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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5年颁布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我国的大众体育公共服务网络覆盖面增大, 城市体育公共

设施日益完善,市民体育活动的开展有所推进。但是,市民的体育健身参与状况仍不乐观。通过整理近三

年来核心期刊的相关文章, 探索我国市民体育健身参与的研究进程,认为: 大众的休闲意识制约体育健身

的广泛参与; 市民体育生活化的愿景尚未实现;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与健身的个性需求存在矛盾; 市民体育

参与率的提高离不开体育志愿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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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s tra c t: TheN ationa l F itness P rogram Outline has enacted in 1995, w hich prom ote spread o f the state m ass

sports services and re inforce urban public sports fac ilities thus acce lera te the developm ent of civ il spo rts. H ow e

ver, the c itizens physica l activ ity participation ( PAP) seems not inspiring. In quest of the resu lts in the la test 3

years c itizen physica l activ ity study w ithin the core per iodica ls, it concludes that c itizen s PAP is restricted by its

le isure consc iousness, c itizen s sport sty le has not com e true yet, pub lic sports serv ice conflictw ith ind iv idual de

m and and sports vo lunteers contr ibute to PAP sca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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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5年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以来, 我国的群众体

育取得了空前发展,全民健身已融入社会的发展之中,成为我

国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09年 1月 13日,国务

院批准自今年起每年的 8月 8日为全民健身日,这对于提高人

们的体育意识和健身参与有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城市是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阵地, 市民体育参与度是评价全民健身开

展情况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于全民健身的研

究大大加强, 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证,多角度对市民体育

参与进行阐述。本文通过梳理近三年来我国市民体育的研究

成果,期望对市民体育的更好开展提供理论参考。

1 我国市民体育参与概述

市民体育是全民健身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对其关

注日益加强, 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体育类核心期刊

是学者观点的重要平台,选取其中相关文章进行研究,具有较

强的说服力。运用文献资料分析方法, 从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
出版总库#中,输入 ∀市民体育#、∀体育参与#、搜索年份从 2005

年到 2008年,搜索范围是国内体育类 13种核心期刊, 并结合

相应的中文体育核心期刊, 查询了 204篇有关市民体育参与的

文章。从总体看,各核心期刊上发表市民体育方面的文章数量

相差不多,每年的篇数分布较为平均,说明近三年来我国学者

对于市民体育均保持着一定的关注度。

2 市民体育理论研究

2. 1 市民体育的性质界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

作的意见!指出, 城市体育要以社区体育为重点, 构建亲民、便

民、利民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许多学者认为, 我国的全民健

身体系属于公益事业,政府应该提供资金投入, 让老百姓享受

改革开放的成果。政府在管理方面, 肖林鹏等人认为, ∀体育
行政部门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贯彻国家方针、政策, 研究制定

体育行业政策和发展规划, 依法加强行业管理和提供服务上

来。# [ 1]丁涛认为, 在发展全民健身事业、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

方面,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不管在西方发达国家, 还是我

们在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公共体育事业, 始终是政府部

门应着力考虑的问题 [2]。田雨普指出大众体育的公益性质,

将事关亿万人民健康的群众体育公益化, 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

我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3]。城市公益性社区体育服务是满

足城市居民基本健身需求, 政府理应为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和完

成这项义务提供条件 [ 4]。

2. 2 我国市民体育服务供给研究

我国市民体育的服务供给主要是指 ∀健身路径#的配套。

从 1997年开始,在 10年的时间里,国家体育总局实施了 10批

健身路径工程,截至 2006年年底, 国家总投资 30多亿元人民

币,在全国修建了近 6万条∀全民健身路径#,增加公共健身场
地近 3000万㎡ [ 5]。但是, 随着群众健身需求的增多,缺乏场所

成为制约我国全民健身开展的主要原因。缺乏场所固然是一

方面,但是健身场所的有效利用率不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

题。吕青等人调查发现, 虽然北京市的健身路径已有相当规

模,但居民对于∀健身路径#的了解仍嫌不足,居民使用健身路

径的频率很低 [6]。高铭鼎也撰文认为, 近年来全民健身硬件

建设上取得很大进展,但场地比较单调,特别是缺乏能使体能

得到综合提高的运动项目的场地 [ 7]。李红等人对西安市城区

∀全民健身路径#的组织管理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发现, 很

多居民因未掌握使用方法,上健身路径只是出于游戏目的,健

身器材质量存在安全隐患, 器材维修无专人负责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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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我国市民体育服务需求研究

城市的健身路径为市民提供了免费的锻炼场所, 设计者

的初衷是满足大部分市民的健身需求。政府的健身路径供给

与市民的实际需求是否成正比呢? 李相如,范青慧从宏观层面

描述我国健身路径存在的问题, 如东、中、西部分布严重不均,

健身设施的质量不高,功能和种类少,健身路径工程的选址、规

定时间等难以满足健身需求 [ 9]。罗旭经调查后发现, 政府的

公共供给不能满足社会体育健身的公共需要 [ 10]。李丰祥,宋

杰认为,居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同社区体育空间环境不良的

矛盾越来越突出 [11]。庄永达, 陆亨伯也指出,现有的社区体育

配套设施还远远满足不了居民锻炼身体的要求 [ 12]。另外,一

些学校体育活动场所的或大型体育场馆, 平时用于教学或比

赛,大部分群众是难以参与其中的。

3 市民体育参与的实证研究

3. 1 按性别划分

根据调查, 2007年全国有 3. 4亿的城乡居民参加过体育

锻炼,其中,男性是 1. 94亿,女性是 1. 46亿。由于男女的社会

分工和角色承担的诸多不同,他们在体育参与项目、锻炼时间、

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男性参与体育活动形式多

样,时间灵活,运动项目几乎不受限制。女性倾向于传统的、展

示人体美的体育健身活动项目,男性则倾向于富有竞争性的项

目 [13]。女性除了要承担工作任务, 还要照顾家庭,做家务等,

所以锻炼时间难以保证。徐箐等人研究发现,工作忙没有时间

和家务事多是导致女性不参加体育活动的两大因素,她们大部

分选择保健品、营养和休息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健康 [15]。沈建

华等对上海白领女性调查, 认为影响女性白领参与体育活动的

原因为没有兴趣、没有精力、没有同伴、未掌握锻炼方法等,体

育活动还未真正成为大部分女性白领的生活方式之一 [ 16]。

3. 2 按活动场所划分

徐箐调查后发现,上海市体育人口呈老年型, 男性体育人

口大于女性, 体育人口在不同年龄段人群中的分布呈现中间

低、两端高的分布形式, 中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现状令人担

忧 [16]。并且, 上海市老年人各年龄组体育人口的数量随着年

龄的增长呈逐步下降的趋势, 与老年人身体健康和体能状况有

关 [17]。王德平对厦门市体育人口年龄结构调查显示, 过去以

老年人群体为主的现象正在发生变化,中、青年体育人口显著

增加 [ 18]。

3. 3 按照阶层划分

李梅娟等人对北京、广州、长沙三市的中产阶级群体调查

认为,影响参与体育的主要因素是工作忙,没时间, 缺乏体育兴

趣 [19]。在全民健身运动中,人们往往忽视了弱势群体自身的

特殊性,忽视了全民健身普及所必需的经济基础和许多符合弱

势群体的具体特征的影响因素 [20]。调查发现,特殊群体不参

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通常人们所认为的 ∀经济条

件限制和缺乏指导#,而是在于 ∀缺乏锻炼时间和锻炼场地、器
材以及体育锻炼的价值观念# [ 21]。

4 市民体育参与的影响因素

4. 1 时间因素

影响我国城市居民健身参与的原因,有学者进行了总结。

王凯珍按影响大小排序为: 缺少时间,缺乏兴趣、缺少场地设

施、精力不足。邵雪梅的研究结果排序是:没有时间、认为体育

锻炼没有意义、没有兴趣、身体好用不着锻炼、不懂方法不知如

何锻炼、身体不好不宜锻炼、没有场地没法锻炼,其中尤以没有

时间的比例最高 [ 22]。徐箐等人研究发现, 工作忙没有时间和

家务事多是导致女性不参加体育活动的两大因素,排在第 3位

的原因是没有体育活动场地设施, 并认为 ∀全民健身应体育场

地设施先行# [ 23]。

4. 2 场地因素

健身路径为市民的健身活动提供了场地保证。我国的健

身路径总体情况和城市个体状况如何呢? 饶传坤从个案的角

度调查杭州城西居住区的体育设施, 主要问题为种类少、规模

小、配置不合理等 [24]。邱冠寰, 林琳对厦门市的健身路径调查

访谈显示, 健身路径投入使用之后,市民健身时扰民、与环境不

协调等问题时有发生。部分居民在进行健身路径锻炼时有轻

微受伤的情况,且有个别的居民曾有过较为严重的受伤 [ 25]。

在残疾人健身参与方面, 上海当前的体育场馆供残疾人出入的

无障碍的体育设施不全,这些健身点、健身苑未考虑到残疾人

健身体育锻炼的特殊性, 把大部分残疾人拒之门外 [ 26]。

4. 3 社会环境因素

唐宏贵等人从社会动力系统的角度分析体育活动参与者

的价值观, 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个体,往往有强烈的体育价值

观和健身意识。因此,社会动力系统中尤其需要重视的, 是通

过各种宣传、计划和法规手段, 激发人们的体育健身意识,使其

转化为稳定的体育参与行为 [ 27]。妇女参加体育锻炼寻求的社

会支持的结构和功能存在差异,她们主要从家庭、朋友同事、和

邻里中获得归属感、情感的支持, 而从政策、社区中获得的条

件、信息支持较少,缺少参加体育活动的社会支持资源 [ 28]。

4. 4 心理因素:运动坚持性

体育的动机强弱,对于实际的运动参与有着很大的影响。

韩冬指出要注重需要动机的转换, 针对市民体育活动的开展,

应从适应参与者的内部动机和需要入手, 对不同需求层次的人

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使影响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外部调节转

化为内部动机 [29]。

2000年城市居民体育现状调查统计结果表明, 我国城市居民

对体育价值的追求仍然是生物性价值第一、心理价值第二、社

会性价值第三的传统排序 [30]。调查表明, 78. 4%的人参加体

育活动是为了强身健体,这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锻炼者

多数比较注重生命的质量, 特别是把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

式 [ 31]。在对参加体能锻炼的残疾人的动机调查中, 首先是健

身目的,其次为娱乐、康复、防病、参加比赛等 [ 32]。

5 结论

1. 大众的休闲意识制约体育健身的广泛参与

勤奋工作,劳动光荣一直以来是中国人民的美德, 成为我

们赖以生存的法则,人们的休闲时间都用在无休止的工作上,

∀休闲#被认为是∀享乐#, ∀无所事事#而遭受不同程度的排斥。

马克思认为: ∀休闲#一是指 ∀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余暇时间#;二
是指 ∀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休闲#就是 ∀非

劳动时间#, ∀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
 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调查

显示,在不参加体育锻炼人群中, 因为 ∀没时间#而不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比例最高,为 33. 8% ,缺少时间成为阻碍体育健身

参与的首要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生活方式, 人们逐渐从

满足最基本的 ∀生存状态#发展到追求 ∀生活质量#的提升上,

∀每天锻炼 1小时#不应仅仅停留在倡议层面上, 而是转变观

念,把工作时间和休闲分开, 每周利用一定的时间参与体育健

身,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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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民体育生活化的愿景尚未实现

我国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是建立在我国的国情基础之上,

国家投入资金有限, 场地比较单调。目前,我国的健身路径的

数量仍无法满足市民健身的需要。一方面,市民要求国家提供

更多的健身路径,而另一方面, 市民对于健身路径的使用率并

不高,健身器材空置或损坏,形成有健身服务体系 ∀有供无需#

的现象。

在对市民体育参与的实证研究发现, 经常锻炼人群的比

例偏低,而且我们忽视了那些 ∀不经常锻炼#甚至 ∀不参与锻
炼#群体的情况, 他们少参与或不参与的原因是什么, 在什么

条件下可以向 ∀经常参与#转化; 或者那些 ∀经常参与#的人群
在是否有可能向 ∀少参与#或 ∀不参与#转化, 等等。体育生活

化是建立在大众体育参与的普及前提下的, 体育生活方式的建

立有待于我国全民健身活动的进一步推广和深入。

3.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与健身的个性需求存在矛盾

随着全民健身开展的逐步深入,我国政府对于体育公共

设施的建设有了更多的投入。在各大城市,全民健身路径和公

共体育场并不少见,这些硬件设施为人们的健身提供了活动机

会。但是,有调查显示, 一些户外健身设施少人问津, 器材闲

置、损坏等现象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 人与器材的

∀相处#并不融洽,出现了 ∀器材的相对过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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