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基金：湖北休闲体育发展研究中心2022年度开放基金课题（2022A013）。

作者简介：王曦（1987-），女，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V o l . 3  N o . 2

J u n . 2 0 2 3

休闲运动与健康

Leisure Sports and Health

第 3 卷第 2 期

2 0 2 3 年 6 月

协同视域下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体系构建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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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实地考察、逻辑分析等方法，以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现状为

基础，深入剖析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构建的主要内容，进而提出完善湖北省农村公

共体育服务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研究认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

三大体系九小要素，即运行体系、内容体系、保障体系三大体系和场地设施、组织管

理、经费保障、政策法规、信息宣传、技术指导、活动赛事、体质监测、监督评估九

小要素。基于此，针对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三大体系结合协同治理理念提出：

协同引擎，追求公众价值的有效平衡；协同主体，实现多元主体的整合联动；协同保

障，激活全部过程的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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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Building a Governance System for 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Hubei Province from a Collaborative Perspective

WANG Xi，LI Ming-rui
( Common Courses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Wuhan college, Wuhan 4300200, China )

Abstract: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og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system in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system, and proposes path choices for improving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Hubei Provinc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system includes three major systems and nine minor elements, namely the operational 

system, content system, and guarantee system, as well as the venue facilities,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funding 

guarantee, policy and regulations, information promotion, technical guidance,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physical 

fitness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Based on this,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ncept is proposed 

for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of 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Hubei Province: a collaborative engine that pursues 

effective balance of public value; Collaborative entities, achieving the integration and linkage of multiple entities; 

Collaborative support and effective supervision of the entire process ac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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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需求。

3  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构建的主
要内容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满足

人民群众体育需求及保障其体育权益以实现体育公共服

务供需均衡的要素集合。政府作为公共体育服务的主要

供给主体，为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建设提供了诸多内容

要求。在 2021 年颁布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

中明确提出要“构建体制机制更灵活、要素支撑更强大、

资源分布更均衡、健身设施更便捷、赛事活动更丰富、

体育组织更健全、健身指导更科学、群众参与更广泛的

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体系［4］。”“落实国民体质监测、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制度［5］。” 

“完善体育市场监管体制，细化监管举措，不断完善公

共体育设施、体育赛事活动、运动技能培训、体育中介

服务等重点领域的监管制度体系［6］”，再结合湖北省

农村体育开展的需要及体育自身的特点，将湖北省农村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场地设施、组织管

理、经费保障、政策法规、信息宣传、技术指导、活动

赛事、体质监测、监督评估九个要素。各要素既有物态

服务，如场地设施，也有非物态服务，如技术指导，在

完善其自身整体建设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各要素之间的联

系。其中，组织管理和政策法规构成了湖北省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的运行体系，组织管理是各要素协调发展的中

间环节，是各要素正常工作的运转中心，其发展水平影

响其他要素的实施效果；政策法规是国家需要的文本呈

现，为其他要素的确立提供政策上的依据。场地设施、

经费保障和监督评估构成了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保障体

系，场地设施是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提供的最基础内容，

具有可量化的特点，能直接反映出其实现程度水平，也

是其它要素实施开展的物质载体；经费保障是一切环节

有效开展的强力支撑，保障着农村体育建设工程顺利进

行；监督评估是确保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重要环节。

信息宣传、技术指导、活动赛事、体质监测构成了农村

公共体育服务的内容体系，信息宣传起到联结功效，是

各主体沟通的渠道，保证服务需求群体获知内容，为农

村居民提供体育信息及咨询服务；技术指导是农村居民

感知体育服务的主要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居民参与

体育服务的意愿；赛事活动是体育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

内容，是农村公共体育发展现状的直观呈现方式；体质

检测事关农村居民健康情况，提高农村居民身体素质是

发展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主要目的。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相关政策重点强调要改善城

乡发展不平衡，全面推动全民健身热潮，因地制宜开展

体育健身公共设施建设，并提出“共建共享、全面健康”

的战略主题，要加快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共治格

局［1］，即包括体育服务在内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由各

级人民政府作为供给主体加大乡村体育社会建设，促进

农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和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然

而，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而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

系却处在初期阶段，明显地表现出人民群众对体育需求

的不断增长和体育资源配置之间不均衡、不充分的不适

性。人民群众对公共体育需求的不断提高并朝着复杂化

的趋势发展，可在现阶段政府相关部门无法有较妥善的

办法去解决该项问题的存在。体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国家经济

战略的发展层面还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具体实践上，都凸

显着体育治理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在此背景下，

协同治理强调将社会发展视为一个复杂度里的系统，认

为序参量将支配子系统的行为状态［3］，其多元主体、

目标一致的特征为湖北省农村体育公共服务治理提供了

思路。

2  概念界定
2.1  协同治理

协同治理是一种多元化的公共管理方式，现已成为

公共服务领域的热点内容。它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

多元利益相关者通过协同合作，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

理和决策，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价值的创造。

协同治理的核心在于通过多元主体的协作，实现资源的

最优配置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

系的构建过程中，协同治理可以促进政府、社会组织和

农民群众等多元主体所组成的复杂系统在各主体之间相

互合作与协调，并在各自的角色、职能和位置中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提高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整体

效能。

2.2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是指在农村地区，由政府和其

他组织为农村居民提供的各种体育活动和体育设施的

服务以满足农民的体育需求，促进农村居民身体健康，

增强农村社区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而提供的公共产品

和服务的总和。这些产品和服务包括体育设施、体育

活动、体育指导和培训等。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

主体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这些主体通过不

同的方式提供相应的服务，以满足农村群众的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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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4  协同治理视域下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
务体系构建
体育公共服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供给需要政

府、社会组织和村民个体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呈现多元化

趋势，望通过调动协调各方力量达到“善治”的目标，而

各主体能提供的资源种类及规模各不相同，如政府作为农

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主体具有明显的权威优势，可以控

制政治政策和经济风险，但存在效率低的问题；社会组织

注重组织主导、居民融入以形成互动良局，可以动用社会

资源缩减政府职能，更好地传递信息，提供专业人才，完

成与市场的良性合作；村民个体作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

需求受体，参与公共决策可以提高决策的合理性，确保其

向科学化民主化推进。多方主体造成的利益协调不佳、职

能定位模糊等问题突出，需要协同合作、优势互补才能更

高质量、高效率地供给体育公共服务产品。

4.1  协同引擎：追求公众价值的有效平衡

协同需先明确不同主体的价值追求，再寻求公共价

值层面的统一和合作。在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中，

利益价值协调不佳是服务供给出现的主要问题，在推动

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过程中，应注意健全利

益协调机制，追求其价值目标的有效平衡。

1）构建信息共享平台

在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组织管理应当确保各

参与方之间的信息透明公开。信息公开透明将有助于各

治理主体更准确地把握项目进度、公众的真实需求以及

在协同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实现信息透明

公开，我们可以有效降低沟通成本，防止信息不对称引

发的“灰色地带”。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各治理主体应

共同努力构建一个信息共享平台，拟整合各类体育公共

服务资源，有助于实现公共体育服务资源的优化整合，

实现信息资源的高效流动。同时，开设群众信息反馈渠道，

拓宽建议来源途径，提高群众的主体地位。通过充分吸

纳群众建议，各治理主体可以根据群众的反馈信息，及

时调整协同治理行为，进而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体育服务。

2）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利益综合调控能够有效规范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

各主体的协同行为，较大程度上杜绝“搭便车”等不良

现象的发生。在利益协调过程中，首先省政府要充分发

挥其权威性，为个治理主体建立责任清单，在相应规章

制度的指导下，明确划分任务以激励各主体积极参与；

其次在任务划分过程中，充分考虑当地农村居民对公共

体育服务的需求，社会组织的切身利益等因素，从整体

上确保各方在合作过程中能够形成良好互动。

4.2  协同主体：实现多元主体的整合联动

在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内实现低成本、高

效益的协同治理，需要各方主体整合联动，扬长避短，

形成合力并不断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协同治理的核心

在于通过多元主体的协作，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

效益的最大化。

1）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在湖北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构建中，应注重发挥政

府的主导作用，同时积极引导市场、社会等力量的参与，

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服务供给体系。通过承接政府购

买服务、自主组织体育活动等方式，提供多样化的体育

服务，制定政策法规、提供资金支持等。然而，政府的

职能定位也需要进行调整，从过去的“全能政府”“权

力政府”和“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责任

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意味着政府需要更加注重

履行其服务职能，而不仅仅是行使权力。政府需要更多

地关注公众的需求，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这样

的转变，不仅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也有利于提

升公众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2）培育社会组织辅助作用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是新型治理体系的

润滑剂、粘合剂。社会组织能够发挥自身的技术和资源

优势，补齐政府主导下的短板，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服务。

社会组织分为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对于营利性

组织，应在法律之外对其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在追求

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追求个体利益。对于非营利性

组织首先要加强自身体育素养，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能

力，做好服务，其次尽力承担政府剥离出的社会服务职能。

3）提高农村居民参与地位

在共享共建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农村居民不仅是

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需求着，也应该是提供者。首先，鼓

励农村居民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规划、实施和评价过程。

这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满意度，提升他

们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感。农村居民可以自发组织各种体育

活动，如广场舞、篮球赛等，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促进农

村社区的和谐稳定。其次，加强农村居民的体育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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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健康教育也是提高参与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开展各种

形式的体育培训和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农村居民的体育素

质和健康素养，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体育服务中

来。最后，需在共享共建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下，提高农

村居民的参与地位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村居民共同努力。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需平衡，让农

村居民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公共体育服务。

4.3  协同保障：激活全部过程的有效监管

体育公共服务的监督过程由于责任主体的多样化、

决策方式的集体性与主体关系的扁平化而显得较为复杂。

然而，一个完善的监督机制对于检验体育公共服务多元

主体供给的质量与效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

有效的监管体系，我们可以确保各个参与主体在提供体

育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能够遵循规范、高质量的运作标准，

从而最终提高公共服务的整体质量和效率。

1）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为了保障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治理的有效实施，

需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湖北省政府部门应建立完

善的监管机制，加强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治理的监

督和管理。通过设立专门的监管部门，加强对农村公共

体育服务活动的监督，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保障农村

公共体育服务的正常运行。

2）建设绩效评估机制

绩效评估机制是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协同治理的关键

环节。政府部门应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对本

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效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

同时，应加强绩效评估结果的运用，为改进服务提供参考，

促进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持续改进和发展。政府部门应

根据绩效评估的结果，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有效措施，

改进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同时，还需加强对绩效

评估结果的公开和宣传，让农村居民了解绩效评估的结

果，增强公众对公共体育服务的信任和支持。

5  结束语
在实行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和《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两个宏伟

蓝图的新时期，农村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构建在国家

制定的诸多目标实现中意义重大而深远，其地位至关重

要。协同治理可极大程度提高了湖北省体育公共服务的

质量和效率，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需失调

的问题，但也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此过程中，需协同引

擎拟追求公众价值的有效平衡，协同主体以实现多元主

体的整合联动，协同保障来激活全部过程的有效监管。

才可为本省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善治”提供合理视角，

综合提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水平，以满足农村居民日益

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缩小城乡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差

距，进而推动体育公共服务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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