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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是国家战略驱动的内在要求,是健身与健康

融合的逻辑起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当前其面临着健身服务供给侧与国民健康需求侧

间的诸多矛盾,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健身与健康信息化服务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全民健身标

准化建设环节薄弱,社区健身服务健康工作滞后。认为在新时代,应在将服务受众分为青少年群体、
中年群体、老年群体和基层民众、中产阶层、社会精英等不同群体的基础上,提供针对性、差异化的

健身服务;构建 “首—中—末”相贯通的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体系,在首端实现 “组织、活动与经

费”关联,在中端创新模式与优化环境,在末端建立评估与绩效考核制度;完善信息制度化与规范化

方案;以示范区建设促进标准制定与考评实施;实施健身与健康社区同创计划。旨在促进全民健身更

好地服务国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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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完善全

民健身服务与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对于健康中国建

设与人民健康水平提升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全

民健身不仅是一项群众性体育运动,更是一种健

康的生活方式。国民的健康体魄源于常态化的健

身锻炼、科学的健身习惯与适宜的健身方式。国

民健康素养的形成离不开全民健身行动的积极支

持与国民健康生活的充分融入。“全民健身作为

基础手段,国民健康才是最终目标”已经成为普

遍共识。

1 新时代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意义

  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与全

民健康深度融合的重要指示下,通过全民健身服

务国民健康,进而实现国民体质健康促进是大势

所趋,是国民健康素养形成的必要环节,更是贯

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前提。具体来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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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有着如下现实意义:
  

第一,是国家战略驱动的内在要求。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与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要求。在当

前 “全民健身”与 “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双轮

驱动下,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研究丰富着 “健
身公共服务和健康中国建设”的理论内涵。全民

健身运动与体育强国建设的持续开展,将为我国

群众体育事业深入发展提供动力。
第二,是健身与健康融合的逻辑起点。在全

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 “推动

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重要指示。随

着全民健身科学化、法治化、社会化与国民健康

生活化、信息化、公平化[1],我国健身服务业与

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可能。实践证明,通过

科学健身能够实现健康关口的前移,这构成了健

身与健康融合的逻辑起点,也为健身服务业与健

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第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 “全民健身是全民健康生活的基

础保障;全民健康是全面小康的重要内涵”。遵

照 “健身—健康—小康”的规划设计与演进逻

辑,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2],承载着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使命。

2 新时代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困境

2.1 国民健康需求侧与健身服务供给侧存在

矛盾

从国民健康的需求侧看,不同人群需求各

异。就各年龄段人群而言,青少年体力活动不

足、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中年人群亚健康占

比达59%[3],其改善亚健康状况的需求强烈;
老年人口近2.5亿,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病的老年

人比例高达75%,老年人的健康需求也十分迫

切[4]。就社会各阶层来讲,基层民众面临巨大的

医疗卫生服务压力,渴望通过健身锻炼改善健康

问题;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预测,2022年我国

中产人群将达到6.3亿[5],该人群工作压力大,
自身有较高的健康需求;精英阶层实现物质的满

足后,对生命健康的需求更强烈。
  

而在健身服务供给侧方面,因供给主体单

一、信息不对称而存在着供给单一且不充分的现

象。具体而言,受公平目标偏好的传统体制影

响,由政府主导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格局未被打

破,健身服务业的社会化与市场化不充分,“政
府、社会、市场”多元主体参与供给不足[6];在

项目式供给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7],造成青

少年体育活动、健身项目的供给与体质健康需求

不对等[8];另外,针对不同健身群体的多元化与

个性化供给较为缺乏[9]。

2.2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仍需完善

我国面临体育社会组织数量少与全民健身行

动参与率低等问题。 《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共有社会组

织81.7万个,其中体育类社会组织约5.4万个,
占比为6.6%[10],这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

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第3次活动状况调查显示,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为

33.9%,然而20—69岁的人群经常锻炼率仅占

14.7%,成年人经常锻炼率处于较低水平。为大

力推进全民健身专项行动,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

提出2022年实现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

达到37%的目标。另外,全民健身作为国家战

略需要依靠党和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这也形成

政府主导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定式,造成 “强政

府、弱社会、缺市场”的局面,政府部门、社会

组织、企事业单位等主体共同参与下多元合作交

流的全民健身服务模式亟待构建。

2.3 健身与健康信息化服务存在数字鸿沟

我国全民健身信息化服务与国民健康大数

据信息化管理仍然存在着数字鸿沟。在全民健

身联席会议与全民健身工作领导小组等制度推

动下,虽然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全

民健身服务与国民体质健康测评网络平台,但

主要功能局限于网上宣传,在健身数据信息集

成 (包含运动人群数据、赛事活动数据、场地

利用数据、协会组织数据)与健康数据指标分

析 (包含体质健康测试数据分析、居民健康发

展指数评估)等方面还较为缺乏。在健身与健

康信息化服务过程中,存在着部门间沟通不协

调、资源共享利用有限、健身康体数据分析不

够、智 库 建 设 与 综 合 服 务 能 力 不 足 等 问

题[12-13]。另外,健身场馆信息化服务规范与健

身信息服务平台数据接口规范等制度暂未出

台,造成大部分省市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

报与国民体质健康数据报告发布不及时,网上

数据信息的推送通常都滞后1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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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全民健身标准化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十二五”规划》
已经对我国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的基本标准做出相

应规定,《“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

划》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中也列出全民健身服务

的指导标准。但是,上述文件有关全民健身服务

仅是简单的文字性描述,并不涉及可操作性的具

体量化标准,全民健身标准化建设还处于初级阶

段。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全民健身标准化建设的规章制度欠

缺。2016年全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推

进会,就要求研制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类

的指导文件、建立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起草 “十
三五”全民健身基本公共场地设施保障标准。然

而,上述文件至今仍未出台。2017年国家体育

总局制定的18项国家标准涉及 “全民健身管理

服务、技术指导与设施配置”等内容,但与全民

健身标准化建设要求还相差甚远。
  

第二,全民健身标准化的实践操作较为落

后。我国历经4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为全民健

身标准化建设提供支撑,但以体质监测数据来制

定健身标准有待商榷。比如监测数据有遗漏,第

3次 (2010年)缺乏儿童青少年数据;概念不统

一,前两次 (2000年、2005年)为 “国民体质

评定等级”,后两次 (2010年、2014年)则为

“国民体质达标率”。此外,实践操作过程中健身

与健康相关数据指标的匹配耦合与筛选认定也存

在争议。比如国民体质健康监测的调查周期较

长,5年发布一次,造成健身数据指标更新迭代

慢进而影响国民体质健康工作的评定。

2.5 社区健身服务健康工作任重道远

虽然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
要把广泛开展健康社区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但在实际中面临各种问题。第一,在健身

空间布局方面,社区健身空间的规划与当地经

济条件休戚相关,囿于小区健身场地初期规划

不周全、后期投入不足的实际,社区健身空间

与生活空间的相互冲突问题时有发生,如运动

噪声污染已成为影响社区居民健康生活的突出

问题[14],广场舞扰民、健身空间挤占其他空

间、不同健身项目争夺场地等事件频频发生。
第二,在营造健身环境方面,城乡之间的社区

健身环境差异明显。城市社区健身组织的门类

更齐全、管理更规范,城市社区的公共空间随

处可见基层宣传部门推广科学健身方法与健康

生活常识的图文标语,而乡村地区要差些。第

三,在健身与健康融合发展方面。受行政机构

条块分割的影响,全民健身工作由体育部门负

责,国民健康归属于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理,体

育、医疗、卫生等部门协同治理意识欠缺,社

区健身服务健康的功能与效果不佳。

3 新时代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策略

3.1 为不同群体提供针对性、差异化的健身

服务

为解决全民健身服务的不充分供给与国民健

康多元强烈需求间的矛盾,应关照群体差异性与

考虑层级特殊性的实然情形,以多类型、多层次

健身服务方式解决差异化、个性化健康需求,实

现健身服务健康供需有效对接。本研究借鉴埃里

克·邓宁有关 “特殊群体、特定阶层主导体育参

与”的理论[15],提出群体针对性与层级特殊性

破解之法 (图1)。
  

将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人群分为青少年

群体、中年群体与老年群体,采取针对性解决策

略。①青少年群体策略:以体质健康促进为焦

点,依靠项目健身遏制体质下滑趋势,把握青少

年健康发育锻炼介入的最佳时段,科学配置健身

项目。②中年人群体策略:以摆脱慢性病困扰、
关注亚健康为焦点,为其设计灵活、有效的健身

方式,如开发不受时空限制的肩颈、腰腹健身

操,方便其利用碎片时间练习。③老年人群体策

略:以健康养老为焦点,强化健身养生康体服

务,构建健身养生的健康养老模式。
  

把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人群按基层民

众、中产阶层与社会精英进行层级分类,实施特

殊性解决策略。①基层保障兜底。依托政府部

门,借助各类资金扶持,培育基层健身组织,加

强公益性与职业性队伍建设,保障基层民众健身

权利,共享健身基本服务红利,如由体育总局群

体司、体管中心与健美操协会组织,体育彩票基

金支持,健美操冠军及健身明星组成的 “全民健

身基层服务队”已赴多省区开展健身操舞志愿服

务活动。②中层以健身消费投资健康。《2015财

富运动报告》指出,年收入在20—50万的中产

人群有健身习惯且消费最多。中产阶层对健康投

资认同度最高,是我国体育消费的主要人群和引

领者,参与健身消费进而促进身心健康已成为该

43



第2期 肖 伟,等:新时代我国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意义、困境与策略

阶层常态化的生活方式[16]。借鉴布迪厄惯习与

场域相关理论[17],为中产阶层的健身习惯搭建

消费场域的平台,通过健身消费来投资健康。③
精英私人定制服务。2019年中国健身趋势调查

指出,私人订制服务已从2018年的第17名上升

到2019年的第3名[18]。私人定制服务越来越受

到健身服务行业的青睐,如VBROS以 “身体成

分与功能”等评定精英客户的身心健康等级,为

其量身设计健身方案,该品牌还与德国科隆大学

合作,从基因数据角度制定健身计划保障精英客

户的健康。

3.2 构建 “首—中—末”相贯通的全民健身服

务国民健康体系

为不断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提出了 “首
—中—末”相贯通的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体

系设计 (图1)。

图1 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 “首—中—末”一体贯穿策略

  在首端,实现 “组织、活动与经费”关联。

①在组织制度化方面,建立省、市、县、乡、村

5级网络,同时匹配 “项目—指导员—人群”的

对接模式。②在社会化活动方面,借助新闻媒体

的宣传优势,通过设置健身类闯关活动,冠以参

与者 “达人”称号,实施 “明星”推介;另外,
以健步走等活动为依托,达成健身服务健康生活

化的目的。③在经费扶持方面,加大政府专项经

费拨付与购买服务力度的同时,引导社会与市场

多方筹措资金服务国民健康。
  

在中端,创新模式与优化环境。①政府、院

所、市场密切合作,构建 “政策化、科技化、产

业化”多元服务模式。政府支持科研院所健身研

究的同时,为健身市场提供政策资金;科研院所

为政府提供全民健身决策咨询的同时,以科技研

发促成项目成果转化投入市场运营;市场以健身

产品服务获得政策资金的同时,支撑健身产业建

设。如江浙沪等地政府在资助或购买服务外,还

鼓励市场以有偿服务、技能培训、夏令营等方式

参与其中,加强市场运作[19]。②优化城乡健身

服务环境。在城市打造健身品牌和扩大市场规

模,满足市民多样化健身需求;丰富健身 APP
软件功能,提高平台服务功能、质量;规划城镇

健身设施,促其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在乡村实

现健身工程类硬件全覆盖,借乡村振兴东风与农

村专项招生的契机,联合体育与医学院校相关专

业开展对口服务乡村建设。大力培养健身康体与

医疗保健类复合型人才,改革高校医学与体育学

等相关学科专业课程,鼓励综合院校的医学院与

体育学院尝试联合培养模式[20]。
  

在末端,建立评估与绩效考核制度,将健身

服务健康纳入政府相关部门绩效考核内容。以国

民体质监测为抓手,采集健身与健康数据,明确

健身服务基本要求,设计健康促进基本标准,开

展区域范围健身满意度调查与体质健康状况评估

工作。为强化监督管理,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实

施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绩效管理,定期考核相

关职能部门健身服务健康工作情况。

3.3 完善信息制度化与规范化方案

加强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信息制度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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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建设。第一,实现健身服务健康的数据信

息 “从无到有”的突破。采取健身服务健康的应

用与反馈双向举措,整合两者数据信息资源,实

施健身服务健康的云计划。搭建用户与政务系统

有效对接的网络平台,健身者不仅能随时随地了

解健身资讯,查询身边场馆,在线学习健身康体

知识,就近联系社会体育指导员获得专业指导,
还能及时反馈健身场馆使用和健身指导服务情

况。政务平台不仅要确保健身与健康数据及时上

传,还要统计分析数据信息,形成规范化的电子

信息档案。第二,引导健身服务健康 “从有到

好”持续发展。一方面,规范政务部门健身与健

康宣传教育审核与发布制度。比如由宣传部门牵

头广电、体育等部门,邀请网络健身康体专家开

辟如CCTV-10的 “健康之路”栏目,举办健身

康体养生讲座,普及健身知识,开具康复处方,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全民参与率。另一方

面,完善全民健身与国民健康状况数据库,实现

健身与健康数据信息年度发布制度,形成健身服

务健康数据信息互通与多方成果共享格局。

3.4 以示范区建设促进标准制定与考评实施

自国家体育总局启动健身试点城市以来,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对于国民健康促进的积极作

用日渐凸显。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与江苏省政

府签署公共体育服务示范区合作协议后,湖北

等地也陆续展开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示范区建设

工作,这为全民健身服务国民健康的标准制定

提供了实践指导。另外,随着汶川创建健康示

范县、杭州打造健康示范区、昆明实施健康产

业计划等,打造有地域特色的健身与健康城

市,建设健身服务健康的特色小镇,为健身服

务健康标准制定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参照样本。
在指标设定方面,以经费投入、场地面积、社

团数量、人数规模、活动场次、覆盖范围、公

众满意度等定量指标,准确描述全民健身服务

国民健康的具体事项,保障其科学化与精准化

推进。在指标考评方面,实施健身与健康数据

指标常态化与动态化监测,建立与健全过程评

价制度。将全民健身与居民健康指标纳入政府

服务与部门绩效考评系统,形成全民健身服务

国民健康政府年度报告制度,提高全民健身服

务国民健康的稳定性、持续性与权威性。

3.5 实施健身与健康社区同创计划

考虑社区健身场域的主要变化与居民健康生

活的实际需求,为减少健身权益与健康利益的冲

突,建议实施健身与健康社区同创计划。所谓同

创就是针对社区居民健身与健康问题,共同创建

“健身与健康”小区,打造健康促进型与健身休

闲型社区模式,通过健身方式引导社区居民健康

生活。第一,要合理布局社区健身空间。串联社

区各级各类健身点,实现社区全民健身空间布局

的优化[21],达到社区健身站点网格化全覆盖;
设计社区健身空间与健康生活空间互利互促方

案,以社区健身空间为平台,推动健身社区向健

康促进社区转型升级。第二,要营造社区健身服

务健康环境。考虑城乡社会服务组织差距悬殊的

实情,搭建城乡健身服务组织互动交流平台,营

造城乡大社区健身与健康生态环境,达成社区全

民健身与健康促进一体化目的。比如,社区居委

会围绕 “科学健身获取健康身心”的总目标,宣

传普及健身方法和健康知识,将社区健身与健康

环境建设纳入政务服务范畴,为社区居民营造一

个 “颐养身心、健康祥和”的环境。第三,要促

进社区健身与健康融合发展。考虑将体育、文

化、医疗等部门职能加以融合,整合社区体质监

测、健身服务与健康医疗等中心的相应功能,实

现单一中心向多元服务中心聚集[22],构建社区

综合服务中心,为 “健身促进健康”型社区建设

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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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national
 

fitness
 

to
 

serve
 

national
 

health,
 

which
 

is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driven
 

by
 

national
 

strategy,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fitness
 

and
 

health,
 

and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t
 

present,
 

it
 

is
 

facing
 

many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supply
 

of
 

fitness
 

service
 

and
 

the
 

demand
 

of
 

national
 

health;
 

the
 

service
 

system
 

of
 

national
 

fitness
 

is
 

not
 

perfect
 

and
 

there
 

is
 

a
 

digital
 

gap
 

between
 

fitness
 

and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
 

th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fitness
 

is
 

weak
 

and
 

the
 

health
 

work
 

of
 

community
 

fitness
 

service
 

is
 

lagging
 

behind.
 

In
 

the
 

new
 

era,
 

the
 

service
 

audience
 

can
 

be
 

divided
 

into
 

youth
 

group,
 

middle-aged
 

group,
 

elderly
 

group,
 

grassroots
 

people,
 

middle
 

class,
 

social
 

elite
 

and
 

other
 

different
 

groups
 

to
 

provide
 

targeted
 

and
 

differentiated
 

fitness
 

services.
 

We
 

should
 

build
 

a
 

“start-middle-last”
 

national
 

fitness
 

service
 

system,
 

realize
 

the
 

connection
 

of
 

“organization,
 

ac-
tivities

 

and
 

funds”
 

at
 

the
 

start,
 

innovate
 

the
 

mode
 

and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at
 

the
 

middle,
 

and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at
 

last.
 

We
 

should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in-
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program,
 

promote
 

the
 

standard
 

formulation
 

and
 

evaluation
 

implementa-
tion

 

by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nstration
 

area,
 

and
 

implement
 

the
 

fitness
 

and
 

health
 

community
 

cooperative
 

creation
 

plan.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national
 

fitness
 

and
 

better
 

serve
 

national
 

health.
Key

 

words:national
 

fitnes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system;
 

supply
 

and
 

demand;
 

standardization;
 

commun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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