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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体育

——体育强国视角下的未来推演

胡霞飞，向庆龄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残疾人作为社会生活中的特殊群体，残疾人体育事业是实现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战略

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残疾人体育活动也是残疾人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

之一。通过研究发现，目前残疾人体育发展仍存在群众化、生活化水平低下，残疾人

体育人口比例低，地域分布不均衡，社会关注度较低，残疾人体育参与的教练员、指

导员、志愿者等培训体系尚不健全等问题。为推动残疾人体育全面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建立健全残疾人体育产业结构，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构建科学合理的训练体系和公平

竞争的选拔通道，建立我国特色残疾人竞赛体系，推进职业化发展；加强残疾人思想

文化教育，促进残疾人体育活动开展，落实特殊人群全民健身战略。同时在 2022 年北

京冬残奥会的推动之下，残疾人体育在竞技体育、体育教育及体育医疗方面仍具有较

大的研究空间，未来可做更深入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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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bled Sports
—The Future Deduc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Power

HU Xia-fei，XIANG Qing-l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As a special group in social life, the disabled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rategic goal of national fitness 

and sports power. Carrying out sports activities for the disabled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for the disabled 

to fully participate in social life. It is found that the disabled still hav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such 

as low living standard, low proportion of sports population, unbalanced regional distribution, low social attention, 

and imperfect training systems of coaches, trainers and volunteers for the disabled.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for the disable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ports 

industry structure,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market subjects, build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raining system and fair 

competition selection channel, establish the competition system for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education of the disabled, promote the disabled sports activities, 

and implement the national fitness strategy for special groups.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promotion of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sports for the disabled still has a large research space in competitive sports, sports 

education and sports medical care, and can be further explor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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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绩，2018 年平昌冬残奥会上我国获得冬季残奥会首

金，2022 年冬季残奥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

取得 18 金 20 银 23 铜共 61 枚奖牌的成绩，首次位列冬

残奥会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实现历史性跨越。

表 1  我国夏季残奥会奖牌数一览表

残奥会名称及时间
金牌 
个数

银牌 
个数

铜牌 
个数

奖牌 
总数

1984 年纽约残奥会 2 13 9 24

1988 年汉城残奥会 17 17 10 44

1992 年巴塞罗那残奥会 11 7 7 25

1996 年亚特兰大残奥会 16 13 10 39

2000 年悉尼残奥会 34 22 17 73

2004 年雅典残奥会 63 45 32 141

2008 年北京残奥会 89 70 52 211

2012 年伦敦残奥会 95 71 65 231

2016 年里约热内卢残奥会 107 81 51 239

1.3  理论支持，残疾人体育科研成果增加

通过中国知网，以“残疾人体育”为关键字分别对

期刊、核心期刊、博硕士论文、会议进行检索，选取

2008 年到 2021 年的发文数量，用 Excel 绘制曲线图（见

图 1）。2008 年、2012 年与 2022 年分别举行了北京残奥

会、伦敦残奥会和北京冬残奥会，2008 年关于残疾人体

育的发文量达到最高值，有 111 篇期刊其中包含了 35 篇

核心期刊，硕博论文发文在 2012 年达到一个峰值，有 34

篇学位论文发表，可见残奥会的举办可以极大促进残疾

人体育相关科研。2014 年 46 号文件出台，作为体育领

域第一个有国家层面出台的文件，将体育产业列为国民

经济新的增长点，是体育领域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文件，

2014 年关于残疾人体育的期刊有 57 篇，其中 35 篇为核

心期刊。2015 年关于残疾人的研究再次达到一个高峰值，

85 篇期刊包括了 21 篇核心期刊，博硕士论文 15 篇，可

见国家重大文件的出台对相关领域的科研成果有指导性

意义，极大提高相关领域的研究。同时由博硕士论文曲

线图可看出，对于残疾人体育的研究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高校体育课程开展和残疾人体育教育的比重增加。2018

年平昌冬残奥会结束，我国获得首金，2019 年《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出台，在文件中明确了要全力提高残疾人

竞技体育水平，2019 年关于残疾人体育的相关研究期刊

达到 29 篇，其中核心期刊 5 篇，博硕士论文 33 篇，学

位论文成果丰富。同时原定于 2020 年举办的奥运会因疫

情原因推迟至 2022 年举办，随着奥运会、夏残奥会和冬

残奥会的举办，预测 2022 年关于残疾人体育的相关研究

将再次达到一个高峰。

残疾人是社会生活中的特殊群体，残疾人事业是我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残疾人体育是我

国全民健身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据中国残联 2021 年残

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我国残

疾人数约达 8502 万人，约占中国总人数的 6%，目前全

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达 881.6 万人。在《“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实施和一系列政策法规支持的大背

景下，残疾人体育的改革与发展变得十分迫切，关注残

疾人体育事业是实现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重

要组成部分。

1  研究背景
残疾人体育竞技最早起源于英国，1960 年在意大利

罗马举办了第一届残疾人奥运会，1976 年开始冬季残奥

会进入世界舞台，无论从参赛国家、地区还是参赛人数，

均呈上升趋势。我国于 1984 年首次参加残奥会，此后残

疾人体育和残奥会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2022 年冬季残

奥会在我国北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取得 18 金 20

银 23 铜共 61 枚奖牌的成绩，历史上首次位列冬残奥会

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实现历史性跨越。

1.1  政策支持，为残疾人体育提供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保障法》《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法律规定要

鼓励、帮助残疾人积极参加体育娱乐活动，满足残疾人精

神文化需求。2002年为了筹备北京奥运会，中共中央颁布

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

作的意见》，提到要将奥运会、残奥会办成最出色的一届

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在

庆功宴上提出“体育强国”目标，残疾人体育得到进一步

发展和重视。2019年《全民健身建设纲要》中强调要提高

竞技水平，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残奥会和2022年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保障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发展。2021

年国务院公布《“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提

出健全残疾人健康服务体系，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文

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质量，推动残疾人体育全面发展。

1.2  数据支持，残疾人竞技体育水平不断提高 

1960 年第一届夏季残奥会在意大利举办。1984 年我

国首次组团参加第七届纽约残奥会，并获得 2 金 13 银 9

铜共 24 枚奖牌，此后我国残疾人奥运会中金牌总数和奖

牌数也是呈总体上升趋势，尤其到 2000 年后，奖牌数迅

猛增加，2004 年悉尼第十二届残奥会到 2012 年伦敦第

十五届残奥会蝉联三届冠军，详情见表 1。

冬残奥会始于 1976 年。2002 年我国第一次派出 4 名

运动员参加美国盐城湖冬残奥会并取得一个项目第 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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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残疾人体育发文类别比较时间分布（2008—2021）

3  我国残疾人体育现状
3.1  残疾人体育产业任重道远

体育强国战略是我残疾人体育发展的重要契机，目

前我国残疾人体育发展到一个攻坚时期。这一战略的提

出，让体育在我国国民生活、教育等方面的比重越来越大。

自 2008 年“体育强国”战略目标提出后，由中国残联、

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发起的全民健身残疾人工程组宣布正

式启动，根据相关的政策规定，按照年度、季度对残疾

人专用体育健身器材进行采购，然后捐献给各个残疾人

训练基地、残疾人学校、残疾人托养机构、残疾人健康

康复中心等。2011 年，我国为了推广和普及残疾人健身

运动方式，持续推出了残疾人自强体育健身工程，这一

工程加快了残疾人体质健康标准的顺利实施，这一工程

的顺利推进，为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019 年 40 号文件出台后，全国范围积极推广残疾人自

强健身工程、助残工程，大力兴建残疾人体育场地设施，

对提升残疾人生活水平、健康水平有极大作用。体育强

国战略为体育事业带来了更加多元化服务，包括基础设

施和资金支持，在残疾人体育教师、指导员、志愿者等

人力资源投入方面大力推广，为残疾人体育事业提供广

大人才保障。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残疾人体育事业上投入了约

10 亿美元，32 个国家级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投入建设

使用，残疾人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分布增加。自 2014 年

46 号文件出台以来中国残奥委员会决定征集伙伴，称

之为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极大推动了体育产业的

发展。此后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提到残疾人体育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是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的重

要途径，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不仅有益于残疾人身心

健康发展，同时拓展了他们的生活领域，让他们参与到

社会互动之中，提升了他们的社会人际关系。在体育强

国背景下对我国残疾人体育发展现状进行研究，从而推

演我国残疾人体育的未来发展趋势，以便更好地规划残

疾人体育，促进我国残疾人体育产业、残疾人体育竞技

水平和残疾人体育群众化、普及化的发展，为体育强国

战略目标的完成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理论支持。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体育强国背景下，对我国残疾人体育的发展现状

和问题、残疾人体育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

2.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以“残疾人体育”为关键字检索相关期刊、博硕士

论文，选取其中几篇文献阅读，结合《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内容进行梳理与归纳。

2）逻辑分析法

在知网检索相关文件，通过整理 2008 年到 2021 年

间关于残疾人体育的相关文献发表数量和相关主题分布，

分析我国残疾人体育发展的现状，结合体育强国政策，

预测残疾人体育未来发展和科研主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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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产业的建设，2007 年出台的《残疾预防和残疾

人康复条例》中首次以法规的形式明确体育活动在残

疾人预防和康复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将残疾人体育和

医疗事业结合起来。

虽然国家高度重视，但是市场主体活力仍然不

足，缺乏自主性和创新性。我国残疾人竞技体育器

材主要依靠进口，残疾人专用体育器材设施设备等

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残

疾人体育消费水平低下，商业化水平低，GDP 贡献

率低。在体育强国战略目标之下我国残疾人体育来

到发展的攻坚时期。

3.2  残疾人竞技水平成绩优异，举世共睹

我国残疾人运动员自参加第七届夏残奥会以来，成

绩有目共睹，尤其 2004 年雅典残奥会之后，竞技水平在

全球范围内位于前列。除夏季、冬季残奥会之外，我国

于 1984 年举办第一届全国残运会，目前中国残疾人体育

运动管理中心每年都有主办或承办的赛事，包括全国残

运会、特奥会，ITTF 残疾人乒乓球公开赛，全国残疾人

举重锦标赛，全国残疾人田径、游泳锦标赛，全国残疾

人排舞公开赛等赛事。继续实施残疾人“康复体育关爱

工程”和“自强健身工程”，第九届“残疾人自强健身周”

和第四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活动列入国家体育

总局全民健身示范活动。

2018 年全年共举办了 38 项全国残疾人体育赛事，

一共有 5000 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比赛。共参加了 30

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比赛，全年共获得了 302 金 161

银 116 铜佳绩。我国残疾人体育在夏季运动项目上呈

现出顶尖竞技水平，但在冬季运动项目上略显短板，

我国共参加过 5 届冬残奥会，直到 18 年平昌冬残奥会

上夺取首枚金牌，2019 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出全

力备战冬残奥会，需要大力发展我国冬季项目短板，

使残疾人体育在冬夏季运动项目中均衡发展，男女运

动员均衡分布。2022 年 3 月，北京冬残奥会圆满举办，

中国代表团取得 18 金 20 银 23 铜共 61 枚奖牌，历史

上首次位列冬残奥会金牌榜和奖牌榜的双榜首，实现

了历史性跨越。

3.3  残疾人体育处于全民健身边缘状态

尽管我国在残疾人体育事业和残疾人竞技运动水平

上已有重大突破，但目前残疾人体育群众化、生活化水

平低下，残疾人运动员人口比例低，地域上也分布不均

衡，社会对残疾人体育关注度虽有所提高但观念仍需转

变，我国参与残疾人体育的教练员、指练员、志愿者等

培训体系尚不健全。主要是三方面因素：一是，我国残

疾人文化素质水平低下，残疾人教育落后，对于体育参

与和健康的认知不足，思想上阻碍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

二是，关于残疾人体育参与的相关场地设施缺乏，无障

碍化水平低，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受到场地条件限制；

三是，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的相关保障体系不足，尤其

是体育参与补贴不足，当前我国普通残疾人收入水平大

多无法支付除生活医疗开销外的其他支出，需要依靠政

府或慈善机构的补助。

4  我国残疾人体育发展的对策
根据残疾人体育在我国发展的现状，结合《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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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件给残疾人体育在我

国发展提出对策。

4.1  建立健全残疾人体育产业结构，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

完善残疾人体育产业链条，融合残疾人竞技体育

科技，自主研发创新型残疾人体育器械设备，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机等高科技与残疾人

体育的深度融合发展，健全成熟的商业模式，打造一

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残疾人体育产品。同时完善残疾

人体育教师、指导员、志愿者培训体系，鼓励残疾人

体育培训、策划、咨询、康复等企业的发展，激发市

场主体的活力，激发残疾人体育需求，促进残疾人体

育消费水平，拓展残疾人体育 +、残疾人体育小镇等

新兴业态。

4.2  构建科学合理的训练体系和公平竞争的选拔通

道，建立我国特色残疾人竞赛体系，推进职业

化发展

加强优秀残疾人运动队训练团队建设，根据残疾

人竞技体育现状制定相应的科学性训练体系。加大对

训练基地科研、医疗、文化教育的支持，实现跨学科、

跨地域多方面合作训练。推进竞赛体制改革，建立适

应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符合竞技体育发展规律、接轨

国际的残疾人体育竞赛制度，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各种

形式的残疾人体育系列赛、分站赛等赛事。鼓励具备

条件的运动项目走职业化道路，建立职业俱乐部，通

过公平公正的方式选拔运动员，让每一位残疾人运动

员都能够有同样的机会参与到体育竞赛之中，积极推

进冬季项目的训练，提升我国残疾人体育冰雪项目地

位，普及冬残奥知识。

4.3  加强残疾人思想文化教育，促进残疾人体育活

动开展，落实特殊人群全民健身战略

加强残疾人学校或社会慈善机构教育，让更多残疾

人意识到体育活动对健康的重要性，制定残疾人体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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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干预计划。鼓励社会各种力量加强对残疾人体育参与

的补助和场馆设施的建设与投入，推动残疾人体育向生

活化、普及化发展，扩展残疾人康复体育和残疾人健身

体育的参与人群。

5  体育强国视角下我国残疾人体育的未来
发展趋势

5.1  残疾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体育强国战略支持下，残疾人体育参与人数大大

提升，残疾人体育消费水平提升，增加值GDP贡献率增长，

残疾人体育产业将得到高质量发展，满足残疾人日益增

长的体育文化需求，相关残疾人体育器械设备自主化、

创新化，商业模式成熟，产业结构合理，有完善的市场

监管体系。

5.2  残疾人体育竞赛体制健全

体育强国战略指导下，我国残疾人体育竞赛水平将

会上升到另一个高度，拥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竞赛训练体

系，各种大小赛事层出不穷，竞赛成绩名列世界前茅。

尤其在冬季运动项目中竞赛成绩取得巨大进步，从短板

项目变为优势项目。

5.3  残疾人体育融入生活，普及化

在未来几年内，关于残疾人体育的场馆设施设备将

在各个城市、各个社区普及，残疾人体育实现全面无障

碍。残疾人体育社会关注度提升，人们思想观念得到改

变，残疾人由不想运动变为想运动、要运动，从被迫运

动变为主动运动，残疾人体育将会在大众体育中占据更

大比重。参与残疾人运动的指导员、教练员、志愿者人

数增加。

5.4  重视残疾人体育科研成果和国际交流

根据对知网查找残疾人体育相关主题结果的可视化

分析，在 2019 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2020 年东京

奥运会、残奥会、2022 年北京冬残奥会的推动之下，

残疾人体育在未来几年将会引起广大学者的研究，进行

多次国内的、国际的残疾人体育科学研讨活动。关于科

研方面研究前沿热点将集中在“残疾人体育组织”“残

疾人体育产业”“残疾人体育与医疗”“残疾人体育社

会支持”“残疾人体育训练方法”“残疾人体育教育”

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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