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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体育设施政策演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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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梳理了新中国体育设施政策演进的历史脉络，将我国体育设施政策的发展划分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倡导
与初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文革”时期的严重破坏、拨乱反正后的低频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频发
展、新世纪初的高频平稳发展和后奥运的新发展等 7 个阶段。在分析和总结各阶段体育设施政策特点的基础上，归
纳出其演进的路径: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由国家利益本位回归到人的健康本位;政策制定的模式由“精英模式”转向
“整合模式”;政策的执行由重建设轻管理向重建设兼顾管理转换，并逐步呈现出政策法律化的趋向;政策制定的价
值追求始终是增强人民体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厘清新中国体育设施政策演进路径的基础上，提出我国
体育设施政策建设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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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facility policy in new China． It is found that sports facility policy in
China includes seven stages，which are respectively policy initiative construction，zigzag development，serious destruction，

low frequency development，high frequency development，stable and high frequency development and new development． Its
evolution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 guiding principle from national standard to people's health standard; the policy for-
mulation from the upper first to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top and the lower; the policy execution from emphasizing construc-
tion and ignoring management to underli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policy gradually highlight its legal effect． The
Strengthening on people＇s physical fitness and the great Ｒenaissa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its valued object，and the devel-
opmental path of sports facility policy is closely consistent with our party' s political line． Finally，the author put forwards
some advice to the sports facil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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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 6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历程中，党的几

代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群众的健康问题并对体育

设施给予关注，出台了符合不同时代背景的体育设

施相关政策，用以指导体育设施的建设和发展。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每个国家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以及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都对我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规划和部署，对体育

设施建设提出了相关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洗

刷“病夫”屈辱、实现奥运梦想、迈向体育强国的体

育事业发展方针变化历史进程中，体育设施政策的

发展亦呈现出时代的特点。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
大型赛事不断促推、群众健身需求日益高涨，使得我

国体育设施的建设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快速发

展阶段。资源吸取能力与分配机制对某项活动的发

展具有极大的影响［1］，而政策是国家和政府作为分

配或调整各种资源( 利益关系) 的工具和手段，是各

种利益关系的调节器，具有合理配置资源和导向的

功能［2］51 － 52。在促进社会和谐、提倡以人为本、关注

体育公平、注重健康生活、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背景下，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来规范和引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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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设施的建设与发展，以更好地发挥其在全民健身

中的物质基础作用，从而有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注民生、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指导方针，是

摆在体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体育

设施政策研究尚处在一个“待关注”的状态，缺乏较

为系统化的历史梳理和审视。鉴于此，以新中国体

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为主线，以体育设施相关的

政策、法规文件为纬度，时间变化为经度，描绘其发

展变化的轨迹，分析归纳各阶段体育设施政策的数

量变化、政策特点、制定形式和执行模式，并在厘清

我国体育设施政策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提出其建设

和发展的建议。

1 不同阶段的体育设施政策及其特点

基于研究需要，参考党史对新中国的历史阶段

划分，以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指导方针的变化为主线，

并结合我国的重大体育事件，将建国以来我国体育

设施政策的发展历程划分为 7 个阶段。
1． 1 倡导与初建阶段( 1949—1956)

经过炮火的洗礼和鸦片的侵蚀，刚刚成立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国贫民弱的局面，“东亚病夫”
实为国民体质的真实写照。因此，中国共产党在

《共同纲领》中明确提出: 国家提倡国民体育，新中

国的体育事业是为人民的健康、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和人民的国防而发展的体育［3］。这一时期，我国体

育事业确立了“使体育运动普及化和经常化”的发

展方针。围绕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出台了体育设

施相关政策 10 件，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华全国体育

总会章程》《关于加强领导、进一步开展高等学校体

育运动的联合指示》《中央体委党组关于召开全国

体育工作会议的报告》等。
体育设施政策的特点。( 1 ) 倡导性。受限于当

时经济的发展水平，出台的体育设施政策主要是倡

导性政策，对体育设施的建设提出倡导性建议，未做

出具体、明确的硬性规定。如: 1951 年，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颁布《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

决定》中指出，各级学校应尽可能地充实体育娱乐

设备，加强学生的体格锻炼; 1955 年，《全国总工会

关于开展职工体育运动暂行办法纲要》中指出，为

了更好地开展职工群众的体育运动，必须有相当的

体育场地和设备，场地不足的单位应适当地增添和

扩充［4］23。( 2) 军事性。《新体育》的“发刊词”中提

出，体育设施建设要成为国防事业获得胜利的一个

有利因素和保障。年轻的新中国依旧存在着政权和

国家危机，保家卫国是国情需要。因此，体育设施政

策具有强烈的军事取向，体现出为军事服务的特点。

( 3) 全民性。1952-06-10，毛泽东主席为中华全国体

育总会成 立 的 题 词“发 展 体 育 运 动，增 强 人 民 体

质”，成为了本阶段体育设施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
在《关 于 全 国 第 一 次 职 工 体 育 工 作 会 议 的 报

告》［4］276《关于加强领导、进一步开展高等学校体育

运动 的 联 合 指 示》［5］ 及《中 国 煤 矿 体 育 协 会 章

程》［4］190 中，指出体育设施在工厂、学校及企事业单

位多领域进行建设，体现出政策的全民性特点。
体育设施政策的制定模式: 百废待兴、国贫民

弱、国家危机的客观存在，使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安全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采用“自上而下”的精

英模式来制定体育设施的相关政策。“先国后家”，

国家利益统摄个人利益。政策制定采用的是一种

“单方案”决策而非“多方案”择优。
体育设施政策的执行: 由管理体育的权威机

构———国家体委通过自上而下垂直的政治体制通

道，以“红头文件”形式、运用行政指令手段、上传下

达。政策执行具有刚性、权威性; 政策执行效果不折

不扣。
1． 2 曲折发展阶段( 1957—1966-04)

经过 7 年的社会主义和平改造，新中国的政权

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因此，在第 8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

一时期，提出体育事业发展方针“普及与提高相结

合、侧重普及”。围绕这一方针的贯彻落实，出台了

体育设施相关政策 7 件，具有代表性的有《体育运

动十年发展纲要》《关于更广泛地组织青少年参见

体育运动的指示》《关于贯彻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

指示精神，大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意见》《1961 年全

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等。
体育设施政策的特点。( 1) “大跃进”性。在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背景下，体育领域也出

现了“大跃进”，出台了《体育运动十年发展纲要》。
该《纲要》规定: 在体育设施方面，从 1958 年起到

1967 年止，全国省辖市以上的公共性体育场地将由

1957 年预计 434 个发展到 1 023 个，省辖市以上城

市均将具有可供竞赛使用的体育场地一个以上［6］。
( 2) 不稳定性。“大跃进”背景下体育设施政策目标

制定得过高、过空、过于浮夸，加之 1959 年后连续 3
年的自然灾害，使我国的经济跌入低谷，调整成为必

然。在中央“八字”方针指导下，体育设施相关政策

也出现了调整。如: 《1961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

要》［4］63指出，体育场地实行国家统一分配器材、因

陋就简、土洋结合的办法解决。另一方面，频发的政

治运动不仅打破了原有政策制定的程序，而且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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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设施政策的更替加快。
体育设施政策的制定模式: 本阶段，体育设施政

策制定的“精英”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这是因为，

中央集权使国家权力无限增大并形成了“全能型”
政府，国家垄断了整个社会资源。计划经济体制的

形成、体育管理体制的“垂直”模式使国家通过各级

体育行政机构直接控制社会的细胞———个人，用以

推行政策、分配资源。然而，精英模式在政策制定过

程中固有的缺陷———精英者自身认知的局限和政策

制定忽视政策执行对象的利益表达，亦导致出现政

策失误，这从大跃进时期的《体育运动十年发展纲

要》中就得以具体的体现。
体育设施政策的执行: 是政治运动背景下的行

政指令性执行，全国采用“一刀切”，以追求政治效

果。大跃进、整风运动、四清运动等各种政治运动的

频发，使体育设施政策在执行中打上了政治运动的

烙印。同时，政策制定的跃进、浮夸、目标过高，使政

策难以执行，造成了“欲速则不达”的结果。
1． 3 严重破坏阶段( 1966-05—1976-10)

“文革”时期，我国的体育事业整体陷入瘫痪状

态，整个体育领域形成了学校体育以“阶级斗争和

路线斗争为主课、读书无用”的指导思想; 群众体育

以“体育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和占领农村业余文化阵

地”为指导思想; 竞技体育以“竞赛改革、体育革命”
为指导思想。本阶段，我国的体育事业背负沉重、畸
形的指导思想，建国 17 年间所形成的体育设施政策

建设和发展的外部组织环境被严重地破坏，整个体

育事业一片混乱、发展受阻。此间，出台的体育设施

相关政策有《1973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国家

体育锻炼标准条例》等。
体育设施政策的特点表现为政策的虚无化。表

现为已有的体育设施政策文本被搁浅。由于体育的

本质功能被弱化、异化，而政治功能被无限放大，从

而使体育设施政策成为了“虚”政策、“口号”政策和

“运动”政策。体育设施政策的制定被政治性口号

所替代; 体育设施政策的执行是政治运动为基调的

运动执行。
1． 4 低频发展阶段( 1976-11—199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体育领域正本清源。
原国家体委提出“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侧重抓提高”
的指导方针。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提出“侧重抓

提高”，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群众体育和竞

技体育的分野，使其发展的重心向竞技体育偏移，这

为我国“举国体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落实“侧

重抓提高”的体育事业发展方针，本阶段共出台了

体育设施相关政策 52 件，年均 2． 89 件。《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通知》《国家体育锻炼标

准实施办法》《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是这一时期政

策的亮点。
体育设施政策的特点。( 1 ) 教育化导向特点。

政策关注学校体育发展对体育设施的要求，关注学

生体质健康、推行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对体育设施的

要求，关注《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在学校顺利实施对

体育设施的要求，关注规范学校体育设施的建设标

准等，表现出体育设施政策教育化导向的特点。体

现这一特点的政策文本有《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卫

生工作的通知》《关于在学校中进一步施行国家体

育锻炼标准的意见》《中小学体育器材配备目录》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 2) 社会化导向特点。政

策关注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规范、企事业单位体育

设施建设、少数民族地区体育设施建设和现有体育

场馆设施的普查等，表现出体育设施政策社会化导

向的特点。相关政策有《基层厂矿、企业、事业、机

关体育协会章程》《城市规划条例》《全国体育先进

县的标准和评选办法》《城市公共体育运动设施定

额指标暂行规定》等。( 3 ) 初显地方性导向特点。
体育设施的政策内容关注各地方性体育场馆设施的

建设和管理，如《四川省各县体育工作暂行规定》
《天津市体育场地管理暂行办法》《北京市游泳场馆

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体育场所管理办法》等。本

阶段，政策内容的形成体现多维与融汇的特点并注

重体育设施的建设工作，从普通学校到体育专业院

校、从学校到社会、从企业单位到事业单位、从经济

发达地区到少数民族地区均有涉及，反映出我国体

育设施政策建设快速走上规范化发展的态势。
体育设施政策的制定: 在“自上而下”精英模式

的基础上，呈现出“上下互动”的雏形。伴随我国经

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初步转型，资源配

置的初步市场化，加之民主化的推进，使个人利益有

了表达空间。政策的制定依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开

始关注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利益需求，形成了体育设

施政策制定“上下互动”的雏形。
体育设施政策的执行: 行政指令下的弹性执行。

伴随社会的发展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出现，社

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

人们对体育设施的需求有了多元的表达路径。同

时，社会中间阶层的出现，使政策的执行不再是“自

上而下”的单一直线通道，各部门、各领域围绕政策

目标，依据各自的实际情况，灵活地执行政策，表现

出体育设施政策行政指令下的弹性执行。
1． 5 高频发展阶段( 1995—2000)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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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与现代法制相融合是

其显著特征［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育

法制化要求，为这一时期体育设施政策的出台提供

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动力。本阶段，我国体育

事业的发展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提出了“群众体

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方针。1995-07-06，《奥

运争光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使我国体育事业的发

展侧重、强调竞技体育。《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

纲要》《2001—2010 年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等

是这一时期政策的亮点。本阶段，共出台体育设施

相关政策 108 件，年均 21． 60 件。从政策文本的数

量来看，是上一阶段总量的近 2． 1 倍，年均数量的近

7． 5 倍，这表明我国体育设施政策进入了高频发展

阶段。
本阶段，在教育化、社会化等导向特点的基础

上，体育设施政策呈现出新的特点。( 1 ) 法制化导

向特点。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在

《体育法》的基础上，北京、上海、浙江、湖北、山西、
黑龙江等出台了地方性实施条例。1997 年，原国家

体委出台了《关于加强体育法制建设的决定》，这不

仅为我国体育设施政策的科学、合理、配套、体系化

建设提供了政策制定的系统框架，而且有力地推动

了体育设施相关政策的规范化出台。( 2 ) 凸显地方

性特点。此间，地方性导向的体育设施政策文本显

著增加，共出台了 73 件，年均 14． 60 件。政策在关

注体育场馆建设的基础上，新增了对综合性体育市

场的管理、经营性体育场馆的管理、体育竞赛以及某

一类体育设施经营的管理等内容，这表明我国地方

性体育设施政策趋于逐步完善、细化的发展态势。
本阶段，政策注重体育设施的建设工作，关注不同层

级间的衔接与呼应并试图形成合力，政策的层级在

不断提高、权威性在逐渐增强并呈现高频发展态势。
体育设施政策的制定: 在自上而下“精英模式”

的基础上，呈现出“上下互动”的趋势。体育设施政

策的制定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对话基础上相互

博弈的结果。政策的制定更加注重国家和个人利益

间的协调。这一趋势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

运争光计划纲要》的制定过程得以体现［8］。
体育设施政策的执行: 采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

段，并注重对政策的舆论宣传。由于《奥运争光计

划》承载着国人百年的奥运情结，而体育资源的有

限性使政策执行体现出选择性，表现为竞技体育设

施政策采用行政手段、刚性执行，而群众体育设施政

策迂回变通执行。
1． 6 高频平稳发展阶段( 2001—2008)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使我国体育设施政策的

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本阶段，共出台体

育设施相关政策 116 件，年均 16． 57 件。从政策文

本的数量看，较之第 4 阶段( 年均 2． 89 件) 仍然处

于高频发展，但是与第 5 阶段( 年均 21． 60 件) 相比

则趋于平稳。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

方针为“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然而，由

于北京申奥的成功，使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表现出

突出抓竞技体育。《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城市

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二期工程”》《雪炭工程》等是这一时期体育设施政

策的亮点。
本阶段，在原有地方性、社会化和法制化导向特

点的基础上，体育设施政策进一步突出了教育化和

生活化导向特点的内容。( 1 ) 政策的生活化导向特

点凸显。2002-04，国家体育总局分别与中央文明

办、农业部制定了《全国“体育先进社区”活动工作

方案》和《农村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将城市和农村

体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内容之中。
同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要求构建群众

性的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抓好群众身边的体育设

施，使体育生活化、经常化。2003-06，《公共文化体

育设施条例》颁布实施，对于加强公共体育设施的

建设、充分发挥公共体育设施的功能、促进全民健身

活动和体育设施贴近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2-
10，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

人的全面发展。至此，生活化成为我国体育设施政

策的制定导向。此间，共出台生活化导向的体育设

施相关政策 69 件，年均 9． 86 件，具有代表性的如

《全民健身路径工程》《雪炭工程》《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等等。( 2) 政策的教育化导向特点凸显。在《关

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试行方案实施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

工作，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等文件的推

动下，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和“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成为教育领域的主导思想。这一主导思想也同样反

映在体育设施政策上，如《关于加强农村学校体育

卫生工作的几点意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

施、器材配备目录》《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体育

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切实

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等。本阶段共出台 18
件，年均 2． 57 件。政策内容关注提高学生健康、全
面推行素质教育和落实全民健身生活化对学校体育

设施提出的要求。本阶段，体育设施政策在注重体

育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关注人的健康需求，政策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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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法律效应和人本理念并呈现出高频平稳发

展态势。
体育设施政策的制定: 采用上下互动的整合模

式( 见图 1) 。在北京申奥成功这一重大体育事件的

促推下，体育设施政策制定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

博弈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利益需要。同时，

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程度提高。

图 1 高频平稳发展阶段体育设施政策制定的上下互动整合模式图

体育设施政策的执行: 采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

段，政策突出选择性执行倾向，具体表现为竞技体育

领域的体育设施政策体现行政手段的刚性执行，而

群众体育领域的相关体育设施政策则弹性执行。同

时，举办奥运的伟大使命，使体育设施政策在执行过

程中重点关注体育场馆的建设工作。
1． 7 后奥运发展阶段( 2009 至今)

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

大会上指出，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

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推动我国由体育大

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在我国体育事业宏观发展的航

向转变和国人提高健康水平要求日益高涨的时代背

景下，体育设施政策的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纲要》《全民健

身条例》和《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政策

中，均提出: 要注重现有体育设施的利用率，推动公

共体育场馆和学校体育场馆向公众开放; 体育设施

以体养体、以副助体，充分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本

阶段，体育设施政策的内容进一步具体细化、注重政

策的体育执法和法律效应，并且开始关注现有体育

设施的合理利用。政策由重建设向重管理转化，政

策体现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突出人本理念。
体育设施政策的制定: 采用上下互动的整合模

式。同时，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和竞技体育所取得

的辉煌成就掀起了国人健身的高潮，大众健康意识

的增强、“金牌体育”向“民生体育”的转变以及“以

人为本、关注民生、体育公平”的体育事业发展新要

求，这使我国体育设施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

重大转变，由国家利益本位转向人的健康本位。

体育设施政策的执行: 采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

段相结合、刚柔并用。具体表现为: 在构建公共体育

服务体系的体育设施相关政策执行中，要求按照国

家的统一规定，强调政策的刚性、强制性和权威性，

突出依法执行。同时，又考虑到各地区经济、群众体

育兴趣的差异等客观因素，政策执行注重协调、体现

灵活性、体现以人为本。

2 新中国体育设施政策演进的总体认识

2． 1 新中国体育设施政策的演进路径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设施政策不同

阶段特点的梳理分析，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其演进的

路径: 我国体育设施政策经历了由政策的外部组织

环境建设到政策的文本建设，由倡导性政策到操作

性政策并逐步走上了规范化、法律化的发展道路; 政

策的指导思想由国家利益本位到人的健康本位，政

策的执行由行政指令的刚性执行到行政手段、经济

手段相结合、注重协调的弹性执行; 政策的内容由重

建设轻管理向重建设兼顾管理转化( 见表 1) 。
2． 2 新中国体育设施政策演进的共性特点

建国以来，伴随我国体育事业指导方针的变化，

体育设施政策亦呈现出变化的特点。但是，在体育

设施政策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也有其不变的、共
性的特点。首先，体育设施政策紧扣我国时代发展

脉搏，体现与时俱进。体育设施政策是新中国政治

经济和政治文化的产物，不同时期我国的大政方针

不同，体育设施政策的特点亦不同。从我国体育设

施政策发展的路径来看，它与我国不同时期的政治

特点相吻合。其次，增强人民体质、实现民族的伟大

复兴始终是我国体育设施政策发展的价值追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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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期，以建立“新体育”为目标，形成了“发展体育

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思想，确立了“使体育

普及化和经常化”的体育事业发展方针，制定了改

善和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

设施政策; 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提出“普及与

提高相结合，侧重抓普及”的适合当时我国体育事

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制定了侧重普及体育运动的我

国体育设施政策。纵观改革开放前我国体育设施政

策发展的历程，其政策的价值追求是为了提高国民

体质，摆脱“病夫”辱称，实现民族的复兴。改革开

放以来，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侧重抓提高”、“竞

技体育优先发展，带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及“体育

大国转向体育强国”等体育事业发展方针的指导下

制定我国的体育设施政策，其政策的核心价值追求

依旧是增强人民体质、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

“增强人民体质、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始终是我国

体育设施政策发展的价值追求。

表 1 新中国体育设施政策历史演进一览表

倡导与

初建阶段

( 1949—1956)

曲折发

展阶段

( 1957—1965)

严重

破坏阶段

( 1966—1976)

低频发

展阶段

( 1977—1994)

高频发

展时期

( 1995—2000)

高频平稳

发展时期

( 2001—2008)

后奥运

发展阶段

( 2009 年至今)

政

策

制定

模式

自上而下

垂直模式

自上而下

垂直模式

自上而下

垂直模式

自上而下

双向模式

上下互动

双向模式

上下互动

双向模式

上下互动

双向模式

制

定

价值

取向

侧重政治

利益国家

利益

侧重政治

利益国家

利益

侧重

政治利益

教育化导向

社会化导向

地方性导向

原有基础上

凸显法治化

导向

加强法治化

凸显生活化、
教育化导向

侧重以人为

本、注重人的健康

发展法治化导向

体育

思想

使普及化

和经常化

普及和提高

相结合侧

重普及

体育为政

治服务

普及和提高

相结合

侧重提高

注重竞体与

群体协调发展

侧重奥运战略

注重竞体与

群体协调发展

突出奥运战略

注重竞技体育

与群众体育协

调发展科学发展

指导

思想

国家

利益本位

国家

利益本位

政治

利益本位

国家

利益本位

国家

利益本位

国家

利益本位

人的

健康本位

政

策

执

执行

机构

体育

行政机关

体育

行政机关

革命

委员会

国家体委各

级体育行政机

关、社会体育组织

国家体委、各级

体育行政机关、
社会体育组织

国家体委、各级

体育行政机关、
社会体育组织

国家体育总局

各级体育行政机

关社会体育组织

行 执行

手段

刚性

计划性

刚性、
行政指令性

刚性

破坏性

刚柔结合

行政手段

刚柔结合

迂回变通

刚柔结合

迂回变通

刚柔结合

注重协调

3 我国体育设施政策发展的建议

3． 1 重审体育设施政策地位是其发展的前提条件

当前，我国的体育设施政策是散布在学校体育

政策、竞技体育政策、群众体育政策等相关政策文本

之中，体育设施政策尚未独立，形成专门的政策体

系。同时，体育设施政策的研究在学界仍处在“待

关注”状态。近年来，在北京奥运会和《全民健身计

划》的促推下，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体育设施的

建设工作，尤其是针对竞技体育的大型体育场馆的

修建工作。数据表明: 我国自 2001 年以来大型体育

场馆建设总投资为 526． 97 亿元，而这些场馆总体上

处于亏损状态，2008 年亏损 2． 76 亿元，2009 年为

2． 67 亿元，2010 年为 2． 8 亿元，3 年共亏损 8． 23 亿

元［9］。庞大的资金投入和场馆的亏损运营现状，造

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其次，我国体育设施资

源存在区域间、城乡间分配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如广

东省的场地数量是西藏的 56 倍左右，并且场地设施

在城市学校分布多，农村学校分布少［10］。再次，现

有体育设施存在被侵占的问题。我国体育系统被占

体育场地共 303 个，被占面积为 245 万 m2，被占体

育场地原始投资总额为 13 亿元［11］; 最后，体育设施

闲置现象较为普遍。2006 年至今，全国学校体育场

馆已向公众开放的学校约占具备开放条件学校总数

的 1 /3［12］。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体育设施政策

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力度不够。因此，重审体育设施

政策在体育政策中的地位，形成专门的体育设施政

策体系，加强学界对体育设施政策的重视程度和研

究力度，是解决诸上提及的问题和发展我国体育设

施政策的前提条件。
3． 2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体育设施政策体系

当前，应紧紧抓住我国政府推动公共服务均等

化及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机遇，加强和完善我国体

育设施专项政策体系。( 1 ) 完善体育设施建设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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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政策。加强对体育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建

立《体育设施建设维修专项资金制度》，确保体育设

施安全、有效运行。( 2) 完善体育设施运营、管理的

税收保障政策。借鉴我国文化产业税收政策的相关

规定，就体育设施运营、管理等方面，出台相关的免

税、再投资退税、税收抵免、税利返还等税收政策。
( 3) 进一步完善体育设施能源使用政策。在水、电、
汽、暖等能源使用方面，出台适合各地方经济实际的

价格进行计征。加强和完善体育设施政策体系是充

分发挥政策对体育设施的建设、发展、管理、经营等

方面的控制、调节和导向功能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

体育设施政策发展和完善的必经之路。
3． 3 加强社区体育设施政策研究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一直把推进公共服务均等

化作为工作的重点。依据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实

际，社区体育设施是推动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

要工作，是国家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

础。只有努力拓展社区体育设施，才能为广大人民

群众提供基本的体育健身条件，才能保障人民群众

基本的体育权力，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体育

公共服务，才能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保障我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这也是落

实党中央“关注民生”指导方针的具体体现，是推动

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加强社区

体育设施政策研究在当前我国体育设施政策的建设

与发展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3． 4 加强政策的法律化，以提高体育设施政策的执

行效力

当前，我国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有关体育设施

的专门法律。2003 年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

例》中，将体育设施仅仅局限于体育场( 馆) ，概念范

围过于狭窄，并且在对体育设施建设、管理、经费投

入等方面的规定中，使用的是“应当”这样一个措辞

模糊的要求，表达的是一种倡导而非强制性要求，与

“必须”“要”相比，不具备一定的执行刚性。同时，

体育设施和其他的文化设施建设要求统一规定，这

本身就给体育设施政策的执行带来在政策上的回旋

余地或者漏洞。目前，仅有的关于体育设施建设等

方面规定的条例，在制定之始就没有期待能够有效

落实，怎能指望其在具体执行中不落空? 由于法律

形式的强制性和尊严缺失，使我国体育设施在建设、
管理、经费投入、运营等方面均存在着各种问题。政

策转化为法律，就获得了合法地位，具有权威性和不

可抗性［2］240。我国体育设施政策执行乏力，出现变

通执行或执行惰性，其根本原因就是政策的层级偏

低。因此，建议出台《体育设施法》，以提升体育设

施政策的层级，回归体育设施政策应有的法律地位，

为体育设施政策的依法执行提供法律依据，从而提

高体育设施政策的执行效力。
3． 5 建立专门的体育设施政策评估体系，以提高其

绩效

我国政府部门热衷于制定和宣传政策，忽视政

策的效果评估，这在客观上大大助长了决策的随意

性，给经济、社会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后果［13］。因此，

为了使体育设施政策能够提高绩效并体现与时俱

进，建立专门的体育设施政策评估机制是必需的。
( 1) 建立科学的体育设施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发挥

政策评估的建设性功能，用以补充、修正和完善政

策，以增强政策的效益; ( 2) 采用利益相关者评估模

式，通过政府、企业家、民众和民间组织多方参与评

估的方式来对体育设施政策的满意度作出评估;

( 3) 使体育设施政策评估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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