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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体育”是党二十大报告密切关注的对象。社区体育俨然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落脚点；而社区体育

治理是其中的重要元素，也是在城市基本单位推进全民健身的基础环节。以社区体育为圆心，将“高品

质生活”融入社区治理中，基于高品质生活视角分析社区体育与治理阻滞因素，并找出纾解路径。为提

升社区体育治理能力提供一种新视角。 
 

关键词 

高品质生活，社区体育治理，阻滞因素，纾解路径 

 
 

Obstacle Factors and Relief Paths for  
Efficient Governance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Quality 
Life 

Tao Wang1, Liu Yang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Geely Universit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Received: Jan. 15th, 2024; accepted: Jan. 31st, 2024; published: Feb. 29th, 2024 

 
 

 
Abstract 
“Community sports” is the object of close attention in the report of the Party’s 20th National Co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s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4.121039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4.121039
https://www.hanspub.org/


王韬，杨柳 
 

 

DOI: 10.12677/aps.2024.121039 260 体育科学进展 
 

gress. Community sport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oothold in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and it is also the basic link to promote national fitness 
in basic urban units. With community sports as the center, “high-quality life” is integrated into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he blocking factors between community sports and governance a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quality life, and the relief path is found.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enhance the community sports governanc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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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征程中，体育作为功能性载体在促进人的社会化与个性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体育是新时代人民

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优质途径之一。而体育治理在体育的发展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体育作为体育治

理的基本单位，也是体育发展进程中不能忽视的存在。我国体育中心的改变，预示着社区体育价值的逐

步提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闲暇时间增多，项目形式不拘一格，场地设施千差万别，社区体育在强

调娱乐休闲、运动乐趣、放松身心的体育活动内容的同时，形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基于此，审视社区

体育专业人才发展、政策导向、公共服务供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问题，探索实现自我价值和高效

治理高品质生活的路径势在必行。该文从高品质生活与社区体育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的角度，探讨人们

在不同阶段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意义。 

2. 理论溯源 

2.1. 高品质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3 月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2]。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高品质生活”一词正式写入党的文件。高品质生活是人在美好生活基础

上的高层次需要，是人们对日常生存和发展的品位和质量的追求，当满足了生存的需求，物质生活有了

一定保障，精神生活更有质感，人就会追求更高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体教育、社会生活、生态环

境。首先，高品质生活应是健康的生活，只有建立在健康身体并维持健康状态的基础上，才具备追求或

享受高品质生活的现实前提。其次，高品质生活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部分相互依赖

和联系的前提下，进而影响人民的衣食住行[3]。再次，从满足物质文化基础需求到追求公平正义、实现

自身价值，是高品质生活迈向从量到质的跨越的体现。最后，高品质生活所呈现出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健康生活方式，是人们在更高水平的物质、精神文化和生态环境下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 

2.2. 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参与主体。根据政府制定法律法规、辖区

约定俗成的规范，各主体平等对话和协商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和服务中，以期实现社区公共利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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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优化社区公共秩序，推动社区持续发展。 

2.3. 体育治理 

作为一项群众性活动，体育具有多元主体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恰好使其容易产生不同主体之间的

矛盾与冲突。因此，体育治理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体育治理是以治理的方式，让体育活动的多个主体

之间化解矛盾与冲突，让彼此能够和谐共存，高效运转，从而实现体育和谐善治。要注意的是，体育治

理的本质决定了它是某种过程，而并不是规则或者手段[4]。 

2.4. 社区体育治理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community”是具备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分甘共苦、

富于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5]，此后费孝通先生将其译作“社区”传入中国。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经历了从小的单位制渐渐到街居制，最终到社区制的变化，社区制是对单位制、街居制是重塑，更是逾

越。十九大报告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重心逐

步转向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方向，社区体育的价值慢慢放大。20 世纪 60 年代，“治理”一词

在西方学界得到广泛应用并成为学界探讨的风向，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后，“治理”引发了学界讨论的高潮。 
社区体育治理作为国家体育治理的末梢单元和举足轻重的环节。一方面，社区体育治理在政策落地

效应方面能够起到有效增强作用，培养居民体质健康意识、增强运动技能水平作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单元；

另一方面，社区体育治理以体育为载体增进社会关系与情感交流，创建有温度的社会共同体从而降低居

民间的匿名感与疏离感。总体而言，社区体育治理是一个载体，是以体育为载体，在政府指导，市场调

控，社会，家庭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采用多种方式来应对及解决社区体育问题，满足社区居民对体育

的多元需求，实现社区体育最优解过程。 

2.5. 社区体育高效治理是高品质生活基础保障 

社区高效治理的最终目的是让社区居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高品质生活是社区体育治理想追求。

高品质生活是人在美好生活基础上的高层次需要，是人们对日常生存和发展的品位和质量的追求，当满

足了生存的需求，物质生活有了一定保障，精神生活更有质感，人就会追求更高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

文体教育、社会生活、生态环境。高品质生活应是健康的生活，只有建立在健康身体并维持健康状态的

基础上，才具备追求或享受高品质生活的现实前提。社区体育高效治理，给社区居民参与其中，社区居

民享受运动享受健康。社区体育高效治理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础保障。 

2.6. 高品质生活是社区体育高效治理的重要风向标 

社区体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位不仅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更是政策颁布的实践末

端。社区体育治理总体目标是以社区体育发展为治理导向[6]。社区体育高效治理以高品质生活为重要风

向标，高品质生活是人在美好生活基础上的高层次需要，是人们对日常生存和发展的品位和质量的追求，

当满足了生存的需求，物质生活有了一定保障，精神生活更有质感的一种生活状态。高层次需要是其着

眼点，创造高品质生活，社区体育高效治理必须把共享发展落实到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条件、

发展目标、发展过程等各层面、各环节，做到社区全民参与共享、全面协同共享、共建互动共享。只

有通过这样，才能最终使全社区居民产生的更多物质获得之感，增强社会幸福感，促进区域社会文明

和谐，激励主体创造性，提升社会发展综合质量，创造和谐高品质居民生活，指引全社区的高效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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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治理。 

3. 社区体育治理的阻滞因素 

3.1. 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匮乏 

随着全面创新型社会综合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实践的日益深入，多元层级管理体系格局尽管已经基本

初步的形成，但目前在国家传统的行政科层制和惯性约束下却依然可能存在分级管理和不够科学精准管

理的一些现象。特别在整个社会体育领域，当把国家层面制订的相关群众体育政策内容，逐级细化嵌入

延伸至各个基层政府群众体育规划内容与管理政策过程执行中，存在到了管理政策落地执行中效果可能

逐级发生降低的现象。街区体育运动是街区聚居生活在其中特定社会生活地域范围内运动的群，人民众

所凝聚组织起来的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开展社区体育综合治理行动中，为各个社区体育组织发展提

供自身发展创新的重要平台，为其身心健康提供健康良好和谐的体育环境，保障整个街区对公共健身体

育组织服务功能的合理有效充分供给。但在社团的内部以及各级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各级派出办事

机构之间，则各自分别都隶属于社团相应区域的行业主管行政部门，它们相互之间构成起了一组较为独

立封闭严密的内部管理服务系统，相互组织之间彼此的相互联系极不太紧密，很难同时实现全面协调服

务合作[7]。例如，居民所在的城市街道办事处党委和办事处居委会组织作为实行居民综合管理体制的行

政基层单位，其经济社会基本事务职能就具有一些多样化职能特征，如社会反映风俗民情、治安秩序保

卫、普法政策教育执行等诸多方面，组织带领社区居民群众性开展各种体育活动、提供居民体育锻炼健

康指导就只是职责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在推进社区体育长效管理机制方面，专门竞技体育人才储备的

高度稀缺同样也最易于最终造成整个社区体育的治理成效低下。 

3.2. 社区体育供给服务制度不健全 

社区体育供给服务制度不健全有两方面体现：1) 社区体育服务供给主体在协调方面存在不足，社区

体育健身服务的发展需要多主体共同的努力，以满足社区体育发展为目标，构建完整治理体系。当前，

我国社区体育涉及多个供给主体：政府、社会、市场。政府作为社区健身服务供给的主体，宏观控制下，

政府提供的健身服务都是公益性的，所提供的社区公共服务产品是免费的，市场指以盈利为目的私人部

门，而一些社会力量是非盈利性的，为青少年体育健身服务提供便利，在社会公益力量的介入下导致政

府市场不能够有效协调。2) 社区体育供给服务相关部门协调不足，我国网状性的部门互相交错管理，涉

及社区体育健身服务供给的多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导致责权划分不清或重复，相

关政策无法落地，影响社区体育健身服务的发展。 

3.3. 社区群体数字人才保障薄弱 

数字人才是数字化转型的原生驱动力。数字人才供需失衡是目前数字化社区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

从总量上可以看出我国数字人才缺口巨大，根据人社部最新发布就职数据显示，预计 2020~2025 年数字

技能人才缺口会达到近千万，体育数字从业人员更是严重匮乏。一方面，数字体育是由多个学科交叉组

成，包含体育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及信息科学等，以体育为主线的数字人才智库尚未建成，数字化

治理基础要素缺乏保障。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数字人才缺口主要体现为高层次数字人才储备不足、跨

领域体育人才供不应求、初级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缓慢。数字经济时代，直播、短视频、线上培训等新兴

职业盛行，并以“爆炸式”式速度增长。反观体育数字治理方面人员得不到社会各方的重视，在人员供

给无法与现实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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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品质生活与社区体育治理的纾解之策 

4.1. 促进高品质生活顶层政策设计 

实现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逐渐成为民生工作的政策中心，强调社会的全面进步，健全社区群众

体育健身服务的相关政策法规，形成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以满足社区群体体质健康需求为落脚点，促

进社区群体全面健康发展为目的的高品质生活、高质量发展治理理念。建设高品质生活必须以推进高质

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为基础，不断增加有社区群体体育健身的科学普及与有效指导。(一)，应合理划分不

同层级参与主体的职责。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提供基本的体育服务，发挥兜底作用，通过引入市场机制

鼓励和引导多元力量参与，实现多方供给的格局。主管部门在社区群众体育服务相关的政策法规、战略

规划、监督管理、购买服务、战略投资、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地方层面负责合理分配体育服

务资源。(二)，不能单纯依靠体育系统和民政系统的推动和实施，而应以系统思维和跨界整合的原则，引

导各相关主体积极参与。以跨部门合作为例，由国务院相关部门牵头建立沟通协调机制，组织财政部、

卫生健康委、国家体育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民政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分工协作，肩负起相应

的责任，多部门共同参与推进。(三)，加强体育、民政部门与民间体育组织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利用

体育或健康促进相关的非营利性组织具有的自愿服务性、组织灵活性等特点，提升社区群体体育治理的

关联度，在资源信息共享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实现利益协同。 

4.2. 实施高标准的社区体育治理的服务供给 

近年来，我国对全民健身的投入不断加大，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等逐年增加，但这种自上而下的单一、粗放型供给与社区群众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偏差，

造成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因此，在“面”的普及的基础上进行“点”的深入，考虑类型的多样化，精准

识别社区群体体育健身服务需求，根据不同需求，提供高质量、有针对性、弹性化的体育健身服务，实

现供需动态平衡。第一，重塑社区基层政府责任，明确其在社区群众体育健身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主体地

位，从政绩导向转为民需导向，积极建构需求表达机制，问需于民，提高社区群众主体意识，鼓励其积

极表达自身意愿，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融合的“双向”交流沟通机制，从实际需求出发，重视效益

兼顾效率，精准服务于民。第二，利用社区基层组织的性质，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的群众基础，有

效串联社区卫生服务站、街道、志愿者团队、养老机构等组织资源，深入了解社区群众体育需求，并层

层反馈至上级组织、体育管理部门和民政部门。第三，相关部门定期进行民意调查，如进行社区群众体

育健身服务需求分层抽样调查，了解当地社区群众整体体育需求。第四，招募社区群众体育志愿者，形

成志愿网络，进小区、进行康复健身指导和体育技能传授。第五，实施特殊体育计划，促进不同健康状

况的社区群众参与体育活动。针对不同群体体育诉求，制订多样化、差异化的体育促进计划，体育部门

积极与卫健、养老、高校或研究机构等合作研制和实施各种特殊体育计划，供给精准、多样的体育健身

服务。 

4.3. 加强社区智慧化服务人才保障 

完善体育志愿服务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系统。我国在健康中国建设的背景下，体育志愿服务体系

建设对积极老龄化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加强志愿服务制度建设，培养更多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和体育志愿者。首先，建立激励评价机制。激励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或医学专业大学生、体育教师、

退役运动员、体育明星等深入社区，进行体育健身志愿服务，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率。其次，实

施“百千万”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工程。推行社会体育指导员“百人计划”“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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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体育指导人才培养和选拔工程，打造一批高水准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骨干队伍，使其起到带头和示范作

用。最后，培养公众全民健身志愿服务精神。一方面，重视培育学生体育志愿精神，形成“小学—中学

—大学”相衔接的培育体系，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区体育志愿服务。另一方面，加强体育志愿精神的宣

传力度，让公众能正确理解和认同体育志愿精神，促进公众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追求，积极主动参与

体育志愿服务工作。 

5. 结束 

高品质生活所呈现出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健康生活方式，是人们在更高水平的物质、精神

文化和生态环境下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以高品质生活为视角设计社区体育治理的纾解之策，实现人民

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逐渐成为民生工作的政策中心，强调社会的全面进步，健全社区群众体育健身服务

的相关政策法规，形成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以满足社区群体体质健康需求为落脚点，促进社区群体全

面健康发展为目的的高品质生活、高质量发展治理理念。建设高品质生活必须以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

能治理为基础，不断增加有社区群体体育健身的科学普及与有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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