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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与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新发展阶段中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行系

统梳理与问题剖析，以新基建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起点，探究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质

量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如何以新基建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质量。研究认为：

新时代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虽已初步建立，但与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仍存在较

大差距，在基础设施服务层、智慧健身指导层、体育组织建设层、品牌赛事举办层等

建设领域存在困境。据此，基于新基建视角，提出坚持贯彻“人民至上”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供给思想，以保障多层次公民基本体育权利和满足多元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需求为目标，从生产层、供给层、治理层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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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mpowerment Path of New Infrastructure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s for Nation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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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China’s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national fitnes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Starting 

from the empowerment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new infrastructure, it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public service quality for national fitness, and explores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for national fitness through new infrastructur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although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national fitness in China has been preliminarily established in the new era,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ga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level” and “high-quality”. There are still difficul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smart fitness guidance, sports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brand event hosting, and other areas. Based on 

th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frastructure, it is proposed to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for national fitness, with the goal of safeguarding the basic sports rights of multi-level 

citizens and meeting the diversified demand for public services for national fitnes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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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ervices for national fitness is empowered from the production, supply, and governance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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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最后是闲置资源与需求紧缺并存。学校体育场馆与

企事业单位的体育场地设施开放程度不够，群众体育健

身的需求难以满足（陈元欣，2022）［4］。

2.2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政策研究

全民健身战略自实施以来，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研

究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政策基础。但从国家层面来看，

首先部分规划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执行力不足，尤其是

在基层政府部门，普遍存在有经费支持的项目积极争取

而自行投入的项目难以推进的情况。其次在监督评估上

民主参与性不足，第三方评估不规范，支持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发展的财政资金仍然难以保障（刘红建，2022）［5］。

2.3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

通过政府委托进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调

查显示，66.01% 的城乡居民认为当前健身设施数量过

少。赛事活动及健身指导惠及率不理想，60.3% 的城乡

居民不知道有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存在，我国城乡居民对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总体状况持基本满意以上的态度为

62.8%，进一步完善国民体质监测，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

务水平是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满意度所要突破的重点

（郑家鲲，2021）［6］。

2.4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文化研究

“十三五”时期，国家高度重视弘扬全民健身文化，

但整体而言全民健身社会文化的氛围还未充分形成。首

先是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缺失问题，受“应试教育”的长

期影响，学校体育仍然是整个教育工作的薄弱环节（陆

东东，2021）［7］。其次是群众健身理念还需引领，目前

参与锻炼的主要群体仍为老年人和妇女，中青年群体健

身理念薄弱，行动力不足（刘国永，2018）［8］。最后是

不良生活习惯有增无减，较长时间的单一姿态，诸多慢

性病呈现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邱希，2021）［9］。

2.5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多元治理格局研究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需要政府、

社会和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当前仍存在一些突

出问题。首先是在政府协同工作的落实上，全民健身领

导协调机制相继建立，但部门联合机制未得到有效解决

（郭维刚，2021）。其次在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上，内

卷化严重，成熟度较低（韩慧，2019；裴立新，2019；

王春顺，2019）。再次是市场活力未充分激活，市场主

体的参与意愿未得到有效激发。最后是全民健身主体的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

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为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改革

指明了前进方向。二十大体育强国精神贯彻新发展理念

成为国家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建立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深学细悟二十大体育

强国精神促进全民健身工作提质增量是响应这场变革的

重要举措。2018 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并指出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新基建是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新基建通过新发

展理念的引领、技术创新的驱动以及信息网络的基础，

响应高质量发展需求，提供数字、智能、融合中对应的

转型、升级与创新等服务基础体系。因此，研究结合新

基建赋能中国经济建设、社会治理、文化融合等高质量

发展的变革特征与转型路向，并以此视角探讨我国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发展的现实表征及其问题，分析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可依托新基建资源及其赋能路径，

为后续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现代化体系建设与完善提供一

个新视角。

2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现状
为充分了解当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研究现状，研究

采用了 CiteSpace5.7 软件，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为主

题，在中国知网 2018 年 1 月—2023 年 4 月时间表内检索

核心文献共 78 篇，并通过该软件对所选文献的数据进行

可视化分析。从文献发表数量来看，2018 年发表 18 篇，

2019年发表13篇，2020年发表10篇，2021年发表11篇，

2022 年发表 21 篇，2023 年截至 4 月已有 5 篇。从研究

趋势来看，发表的核心文献呈现继续上升趋势，研究热

点主要集中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需、政策、满意度、

文化与治理等方面。

2.1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需研究

在研究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需上，首先是发展不平

衡的问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所涉及的场地设施、资金

投入、人力资源等在城乡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大差距（卢

文云，2022；马德浩，2019）。其次是可持续性运营上

乏力（李冬梅，2022）［3］。多数体育场地设施、健身团

体与指导平台缺乏管理，难以持续地发挥应有的服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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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机制尚不健全。社会和市场主体在全民健身领

域有了更大的参与空间，但主体增多、类型多元给政府

部门增加了难度，留下了隐患。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成果对本课题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参考和指导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研究空白。从

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发展主要围

绕着全民健身“六个身边工程”，较少从新角度研究

全民健身持续健康发展。从研究动态来看，从“十四五”

时期建设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作为构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研究基于新基建赋能的视角，剖析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高质量构建的理论逻辑以及可能面临的现实

挑战，从多元主体层面提出优化治理路径，以期为全

民健身战略落实提供新的借鉴启示和创新角度，因此

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3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
境与阻滞挑战
新时代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但

仍有待完善，距离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尚存在一定差距。

针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存在的质量水平不高、发展不平

衡、结构不合理等短板问题，结合新发展理念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思路，对标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建设落实

以及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研究认为尚存

在以下制约全民健身功能发挥的突出问题。

3.1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当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有效供给不足、

供需错位与群众不断增长的健身需求形成了严重的供需

矛盾， “抢地盘”“音响对轰”“噪声扰民”“老年人

霸占球场”等事件频发，如何精准识别群众的健身需求

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传统的“指令式”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难以满足人民健康需求的快速转变，

特别是供需错位的问题严重影响着群众的健身获得感。

其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维修与管理存在问题，

社区公园、健身广场和健身路径中的场地设施年久失修、

缺少管理。例如篮球架铁皮锈迹斑斑，健身栏架摇摇欲坠，

这些现象比比皆是。更有“健身设施好晒被子”的言论，

这无疑是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工作的讽刺［11］。

3.2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智慧健身

群众健身指导需要的是科学可靠、安全健康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指导，智慧健身指导服务是解决群众科学

健身的关键。社会体育指导员对促进“全民健身”事业

的发展及“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12］。

首先，公共体育智慧指导的方法陈旧。从社区健身指导

调查结果来看，在接受过指导的 2042 名受访者中，接受

指导的比例仅占 5.28%［13］，这表明目前我国社会体育

指导员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其次，社会体育指导员职

业岗位缺乏。我国 90% 以上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都是以公

益性志愿者的形式存在［14］，正式全职岗位不足，稳定

就业岗位的严重缺乏成为阻碍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发展

的制约因素。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培训，体育指导员

指导水平参差不齐，也尚未形成有效的约束监管和保障

机制。

3.3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育组织

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建设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多元

主体参与的过程。首先，当前强调体育社会组织的政社

分离，表明体育行政机关认识到行政管理在体育社会组

织培育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如政府专业能力有限、体育

总会职能虚化为各类体育社会组织提供政策普及、业务

培训等专业服务较少等。其次，体育社会组织缺乏必要

的立法保障来获取体育资源。体育资源是体育社会组织

为群众提供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基础，若无法得到立法

保障，体育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将会受到阻碍。最后，

政府购买体育服务缺乏有效的监督。培育体育社会组织

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政府购买体育社会组织的服务。但政

府购买体育服务可能存在偏向性，被政府购买服务的体

育社会组织被特定化，同时政府根据发展规划和需要

进行指定类型的体育服务不利于体育社会组织的多元化

发展。

3.4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品牌赛事

大型体育赛事可以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关注度［15］，

但在全国各地积极举办全民健身赛事的同时，也出现了办

赛“千篇一律”以及群众“参赛体验差”的问题。当前，

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形式、内容和规模均不同程度地受到

疫情影响，但公共赛事举办面临多重困境的制约，例如，

政府定位不明确导致赛事供需矛盾凸显。由于全民健身赛

事缺乏品牌建设，赛事运营效果不佳。虽然群众赛事的办

赛积极性高涨，但体育赛事制度内容缺乏创新，多数城市

采用跟风办赛，未能打造自主品牌。同时在赛事运营上，

出现众多的“缺位”现象，导致群众赛事不能与时俱进，

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不能及时有效解决赛事运营过程中的

风险，从而导致群众体育赛事运营效果不佳。最后，因由

于网络宣传方式单一，群众参与积极性较差。

4  新基建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赋能路径
健康中国、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等系列战略推动下，

当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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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的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研究认为

新基建作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的基础保障，将从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生产、供给及治理三个层面赋能实现高

质量发展（见图 1）。

基础设施

智慧健身

体育组织

品牌赛事

新基建赋能

服务生产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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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基建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路径

4.1  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生产层赋能

“十四五”规划提出，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推动

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化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

与价值链高端延伸。新基建正向大数据、人工智能、信

息网络以及 5G 产业落地转型，加强协调合作以及优化制

度供给是高效推进新基建优化发展的路径。从新基建与

其他行业融合发展的规律来看，一是做好大数据及人工

智能等现代化要素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生产要素的深度

融合。如全民健身基础设施服务上，利用新基建的服务

功能辅助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供给，促进基本

的场地设施服务满足居民多样化的健身需求；在智慧健

身指导上，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人体动作模拟和人体姿态

识别，监测动作的发力和科学性，可以辅助甚至替代人

们实现多种功能，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生产内容的丰

富和产品品质的提升。二是支持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生

产上，渐进式探索体育组织建设和品牌赛事等领域创新，

通过不断加入新基建元素融合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内容生

产与产品生成，促进全民健身体育组织转型升级，打造

系列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满足人民群众对健身竞赛的体

验需求［16］。

4.2  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层赋能

高质量服务生产决定了服务供给质量，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生产推动了服务供给提质增量。首先，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供给内容和产品多元化。新基建在技术革新和

产业变革的过程中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生产内容不断

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服务等保障内容和品

质得到提升。其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新

基建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活动平等科学，不仅辐

射到更多的城乡区域，还能让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的

辐射范围更广、力度更强。再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

给精细化。新基建能够通过 AI 智慧健身指导进一步分析

群众对于健身的特色需求，帮助政府准确辨别需求的真

伪，例如，通过大数据绘制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知识图

谱，准确提取、凝练与辨别群众的实际体育需求，有效

避免需求信息采集过程中的各种错误、遗漏和重复。最

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便捷化。夯实新基建有利于

将全民健身赛事服务内容和产品及时、准确、高效递送

给人民群众，让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和关注自己喜欢的全

民健身赛事活动，有效推动居民参与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输送机制的便利化和正规化。

4.3  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层赋能

首先，建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依托新基

建全面收集社区居民的体育健康需求大数据，各相关服

务部门针对各自情况编制相应服务承诺标准，保证政府

管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生产和供给有据可依。其次，搭

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支撑平台。政府选择智慧社区体育

综合体的创新发展之路，通过新基建搭建智慧健身社区

一站式信息网络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无缝隙的整体健

身指导服务，以全域全过程控制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效率提高。再者，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机制。

通过数据支撑从内外两个维度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进行绩效评价和政策规划，并建立相应的社会体育指导

员服务考评制度，以制度化的方式进行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的市场化治理。例如，培育发展网络体育社会组

织开展线上服务供给，搭建网络智能化平台引导公众进

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评价等手段，将进一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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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未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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