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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未来体育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的研究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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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基于体育人口结构测度指标的基础上 ,利用 Logit 变换体系和人口预测模型确定陕西未来年龄人口数的

变化趋势 ,结合全国和陕西省有关体育锻炼的调查数据 ,对 2001 - 2050 年陕西省未来体育人口结构的形成和变化趋

势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研究发现陕西省未来体育人口在年龄、性别、增长率、老年系数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这

些差异也集中反映了陕西省的目前经济和文化所影响体育人口形成的基本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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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is study ,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physical measurement of indicators , based on the use of Logit transforma2
tion system and the population projection models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Shaanxi , the next - age population trends , combined

with national and Shaanxi Province , the survey data on physical exercise for 2001 - 2050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formation of future

sports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trends were studied and analyzed. The study found the future of the sports population in Shaanxi

Province in terms of age , gender , growth , old age factor , etc.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 which also focused on differences in

Shaanxi Province , found that the current economic and cultural populations affected by the formation of the basic physic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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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体育人口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体育指标 ,它反映

了人们对体育的参与程度和亲和程度 ,体育人口是

指经常从事身体锻炼、身体娱乐 ,进行专项训练 ,以

及其他与体育事业有关的人在总人口的数量和比

重。体育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影响人口

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 ,一个国家的体育人口状况就

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 ,它是经济和

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是制定社会发展

规划与进行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据[1 ] 。

近些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陕西省城乡之

间的壁垒逐步松动 ,越来越多的城乡流动人口以各

种不同方式进入到城镇 ,其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融入

城镇 ,成为城镇人口。农村和城市在体育人口性别

结构、年龄结构、职业结构和文化结构等人口的基本

属性方面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别。在体育人口方面 ,

农村和城市人口的体育参与率、体育人口总量 ,体育

人口的平均年龄、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方面存在很

大不同。目前 ,我国学术界关于体育人口的研究还

存在不足 ,对体育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人口

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等一些基本指标的度量上。

在研究范围方面偏重于对我国城市体育人口的研

究 ,对农村体育人口的研究相对薄弱。而考虑城乡

的巨大差别 ,从快速城镇化的角度 ,考察体育人口未

来变化趋势的研究还不多见。

研究未来陕西省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陕西省体

育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 ,旨在为我省制定群众体育

和全民健身的政策 ,扩大体育人口提供理论和数据

上的支撑。

1 　陕西省未来人口的变化趋势

研究运用人口学研究所用的生命表和平均期望

寿命增长模式 ,使用该Logit 变换体系和人口预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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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确定未来按年龄人口数的变化趋势。首先根据设

定的期望寿命水平 ,模拟生成陕西省未来 50 年的生

命表。选取校正后的 2000 年陕西省男女性单岁组

生命表为标准模型生命表 ,根据每年均匀分配的期

望寿命增量 ,利用 Brass 的 Logit 变换体系进行模

拟[2 - 3 ]
,生成 2001 - 2050 年陕西省男女性单岁组生

命表。其次以校正后的陕西省 2000 年分性别的按

龄人口数为基数 ,利用人口预测模型得到未来 2001

- 2050 年陕西省分性别的按龄人口数 ,同时可以计

算得到每年的死亡人数。最后根据计算得到陕西省

未来 50 年的按龄人口数 ,对陕西省未来人口的发展

趋势进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预测陕西省

未来体育人口的发展变动趋势。

人口总量及其变动是最基本的人口现象 ,也是

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基础。根据陕西省

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 ,陕西省的人口总量从 2000 年

的 3 644 万人持续增长 ,到 2025 年达到人口峰值 4

151. 9 万人 ,而后下降 ,到 2050 年降至 3 927. 8 万人。

图 1 　陕西省未来人口总量变化趋势

　　如图 1 所显示 ,陕西人口将持续增长 25 年 ,

2025 年达到人口峰值 4 152 万 ,比 2000 年的 3 644

万人增加了 13. 94 % ,年均增长率 5. 23 ‰。2025 年

之后 ,由于受 20 世纪低生育水平影响 ,育龄妇女的

人数减少 ,同时由于人口惯性影响的减弱 ,老龄化的

影响 ,死亡水平的上升 ,总人口开始出现递减 ,到

2050 年总人口降至 3 928 万人。自 2000 年到 2050

年 ,年均人口增长率为 1. 50 ‰。

从陕西省未来出生人口 (见图 2) 可以看出 ,陕

西省出生人口数表现为先升后降 ,再升再降的变化

趋势。在 2013 年出生人口数达到局部峰值 59. 63

万人口 ,而后下降 ,在 2029 年达到局部的低谷 39. 4

万人 ,而后又开始上升 ,到 2039 年又达到局部峰值

46. 19 万人 ,而后下降。

陕西省未来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趋势如图 3 所

示 ,与出生人口的趋势一样 ,出生率也是两个局部峰

值。

图 2 　陕西省未来出生人口数量变化趋势

　　由于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 ,老年人口比

重不断增加 ,虽然婴幼儿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死亡水

平不断下降 ,但是由于老年死亡人口的大幅度增加 ,

所以总死亡率不断上升 ,死亡人口逐年增长 (见表

1) :

年均人口死亡率由 2005 年的 6. 83 %上升到

2050 年的 14. 77 % ,死亡人口也由 2005 年的 24. 91

万人上升到 2050 年的 58. 17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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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陕西省未来人口死亡人数与死亡率变化趋势

年份 死亡人口 (万) 死亡率 ( %)

2005 24. 91 6. 83

2010 28. 48 7. 55

2015 32. 24 8. 22

2020 36. 08 8. 97

2025 40. 28 9. 92

2030 44. 75 11. 05

2035 49. 54 12. 27

2040 53. 73 13. 34

2045 56. 67 14. 18

2050 58. 17 14. 77

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陕西省人口增

长速度缓慢 , 处于一个低生育水平的发展阶段 ,但

是由于陕西省的人口基数比较大 ,未来人口形势依

然严峻。另外 ,陕西省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 ,人口性

别比偏高导致未来人口婚配市场失衡。陕西人口城

乡结构仍以农业人口为主。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的影

响 ,陕西的关中、陕南与陕北三大区域间在发展上存

在着较大差异 ,人口分布也有很大不同。关中地区

集中了 61. 8 %的人口 ,人口性别比较其他两区域

低 ,15 - 64 岁劳动适龄人口比例最高 ,主要是由于

关中相对发达的经济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影响。

2 　体育人口形成的相关因素

体育人口发展是体育与社会系统协调的发展 ,

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

约 ,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配合、互为因果。

研究体育人口的结构就要对体育人口的形成进行分

析 ,特别是分析相关的因素 ,并且找出这些因素之间

合适的结构关系。在体育人口的研究中仇军教授对

体育人口的形成因素进行了系统的阐述[4 - 5 ] 。而笔

者在陕西省体育人口的研究中 ,“通过路径研究分析

社会经济变量是如何影响陕西体育人口形成 ,并建

立体育人口形成路径的结构分析框架和数理模型 ,

检验表明 ,影响陕西省体育人口形成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 ,其中有直接的 ,也有间接的 ,直接的影响因素

以属于经济因素的个人收入、家庭体育消费的作用

力最大 ,职业声望对陕西省体育人口形成的直接影

响很小 ,但对体育人口形成表现出很强的间接作

用”[6 ] 。这些研究成果都为进行陕西省未来体育人

口结构的变化提供了理论和推算结果的模型支持。

图 3 　陕西省未来出生率变化趋势

3 　陕西省未来体育人口结构的变化

3. 1 　数据来源

国家体育总局为了全面了解我国城乡居民参加

体育锻炼的基本状况 ,为推进群众体育事业可持续

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对 2007 年全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状况进

行了调查分析 ,此调查是首次对中国大陆范围内 31

个省 (区、市)的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

调查对象为 16 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城乡居民。按“多

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在 31 个省 (区、市) 抽取

了 2 249 个居 (村)委会的 5 万余居民户 ,采用“入户

方式”进行调查 ,共获取有效样本量 88 625 例、有效

数据 750 余万个。陕西省体育局根据国家体育总局

的抽样调查方法对本省内的三个地级市西安、延安

和安康进行了陕西省三城市城乡居民体育锻炼状况

调查。所以本研究运用全国 2007 年全国城乡居民

参加体育锻炼状况分析所得的数据和陕西省三城市

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调查数据来做为本研究的

数据来源。

3. 2 　陕西未来体育人口结构预测与分析

在体育人口的研究中仇军教授对体育人口的结

构的测度指标进行归纳 ,并给出了计算公式[4 - 5 ]
,本

研究也主要是运用其提出的指标和公式来计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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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体育人口的结构变化。

3. 2. 1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

体育人口数即体育人口规模 ,是指一个国家或

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体育人口总数。西方国家调

查统计体育人口数或体育人口活动人数时 ,常常特

指 16 岁 (也有 18 岁)以上者 ,本文指 6 岁以上者。

不同年龄组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呈现

出随年龄增大而降低的特点。6 - 15 岁年龄组的人

口属于学龄儿童 ,每天都要参加体育活动 ,所以我们

把这个年龄组的人口看成是全部体育人口 ,因此 62
15岁年龄组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最高 ,为

100 % ,70 岁以上人群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最

低 ,为 22. 2 % ,16 - 19 岁年龄组都属于青少年人群 ,

此年龄组的年龄跨度最小但是体育人口比例非常

高 ,占据了近一半的人数为 41. 5 % ,其余年龄组的

体育人口基本相近 ,从图 4 反映出了陕西省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基本上保持平稳 ,和陕西省人口

总量相一致 ,6 - 29 岁的人口大多是青年人 ,他们有

着充裕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人数最多 ,30 - 49 岁的

人口由于工作压力 ,生活态度的不同 ,使得这个年龄

段的人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参加体育锻炼 ,而 50 岁

以上者则是人数更少 ,因为随着他们年纪的增加而

导致了锻炼人数下降 ,使得陕西省参加体育锻炼的

人数比呈现出随年龄的增大而下降的趋势。这一研

究得出的结论如果定位于农村较为符合 ,但对于城

市来说 ,同其它研究成果不一致。

3. 2. 2 　体育人口的年龄结构

体育人口年龄构成 ,是反映一定时间和一定范

围内不同年龄分组体育人口在体育总人口中所占百

分比。人口学对年龄的分组一般采用每 1 岁为一组

或每 5 岁为一组。其计算公式为 :

体育人口年龄构成 = 某一年龄组体育人口数Π
体育人口总数 ×100

图 5 是陕西省各 10 岁组体育人口年龄构成。

纵观陕西体育人口年龄结构 ,将其分为 3 个部分 ,第

一部分是 6 - 29 岁年龄段 ,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多数

是在校学生和青年人口 ,学校提供的体育课和体育

场地、器材等方面的原因和条件为学生的体育活动

提供更多的机会 ,作为大多数的年轻人他们有着充

裕的时间和精力去参加体育锻炼 ;第二部分是 30 —

49 岁年龄段 ,由于这个年龄段的未来人口基数较

大 ,使得这一年龄段各年龄组体育人口构成比重明

显高于其他年龄组且彼此较为均衡 ,但在实际生活

中这一年龄段的人口由于工作压力大 ,生活态度的

不同 ,多数人正在为人生中事业的辉煌而努力 ,精力

过多地关注工作 ,同时 ,这个年龄段的人基本上是

“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 ,要担负生活得重任 ,因此这

个年龄段的人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参加体育锻炼 ,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体育锻炼人数比中这一年龄段的

人数在下降 ,而在体育人口年龄构成比中却上升的

原因 ;第三部分是 50 岁以上年龄段 ,随着年龄增加

体育人口构成比重减少是该年龄段的特征。从各年

龄段构成比重可以推断 ,陕西省体育人口结构属于

接近成年的年轻型结构。在柱状图中还可以看出 ,

陕西省体育人口年龄结构中各 10 岁组女性体育人

口所占百分比都低于男性体育人口 ,反映了陕西省

体育人口年龄结构在性别上的不平衡。对此将在陕

西体育人口性别结构中作进一步剖析。

图 4 　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

陕西体育人口接近成年的年轻型结构在其体育

人口年龄结构图中得到了直接验证。在图 5 中还可

以看出 ,陕西体育人口年龄整体上呈偏态 ,造成偏态

的根本原因是女性体育人口年龄小。其次 ,陕西体

育人口年龄越年轻 ,百分比越大 ;体育人口年龄越

大 ,百分比越小。

图 5 　陕西省体育人口年龄构成比

·84·

　第 1 期　第 27 卷　　　　　　　　　　　　　　　　　　　　　西 安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3. 2. 3 　体育人口的性别构成

反映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体育人口总数中男

性体育人口和女性体育人口的构成状况 ,也是体育

总人口中男性 (或女性)体育人口所占百分比。其计

算公式为 :

体育人口性别构成 = 男性 (或女性) 体育人口Π
体育人口总数 ×100

图 6 　陕西体育人口不同年龄性别比变动曲线

陕西省未来体育人口的年龄性别比曲线还是比

较平衡的 ———在青少年及中年段 ,男性多于女生 ;而

在老年段 ,女性多于男性 ;但是 ,6 - 29 岁年龄组的

性别比远远高于正常范围 ,均高于 110 ;且陕西省男

性女性达到平衡的年龄段也较晚 ,男性比例过高 ,人

口结构不平衡。陕西男性体育人口数大大高于女性

人口数 ,这是陕西体育人口性别构成的一个十分显

著特征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中国传

统文化、传统观念、宗教、民俗等对女性从事体育运

动产生的约束力 ,有来自闲暇时间的考虑 ,还有经济

状况上的考虑等等。陕西体育人口性别构成的另一

个特征是分年龄性别比波动幅度大 ,性别比最低是

70 岁上组 ,为 76. 24 ;性别比最高是 6 —15 岁组 ,为

111. 07 ,从 50 岁以后男性体育人口逐渐下降 ,女性

体育人口在上升 ,造成这个原因是因为女性的退休

年龄为 55 岁 ,比男性早了 5 岁退休 ,再加之此时儿

女都已长成 ,这就使得女性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

由于多年的操劳 ,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衰老 ,更容

易患病 ,大部分女性都会在这个时候选择体育来健

身。这说明女性在 50 岁以后开始认识到了体育锻

炼的重要意义。陕西体育人口不同年龄性别比变动

曲线反映了陕西不同年龄体育人口参与体育活动的

性别结构状况。应该指出 ,陕西体育人口性别结构

状况是就整个陕西体育人口而言的 ,是整个陕西城

市、乡村体育人口性别结构的综合表现。

3. 2. 4 　体育人口的增长率

体育人口增长率指标说明 ,在一定时期内体育

人口的增长程度 ,如果计算为期一年的体育人口增

长率 ,计算方法是 :

体育人口增长率 = (年末体育人口数 - 年初体

育人口数)Π年初体育人口数

由于种种原因 ,体育人口调查不可能年年进行。

就我国已进行的 3 次体育人口调查的间隔年限为 6

年。为了阐明较长时期体育人口增长情况 ,例如在

几年内的体育人口增长率 ,可用报告年和基年体育

人口数相比。其计算公式是 :

体育人口增长率 = (报告年体育人口数 - 基年

体育人口数)Π基年体育人口数

图 7 　陕西体育人口增长率 (5 年)组

从图 7 可以看出 ,从 2000 年开始陕西省未来

2020 - 2050 年的体育人口将出现两次下滑 ,2035 年

开始一直是负增长。2000 - 2004 年体育人口增长率

是最高的 ,5 年增长了 4. 18 % ,由于我国的第一批独

生子女都进入了生育期 ,人口总量的增长使得体育

人口增长率在此阶段呈上升 ;2005 - 2014 年出现一

次下滑 ,比 2004 年增长率降低了将近一半 ,这是因

为社会已经跑步进入了老龄化时期 ,人口的一个生

育高峰刚刚结束 ,相应的体育人口也在减少 ;2015 -

2019 年体育人口又开始了缓慢的增长 ,但 2019 年以

后就一直开始下滑 ,甚至开始了负增长 ,因为人们的

生育观念发生了转变 ,结婚年龄不断推迟等诸多原

因造成了人口总量的下降。由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体

育人口的增长率是与人口总量成正比的 ,在今后的

50 年陕西省体育人口增长率将直线下降甚至是负

增长。

3. 2. 5 　体育人口的增长量

反映体育人口变动的指标之一 ,也可称体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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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净增长量。该指标计算公式是 :

体育人口增长量 = 年末体育人口数 - 年初体育

人口数

图 8 　陕西体育人口增长量 (5 年)组

和体育人口增长量一样 ,由于种种原因 ,体育人

口调查不可能每年进行 ,有可能几年、甚至更长时期

才能进行一次全省性调查 ,为了表明较长时期体育

人口增长变动情况 ,该指标的计算公式可写成 :

体育人口增长量 = 报告年体育人口数 - 基年体

育人口数

体育人口增长量是一个实体指标 ,它能更直观

地让人看到每五年陕西省体育人口究竟是增长了还

是减少了 ,数量是多少。从图 8 可以看出陕西省每

5 年组体育人口的增长量。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

3 个部分 ,第一部分 :是 2000 —2004 年段 ,这一年份

段的人口增长量最大 ,直接增长了 138 万 ,是 2005 -

2014 年 10 年的增长量 ;第二部分是 2005 —2014 年

段 ,这一年份段的人口增长量基本保持不变 ,但和

2004 年相比却是降低了一半 ;第三部分是 15 年以

后 ,虽然 2015 - 2019 年体育人口有所增长 ,但却是

短暂的回升以后 ,2019 年又开始逐年下降 ,一直到

负增长。纵观以上变化 ,我们认为体育人口增长量

和体育人口增长率一样在未来 50 年都是逐渐下降

甚至是出现负增长 ,这就让我们注意到了陕西省未

来 50 年的人口总量变化在持续下降 ,也让我们反思

在计划生育政策取得良效以后 ,随之而来的人口负

增长和人口老龄化问题 ,这方面日本提供了很好的

借鉴。日本人口由于素质的极大提高 ,目前普遍的

晚婚晚育和少子化 ,导致了出生人口的不断减少 ,老

龄化速度很快。日本政府积极鼓励生育 ,但由于少

子化的生育观念已经形成 ,所以鼓励生育的政策并

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这一点值得陕西借鉴。

3. 2. 6 　体育人口平均增长率

体育人口增长率反映的是一段时期 (如 5 年、10

年)体育人口的总增长速度 ;年体育人口增长率反映

的是一个时期体育人口增长速度。这两个指标不能

说明在某一段时期内 (如 5 年、10 年) 平均每年体育

人口增长情况。体育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作用就是说

明 ,在一段时期内平均每年体育人口增长的程度。

这一指标在研究体育人口增长速度时采用。其计算

公式是 :

体育人口增长率 = 年数 报告年体育人口数
基年体育人口数 - 1

图 9 　陕西体育人口平均增长率 (5 年)组

体育人口平均增长率和体育人口增长率是一个

相同的指标 ,体育人口增长率是反映每 5 年体育人

口的一个增长情况 ,而体育人口平均增长率则是反

映这 5 年当中每年增长了多少。在前面我们已对体

育增长率进行了分析得出 :体育人口的增长率是与

人口总量成正比的 ,在今后的 50 年陕西省体育人口

增长率将直线下降甚至是负增长。因此 ,在这里我

们就不进行细说了。

3. 2. 7 　体育人口老年系数

体育人口老年系数指老年体育人口在体育总人

口中所占百分比。其数值高低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

出整个体育人口的年老或年轻程度。老年人口的年

龄起点 ,联合国规定为 60 岁或 65 岁 ,中国将老年的

年龄与退休年龄结合起来 ,即男 60 ,女 55 岁。这样

体育人口老年系数计算公式按中国老年人口的标准

可写作为 :

体育人口老年系数 = 60 岁 (女 55 岁) 以上体育

人口Π体育人口总数 ×100

近几年来 ,农业剩余劳动力陆续流入城镇 ,这些

剩余劳动力绝大多数是青壮年。人口流动改变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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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人口的年龄构成 ,城镇的劳动力人口大量增加 ,老

年和少年儿童相对减少 ;农村则相反 ,老年和少年儿

童人口相对增加 ,劳动力人口减少 ,导致了虽然城镇

的生育率持续下降 ,但老龄化程度却低于农村。

图 10 　陕西体育人口老年系数 (5 年)组

到 2049 年底 ,陕西全省的人口年龄构成中 ,老

年人 60 岁 (女 55 岁)以上体育人口占体育总人口的

21. 29 % ,陕西省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陕西省老

年体育人口数量也再逐年上升。在体育人口老年系

数表中 ,老年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改变 ,老

年人口高龄化是必然发生的现象。从 2029 年以后

自上老年体育人口系数比大幅上升 ,陕西省老年人

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 (1)

2000 - 2009 年 ,体育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在缓慢上升 ;

(2) 2010 - 2030 年 ,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相对比较稳

定 ,尤其高龄老人比重维持在 12 %到 15 %之间 ; (3)

2031 - 2050 年为老年人口快速高龄化阶段 ,65 岁以

下老年人比重从 40 %以上一度降至 25 %左右 ,高龄

老人比重从 10 %左右上升到 24 %以上。这个阶段

的老年体育人口也是比重最大的 ,由于社会的发展 ,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了

提高自我身体素质的重要性 ,社会从倡导健康老龄

化到提倡积极老龄化是人类老龄观的重大变革 ,认

为健康老龄化还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如何使老年

人群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老年人应该被视为人力资源中最可贵的一部分 ,这

就需要延长老年人余寿的健康期和自立期。那么 ,

在老龄化的社会中 ,体育的健身价值应更加受到重

视 ,以体育做为保持和增进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的重

要手段得到共识 ,以增强老年人在经济上和生活上

的自理能力 ,使老年人满足“独立、照顾、自我实现和

尊严”。所以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未来 50

年中老年体育人口将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

图 11 　陕西体育人口少儿系数 (5 年)组

3. 2. 8 　体育人口少儿系数

体育人口少儿系数指少儿体育人口在体育人口

中所占百分比。其数值大小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

整个体育人口的年轻或年老程度。少儿系数指 16

岁以下人口 ,这样体育人口少儿系数的计算公式可

写为 :

体育人口少儿系数 = 16 岁以下体育人口数Π体
育人口总数 ×100

本文中的少儿系数是指 6 —15 岁的少儿体育人

口 ,由于陕西省长期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们生

育观念的转变 ,出生率呈下降趋势 ,很明显参加体育

的少儿人口也在逐渐的下降。陕西省体育人口少儿

系数的变化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 (1) 从 2000

年 - 2019 年 ,整个少儿体育人口数量都在持续下

降 ,这阶段是由于少儿人口总量的降低造成了少儿

体育人口的降低 ; (2)从 2020 年 - 2034 年 ,少儿体育

人口数量又有了明显的回升 ; (3) 2035 年以后 ,少儿

体育人口在小幅下降之后又开始了上升。由于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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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长期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转

变 ,出生率呈迅速下降的趋势 ,其结果必然导致了少

儿体育人口的减少 ,这一变化正好在少儿系数的第

一阶段显示出来。虽然儿童、青少年的比重减少了 ,

但是 ,他们的体质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根据以往

体质监测结果显示 ,青少年的的身体形态发育水平

较高 ,但是学生的各项体能素质、肺活量下降 ,肥胖

率和近视眼患病率上升。因此 ,国家提出应正确树

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落实好学校体育的各项措

施 ,切实把青少年儿童的体制素质搞好 ,全面增强他

们的体质健康水平。陕西省也响应了国家的号召 ,

包括父母以及青少年都开始注重青少年的体质状

况 ,这就为少儿增强体育锻炼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体育人口的少儿系数呈一个缓

慢的波浪型 ,但总体上还是呈上升的 ,虽然少儿总人

口减少但参加体育锻炼的体育人口却在总量减少的

情况下不断的上升。

4 　研究结论

(1) 体育人口的测度指标是体育人口数量化的

科学范畴 ,是反映体育人口现象、衡量体育人口状况

的指示器。体育人口测度指标具有描述功能、评价

功能、预测功能 ,并具有具体性、替代性、时间性特

征。通过专家评判筛选的体育人口测度指标及建立

的体育人口测度指标体系可以为全面把握体育人口

现象和体育人口状况提供更科学、更权威的依据。

(2) 陕西省科技投入不足 ,大众体育锻炼中缺

乏相应的体质测试服务及运动评定标准 ,健身测试

器材大部分还是人工操作 ,费时费力 ,误差大。另

外 ,健身器材的研制与开发远远落后于全民健身发

展的需要 ,制约了健身活动的开展和科学化的进程。

当前的健身器材 ,价格高 ,体积大 ,功能少 ,无法满足

锻炼者的要求 ,尤其不适合中老年人的使用。

(3) 陕西省是个农业大省 ,人口众多 ,经济因素

制约着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 ,体育设施和场地相对

于全民健身活动的需要有很大的差距。另外群众性

低消费健身场所少 ,虽然省内很多城市修建了不少

健身娱乐场所 ,但大多属于高消费场所工薪阶层难

以光顾。造成徘徊在体育人口和非体育人口之间的

边缘体育人口数量增加。

(4)陕西省在未来 50 年 ,由于城镇居民的生育

观和生活方式影响已进入城市的农民 ,使其同化从

而加速城镇人口的老龄化。而城镇人口比重提高 ,

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 ,又会使总人口老龄化速度加

快 ,程度提高。按照国际人口年龄划分标准 ,陕西省

人口年龄结构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其中 ,儿童、少

年人口的数量减少 ,老年人的数量在增加 ,其健康状

况不容忽视。陕西省体育人口的年龄 ,其中 ,男性体

育人口大于女性体育人口 ,反映了陕西体育人口在

性别上的不平衡。因此 ,女性体育人口成为发展陕

西体育人口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年轻型人口数量会

随着年轻人年龄结构的增长而增加 ,但中年人参与

体育锻炼的现状令人担忧。中年人要树立健康意

识 ,要充分认识到健康的身体是生活和事业的基础。

研究表明 ,陕西省体育人口性别比较悬殊 ,农村

更为严重。体育人口的发展 ,女性体育人口发展的

滞后是一种不完全的发展 ,畸形发展。切实注意不

同性别体育人口的均衡发展 ,应是陕西省体育人口

发展的切入点、着力点和生长点。陕西省体育人口

总体百分比虽然处于较低水平 ,但由于人口基数大 ,

体育人口的数量还是非常可观的 ,由此形成的年龄

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结构、职业结构也不一样 ,且在

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发

展体育人口 ,制定有关政策措施 ,在宏观和微观上都

应针对他们的不同情况 ,统筹兼顾 ,区别对待 ,全盘

安排。

另外 ,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 50 岁以后锻炼人

数下降 ,使得陕西省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呈现出

随年龄的增大而下降的趋势 ,这与国内其它人的研

究成果不太一致。这是由于我们采用的人口预测的

模型和我们采用的 2007 年全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

锻炼状况数据以及体育人口测度指标的模型的样本

集中度不一致造成的 ,这也是我们在以后研究体育

人口具体指标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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