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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研究 
乐丽燕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南平  353000）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推动体育事业改革发展，
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大力推进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努力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本文通过对公共体育服务事业进行研究，浅析
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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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

治论断，既阐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深刻揭示了

新时代背景下人民需求与消费升级变化的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 2013 年的 595244 亿元增

长至 2017 年的 827122 亿元，年均增长 6.95%;全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从 2013 年的 18311 元增长至 2017 年的 25974 元，年均增长

7.25%。 

物质决定精神，随着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生

活水平的提升，人民群众的需求与消费已从“物质文化”升级到“美

好生活”，开始追求更高质量、更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背

景下，人民群众对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的体育提出了新的更多

更高要求。为此，应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目标导向，加快发展

和完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提高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适

应和满足人民对体育的多元化需要。 

一、发展新时代公共体育服务的理论依据 
（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体育事

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确立体育强国

建设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并多次强调

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紧密相连。体育强国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把体育事业融入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体育强国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整个过

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的重要论述也深刻体现了这一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

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他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

体质”作为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强调体育强国的基础在群众

体育，号召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

发展。 

（三）把全民健康作为国家现代化重要标志 

全民健康，是国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2019 年 1 月 31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时强调，全民健身运动的

普及和参与国际体育合作的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

标志。他倡导全民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强调全民健身是全体

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把人民身体健康看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看作每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

基础。他大力提倡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普及全民健身运动，

促进健康中国建设。 

（四） 强调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增加文化自信 

体育可以强壮一国之民，可以提振国民之精气神，可以强化国

民之文化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体育

道德风尚。他指出，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五）强调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改革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体育强国建设需要加快推进体育

改革创新步伐，更新体育理念，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为我国体育事

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

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我们要在国

际竞争局势不断变化中加强运行机制的创新、加强科技和训练方法

的创新，改革人才培训体系、完善竞赛制度等，不断增强体育强国

建设的动力。 

（六）强调多方协同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

调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由此可见，随着体育强国建设的不断

深入，其国际格局、建设内容等都在同步发生变化，需要协同机制

来推进体育事业发展，比如国家、社会、个人多方位协同推进，夏

季奥运、冬奥、残奥等各项竞技体育赛事活动协同开展，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港澳台地区开展体育交流等多格局协同交往等。 

二、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的战略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彰显出中国共产

党对于强国发展的定位更加聚焦，彰显出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的重要

战略意义。 

（一）体育强国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 

一个多世纪前，中华民族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在西方列强

的坚船利炮面前，我们输掉的不仅仅是科技力量，还有战斗力和战

斗精神，更有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

产党高举“强种保国”“锻炼身体，好打日本”等战斗旗帜，力倡

强体强民以谋求民族独立、国家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的

核心任务是增强国民体质健康水平，发展体育竞技实力，提升中华

体育精神。从容国团拿下首个世界冠军，到许海峰实现奥运金牌零

的突破；从乒乓球、跳水等项目凯旋高歌，到田径、赛艇等非传统

优势项目屡屡突破......我国一代代体育健儿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了

中华儿女坚定自信、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崭新的国民形象，

凝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公共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1917 年 4 月，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体育之效，

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马约翰先生指出：“体

育的功效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格。”蔡元培先生指出：“完全人格，首

在体育。”可见，体育不止提高身体素质，还能促进智力发展、消

除不良情绪、塑造健全人格、培养坚强意志。美好生活离不开体育，

体育运动有助于满足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新追求和对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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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期盼。 

（三）公共体育服务建设对经济富足、社会发展、文化繁荣发

挥强大助推作用 

公共体育服务建设能够推动国民经济更加富足与快速发展。全

球经济发展规律表明，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是世界

体育强国的标志性特征，也是国际体育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体育

强国建设是系统工程，能够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建设体

育强国，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方面。 

三、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推进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党对体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不断推进体育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绩。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指出，到 2035 年，形成与基本实现现

代化相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格局，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

化。到 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我们要在已

有成就基础上，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取得

新突破。 

（一） 坚持党对体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发挥了

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我们要全面坚持党的领导，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

促改革，牢牢把握体育改革发展政治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体育强国之路，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

证。 

（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深化公共体育资源管理机制改革，

加强体育公园、健身步道等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健康关口

前移，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

进健康新模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国家统计

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截至 2020 年末，全国共有体育场地 371.3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 31.0

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约为 2.20 平方米，为广泛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今后应进一步有效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

设。比如，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资源向农村倾斜，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全民健身事业，推动青少

年、妇女、老年人、农民、职业人群、残疾人等群体的体质健康干

预计划。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信息技术，推进全民健身智慧化

发展。 

（三）着眼国家实力提升推动竞技体育再上新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竞技水平稳定在世界前列；体育梯队人

才逐渐完成交替，优秀人才不断涌现；中国特色的现代竞赛体系逐

渐完善；科技助力科学训练取得新突破。东京奥运会涌现出全红禅

等大批优秀年轻选手；科学训练助力老将苏炳添打破亚洲纪录，成

为中国田径场上的又一奇迹……这些无不彰显着国家实力 

（四）推动体育产业发展培养经济发展新动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产业为国民经济赋能，各地实施专项引

导资金，助力体育产业发展，国有体育品牌市场占有率明显提升，

2019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 29483 亿元。 今后应在打造现代产业

体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扩大体育消费、加强体育市场监管等方

面下功夫，进一步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五）弘扬体育文化传承中华体育精神 

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路径之一是“文化兴体”。经过长期传承

发展，古代中国形成了具有展现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的出台，极大推进了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应

进一步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将其融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传承中华传统体育文化，推动传统体育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推动中国传统武术“走出去”，等等。 

（六）构建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对外工作不断深化，体育成为“元首外

交”的新亮点，通过体育助推国之交、民相亲，向世界展现出中国

的开放自信、友善包容，用体育谱写了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新

篇章。2019 年，各类体育人才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成为中国对外交

流的重要力量。冬奥会的成功申办以及“一带一路”体育发展行动

等，在对外交往新格局构建中展现了更大作为。进一步加强对外体

育交往，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业，构建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

加强与重点国家和地区体育交流合作，提升中国体育影响力。 

（七）新时代教育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不竭动力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教育的基础性、先导

性、全局性作用日益突出。新时代，教育事业能够在多个方面助力

体育强国建设。教育为建设体育强国奠定人才基础，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

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

系。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断，为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全面

而系统地培养综合型体育人才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面对新时代下的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把体育健身同人民健康结

合起来，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同坚定文化自信结合起来，推动全民

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大力推进公共

体育服务建设，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努力将公共事业

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努力开创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服务事业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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