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 卷 第 3 期 体育科学研究 Vol． 16，No． 3
2012 年 5 月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May，2012

收稿日期: 2012 － 04 － 01
第一作者简介: 谢忠萍( 1976—) ，男，江西赣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 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

我国群众体育主体地位的多维分析

谢忠萍1，吴飞腾2，赵治治3

( 1． 厦门理工学院公共体育部，福建 厦门 361024;

2． 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福建 厦门 361005;

3． 首都体育学院足球教研室，北京 100088)

摘 要: 在假设体育事业中存在主体的基础上，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实现体育强国战略

目标的客观需要 3 个方面，对群众体育的主体地位进行了分析。随后从政策实施主体、保障条件和实施客体层面剖析

了难以实现这个主体地位的原因。最后，从政策实施主体、保障条件和实施客体层面提出了实现群众体育主体地位

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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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xplains the public sports is the main part of sports from Chinese law，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sports power，then analyzing the difficulty of realizing public sports main part from the three aspects． We must eliminate thes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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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体育主体地位的确立是由我国法律法规规

定的，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实现体

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客观需要，但我国的基本国情却使

这种主体地位的实现困难重重。本文从群众体育政

策实施主体、保障条件和实施客体三个层面对此困难

进行了论述，最后再从这几方面着手提出了一些治理

策略，以期为群众体育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提供可

借鉴的实际意义。

1 群众体育主体地位的假设前提

要讨论群众体育主体地位，有一个必须假设前提

是我国体育事业中有主体，如果客观上不存在主体，

那谈论主体地位就毫无意义。从哲学方面来说，任何

事物都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每种矛盾也有主要、次
要和重要、非重要之分，即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和重要

矛盾、非重要矛盾［1］。作为一种社会事物的体育，它

当然也会有矛盾，且矛盾也会有主次之分。有主次之

分，自然会有主体和客体之说。早在 2000 年 5 月的

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中，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领导曾提出

:“群众体育工作是我们的主体性工作之一”，5 年后，

再一次提出:“体育产业已经发展成为继群众体育、
竞技体育之后的又一项主体性体育工作”。从上可

知，无论我国的体育事业中有多少个主体，有哪些主

体，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体育事业是有主体的。

2 群众体育主体地位确立的原因分析

2． 1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中央 8 号文件明确指出:“体育工作一定要把提

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摆在突出位置，群众体育要以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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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作为根本目

标。”此外，《2001—2010 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也

明确提出:“充分重视群众体育工作，全面落实全民

健身计划，切实把工作重点放在增强人民体质这项基

本任务上。”从上述的这两份法律法规可以看出，国

家已经把群众体育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群众

体育已经成为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工作重点，具有主体

地位，是我国体育事业中的主体。
2． 2 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人们的余暇时间越来越多，对健身、娱乐活动的需

求也越来越强烈。而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

加剧，脑力劳动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主要劳动方式，造

成体育运动的减少，渐渐危害到人们的身体健康。此

外，由于工作压力过大、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减少引起

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已大量出现，使得人们对体育锻炼

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2． 3 是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客观需要

实现体育强国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体育强国是一个国家体育发展综合实力和水平的

体现”“它的评价指标是一个综合的体系而非体育发

展某一方面的展示”“衡量一个国家的体育水平，金

牌是一个方面，更重要还得看这个国家的群众体育活

动开展得如何”［2］。我国竞技体育经过二三十年的

快速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就群众体育

而言，离体育强国的目标还相距甚远，在现阶段，加快

发展群众体育，实现群众体育的目标赶超，是我国实

现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客观需要。

3 群众体育主体地位难以得到实现的
原因分析

虽然我国群众体育工作已上升到我国体育工作

的主体地位的位置，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个主体地位

却难以保证，具体原因从下几个层面来分析:

3． 1 从群众体育政策实施主体层面分析

3． 1． 1 政策实施主体权责的不对称

我国大多数群众体育政策的实施主体仅仅限定

为体育行政部门，这些实施主体往往缺乏足够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而群众体育的开展却需要大量的投

入，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没有能力调动相应的资源保障

这些政策的实施，从而影响各群众体育政策的执行效

果。在这种情况下，来追究他们的责任似乎不合乎情

理。再加上中国传统体育政策执行体制的长期影响，

表现为: 政策处于公共权力的中心，既享有体育政策

制定的权力，又享有体育政策执行的权力，其他非政

策体育组织基本上被排除在体育政策执行体制之外，

政府成为惟一的体育政策执行的主体［3］。这样的结

果使得政府承担了群众体育发展的绝大部分义务，缺

乏与社会组织的横向联系，而仅仅是依靠行政手段推

行群众体育，使政府陷入繁杂的社会事务当中的同

时，也使各企业、民间组织及个体丧失了发展群众体

育的自主性与创造性。
3． 1． 2 无相应的利益激励机制

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分析，人类行为是由动机所

支配的，而动机是由人内在的需求和外界的刺激引起

的，需求和刺激引发动机，动机引起行为，最后使人得

到需求的满足，而这种刺激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能为

其所提供的利益。因此，利益追求在人的行为当中扮

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人实施行为的内在驱动力［4］。
如果在执行群众体育政策过程中只是单纯依靠政策

实施主体保持“群众体育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很难

做到的，只有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群众体育的实施效果

与自身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才能确保他们具有执行

群众体育政策的积极性和推动力。
群众体育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长远大计，由于它面

向群体的广泛性，其效应在短期内很难被人们直接观

察到，体现不出政策实行主体的“政绩”和“作为”，且

目前所采用的评价机制还没有完全得到相关专家的

认同，于是群众体育开展得好坏与各级政策实行主体

的利害关系不大。而竞技体育则不同，它可以快速、
有效地得到评定，直接体现执政者的“政绩”和“作

为”，由此也关系到他们的荣誉和前途，因此，在此方

面他们往往不惜“重金”投入，从个人的利益得失方

面来考虑，他们这样做似乎“合情合理”，但却给群众

体育的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
3． 2 从群众体育保障条件层面分析

3． 2． 1 人均体育场地设施仍然不足

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 截止 2003
年底，我国内地共有各类体育场地 850 080 个，其中

标准体育场地 547 178 个，场地面积 13． 3 亿 m2，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 1． 03 m2，平均每 10 万人拥有体育场地

65． 8 个。比较第四次普查数据，虽然从总体面积、人
均面积以及每 10 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等指标都有了

很大程度的提高。但与芬兰、日本、德国、瑞士、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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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这些群众体育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而且这些场地的大部分属于教育系统，其向社会公众

开放程度不高，利用率十分低下，也严重影响了我国

群众体育的发展。据“2007 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

锻炼现状调查公报”结果显示: 缺乏锻炼场所依然是

影响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5］。
3． 2． 2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及质量仍十分低下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方

面都难以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有关调查研究数

据显示，2003 年底，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人数为

325 502 人，人均指导人数为 4 000 人［6］，远低于世界

上群众体育发达国家。还是据“2007 中国城乡居民

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的数据显示: 在接受过

体育锻炼指导的 33． 3 % 的人员中，大多数是接受过

体育教师( 教练员) 的指导，接受过社会体育指导员

的人数比例仅为 5 %，且还有 2. 7 %的人是自行进行

体育锻炼［5］。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我国社会

体育指导员的数量仍然十分缺乏的现状。此外，据有

关调查研究表明，我国现有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年龄

结构偏大、且很大一部分文化知识程度不高，严重影

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总体质量。
3． 3 从群众体育实施客体层面分析

3． 3． 1 我国传统的休闲方式短时间难以转变

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一些民风民俗、行为

习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得到固化，虽然从科

学的角度来看，已经不合时宜，但却仍然广泛存在，而

且在短时间内难以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传统

的休闲方式虽然也在慢慢改变，但以注重传统养生和

消遣娱乐性为主的方式却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参

加体育活动相对传统休闲方式来说还是一个新事物，

要想完全深入人心还需一个长期的过程。
3． 3． 2 我国社会经济水平还不很发达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观点道出了经济在社会

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即:“经济是整个人类社会赖以

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与消费是世界上

坚硬的真理。”因此，作为人类社会一个重要活动的

群众体育，它的发展水平、发展规模以及发展速度，也

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由于经济发

展水平所能够为其提供的物质条件［7］。我国的 GDP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除以庞大的人口数量，却落后

于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再加上我国存在顽固的城乡

二元结构体制，它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日益扩大( 从 1994 年的 2． 86 倍扩大到 2002 年的

3. 11 倍) ，相对城镇来讲，农村的教育、卫生、医疗等

基本保障仍然十分缺乏，使很多的农村人口在解决了

基本生存问题后，难有节余用于健身消费。
3． 3． 3 对群众体育制度缺乏足够认识

制度不是客观事物的外在规律，制度的实施和遵

守一定要内化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8］。为了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发展

群众体育的规章制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经过十几年的宣传、贯

彻和实施，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对促进群众体育的

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很多地方，广大社会成员

即执行客体对这些制度的认知程度不高，并没有有效

地内化到他们的心中，使很多体育制度流于条文，而

没有真正的实施。据湖北省的一份调查表明: 居民对

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了解程度，有 67. 34 % 的

居民只知道这个名词，但是不知道内容，知道并了解

的只 有 8. 47 %，有 20 % 的 居 民 好 像 听 说 过，有

2. 12 %的完全不知道［9］。

4 实现群众体育主体地位的对策分析

我国群众体育主体地位的难以实现源于系统要

素的实施主体、保障条件和实施客体等，要解决这些

问题还需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4． 1 群众体育政策实施主体方面

首先，应将群众体育政策的实施主体定位为地方

政府，促使地方政府建立专门的部门协调各职能部门

的分工与合作来发展群众体育，对各职能部门的权责

进行有效监督，这样才能促使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群众

体育政策这项大工程稳定、有序、持续的发展下去。
其次，应大力推进群众体育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机

制的进程，形成实用、有效、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体

系，让群众体育的发展真正做到“有据可依”。在此

基础上，应将群众体育的开展情况纳入地方政府的工

作考核内容之列，促使地方政府也将此纳入各职能部

门的考核之列，从而调动地方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实施

政策的积极性。同时，要建立严格的监督、考核机制，

充分贯彻“权责一致”原则，对实施效果好的政府和

部门给予利益激励。对实施效果不佳的或造成严重

损失的，要严格追究其责任。
最后，应大力探索将群众体育的政策实施主体扩

大到全社会的路径，打破政府对群众体育公共权力的

垄断，建立起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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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制。在执行方面，政府仍是政策执行的主要主

体，但不是惟一的主体，应积极引导各民间组织及个

人进入群众体育政策执行的主体范围，且这些主体之

间不再是上级与下级的权属不平等关系，他们的关系

应是在市场领域内公平竞争中的的平等关系。在合

同和契约的基础上，各主体之间相互合作共同推进群

众体育的快速发展。
4． 2 群众体育保障条件方面

首先，应加大专项经费的投入，并建立起专款专

用的资金管理体系，以保证群众体育的经费不被挪用

或浪费; 建立并完善相关场地、设施等法律条文，对达

不到标准要求的部门追究负责人的责任，对一些侵

占、破坏场地、设施的单位或个人也应严厉惩处，真正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除了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外，应努力促进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在

内的投入力度，构建起社会化、多元化的群众体育融

资渠道。
其次，在加大场地建设力度的同时，也应着力解

决公共体育场( 馆) 向社会开放的问题( 例如场馆的

维护责任、安全管理、教学与开放的合理使用等) ，特

别是占全国 60 % 以上的各学校场地资源，更应积极

推进它的可行性研究，从而使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

益得到提高。
最后，应积极推进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建设，

可以委托专门体育院校或综合性大学的体育院系培

养群众体育的指导人才，以便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

务。除此之外，还可着力考虑建立专门的管理制度和

运行机制，解决相关问题，促使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及

实践经验的众多体育教师加入到群众体育的指导工

作中来，这样既可以在短时间内弥补我国社会体育指

导员不足的问题，又可以使整个指导员队伍的质量提

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4． 3 群众体育实施客体方面

首先，应加大对群众体育的宣传力度，制造积极

的舆论氛围，使广大人民群众对体育健身的效能、作
用有清醒的认识，并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从而使其

健身意识得到提高，促进体育消费价值观念的形成。
健身意识是人们体育锻炼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决定着

其体育锻炼行为的实施与否，对群众体育的发展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有关的调查结果来看，我国多数

国民的体育意识不强，影响了整个群众体育的发展。
其次，应重视占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体育建

设，在农村体育方面，可采取“突出重点，以点带面”
的发展方针，在每个县建设一两个体育示范乡镇，

带动其他乡镇的体育发展，在乡镇建设达到一定规

模和水平后，再与农村结成一一对应的帮扶关系，

带动农村体育的发展，使整个农村体育水平得到全

面的提高。
最后，各级政府部门应加大对群众体育制度的宣

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介( 如电视、网络、报

纸、广播、宣传栏等) 对其进行宣传，提高实施客体对

群众体育制度的认知程度，使这些制度能得到广大人

民群众的认同，从而能主动地遵守制度，达到制度要

求，有效地促进群众体育健康、稳定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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