺术、娱乐和休闲活动的适当和均等的机会”。（第三十一条）

1999 年：《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权利宣言》

“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权私下和公开、自由而不受干扰或任何形式的歧视
地享受其文化、信奉其宗教以及使用其语言。......以及有权有效地参加文化、宗教、社会、经济和公共生
活。”（第二条）

联合国关于休闲和文化的重要条约是 1966 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该公约
对 1948 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相关部分赋予了法律地位。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的联合国成员国承诺执行该公约，并定期向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报告其进展情况。如果
贵国政府批准了该公约，并因此作出了这些承诺，则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可能会有助于执行该公约。批准
该公约的国家名单可在下方网站查找: 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scr.aspx (点击“批准
情况” (‘Status of ratifications’)）。

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esc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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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政府应承认残疾人有权与其他人平等地参与文化生活，并应当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残疾人获得以无障碍模
式提供的文化材料、电视节目、电影、戏剧和其他文化活动；进出文化表演或文化服务场所，例如剧院、博
物馆、电影院、图书馆、旅游服务场所，并尽可能地可以进出在本国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纪念物和纪念
地；使用体育和娱乐场所；尽可能充分地参加各级主流及残疾人专项体育和娱乐活动并获得适当指导、训练
和资源。（第三十条概要）

体育

2010 年：《奥林匹克宪章》

体育运动是一项人权。每个人必须享有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体育运动的机会。（第一条）

1976/1992 年《欧洲体育宪章》（欧洲委员会）

“政府将促进体育运动视为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应采取必要措施......使每个人都能参与体育运动”。（第
一条）

1978/201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体育教育、体育活动和体育运动宪章》

“人人都有开展体育教育、体育活动和体育运动的基本权利”。（第一条）

艺术/文化

1948 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人人都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第二十七条）

旅游和旅游业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

“人人都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自己的国家”。（第十三条）

“人人都有休息和休闲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带薪休假的权利。”（第二十四条）

1998 年：《全球旅游业道德守则》（世界旅游组织）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四条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 d 款的保证，普遍旅游权
必须被视为休息和休闲（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带薪休假）权利的必然结果。”（第七条第二款）

“应在政府当局的支持下发展社会旅游，特别是联合旅游，以促使人们获得更多休闲、旅游和度假的机
会。” (第七条第三款）

“应鼓励和促进家庭、青年、学生和老年人旅游业以及残疾人旅游业的发展”。(第七条第四款）

个别管辖区：《休闲宪章》
个别国家/省/州/市可能希望基于世界休闲组织《宪章》制定自己的《休闲宪章》，反映当地文化和传统，
并可能涉及地方宪法和/或立法。世界休闲组织鼓励各地区提出这些倡议（可通过世界休闲组织秘书处: 
secretariat@worldleisure.org 提交）

mailto:secretariat@worldleisu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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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与人权：教育资料
简介

问题/练习

课程资料 — 高中/中学/高等教育水平

阅读资料

与《休闲宪章》相关的教学资料可用于各级各类的教育计划。

• 在小学和中学级别，这些资料有助于实施更广泛的公民教育计划。

• 在高等教育方面，它们有助于开展政治、法律、公共管理和休闲/体育运动/旅游业研究项目。

• 在成人/继续教育方面，它们有助于开展现有的政治、法律、公共管理和休闲/体育运动/旅游业研究
项目，但是同样也可以构成关于休闲/体育运动/旅游业/游戏权利的独立短期课程。

欢迎提出关于增加参考书目的建议（可通过世界休闲组织秘书处 secretariat@worldleisure.org 提交）

（改编自 Veal 2017 年版。）

1. 享受 (a) 闲暇时间、(b) 旅游、(c) 体育运动的权利有时会受到政府何种方式的侵犯？

2. 劳工权利如何影响休闲、体育运动和 (a) 国内及 (b) 国际旅游业？

3. 马歇尔概述了公民的三类权利：这三类权利是什么以及如何定义每类权利？

4. 如果个人既有“义务”又有“权利”，那么其在 (a) 休闲、(b) 体育运动、(c) 旅游业方面有哪些义务？

5. 权利宣言可能以何种方式被视为对自由的潜在威胁？

6. 审查 Veal 版本（2017 年 — 第 4 章）表格 4.1 - 4.4 中列出的任何宣言或《休闲宪章》“背景文件”（
第 8、10 项）清单中任意一项，并分别从 (a) 国家级别和 (b) 地方级别探讨其对公共休闲、体育运动和旅
游业政策的影响。

7. 审查贵国人权立法在何种程度上考虑了《休闲宪章》中论述的与休闲、体育运动和旅游业相关的权利。

人权与公民权：关于以下第 4 章内容的幻灯片 (20)：

Veal, A.J. (2017). Leisure, Sport and Tourism: Politics Policy and Planning, 4th Edn. Wallingford, UK: CABI. 
Slides available for downloading at: www.cabi.org/products-and-services/about-cabi-books/open-
resources/leisure-sport-and-tourism-politics-policy-and-planning-4th-edition/

世界休闲组织发布的休闲权利参考书目可在此处查找。 提及人权的与休闲相关的教科书有：

• Edginton, C. R., DeGraaf, D. G., Dieser, R. B., & Edginton, S. R. (2006). Leisure and Life Satisfaction 
(4th ed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pages 127, 379)

• Veal, A.J. (2017). Leisure, Sport and Tourism: Politics Policy and Planning, 4th Edn. Wallingford, UK: 
CABI (Chapter 4, pages 73-93)

• Veal, A. J., Darcy, S., & Lynch, R. (2013). Australian Leisure (4th edn.). Sydney: Pearson. (pages 102, 
381–382)

mailto:secretariat@worldleisure.org
http://www.cabi.org/products-and-services/about-cabi-books/open-resources/leisure-sport-and-tourism-politics-policy-and-planning-4th-edition/
http://www.cabi.org/products-and-services/about-cabi-books/open-resources/leisure-sport-and-tourism-politics-policy-and-planning-4th-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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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时有人声称，国际协定（例如在联合国或欧盟主持下签订的国际协定）威胁着国家主权。这对此类协
定有何影响？

9. 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对于发达国家制定休闲、体育运动和旅游业领域的政策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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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与人权：参考书目

目录

文献来源

关于人权的一般性文本选文

本参考书目不时更新。它作为世界休闲组织《休闲宪章》的补充信息被发布在世界休闲组织网站 
(www.worldleisure.org) 上。欢迎提出关于增加参考书目的建议（可通过世界休闲组织秘书处 
secretariat@worldleisure.org提交）

联合国条约等  www.un.org/rights

Ishay, M. R. (Ed.). (1997). The Human Rights Reader. New York, NY: Routledge.

Bauer, J.R., & Bell, D.A. (Eds.).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anston, M. (1983). Are there any human rights? Daedalus, 112(4), 1-17.

Donnelly, J. (2013). 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3rd Ed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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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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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er, B.S. (1993). Outline of a theory of human rights. Sociology, 27(3), 489-512.

1. 文献来源

2. 关于人权的一般性文本选文

3. 休闲

4. 儿童/游戏

5. 环境/遗产

6. 体育

7. 艺术/文化

8. 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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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修订过程
修订过程2017 - 2019 年
在 Tony Veal 教授发表关于休闲与人权的演讲后，于 2016 年世界休闲大会期间在德班举行的世界休闲学院 
(WLA) 两年一度的会议上提出了《休闲宪章》修订提案。世界休闲组织理事会要求世界休闲学院进行审查，
并任命世界休闲学院院长 Atara Sivan 教授和 Tony Veal 教授为共同召集人。世界休闲学院成员中对此事感
兴趣的人被征召到特别工作小组，该工作小组于 2017 年初开始工作。对工作小组工作做出贡献的人员和团
体如下：

对工作小组工作做出贡献的个人：

• 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 Atara Sivan （世界休闲学院院长兼工作小组共同召集人）

• 来自悉尼科技大学的 Tony Veal （工作小组共同召集人）

• 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 Linda Caldwell

• 世界休闲组织前理事会主席 Derek Casey

• 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 John Dattilo

• 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 Geoffry Godbey

• 来自荷兰 NHTV 布雷达应用科技大学的 Arend Hardoff

• 来自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 Karla Henderson

• 来自波兰华沙经济学院的 Bohdan Jung

• 来自韩国明知大学的 Jeong Myung Jim

• 来自美国佐治亚大学的 Douglas Kleiber

• 来自西班牙的世界休闲组织首席运营官 Cristina Ortega Nuere

• 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 Robert Stebbins

• 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的 John Tower

• 来自巴西圣保罗大学的 Ricardo Uvinha

初稿征求了十六个组织的意见，包括世界休闲组织分会、休闲研究协会以及文化、旅游业、体育运动和体育
教育组织。收到了以下协会的意见：

• 休闲科学学院

• 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休闲研究协会

• 世界休闲组织：香港分会

还收到了世界休闲组织理事会成员集体和个人的意见。

• 还在世界休闲组织网站上公开征求全球公众对草案的意见。

• 因此，《宪章》最终版本是经历了四次草案、数小时的讨论以及多次修订后形成的结果。我们相信
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 修订版《宪章》于 2020 年 5 月经世界休闲组织董事会批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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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休闲学院 (WLA) 寻求通过宣传、研究和教育方面的努力来促进休闲权利的落实。我们十分感激能有机会
参与此项重要的工作。我们特别感谢世界各地的同事做出的贡献和给予的支持，让“集体为实现全人类的休
闲理想这种人权而努力”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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