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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战略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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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我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战略的形成、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认为，竞技体

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战略是随着社会、经济等条件的变化而逐步形成的，新形势下，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

调发展战略应赋予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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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Chinese sports and mass sport development strata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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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methods of criterion and demonstration research，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
nese sports and mass sport . This article considered that with the soci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mand，Chinese
sports and mass sport comes into being. With this development stratagem implement，Chinese sports level and mass sport de-
velopment also made mu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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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战略的形成

对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二者关系的认识，最先提出的是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1952 年 2 月 18 日，为准备参

加第 15 届奥运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了《选

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明确指出：“⋯⋯必须使

普及与适当范围内提高体育技术水平相结合，以取得进一步

的发展”。这是建国后第一提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体育

文件。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前期，在经济、文化落

后和体育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一方面广泛地开

展群众性体育，另一方面又集中了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优先保证竞技体育的发展，因而出现了我国体育事业全面发

展的势头，但“文革时期”把体育作为政治的工具发展到了极

端，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这一最基本的体育指导方针被弃

之不顾，导致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的体

育事业在党的正确方针的指导下，迅速恢复，蓬 勃 发 展。

1979 年 11 月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得到恢

复，不少单项国际体育组织相继承认或恢复中国有关项目协

会的会籍，使得体育开始出现了新的局面。为此，原国家体

委又重新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这一体育发展的基本

指导方针。但由于国民经济较落后，文化教育尚欠发达等原

因，“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面临许多实际困难，特别是

随着国际大赛各国竞争日趋激烈，而对中国人力、财力、物力

等资源所限，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

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常常是顾此失彼，因而易被忽视和受

到影响的往往是群众体育。

随着社会对体育需求的日益高涨，原有的偏向于竞技体

育发展的战略不得不重新进行调整。为此，原国家体委于

1984 年和 1986 年先后下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通知）

的意见》、《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两个文件，以这

两个文件为核心，确立了以社会化为突破口，以竞赛和训练

改革为重点的新的改革思路以及“以革命化为灵魂，以社会

化和科学化为两翼，实现体育腾飞”的新的战略指导思想。

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基础上，根据国际竞技体育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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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趋势和中国体育发展的现状，1987 年全国第 2 届体育发展

战略讨论会上，提出“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以

奥运会 为 最 高 层 次 的 竞 技 战 略 协 调 发 展”的 指 导 方 针。

1989 年全国体委主任会议提出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

展的战略要求，并把它作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的指导方针。

原国家体委在体育改革深入发展的 20 世纪 90 年代，正

式提出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战略，这是继 80 年

代初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确立以来，形成的另一个有鲜明

特征的发展战略———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战略。

1995 年第 8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第二条指出：“体育工作

坚持以开展全国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这样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普

及与提高相结合”以及“协调发展”战略思想完成了从思想到

政策、法规、法律的演进过程。根据这种理念，国务院于 1995
年 6 月和 7 月来先后颁发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

光计划纲要》。这两个“计划”对应着两大类体育活动，表明

了国家和体育决策部门在认识和落实“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协调发展”这一基本指导方针的过程中，又上升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

2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战略的运行特征

2.1 群众体育发展状况

十一届三中后，我国群众体育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迅速得

到恢复，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市社区体育蓬勃发

展，各地的“农村文化中心”、“文化站”和“青年之家”，都把体

育活动作为重要内容。1986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农

民体育协会，各省（区、市）也均建立了农民体协，有的乡镇还

配备了专（兼）职体育干部。1990 年推出了“亿万农民健身活

动”，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从 1985 年开始，全国开展了

“争创体育先进县”活动，到 1996 年已有 5 批 468 个县跨入全

国体育先进县行列，占全国县级单位的 21%。在城市，1990
年全国性的行业体协总数达 27 个，共有职工体育组织 10. 2
万个，各种运动队 55.3 万个，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增至

5 000 余万人。活动内容也由过去以广播操、生产操、武术、

球类为主，开始向体育舞蹈、健美操、气功、保龄球、网球、门

球等项目发展，并出现高尔夫球、赛车、登山、攀岩、热气球等

新的运动项目。

围绕着《全民健身计划》的出台与实施，我国群众体育的

科学化程度大为提高，在对全国成年人体质研究的基础上制

定了《中国成年人体质监测标准》，向全国征集健身方法，并

出版了《中华体育健身方法》4 卷；在全国推行《社会体育指

导员技术等级制度》；1996 年度体育彩票公益金（国家体委提

存部分）的 60%用于建设全民健身活动场所，分阶段、分批

在全国城市社区配建群众体育活动场地、设施，实行全民健

身工程。各省、市、区体育主管部门也按比例投入一定的公

益金。我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明

显提高和自 1995 年开始实施的“双休日”制度，为开展群众

体育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据统计，1996 年我国 16 岁以

上的体育人口为 15.5%。若将 7 至 15 岁的在校学生，以及

武装力量等人口作为当然体育人口统计，我国体育人口总数

约为 31.4%。这个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体育人口高于发展中

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调查，我国的城乡居民体育活动点，

一半以上为锻炼者自发组成的，占总数的 57. 5%，反映了群

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与热情。其他依次为：居委会帮助

组成的 占 总 数 的 17. 8%，体 育 行 政 部 门 协 助 组 成 的 占

7.6 %，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协助组成的占 6. 3%，各级体育

协会协助组成的占 3.7%，各级工会组织的占 3.4%。

由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群众体育的基本格局是在

建国初期建立的，其后几十年，尽管有种种变化，然而这种格

局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许多有

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原有的管理体制与组织形式面临转型中

不可避免的巨大困难，有的已经出现生存危机。因此，一方

面改革造成新的群众体育的生长点，为群众体育的发展提供

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新、旧体制的矛盾与冲突也已

越来越尖锐。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广大农村和西

部落后地区，大面积开展全民体育活动的条件尚不成熟，由

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服务群众，充满生机和发展活力的群众

体育管理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的建立尚需时日。

2.2 竞技体育发展状况

从 1992 年开始，我国运动员共参加了 3 届冬季奥运会，

在 1992 年第 16 届冬奥会实现了奖牌“零的突破”。在 1998
年第 18 届冬季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顽强拚搏，勇于向强敌

挑战，发挥了水平，共获得银牌 6 枚、铜牌 2 枚，竞争实力进

一步提高，实现了自我水平的跨越（获奖牌情况见表 1）。近

几年我国冬季项目中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发展迅速，在世界

大赛共夺得 13 个世界冠军，已具备在冬季奥运会上夺冠的

实力。

表 1 1990 ～ 1998 年中国参加冬季奥运会获奖牌情况1）

届次 时间 地点 金牌 银牌 铜牌 奖牌总数

16 1992 阿尔贝维尔 0 3 0 3

17 1996 利勒哈默尔 0 1 2 3

18 1998 长野 0 6 2 8

合计 0 10 4 14

1）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 ～ 1998）综合卷

在第 26 届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上我国获 16 枚金牌、22
枚银牌、12 枚铜牌，以金牌总数第 4 位居世界体坛第 2 集团。

在 2000 年举世瞩目的第 27 届夏季奥运会上，以 28 枚金牌、

16 枚银牌、15 枚铜牌，金牌总数列世界第 3 位的优异成绩，

取得了历史性突破，稳居世界体坛第 2 集团前列，拉近了与

美、俄两强的距离。

第 27 届奥运周期间，我国参加了在泰国举行的第 13 届

亚洲运动会，我国体育代表团获金牌 129 枚、银牌 77 枚、铜

牌 68 枚，获奖牌总数和团体总分两个第一，创造了连续 5 届

31第 3 期 肖林鹏等：中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战略回顾



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的辉煌战绩，这说明我国竞技体育业已

冲出了亚洲，正在向世界竞技体坛的顶峰冲击。

到 1998 年间，我国共举办了 8 届全运会，从 8 届全运会

的成绩看，我国竞技体育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相当一部

分运动项目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1997 年第 8 届全运会共

有 179 人 659 次超 41 项世界纪录，其中 16 人 19 次超 7 项奥

运会项目世界纪录，4 人 4 次平 3 项世界纪录，100 人 3 队 367
次超 55 项亚洲纪录，88 人 6 队 142 次创 66 项全国纪录。此

次全运会破超世界纪录的人数、次数和项目都大大超过了历

届全运会，特别是游泳，已摆脱低迷状态，一批年轻选手脱颖

而出，具备了与世界强手抗衡的实力。全运会的成绩表明我

国竞技体育的竞争实力正在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

“八五”时期末（1995 年）我国竞技体育系统内优秀运动

队在队运动员为 13 265 人，国家级运动健将 982 人，国际级

运动健将 165 人；“九五”时期末（1998 年），我国竞技体育系

统内优秀运动队在队运动员 13 849 人，国家级运动健将 885
人，国际级运动健将 97 人。达到等级的运动员是指达到我

国一级、二级、三级运动员水平的运动员，1995 年我国一、二、

三线运动员总数达到 309 901 人，其中等级运动员 40 500 人。

1998 年我国一、二、三线运动员总数约为 349 795 人，其中等

级运动员 46 212 人。1998 年我国一、二、三线运动员分别为

13 849 人、38 571 人和 297 375 人。“九五”期间，我国体育健

儿共获得世界冠军 452 个，使我国运动员夺得世界冠军的总

数达到了 1 408 个，占新中国建国以来获世界冠军总数的

32%，共创、超世界纪录 198 次，使我国运动员创、超世界纪

录的总数达到 1 042 次，占新中国建国以来获世界冠军总数

的 19%。

但在竞技体育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人

力资源浪费现象严重，这与“片面理解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方

针有关，由于过分强调“普及基础上提高”，选择了单纯依赖

数量增长的道路，导致后备人才淘汰率过高；由于体制方面

的原因，围绕“全运战略”、“省运战略”，大而全、小而全的低

水平重复建设比比皆是；体育场馆的闲置又导致物力资源浪

费，据全国体育场馆普查资料，截至 1995 年，全国共有各类

体育场馆 61.6 万个，总面积为 7.8 亿 m2，人均 0.65 m2，向社

会开放的仅为 44. 1%，部分开放的占 21. 3%，34. 6%的体育

场馆没有开放，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态。如此等等，造成

竞技体育的发展成本过高。

3 对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战略的评价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战略是随着社会、经济条

件的改善与转变而形成的。在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计划经

济时期，一方面体育资源不足，群众体育不可能得到国家的

重点扶持；另一方面，群众体育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仍不成

熟，受生活水平、思想观念等的限制，群众体育的发展缺乏自

发性的群众基础。随着中国逐步进入“小康”社会，人民生活

水平大幅度提高，恩格尔系数大大下降，对体育的需求不断

增加。而长期以来困扰中国体育发展投入不足的状况将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改善，体育的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

的方向发展，在促进《奥运争光计划》实施的同时，大力推动

全面健身计划，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群众体育的促进、协调

与指导，提高国民素质成为历史发展趋势。

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战略，是由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群众体育可以为竞技体育的发展

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为数众多

的爱好者和支持者、设备、人才资源等等，而竞技体育则可为

群众体育的发展提供示范、增强吸引力、探索科学的方法和

手段、给以技术性的指导和服务等等。作为一个整体的体育

事业，群众体育如果离开了竞技体育，就会失去先导和魅力；

竞技体育如果离开了群众体育，就会失去基础和支柱。两者

互相依靠，互相渗透，相辅相成，两者都互为需要，不能缺少

任何一个。因此，社会、国家和民众既需要发展群众体育，又

需要发展竞技体育，而且二者又必须协调发展。

回顾建国以来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关系的选择，如果排

除“文革”期间的干扰，不难看出，价值取向呈现群众体育优

先→竞技体育优先→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变化。

这个转变过程既体现了实践上承先启后的探索与寻求，也反

映了我国体育思想的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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