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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在解读民生体育的基础上，阐述民生体育与富民

强国之间的关系，勾勒出民生体育建设的路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谋求民生体育发展新

思路；以政府、民间投资为保障，加快民生体育物质层面建设；以体育制度建设为契机，促进民

生体育顺利开展；以中西体育项目协调发展为纲，推动民生体育大发展；以丰富国民精神生活为

导向，引导民生体育健康发展。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民生体育；富民与强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12-0015-04 
 

Macroscopic contemplation of livelihood sport construction 
WANG Quan-xian1，LIANG Gan-qiang1，SHEN Ke-yin2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Liuzhou Teachers College，Liuzhou 545004，China；

2.Sports Science Colleg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 By means of literature data and logic analysis, and on the basis of interpreting livelihood sport, the au-

thors expatiated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velihood sport and making the citizens rich and the nation powerful, and 

worked out the following ways to livelihood sport construction: seek for new ideas for livelihood sport development 

by basing the guiding ideology on the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peed up livelihood sport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material by basing the assurance on governmental and civil investment; boost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livelihood sport by basing the opportunity on sports system construction; boost the grand development of livelihood 

sport by basing the ke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events; guid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ivelihood sport by basing the orientation on enriching citizen spiritu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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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富则国强，强国之道在富民，改善民生是富民

的主要体现。党的 17 大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

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

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1]富民强国一直是各个国家的梦想，

我国竞技体育率先进军世界强国行列。在竞技体育达

到一定高度背景下，人们的视野逐渐转向“民生体育”。 

 

1  民生体育解读 
在现代社会，民生不仅具有生产、生活资料等物

质形态，还包含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精神文化形态。

从古代的民生思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的民生思

想，再到马克思主义的民生思想，演变为至今形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民生思想，可以说民

生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民生体育观”是近 3 年才被我国体育界人士提

出的，这一观点的背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

展，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我

国越来越注重解决各类民生问题[2]。2010 年，温家宝[3]

在《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几个问题》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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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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尤其是民生体育已经成为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 

对民生体育的理解散见于网络、电视、报刊、少

量学术论文中。如薛波[4]在博客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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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林、王正

伦、周瑜等[5]认为“民生体育”指的是政府以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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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在社会上举行的

一系列体育活动。沈克印、周学荣、李荷皎等[6]认为：

“广义上的‘民生体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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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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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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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将

民生体育所涵盖的内容完全表达出来。 

根据富民与强国的时代要求，当代“民生”、“体

育”的内涵及民生体育的自身特征，民生体育应该涵

盖以下 4 个层面的内容，物质层面：主要包括参与民

生体育的国民本身及其着装、场地、设施、器材等，

它们以物质为载体的形式存在，是民生体育发展的物

质基础；制度层面：主要包括民生体育政策、相关法

律制度、训练与比赛体制、组织机构、场馆管理体制、

协会管理体制、联赛管理体制、技术规范规则等，它

规范民生体育的发展方向；行为层面：包括在民生体

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项目特色或地域特色的行为方式

以及行为习惯等，是民生体育外在的主要体现；精神

层面：主要包括国民在民生体育中生成的观念、道德、

运动情感、审美情操等，是民生体育的核心，影响与

制约民生体育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 

 

2  富民强国是民生体育建设的基础与保障 

2.1  富民与强国的含义 

“富民”最早由孔子提出。他主张使民富之，并

教之。富民思想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古代主要

阐述的是作为自然个体的民富；近代更多的是通过“富

民”来“求强”，从而达到“强国强种”；现代“富民”

的内涵更为丰富，不仅是指使民拥有物质财富，还包

括精神财富[7]。当代政府民生工作的总目标，正是围绕

“富民”来制定、部署、实施政策与措施的。 

强国是相对的概念，是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做

出的判断，是对一个国家发展总体规模和实力的定性

评价。称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主要是从军事、经济、

文化、教育、人口素质、物质资源等角度来衡量的。

真正的强国不仅是 GDP 总量在全球名列前茅，不仅是

能够在国际政治中左右局势，而且在文化、科技、教

育上也要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2.2  富民与强国的思辨 

关于富民与强国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对“强国富民”

与“富民强国”的理解上，虽然只是词语次序的差异，

却蕴含着不同的理念。新中国的现代化以“求强”方

式启动是历史的必然，但在长期的现代化建设中，离

开或牺牲“求富”的目标而片面“求强”，这样的“强”

终究是没有根基和难以维系的[8]。改革开放后，我国己

经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性向开放性、

由国家垄断向市场多样化的转变。如今，以胡锦涛总

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共同建设、成果共

享的民生新理念，从执政为民、科学发展和社会公平

正义等方面建设民生、改善民生，形成了与时俱进又

独具特色的民生思想[9]。富民与强国互为依存、相得益

彰，富民是强国的前提和基础，强国为富民提供条件

和保障。 

2.3  富民强国是民生体育发展的基础 

民富则国强，国强则体育兴。1949 年新中国成立

之初，我国国民体质整体相对贫弱，体育场地设施极

度匮乏，国民体育参与率很低。1952 年 6 月，毛泽东

同志发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

在政策和号召上有力促进了我国民生体育的发展，但

是当时国民的生活水平仍挣扎在温饱线上，“民不富，

国不强”，人们也无法主动参与体育运动，促进民生体

育的发展，中国也在摸着石头寻找自己的富民强国之

路。直到 1978 年，在经历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浩

劫之后，政府主导的新体制，开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焕然一新。中国

进入了不断富民的进程，富裕起来的国民逐渐有更多

时间去休闲娱乐，这也给民生体育大发展提供了土壤。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体育日益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一部分，在经济社会生活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从参加 1984

年奥运会起，中国竞技体育成绩凸显出来，为带动我国

群众体育发展发挥了有效的宣传作用。1995 年，《全民

健身计划纲要》和《体育法》的颁布，更是为民生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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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10]。而 2008 年成功举办北

京奥运会，正是中国民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富足的

体现。 

但是，以目前的民生体育与民富现状来看，我国

国民仍需进一步在物质与精神上“富足”。正如刘鹏在

2010 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当前和今

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

与社会所能提供的体育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仍是我

国体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群众体育仍然是体育

事业的基础性薄弱环节，这是建设体育强国必须着力

解决的突出问题。”[11] 

2.4  强国富民是民生体育快速发展的保障 

强国促富民，国家的强大能为国民提供更好的致

富平台，也能为民生体育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2008

年 9 月 29 日，胡锦涛[12]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

彰大会上讲到：“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

国迈进，第一，要继续发展群众体育事业，坚持以人

为本，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

体育活动和全民健身运动。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体

育公共服务，让人民分享体育发展成果、享受体育带

来的健康和快乐；第二，要继续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

平，不断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

力。”从讲话中可以看出打造体育强国与民生体育建设

的方向相同，都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素质

和生活质量，同时体现“富民强国”的目标要求。强

国对人口素质要求很高，而民生体育自身的健身健心

功能恰能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这就凸显了民生体育

的独特价值。根据我国的国情，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

期内着重发展民生体育，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需

求，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社会进步和体育发展的成

果，仍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3  民生体育建设的路径 
3.1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谋求民生体育发展新思路 

民生体育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就是要

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基本内涵，在具体工作中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谋求民生体育发展新思路[13]。

第一，民生体育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国民的根本

利益作为民生体育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

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体育权益，

增强人民体质，做到体育发展为人民、体育发展依靠

人民、体育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如福州体育局利用

福州市多山的特点，建设了 89 条健身登山道，福清市、

长乐市所有的行政村全民健身路径安装率达 100%，

闽侯县行政村全民健身路径安装率达 80%，这些恰是

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体现。第二，民生体育建设要

坚持科学发展，不断提高民生体育的自身造血功能。

发展是解决民生体育问题之策，必须把发展作为民生

体育建设的根基，同时促进体育设施、体育产业、国

民精神协调发展。 

3.2  保障政府、民间投资，加快民生体育物质建设 

富民与强国的物质层面体现在体育设施、场地、

器材的数量与规模上。加快民生体育物质层面建设，

就是要为“人人享有体育资源，人人参加体育锻练”

提供物质基础。以政府投资为主导，加大体育基础建

设投资的同时，依靠“共建、共赢、共享”的协调方

法，充分发挥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力量在人力、

物力、财力上的支持作用，协调各方共同出资建设社

区公益活动用房和场地。支持有条件的居民区在小区

内开辟居民活动广场，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集资建设

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一要依托财政拨款以及体育彩票

公益金，在各社区包括广场、小区、公园、学校等场

所，因地制宜地安装各种健身器械，充分加强“体育

元素”，营造体育氛围，加大体育场地建设力度。二要

充分利用民间资金，大力建设健身场馆，实施有偿经

营，达到民间投资与民众健身双赢。三要做好现有体

育场地设施的维修与管理，延长使用寿命，为民生体

育建设节约成本，真正实现利民、惠民、健民。 

3.3  以体育制度建设为保障，促进民生体育建设开展 

富民强国目标的实现需要制度建设为保障，同样

民生体育建设也需要体育制度为保障。自 1995 年《全

民健身计划纲要》和《体育法》颁布以来，我国的体

育制度建设逐渐进入有序建设阶段，如在《全民健身

计划纲要》失效之前，出台《全民健身条例》促进全

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保障公民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

法权益，并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体育制度建

设要从以下几方面促进民生体育顺利开展：一是依托

现有体育制度条例，通过政府统一领导、社会共同支

持、全民积极参与，动员国民抽出时间参与体育健身。

二是明确管理责任，加大广大农村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合理分配用于民生体育建设的资金，增加开放体育场

馆时间，如在全民健身日，民营体育场馆向民众免费

开放，促进民生体育事业和谐发展。三是加强社会体

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打造能为全民健身带来生机与活

力的指导员队伍，为民生体育发展提供人力保障。四

要尽快建立民生体育制度执行的监督体系，切实保证

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杜绝挪用民生体育

建设的资金，保障民生体育建设有条不紊的开展。 

3.4  现代与民族体育项目协调发展，增加民生体育项目 

富民强国需要借鉴西方但更需要独立自主、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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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在体育领域围绕“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的目标，现代体育项目以其特有的价值，逐渐成

为我国体育发展的主流。而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自身的健身养生价值早已得到广泛的认可，在我国广

大地区一直拥有大量的支持人群。民生体育的关键点

在于健民、惠民、育民。因此，对于现代与民族体育

项目在民生体育建设中的选择应以协调发展为纲：(1)

对于大部分适于在民众中开展的现代体育项目要大力

宣传，国民会针对自身特征与生态规律选择符合自己

的体育项目，如铅球、跳高等田径项目曾在支持奥运

高潮时在民众中普遍开展，但现在逐渐淡出，而休闲

型的羽毛球、棒垒球、高尔夫球等项目慢慢为人们接

受喜爱，并蓬勃发展；(2)对于人们喜爱的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人们也会参与，甚至创新，如太极拳是全国

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项目，广西结合抛绣球和气排球的

运动规律，创造出“绣排球”项目，深受人们的喜爱。

可见要推动民生体育大发展，就是要协调发展人们喜

爱的现代与民族体育项目。 

3.5  丰富国民精神生活，引导民生体育健康发展 

富民不仅仅是在物质生活上的富足，随着社会发

展，国民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民生体育发展

的本质恰恰在于体育精神与体育观念的传播，以及人

们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国民健康的保障。在国民广泛参

于体育运动的过程中，无意识中受到社会规则意识、

契约意识、竞争意识、团队合作意识等体育精神的培

育，不知不觉中形成平等参与、超越自我、挑战极限

的体育观念。因此，在民生体育建设过程中要注重民

众精神上的培育，寓精神于运动项目之中。一是要政

府积极倡导，促进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民生体育建设

重在全民、社会各方面形成共识，同时树立体育精神

对体育实践活动的导向作用。二是要国民广泛参与，

不断扩大“体育人口”，提高民众的参与度、兴趣度，

激励人们参与体育运动。引导民生体育健康发展，丰

富民众的精神生活，是民生体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是民生体育对富民强国的贡献所在。 

 

富民强国目标下，民生体育建设的实施，关键在

于政府的组织和管理；核心在于国民体育精神的孕育；

本质在于民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 30 多年

来，中国人民已经健步走上了富民强国之路，竞技体

育与民生体育齐飞发展中，竞技体育魅力凸显，为早

日实现民生体育的高度发展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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