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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调研、历史研究等方法对民生体育与体育民生化的概念进行解读，并从意识和行为两个方面对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民生化的历史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与分析。研究发现，在意识方面，新中国民生体育思潮的发展经

历了５个阶段，各阶段的发展均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密切相关。在行为上，体育正逐步迈向第二个发展阶段，即民

生体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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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体育”这个词在中国老百姓的脑海里等同于“奥运健儿”“领奖台”或“金牌”。其实，时

代发展至今，“体育”早已超越“竞技”的单一观念，被赋予更广泛的含义。如“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

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该意义体现出体育是民生。“民生”最早出现在《左

传宣公十二年》的“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意指老百姓；《辞海》中将“民生”释义为“人民的生计”、“人民

的生活”。近代对“民生”最为准确的概括是孙中山先生，他认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是社会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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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１］２６由此可见，民生问题是关乎国家稳定、社会安康的重要问题，古代如

此，现代亦如此。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升，温饱问题再也不是

中国人关注的首要问题，继住房、医疗、食品安全、教育公平问题之后，与体育息息相关的健康问题逐渐

成为公众茶余饭后的热点议题。

２００７年，陈小林首次提出“民生体育”的观点，认为体育是政府以民本思想为基点，以公民身心健康

为宗旨，以惠及社会每个公民的健康权和幸福感为任务，在社会上举行的一系列体育活动［２］。“民生体

育”的提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民生体育”研究的热潮，孙志鹏、沈克印、汪全先、李荷

皎、许文鑫、耿志伟等学者分别从“民生体育”产生背景、概念、意义、内容、对策等诸方面进行了分析和

探讨。然而，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现阶段，与住房、就业、医疗、食品安全、教育等民生

工程相比，体育远远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显然无法纳入到民生工程的行列。

本研究认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将体育纳入到民生工程的学者，都有其各自的道理，因为体育民

生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是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其它各项民生问题的缓解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当民生问题从基本生存递升到生计发展阶段，健康问题就进入人们视野，体育就需要民生化。本文仅以

此为视角，对体育民生化的思潮产生背景及其发展过程进行阐述，为进一步加快体育民生化的进程提供

参考。

一　民生体育与体育民生化概念解读
（一）民生体育的概念

富民强国一直是国家的梦想，国家的强盛与否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有时更取决于军事实力。一国

的军事实力要靠国民身体素质来支持，民强则国强，强民之道在体育，改善民生是发展体育的主要途径。

同时，随着弱势群体参与体育的保障、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青少年的体质等问题日

益凸显，体育作为民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体育与民生关系的研究主要见于各种新闻、报刊、网络、电

视。关于“民生体育”的概念，广义上是指体育层面的人民生计，是群众最迫切的体育需求，既包括人民

群众的精神支柱，也包括人民群众的体育权利；狭义上是指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以民生思想为出发点，保

障人民的体育权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所提供的公共体育产品和公共体育服务的体育

活动［３］。此外，也有人认为“民生体育”是重视以人为本的体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使人拥有生命、谋求

生存、享受生活、创造生机、融入生态最终获得幸福的体育，民生体育是处处讲究公平、人人享受健康、共

同占有体育资源的体育［４］。以上见解从宏观层面、人文层面对民生体育进行了阐释，也从内容、形式、

目的方面做了解读，但本研究认为，“民生体育”是将体育作为民生的一部分。

综合分析学术界已有的民生体育概念，结合当今社会大众体育的特征和发展的实际情况，民生体育

应该包含着物质、制度、行为以及精神４个层面的内容。物质层面：包括公民进行体育运动所需的场地
器材以及着装等硬件的物质资源；制度层面：包括与民生体育发展相关的政策、制度、文件、法规等；行为

层面：公民在参与体育活动过程中形成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等；精神层面：是指公民在参与体育活动

过程中形成的观念、道德理念和运动情感等，这是民生体育的核心层面，直接影响了民生体育的其它三

个层面。

此外民生体育应该还要具备以下几点：（１）体育本无“亲疏”，更无“贵贱”。因此，“民生体育”不仅
包括“大众体育”，还包括“精英体育”；（２）人才才是历史的主体，民生才是历史的重心，“民生体育”应
突出人在历史的主体地位，以追求民众身体健康这一人类生存之基本前提为目的，回归体育的运动、健

身之本原；（３）“民生体育”是一项“公共产品”和“公共事务”，回归“全民健身活动”的公益色彩，政府是
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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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民生体育是指根据群众最迫切的体育需求，政府主导制定出满足需求的各种政策法规，

保障公民共同享用体育资源，参与体育锻炼，从而形成健康生活方式的社会活动过程。

（二）体育民生化的概念

民生化是指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转变的过程。体育民生化是指政府根据群

众最迫切的体育需求，制定各种体育政策，引导人们共同占有体育资源，参与体育锻炼，实现体育权益的

过程。随着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体育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此，体育逐

渐成为与人们吃、穿、住、行同样重要的民生需求，成为政府要关注解决的民生工程。

二　体育民生化思潮的演进概况
在体育民生化建设中，思潮往往先于实践而成。只有当思潮发展到一定程度，体育民生化才在现实

中践行。纵观时代及历史的发展，我国民生体育思潮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体育民生化的雾里看花式的雏形形成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

领》第４８条中“提倡国民体育”的规定，确定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要面向全体人民，致力于体育运动普
及的基调，这是我国首个体育民生的法规文件。１９４９年贺龙在体总筹备大会上强调：“过去的体育是和
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１９５２年６

月，在体总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也是体育民生思想在体

育上的重要体现。政府对人民体质的重视和对健康的关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指导思想的确

立也是体育民生思想初步发展的标志［５］１０５。随着１９５５年《劳卫制》和《关于推行广播体操的联合通知》
的颁发，很多工厂、机关、学校等积极开展体育运动，人民群众的体质明显增强。体育为国民服务成了新

中国成立以后体育事业发展的主旋律，其具体体现是把少数人的体育变为群众的、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

新体育，使体育为人民的健康、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６］７６。新中国的人民均享有体育的权

利，人民政府也有提倡国民体育的职能责任。新中国成立之初内忧外患、百废待兴，增强人民群众的体

质是当时民生的主要问题。这一阶段是民生体育发展得最好的阶段，体育作为公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

内容已上升为一项与生活、生存息息相关的重要内容，体育民生化的思潮初步形成，但这一阶段的民生

体育却带着浓重的政治背景，体育在外在形式上虽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但这种形式

的体育是一种强制性的，对于公民而言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这时的体育民生化有点雾里看花、花不明不

清的感觉。

（二）体育民生化的急功近利式的异化跃进阶段（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１９６６年开始并延续１０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体育民生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严重的

破坏，导致许多体委和体育科研机构被撤销，体育设施被捣毁，体育报刊被停办，许多体育人才被迫停止

工作，与国际体育断绝联系。受当时政治文化的影响，民生体育活动带有强烈的“革命性”，如：“全民游

泳”、“语录拳”、“语录操”、“千人操”、“万人横渡”等比比皆是。这种行政化、形式化、不惜破坏生产生

活的体育活动，出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不切实际的现象，也将体育活动的开展引向了歧途，使得体育

事业发展出现畸形的状态［７］８９。

这一时期开展的体育活动是政府有目的、有计划组织实施的面向普通百姓的体育，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的主线依然贯穿其中，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也是政府的主要责任，也呈

现出活动开展轰轰烈烈、规模庞大的状态，对提高民众的体育参与热情、促进国民的体质健康有一定的

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到特定的历史与环境制约，开展这些活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

体育需求，更多的是为了追求政治效应，服从政治需要，其实质是体育民生思想以一种急功近利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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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所存在，背离了基础性、公平性的特点与规律。因而，必然造成体育民生化思潮的质疑和反感，给这

种思潮的发展起了反向作用。

（三）体育民生化举步维艰、弱化而存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９４）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体育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规。但１０年的动乱使得我国经济总体水平严重下

降，体育的发展严重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同时，自１９７９年中国重返奥林匹克舞台，“奥运战略”成为
我国体育的全部，国家形成了以“举国体制”为核心的竞技体育路线。８０年代末，提出了“奥运会战略”

和“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确立了以发展竞技体育为先导，带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的体育

工作指导方针。实践证明，这一时期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侧重抓提高是符合我国国情和体育发展的客观

规律的，只是由于受当时历史环境和国家建设需要的影响，“奥运战略”思想的浪潮掩盖和削弱了体育

民生化思潮。在奥运争光计划下，我国大力发展竞技体育。金牌给管理人员、教练员和运动员不仅带来

了无比的荣耀，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一时间，冠军、金牌被冠以了最高荣誉。相对而言，在群众体

育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比例方面远远低于竞技体育。体育民生化思潮仅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发展口号，其

前景举步维艰。

（四）体育民生化的方兴未艾理性成长阶段（１９９５～２００７）

举国体制下，我国竞技体育运动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已不再是以前的“东亚病夫”。随着我国体育

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国家对体育事业的关注度从“竞技”转向“全民”，发展重点也开始有所转移。尤

其是在体育法制法规不健全、体育场馆匮乏、社会体育指导人才不足、少年的身体素质不断下降等各种

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大众体育。

１９９５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相继颁布，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２日又颁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这些文件的制定和发布不仅指明了新时期体育改革与发展

的方向与目标，同时也标志着我国体育民生化思想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从体育改革的“四化四转变”到“六化六转变”，从管理体制的改革到地方健身条例的实施，从“农民

体育健身工程”发展思路的提出和实施到“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和“全民健身工程”的实施，从公共体育

设施的开放到体育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实施，从对专业运动员的身心健康问题的重视到对青少年

体制及边缘弱势群体体育的关注，从各级体育社团的成立到大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从“增强学生

体质”到“健康第一”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转变，旨在着力解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与

现阶段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８］９８。政府主导的各种政策正在用实际行动践行，政府开始关注和解决体

育领域内的民生问题，加强和完善体育民生设施建设，体育民生化的步伐由此开始。

（五）体育民生化的厚积薄发健康发展阶段（２００８～至今）

十七大以来，“民生”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五”期间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

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民生需

求由纯粹的衣食住行逐渐转变为精神文化享受的需求，体育由非社会必需品逐渐上升到社会必需品，现

代体育除了充当健康的护工，还是人们工作生活压力释放、精神慰藉的一种有效方式，是现代公民追求

生活质量的一种健康有品位的生活方式，是时代流行文化中一种重要时尚元素，对体育的这种多元化需

求使得体育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民生问题。２０１０年，温家宝在《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几个

问题》中明确指出：要以基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为重点，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努力

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体育需求。政府要履行好发展公益性文化体育事业的责任，保障人民群众的基

本需要和权益。２０１１年两会，“幸福感”成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热词。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每天锻炼一小时”提醒着人们，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是“幸福指数”不可或缺的要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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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更是幸福的本钱，从民生角度思考国人的体育诉求，改善民生，保持国人身体健康

和生活幸福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此外，《全民健身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更是将全民健身列为民生
工程之一。以上各种政府文件制度和计划都表明：大众体育要给力“民生”，大众体育要成为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新亮点。

现阶段体育民生化思潮相对于建国初期有着本质区别。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水平较低，当时

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是温饱问题，是国家的存亡问题，当时的体育是一种“政治化”、“被动型”。现阶

段，我国经济迅速发展，２０１０年，已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恩格尔系数也由１９７８年的
６２．６％（贫穷）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９．７６％（相对富裕）。体育已到要践行民生化的时代。体育逐渐民生
化，成为公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体育的民生

化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大工程。它是一个伴随着各地经济水平的提升和公民健康意识的提高而逐渐完

善的过程。

三　结　语
体育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

一直被扣上了“政治”的帽子，无论是“全民游泳”、“万人横渡”，还是实施了几十年的“举国体制”和“奥

运争光计划”，无不彰显着当时的政治环境，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现象更为严

重。然而，无论在哪一阶段，体育事业的发展都符合当时的政治环境。虽然体育事业在部分阶段的发展

过程中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但是，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来体育事业的发展轨迹告诉我们，体育在
当前公民心目中的位置正在发生变化。体育运动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增强体质、保家卫国”，而逐渐成

为公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体育正演变成政府关注的民生问题，体育建设的道路正大步

迈向民生化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需要花点时间，但社会的进步是无法阻挡的。体育的民生化建设必

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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