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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汰篻 擭  

� 1 � Í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研究”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 

 
  国民素质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也是国家形象的直接体现。而在国民素质中，身体素质是最基

础的，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活品质，而且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作为提升国民身体素质的重

要方式，体育发展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增强国家形象、促进经济发展都有着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作

用。当前，中国体育应进行战略调整，真正走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调整竞技体育发展战略。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竞技体育所享受的人口红利期也将结束，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资源的不断萎缩。这预示着以前那种经验式、大批量、粗放

型的选材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人口发展趋势。因此，必须抓紧调整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一是建立健
全选材指标体系，提高选材成功率；二是根据区域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选材，可适当向人口老龄化

程度较低的西部地区倾斜；三是提升训练科学化水平，提高运动员的成材率；四是积极探索体教

结合新形式，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把运动员放到学校体育社团里培养，以比赛为杠杆调动学校筹建

运动队的积极性；五是 因此，必须抓紧调整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战略:一是增加群众体育经费投入，积极吸引社会力
量投资群众体育；二是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探索场馆运营新模式，提高场馆利用率；三是健

全社会化群众体育组织网络，扶持基层体育社团建设；四是改革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由

政府部门领导、体育部门负责、有关部门共同推进、社会力量积极兴办的群众体育管理体制；五

是通过传媒提升人们对体育锻炼的认识，使其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 
  调整学校体育发展战略。由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始终没有摆脱应试教育的枷锁，大部分学校片

面追求升学率，致使学校体育始终得不到应有重视。此外，体教读爛

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传统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将越来越弱，要想在激烈竞

争中立足，必须努力增强创新能力，加快由贴牌生产向自主生产转变，由“中国制造”向“中国

创造”转变。此外，我国长期实行政府既管体育又办体育的模式，体育发展主要依靠中央拨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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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核心产业；三是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扶寺和引导一些有潜力的品牌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产权制

度；四是完善体育产业法律法规，制定相关产业标准，进一步开放体育市场，建立良好的投融资

平台；五是建立体育产业人才培训体系，完善相关的从业标准与资格考核体系，为体育产业发展

提供人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