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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调研、逻辑分析等方法，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体养融合展的相关研究进行

综述。结果发现，我国体养融合相关研究的热度呈上升趋势，但对体养融合的实践效果、

服务体系、程度评价等方面的研究颇为稀少，研究成果不足；体养融合养老模式不单

是体育与养老的融合，更多是体育与养老等其他行业的多维度融合；深化结构性改革、

完善服务体系、整合观念市场与资源、强化居民健康意识、做好产业布局等是实现体

养融合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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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nd Sports Integr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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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literature method an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it summarizes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nutrition in our countr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y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eat of research on physical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is on the rise, 

but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practical effect, service system and integration degree evaluation of physical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insufficient;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pension is 

not only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pension, but also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pension and 

other industries; Deepening structural reform, coordinating policies and standards, improving the service system, 

establishing service teams, integrating system concepts, markets and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the health awareness of 

the elderly, and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development layout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re the realistic paths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culture and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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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在京盛大召开，为我国全

民健身事业开启了新时代。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指

出，推动体育与养老服务融合是促进融合发展的需要［1］。

2019 年 4 月，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需求侧视角下老年

人消费及需求意愿研究报告》强调，老龄运动康复等多

样化健康服务发展前景广阔［2］。同年 7 月，健康中国行

动推进委员会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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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养融合的概念 
体养融合发展不仅能打破资源配置的桎梏，推动体

育与养老服务的流动性和兼容性，还能创新“体育＋养老”

的生态环境。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体养融合的概念进行了

多元阐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2.1  “一元论”

韩松等［6，7］认为，体养融合是体育与养老产业在优

势互补下的联动发展，是体育与养老产业链在协调发展

中拓宽发展空间，在薄弱领域中积累发展后劲。其主要

是体育与养老消费产品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开发，提高体

育产业为养老产业经济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2.2  “二元论”

黎文普等［8］认为，体养融合是以体育文化为载体，

以体育产品为服务来满足养老需求，完善养老服务，推

动体育文化养老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提升老年人生命质量，促进老年人精神文明建设，使老

年人思想、情感等有所交流与释放，体验体育文化活动

带来的乐趣，进而促成体育与养老产业、养老公共事业

的有机联合发展。

2.3  “三元论”

面对老龄人口对自身健康的美好需求不断增加，

王会儒等［10］认为，“运动是良医”，通过运动“治未病”

已成为体养融合发展的一种主流产业。“体育＋医疗

＋养老”的融合发展意在发挥运动健身的特有作用，

预防或减轻老年疾病发生，缓解医疗救助压力，降低

养老成本，保障老年生活品质，以期推进健康中国战

略的实施。在我国体育产业与养老产业融合的过程中，

体育资源与养老资源在产业融合的加持下，或将提升

体养融合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形成更加开放的局

面，扩大市场融合与产业发展空间，延伸“体育＋养老”

融合发展的开放性功能，实现由“1+1=2”向“1+1=3”

的体养融合转变［6］。

学者从多个维度对体养融合的概念进行了阐述，面

对新时代多元化的体育养老服务体系，体养融合不仅仅

是体育产业与养老产业的产业融合，还应包括丰富老年

精神生活的体育文化与养老融合，以及长远角度的“体

育＋养老＋ N”融合的新兴复合型业态。

3  体养融合的特征
体养融合因社会结构、健康观念及人口学特征等的

变化呈现不同特征，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体养融合特征

进行了概述，其主要有以下几种：

3.1  “二特征说”

黎文普等［8］从体育文化养老视角认为，体养融合有

要求，老年健康促进行动需面向老年人普及包含体育锻

炼等多重健康知识［3］。同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再次强调，要加强对老年群体非医疗健康干预，

普及健身知识，组织开展健身活动，为体养融合养老体

系提供了可操作空间，也有利于新时代深化健康中国战

略的理论认识［4］。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

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

要建立和完善包括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护理等

综合连续老年健康服务体系［5］。面对新时代我国老年人

口的健康意识不断加强，体育锻炼、消费等需求不断扩

大，本研究从体养融合的成果、概念、特征及实现路径

等 4 个方面进行综述，旨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体

养融合等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剖析，阐释体养融合的基

本内涵，探寻体养融合的发展特征，为新时代我国体养

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体养融合的研究成果

表1  党的十八大以来体养融合研究成果年度分布统计一览表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合计

核心期刊 1 3 6 7 6 8 9 9 9 58

国社立项 1 3 3 1 4 7 3 2 4 28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大力发展健康老龄化服务事

业与产业，我国关于体育和养老结合的相关研究便受到

学界广泛关注。由于“体养融合”是近几年提出来的新

概念，且体养融合的概念以及特征的构成并没有得到明

确界定，于是掀起了关于“体养融合”研究热潮。本研

究在中国知网 CNKI 中，通过以“体育”并包含“养老”

为主题，截取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时

间段进行检索，共检索出核心期刊 58 篇（见表 1），专

题或分组报告的学术会议共 7 篇。通过对核心期刊计量

可视分析可知，关于体育养老的研究核心期刊从 2012 年

的1篇增长到2020年的9篇，整体上呈渐进式增长趋势，

其中 2019—2020 年度未呈现明显增长，可能与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导致学界研究热点发生偏移有关，但随着 2021

年疫情防控系统化和第 7 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发布，体

养融合的相关研究又得到学界广泛的重视。同时，在我

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通过立项查询得知，以学科

分类为“体育学”的社科项目，从 2012 年至今，关于体

育学研究中包含老年群体等主题的立项共有 28 项，在立

项的整体结构上也呈现由多向精的转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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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特征：促使老年人了解体育文化知识，学习运动技能；

填补老年人孤独的精神世界，拓展老年人人际交往的情

感表达。刘永强等［21］也有类似的观点。

3.2  “三特征说”

冯珺等［9］从产业融合角度认为，体养融合在未来具

有良好的发展潜力、体养融合协调度较高、体养融合主

体存在多元化等三大特征。叶松忠［11］等与之有类似的

观点。刘远海等［12］从体育功能的视角认为，体养融合

有 3 大特征：促进老人的身心健康发展，降低老年疾病

的病发率；丰富老年人的情感交流，增加老年人的生活

乐趣；提升老年人口的生活幸福指数，促进社会的和谐

与稳定。马宏斌［13］提出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

有所为”与其有类似看法。叶宋忠［14］根据计量分析发现，

我国体养融合产业发展具有 3 大特征：发展水平与发展

速度提升缓慢；发展差异性与耦合协调度均不明显；发

展的融合度水平仍然不高。

3.3  “四特征说”

郑晓冬等［15］从体育基础设施角度认为，体养融合

有 4 大特征：满足中老年人的体育锻炼需求，提高中老

年生活质量；对收入与教育水平较低、农村户籍以及年

龄较大的弱势群体有明显健康增益效应；增加个人体育

文化活动的参与度来改善中老年人健康状况，促进相关

社团组织的建立，优化参与者的活动体验来提高健康水

平；有利于缩小中老年人体育健身的差距。

学者从体育文化、体育产业、体育功能及体育服务

等多维度对体养融合的特征进行了阐释，认为要满足体

养融合的多样化特点，还需要激发体养融合发展的创新

性，促进体养融合高质量发展。

4  体养融合的实现路径
体养融合是新时代人民对美好健康生活的需求，是

相关部门和行业应对同行或跨行竞争与合作的必然选择。

学者们认为，体养融合需要通过深化结构改革、完善服

务体系、整合体制观念市场资源，强化健康意识、做好

产业融合发展布局等路径来实现。

4.1  深化结构性改革

冯珺等［9］认为，体养融合应积极发挥政策作用，

围绕体养融合发展模式，深化供需结构改革，规范

行业指导标准，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双驾

齐驱”。黎文普［8］、马宏斌［13］等认为，在宏观层

面上，相关部门与机构要完善体育文化养老服务体

系，大力推动体育文化养老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体育文化养老覆盖面与适用性。叶宋忠等［11］与

之有类似的观点。

4.2  完善服务体系

韩松等［6］认为，体养融合的可持续性发展离不开复

合型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体养融合不是简

单的两种资源融合，而是融合后的新兴行业，需要整合

有限资源，开展优质的体育养老服务，融入现代信息技

术运用，培养掌握复合性知识与技能的人才队伍。舒刚

民［20］、戴志鹏［22］、王季［23］、戴志鹏等［25］等均有类

似观点提出。

4.3  整合观念、市场与资源

汪毅等［19］认为，在健康老龄化背景下，体养融合

应将原有的“医养结合”“体护融合”从观念、市场、

资源上进行整合，引入现代运动与医疗技术作为支撑，

创新“体医养”多元并存的复合型健康养老模式。叶宋

忠［17］认为，体养融合需要由政府主导的体制观念整合

来引领市场融合，用好体养融合公共治理工具，营造融

合环境，推动融合发展。

4.4  强化居民健康意识

马思远等［26］认为，体养融合的实践路径必须做到：

进一步推进体育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老年体育社团体与

组织建立，激发体养融合社会组织活力，强化与巩固居

民健康意识，优化老年体育活动参与体验，增强体育基

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和效果；推进体育文化环境以及医疗

与养老服务保障的协同支撑；提高居民经济收入水平，

增加居民使用医疗服务的可行力，加大对健康生活方式

的宣传力度，强化居民的健康意识，完善医疗服务与社

会保障体系。刘军林等［24］还认为，体养融合需要强化

老年人体育健身价值观念，优化老年体育锻炼指导；加

快体育设施建设进程，完善老年体育公共服务通道，以

期提高老年人体育锻炼需求。

4.5  做好产业布局

叶宋忠等［11］认为，体育融合发展路径在于：发挥

政府对体养融合产业的规制作用，对体养融合产业综合

发展水平与布局进行强化升级，提升体养融合发展的成

效，加强体养融合市场培育功能，优化体养融合产业的

发展策略等。同时，叶宋忠［18］还认为，体养融合应打

造国家体养融合示范基地，促进体养融合向集团化发展，

完善体养融合市场机制，营造体养融合市场化环境，创

新经营模式和战略布局，真正地将体育融入到养老事业

的体系中。

此外，戴志鹏［16］提出，体养融合的实现路径是：

转变传统的服务模式，促进以“大健康”为重点的体养

融合的消费观念；夯实政管企办的“大社会”体养格局，

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力量做大市场规模；推进现代技术

的“大数据”在体养融合的应用，提高体育养老服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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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5，35（16）：4656-4657．

［24］刘军林．发展准老年人休闲运动的作用与策略研

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6（3）：12-15+45．

［25］戴志鹏，马卫平．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人

体育的发展动向研究——基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的

思考［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31（1）：18-23．

［26］马思远．国家战略决策下全民健身与健康养老融

合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0，43（9）：1-9．

质和效率。韩松［7］等认为，营造体育与养老消费的良好

环境，促进体育消费市场多元化；改革养老金融体系，

扩充老年体育服务融资来源，提升多元化体养融合的

产业链水平，满足体育产品服务不同老龄群体的需求；

普及老龄政策法规，宣传养老美德，提高对科学养老

认识，正确把握老龄化发展方向等对推动体养融合发

展至关重要。

综上可知，学者主要从顶层设计、人才培养、产业

布局、创新发展、健康意识等方面提出体养融合的实现

路径，但当前对体养融合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基础为重点，

对于体养融合的实践效果、评价体系、融合程度以及包

含体育和养老在内的多领域融合等方面的研究颇为稀少，

研究成果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多维度体养融合的理论

研究和体养融合效果评价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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