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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查阅近三年老年体育相关文献发现大多学者都是围绕老年人体育锻炼的现状，老年体育公共服务的

供需状态，体育产业的发展，老年体育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本文将从这四个方

面对文献进行整理、归纳与分析，希望能为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素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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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elderly sport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t is found that most 
scholars focu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hysical exercise for the elderly,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elderly sports public servi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the formul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elderly sports policies. This article will collate,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lite-
rature from these four aspects, hop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material support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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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

中国的根本目的，需要突出解决好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

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4 亿，占 18.70%，较上一个十年上升了 5.44%。随着人口老年化日益加剧，

国家、社会组织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度也日益上升，国家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大力支持发展老

年人体育，使得体育运动受到老年群体的热捧，老年体育的发展十分迅猛，为建设好老年体育应建立和

完善老年人相关体育公共服务、体育产业、体育政策、充分发挥体育组织的积极作用、完善体育场地设

施、扩大老年人身体素质监测的覆盖面等。 

2. 老年人体育的研究 

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以老年体育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有文献 2092 篇，其中期刊 1420 篇，学位论

文 538 篇，会议 321 篇，报纸 231 篇，其他 7 篇，发文量最多集中在 2013 年。通过对所查阅的文献进行

整理、分析后发现大多学者都是围绕老年人体育锻炼的现状；老年体育公共服务的供需状态；老年体育

产业的发展；老年体育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本文也将从这四个进行综述和分析。 

2.1. 老年体育锻炼现状 

体育是促进老年健康的有效手段和方法，体育锻炼作为老年人进行健康管理、增进身心健康的重要

手段，对防治疾病、延缓机能衰退、增强体质、改善心理状态等健康和社会化方面的作用已得到广泛承

认和证实。学者紧扣国家焦点和时政，对我国老年人的体育锻炼情况进行全面探讨和研究。对我国老年

人体育锻炼现状研究的学者较多，但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如杨凡(2019)、丁志宏(2020)、徐京朝、李晓智、

李竹丽(2021)等认为目前我国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远远不够，难以达到体育大国，健康中国的范畴，

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参与比例太低，老年人的体育锻炼意识仍需要加强。当前我国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

选择的活动项目较为单一，主要以散步、广场舞、慢跑、太极拳，小球类无身体对抗性等运动量小的项

目为体育锻炼方式，主要都是个人自主锻炼和自发性集体锻炼，锻炼时间大多集中在早晨，也有一部分

老年人由于自身时间管理和习惯方式选择在晚上时段进行体育锻炼，可见早晚是老年人锻炼的主要两个

时间段。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大部分老年人每周参与体育锻炼在 6 次及以

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每周每天参与体育锻炼 1 次或以上，每次锻炼持续在 30 分钟以上且保持在

中等强度以上的老年人居多。锻炼场地以周边广场、公园、空地等公共场所为主，且都是没有组织，没

有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锻炼。也有少量学者对农村老年体育与城市老年体育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如具有

代表性的学者胡菲菲、王睿(2021)等认为农村老年体育基础设施匮乏，活动单一，农村老年人体育意识单

薄，体育发展停滞不前，间断性的体育活动是农村体育常态，理念与实际不匹配，老年人群体落实效果

差。认为城市老年体育，体育设施完备，体育活动多样；群体性体育活动居于主导地位，长久性体育活

动成为主流，缺乏科学指引，总体不规范。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都是对我国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现状进行研究，而对老年人进行

体育锻炼取得的成效和意义，对社会参与的影响类的研究相对很少，并达成了体育锻炼作为老年人进行

健康管理、增进身心健康的重要手段，对防治疾病、延缓机能衰退、增强体质、改善心理状态等健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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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方面的作用的共识，以及大多数学者都是对某个发达城市或社区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现状进行

探讨和研究，而对经济落后，偏远地区的研究甚少，仅有少量学者对农村与城市老年体育现状进行比较

分析。农村老年体育及特殊地区老年人体育都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民健身和健康中

国的建设具有深远价值。这些研究尽管都达成了一个共识，但在研究方法上都高度相似，缺少更新的研

究方法和角度去研究，所以希望后来学者在此研究上有所创新，对老年体育提出新的观点，以助我国老

年体育事业的发展。 

2.2. 老年体育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是 21 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公共服务是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以政府为

主导，通过提供各种不同性质的产品满足公民需要的服务，体育公共服务是通过提供各种体育产品满足

公民需要的公共服务[2]。 
体育公共服务是体育发展的基础，老年体育公共服务对老年体育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体育公共服

务的完善对实现“健康中国”具有重要价值。大多数学者从体育公共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入手进行研究，

如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朱二刚、孙绪贵(2020)，甄玉、王占坤，、杨宣旺(2021)、刘畅、何宇(2021)等认为

体育公共服务中老年体育需求与供给不均衡、多元供给主体责任不明确、社区作用发挥不够，认为我国

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政府“掌舵”行为不足，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不高；供给机制不

完善，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性不高；多元主体供给不力，老年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社会效益不

高[3]。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中政府在职能、制度保障、公共设施方面的缺位现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老年健康意识前移、进而对公共体育服务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当前我国老年人的体育需求呈现多样化的

特点，针对老年群体的体育公共服务存在制度供给、场地供给、信息供给等方面的不足。总体呈现出我

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和城市发展差距大，老年化加剧，老年人对体育的需求增加，而供给

不足的状态。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学者都是从老年体育公共服务的需求和供给端着手进行研究，并达成

健康中国背景下，为积极响应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促使体育需求急剧上升，进而供给不足、不对

等、不平衡，老年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均等共享”难以实现的共识。这些研究尽管都达

成了一个共识，但在研究方法上都高度相似，缺少更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去研究，所以希望后来学者在

此研究上有所创新，对老年体育公共服务提出新的观点，以助我国老年体育事业的发展。 

2.3. 老年体育产业 

老年体育产业是体育产业结构中重要的一部分，作为新兴崛起产业，在市场发展中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和空间，逐渐成为社会和企业的投资热点。老年体育产业是通过体育为媒介，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

为满足老年人物质及精神需求，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文明进步和健康老龄化为目标的所有活动和活动

部门的集合体[4]。众多学者都是从老年体育产业在发展中困境来寻找创新优化和解决策略入手进行探讨

和研究。如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陈灿、刘芸(2019)，陈日升(2021)、吴雅婷(2021)等认为，我国体育产业还

处于发展阶段，老年体育产业面临着从政策到市场以及消费者个体因素的各方面困境，主要表现在政策

不够完善、城乡老年人体育需求与供给不平衡、老年个体需求差异与供给单一的不协调、市场缺乏有效

的管理及监督机制[5]。政府领导和市场运营是老年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而我国政府引导与市场

推动的不协调运行，让我国老年体育产业的发展陷入困境。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老年人体育产业仍

然面临着诸多挑战，老年群体对体育运动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老年体育产业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步

伐缓慢等，主要表现在消费观念差异大、农场城市发展不平衡，政府管理和市场运行合作不协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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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不足，需求产品缺乏等问题。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老年体育产业这一新兴产业的研究很少，对老年体育产业发展的动因、

趋势与战略，深入分析类的文献几乎没有，所以后来学者应多对老年体育产业的现状，发展趋势，创新

和未来规划进行探讨和研究，以助力国家养老事业的发展。 

2.4. 老年体育政策 

老年人体育政策是指政府为了切实保障老年人体育权益而制定的与老年人体育发展息息相关的法律

法规政策。我国老年体育政策分布在老龄政策和专门的体育政策之中，关乎我国全民健身和养老服务开

展的成效，主要指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计划措施，进而保证老年体育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行为准则

[6]。我国在近三年颁布了 10 多部关于老年体育的政策法规，可见，我国政府对老年体育非常重视及对老

年人身体健康十分的关心。尽管如此，关于老年人体育政策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无法避免。如具有代

表性的学者毛中晗、黄馨平(2020)，湛冰、王凯珍、范成文(2020)，朱二刚、荀思杭(2020)等认为，当前，

我国老年体育政策执行出现真空化与政策效能低端化的双重困境，在政策制定颁布和实施过程中，政府、

集团和社会组织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我国老年体育只见每年都有新的政策制度颁布、而没有真正落实，

老年体育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年人在体育中的地位仍然没有突出，只有数量而没有质量，没

有体现出老年人群体的“话语权力”。我国老年体育政策缺乏科学决策，依据来源，导致政策无法落实

到实处，执行起来比较分散，系统性协调性不强，缺乏配套实施的细则，在实行过程中找不到目标，难

以精确执行。我国老年体育政策的表述过于笼统、宽泛，相对来说欠缺科学数据支撑。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老年人体育政策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仅有研究都是学者们从我国老年

体育政策的特征，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找通过对国外优秀政策的借鉴和启示来优化、完善

我国老年体育政策，并达成了向国外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引进适合我国老年体育政策发展的可行性建

议的共识。对于老年体育政策、法规的研究还要很大挖掘空间，所以希望后来学者多对老年体育政策发

展创新和未来规划进行探讨和研究，为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经验启示，助力国家养老事业的发展。 

3. 总结 

综上所述，纵观我国学者对近三年老年体育的研究成果可见，当前针对老年体育的研究，无论是从

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上来看都有待提升，研究领域相对集中，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创新点和多角度研究，

学术论文中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大多研究都出自一般期刊。并且研究以个案研究居多，又以

描述性的研究为主，各个地区的经济实力不同，老年体育的发展亦各不相同，在对老年人体育的研究中

不应以偏概全，应采用不同研究方法，从不同地域，不同角度等出发对我国老年体育进行深入研究。在

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我们要通过多元途径解决老年体育在发展中所遇的困境，建立和完善老年体育

相关配套资源，切实通过体育途径来实现我国对老龄化问题的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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