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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逻辑分析法等，通过对城市社区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及供给现

状的调查研究，探讨了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从政策引导、社区体育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及社区体育多元共治等方面提出了优化策略，以期为城市社区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提供

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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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d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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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 the demand and supply status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urban commun-
ities, explored the problems and reasons for th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nd 
propos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rom policy guidance, community sports public service system con-
struction, and diverse governance of community sports,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de-
velopment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urban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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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贯穿我国 21 世纪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长期的战略选择。随着人口

老龄化现象的日益加剧，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通过提供优质的老年公共体育服务，可以增强

老年人的身体素质，满足老年人的美好生活需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从而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

挑战。不断提高老年公共体育服务质量，对全面推行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从老年人群

体、老年人体育协会、社区工作人员等不同维度，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目前城市社区老年人体育服务供

给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旨在为相关部门及社会体育组织更好地推动该地区老年人体育服务供给提供

理论与实践支撑。 

2. 城市社区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现状 

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国家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的颁布，老

年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总量迅速增加，体育健身设施和场所得到了较大改善，截止 2022 年底我国体育

场馆总面积 37 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达到了 2.62 平方米[1]，全民健身路径、健身步道及各种

球类运动场地等健身硬件设施都在逐年增加，老年人体育服务主体日渐多元，体育服务方式、内容及组

织也在不断改善，老年人体育服务迈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2]。 
然而，与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相比，老年人公共体育经费投入、适老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体育指

导人员配备、体育活动组织开展等还存在着不足。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湖北省 17 个

城市按地理方位选取武汉、襄阳、宜昌、荆州、十堰五个城市为调查点，对所调查城市的老年体协、部

分街道社区及老年人等，就老年人体育服务需求及体育服务支持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获知，目前

城市社区老年体育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体育资源分布差异大，老旧城区体育场地设施严重不足，适老

化健身场地设施改造滞后，部分社区开展老年体育工作陷入无经费、无人员、无时间“三无”困境。老

年人体育活动频率相对较低，体育参与不足，其中有将近一半的老年人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集中在

1~3 次，而每天进行体育锻炼的老年人不足 10%，还有 13.3%的老年人从不参加锻炼，究其原因，这与

老年体育宣传、活动组织及指导有关。在所调查的 992 名老年人中，仅有 2.1%的老年人选择在锻炼时有

专业的教练员指导，有 44.1%的老年人对科学健身相关的知识有一定了解，而对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有 62.9%的老年人选择不清楚社区或街道是否定期会举办一些老年体育活动，有近一半的人选择已有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4.12204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郭红莲，谢光辉 
 

 

DOI: 10.12677/aps.2024.122043 285 体育科学进展 
 

公共体育场地不能满足平时的体育锻炼需求，希望在场地数量和便利性上得到改善。同时，大多数老年人

对健身指导及宣传有需求，其中有 72.8%的老年人希望能够接受科学健身相关的培训，希望在进行体育锻

炼时有专业的教练员指导，能够帮助他们制定合适的锻炼计划，引导他们进行正确的体育锻炼；也希望所

在的社区、街道能定期举办一些趣味性的体育活动，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其中并享受运动的乐趣。从老年人

日常进行的健身项目及体育锻炼的场所来看，老年人主要选择在住宅小区及附近的广场、公园进行锻炼，

健身活动主要以健步走、广场舞、太极拳、棋牌等相对简单的项目为主，近几年由于疫情防控原因，老

年人进入周边校园进行球类锻炼的机会减少，他们希望社区能够提供更多适合老年人健身的场地设施。 

3. 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供给的反思 

3.1. 利好政策难落实，老年体育发展不平衡 

从 2015 年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改委等 12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老年人体育工

作的意见》开始，我国老年人体育服务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为推动我国

老年人体育工作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特别是随着“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各地在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方面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然而，深入社区对基层服务人员以及老年群体进

行调查发现，不同地区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政策落实情况参差不齐，体育事业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同区

域间存在着差距，一些地区的政策落实力度远远不够，老年公共体育服务浮于表面，适老性场地设施不

足，健身指导人员短缺，老年人获得专业人士指导严重不足，社区组织的健身培训、竞赛活动等十分有

限；而一些地区的老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需求不匹配，针对性不足，服务项目有限，供给无法满足老

年人的需求，老年人体育服务满意度整体不高。究其原因，目前有关老年公共体育服务方面的宏观政策，

以“加强、加大、鼓励”等号召性的词语为引导，但具体到怎样开展、由谁负责、具体数量是多少等执

行细则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对老年公共体育服务进行监督评价的考核反馈机制也不完善

等，因此利好政策卡在了“最后一公里”，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质量难以提高。 

3.2. 物质服务针对性不足，非物质建设滞后 

近年来，在全民健身政策的驱动下，我国体育场地逐年增多，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在稳步提升，一些

可视性较强的体育硬件设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然而相较于老年人“就近便利”的社区活动偏好来说，

目前老年公共体育服务在场地设施等物质服务方面针对性不足，一些新增的体育场地设施大多位于郊区

或较偏远，如登山步道、自行车道等[3]，不适合老年群体的广泛参与。而城市中能达到《城市社区体育

设施建设用地指标》标准的社区只是一小部分，极少社区建有老年人专用的体育活动场所及设施[2]，特

别是在一些老旧小区，公共活动空间小，体育设施缺损现象比较突出，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十分受限；

而在一些新建小区，主要增设的是室外健身路径，室内棋牌室或少量乒乓球桌台等，较单一的健身设施

也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此外，老年人的健康咨询、健身指导、体育活动组织以及体质监测等

非物质建设严重滞后，在调查中仅有 57.7%的老年人参加过政府和社区定期组织的体质监测，大部分老

年人表示未接受过相关健身知识及运动损伤的预防处理等指导。目前大多数社区并没有专业的社会体育

指导员，社区的相关体育工作一般由社区工作人员兼任，而社区工作人员大多身兼数职，扮演着“万金

油”的角色，工作繁杂，难以在公共体育服务方面投入足够精力，因此很难真正组织开展起有效的老年

体育活动，也难以对老年人进行专业的健身指导服务。 

3.3. 社会支持主体单一且支持不力，社会力量参与不足 

目前，老年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支持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政府是主要的支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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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受制于财政压力和体制机制等因素，政府的投入十分有限，直接依靠地方政府行政拨款的社区，在

老年体育服务方面更显得举步维艰，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增设，相关人员的配备等都难以满足社区老年

人体育服务的发展需要。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目前社区负责老年人体育活动的人员大多是街道办事

处或居委会兼职人员，他们中很少有人接受过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专业培训，也没有在工作中进行过有关

体育组织管理方面的专门培训。而大部分基层工作人员也表示，自身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对老年人的日

常体育健身活动提供指导和服务。尽管政府加大了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力度，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

也在逐年增加，但因缺少政策扶持及后续管理，社会体育指导员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不同地区都存在社

会体育指导员在岗率偏低，服务流于形式等现象。同时，由于老年体育服务市场需求不够明确，政府在

政策引导、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激励措施方面的支持不足，加上老年体育服务的社会认知度低，提供

老年体育服务的成本与收益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老年体育服务的程度较低。 

4. 健康中国背景下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供给优化策略 

4.1. 强化政府政策引导，健全政策法规体系 

政府需要继续优化顶层设计，完善配套政策法规体系，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明确各级政府、体育

部门、卫生部门、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在老年体育服务方面的职责和任务，并制定老年体育服务的质量评

估体系等，加大监督考核力度，以促进政策的有效落实。如构建老年人体育服务评价体系，丰富评价主

体，从不同方面对社区老年体育服务实施定期评价和动态监督；通过财政拨款、社会捐赠、体育彩票公

益金等多种渠道增设老年人体育专项基金；加强老旧小区体育健身设施的优化改造与维护；继续加大落

实社区附近地面体育场馆的开放力度；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老年体育服务，

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和适老性体育产品，满足不同老年人群的需求。 

4.2. 完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夯实社区老年体育基础 

社区作为城市基本结构单元和基层组织，已成为当前居民体育活动开展的关键场域。社区体育公共

服务关系到全民健身计划的落实，关系到老年体育活动的顺利开展，是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

重要途径。由于老年人的空余时间较多，社区体育的参与主体以老年人为主，加强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体

系建设，不断提高社区体育服务水平对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以及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受体制机制影响，政府长期以来以行政强制力的方式进行决策和控制的管理惯性一时难以转变，目

前社区体育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上还存在“等、靠、要”的心态，重管理、轻服务[4]，联动机制不

足，供给制度不完善，以至于所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难以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因此，政府部门首先

需要转变观念，通过加大制度供给力度，营造良好的社区体育发展政策保障。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

转”的原则，将相应财权、物权下放至社区，赋予社区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同时通过配套的社区公

共体育服务规范及考核监督制度等，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权责边界，充分发挥社区的自治功能，推动社区

老年体育健康有序发展。其次，政府应有计划地为各类社区基层服务组织提供一定的人、财、物支撑，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教育培训方式对社区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社区体育指

导服务水平，并通过政策引导鼓励社区内的学校、医院等与社区体育服务组织进行场馆、信息、技术等

资源的对接与共享，以此提升社区体育软硬件服务能力。此外，社区在公共体育服务中应该明确自身定

位，创新方式方法，积极发挥基层组织的主体作用，通过设立社区体育发展基金，有计划地推进体育场

地设施的适老化改造以及体育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通过

荣誉激励、场地支持、技术扶持、联合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居民自治组织的合作，联合共建“最美社

区”、“老年友好社区”等，充分发挥居民自治组织在社区体育活动开展中的作用；通过购买服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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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创投、凭单制等方式加强与社会体育组织的合作，借助市场力量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体育服务[3]；
同时借助基层网格化管理平台，收集老年人的体育服务需求，根据不同需求设计个性化服务方案，提供

更有针对性的体育服务，从而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体育服务需求。 

4.3.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推进社区体育多元共治 

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是保障老年人体育权利的关键，是提升老年人体育服务主观满意度的根

本。倡导多元主体参与，扩大老年人体育服务的支持网络，是保障老年人体育服务有效开展的必然要求。

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加大财政投入，制定相关政策，完善监督评价体系，构建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

托、市场和社会组织为主力的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一方面，政府通过体育彩票基金、社会捐赠、体

育产业收益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老年体育服务供给，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多

元投入的资金保障体系，设立老年体育服务专项基金，夯实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

在保证公益性的前提下，政府适当引入市场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体育服务的供给。例如：政府

通过购买服务、公开招标等方式，吸引优秀的体育机构或企业参与到社区老年体育服务中，可以通过建

立第三方采购平台，将商业性健康保险接入社区体育[5]，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更全面和更高质量的体育服

务；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培训教育、宣传推广等发展和培育老年体育社会指导员和志愿服务组织，

例如将校企合作培养的社区健康师送至社区[6]等，从而不断壮大基层老年体育服务人才队伍，提高老年

体育服务水平。 

5. 结语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健康服务需求是老年人最急迫、最突出的需求，

加强老年人体育服务工作，促进健康老龄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久之计，也是实施健康中国远景

目标的具体体现。因此，在反思与优化城市社区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策略时，应不断健全政策法规，

强化政策引导作用，夯实社区老年体育基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推进社区体育多元共治，真

正地为老年人创造适宜的体育锻炼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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