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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数理统计、实地调查等方法，对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内在

逻辑进行解构，厘清影响合理配置的现实困境，继而回答如何进行合理配置。研究认为，城乡体

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还面临供给主体单一、承接基础薄弱、供给结构失衡及协同融合不足等现实

难题，造成乡村体育发展短板明显，制约构建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为此，推动城

乡体育资源要素实现合理配置，亟需坚持城乡资源要素优势互补，推动城市优势的人才、组织、

资金、科技、设施、赛事等资源要素在乡村地区形成良性汇聚之局，亦需发挥乡村体育文化的优

势，促成城乡体育文化互哺发展之势，从而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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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the internal logic of rational allo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ports resource 

elements, clears out its realistic predicament and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allocate rationally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data,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study hold that rational allo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ports resource elements still faces the realistic problems of single supply subject, weak undertaking 

foundation, unbalanced supply structure and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which generates the obvious 

deficiencies for urban and rural sports development, and restricts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level public sports 

service system for national fitness.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adhere to the complement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 elements,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benign convergence of talents, organizations, fun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ilities, events and other resource elements with urban advantages in rural areas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ports resource elements, and which is also necessary to take advantages of 

rural sports culture, promote the mutual feeding of urban and rural sports culture for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livable, suitable,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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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艰巨 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为此，

要破除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

垒，推进更多资源要素流向乡村，在乡村地区形成良

性汇聚，以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城乡体育融合发

展，需要放置在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战略中考量，实

现城乡体育共荣之局。目前学界关于城乡体育融合发

展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与城乡体育融合互动关系

研究、城乡体育要素互补机制研究、城乡体育融合发

展路径探究等方面。对上述研究梳理发现，现有研究

鲜有涉及城乡体育融合发展中资源要素配置的具体内

容及如何进行合理配置。基于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

景下，探究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逻辑及实现路

径，对推动更多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在乡村地区形成良

性汇聚，构建更高水平的乡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逻辑 
1.1  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内容逻辑 

在城乡体育融合发展阶段，推动乡村体育实现高

质量发展，亟需推动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实现城乡互补、

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合理配置。为此，理应率先回

答何为城乡体育融合发展资源要素的配置内容？体育

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厘定城乡体育融

合发展资源要素的配置内容，既需要从城乡人才、土

地、资金、产业、信息等要素交融中汲取营养，又需

要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六边工程”中显现体育要素

的个性特征。为此，体育人才、体育组织、体育资金、

体育科技、体育设施、体育文化、体育比赛等资源要

素初步纳入城乡体育要素资源的配置内容。 

“十四五”时期，我国步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发展阶段。城乡体育要素资源配置内容的合理性，还

需要验证纳入的资源要素能否真正推动乡村体育人

才、组织、文化、产业及生态振兴。首先，实现城乡

体育人才及体育组织要素的合理配置，将有助于直接

推动乡村实现体育人才及体育组织振兴。其次，体育

人才及体育组织是振兴主体，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

育生态是振兴客体，振兴主体的目的是为振兴客体[1]。

为此，结合乡村体育人才和体育组织振兴，通过合理

配置体育资金、体育科技、体育设施、体育文化及体

育比赛等资源要素，有助于充分发挥乡村体育所蕴含

的经济、文化及生态效能，推动乡村体育实现产业振

兴、文化振兴及生态振兴(见图 1)。故体育人才、体育

组织、体育资金、体育科技、体育设施、体育文化及

体育比赛等成为城乡体育要素资源的主要配置内容。 

 

 

图 1  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要素内容 

 

1.2  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结构逻辑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促进各类要

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

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为引导城市优势体育资

源要素反哺乡村提供政策支撑。此外，推动城乡体育

要素实现合理配置，亦需发挥乡村体育文化在塑造中

华体育文化自信的优势力量，推动城乡体育文化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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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城乡体育实现共同发展。 

1)城乡体育人才要素：核心基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环境

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肯定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显现

人的主体性力量[2]。可见，人的要素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要素，而人才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禀赋性资源，更

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梳理自十八大以来的中央一

号文件关于城乡人才要素流动的政策支持轨迹发现：

城乡人才要素流动的特征，在运动空间层面实现“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农村单向流入城市”转向“推动

城市人才下乡的双向互通”；在乡村人口构成主体层面

经历“由农民单一主体”转向“城乡居民的融合主体”；

在动力驱动层面呈现“由城镇化的单轮驱动”转向“新

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发展的双轮驱动”。为

此，我国城乡人才要素的政策走向致力于推动城市优

势人才要素反哺乡村。体育人才作为城乡人才要素的

重要组成部分，亦在城市反哺乡村的体育要素中立于

核心基础地位。 

2)城乡体育资金要素：发展根本。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资本具有物的属性，属于生

产资料范畴，决定体育资金是城乡体育生产活动的必

备物质条件。在城乡体育二元发展阶段，我国城乡体

育资金要素投入的流动态势呈现“重城镇，轻乡村”

局面。当时某地 86%城市社区都有相对固定的体育经

费，而 78%行政村没有体育专项经费，彼时城乡体育

发展严重不均衡[3]。体育资金作为支撑城乡体育发展的

根本，是城市体育的优势资源要素，在城乡体育要素

资源合理配置中理应推动城市体育资金反哺乡村体育

发展。2015—2022 年我国中央本级体育用于竞技体育

的支出预算，除 2018—2020 年用于参加东京奥运会、

冬奥会及世锦赛外，整体已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而中

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却增

长势头迅猛，到 2022 年已增长至 154.9 亿元(统计结果

依据财政部公布 2015—2022 年中央财政预算资料)。

中央财政投入作为政府财政的走向，说明我国体育财

政已经开启城市反哺乡村体育的历史进程。 

3)城乡体育设施要素：重要支撑。 

体育设施作为城乡体育活动实践必备的物质基

础，直接影响着城乡体育运动良性运行，决定体育设

施已经成为城乡体育发展的重要物质支撑。2018—

2022 年全国乡村人均体育面积(0.79、1.00、1.15、1.36、

1.57 平方米)均低于全国人均体育场面积(1.86、2.08、2.20、

2.41、2.62 平方米)，说明体育设施要素是城市体育的

优势资源，亦需推动城市体育设施要素资源反哺乡村

体育。此外，2018—2022 年全国乡村人均体育面积已

呈现增长态势，说明我国城市体育设施要素已经开启

反哺乡村体育的发展进程。 

4)城乡体育组织要素：发展保障。 

体育组织是体育人才的延伸，能够凝聚体育人才

群智之功，且具备着明确的组织目标和组织章程，在

城乡体育活动开展中处于发展保障作用。十八届三中

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

速社会组织的政社分离与管办分离”，我国体育行政组

织角色开始转向扮演“管体育”之责，而体育社会组

织角色重新演绎为“办体育”之职，提升体育组织的

专业化能力。其中，2013—2018 年我国法人登记体育

社会组织规模从 2.82 万个增长至 5.37 万个，年均增幅

超过 10%[4]。但体育社会组织一直存在下乡难题，导

致城乡社会体育组织在数量及活跃程度均呈现云泥之

别。为此，体育组织作为城市具有绝对优势的体育资

源，需在城乡体育要素合理配置中加快开启城市体育

组织反哺乡村的推进进程。 

5)城乡体育科技要素：重要引擎。 

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

推动城乡分离，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城乡分离必然

成为限制社会发展的障碍。当生产力再次提升，突破

“城乡对立”发展时，城乡关系将逐渐走向城乡融合[5]。

可见，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揭示社会进步是生产

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此外，大工业的生产力发展

水平是由科学技术的推进水平所决定的，工业革命的

本质就是人类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成果的结果。以科

技革新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带来城乡社会关系面貌的

改变，推动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的建立，而“城市本身表

明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6]，决

定科技和城市形成天然契合体。在体育领域，体育科

技要素属于生产力范畴，而城乡体育关系属于生产关

系范畴，体育科技的全面及根本性变革推动城乡体育

关系由混沌转向对立分离，再逐渐步入城乡体育融合

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为此，体育科技要素作为城市先

天的优势要素资源，是推动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重要

引擎，需加快推进城市体育科技要素反哺乡村体育的

传播进程。 

6)城乡体育文化要素：发展载体。 

社会学认为文化是与自然现象所不同的人类社会

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

质的成果[7]66。乡村传承着国家、民族及地域的优秀文

化[8]。梳理自十八大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乡村传统

文化的政策支持轨迹发现：乡村传统文化的发展路径

实现由保护、开发转向传承深化；发展载体由历史村

落的实体保护和开发转向乡村文化产业及活动发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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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传承主体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社会及市场多

元主体延伸。在体育领域，乡村具备丰富的传统体育

文化资源，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之责，正

是城市体育所或缺的。乡村体育的文化优势正逐渐被

世人所认知，推动乡村体育产业、体育活动实践等逐

渐成为城乡居民品读乡土人文生态，体验自然四季更

替的运动文化休闲之旅，在城乡体育要素资源合理配

置中应与城市体育文化呈现互促之势。 

7)城乡体育比赛要素：重要抓手。 

现代体育源于城市的工业文明，体育赛事资源无

疑为城市禀赋体育资源。从农民层面，推动现代体育

赛事下乡，发挥现代体育赛事无与伦比的感染力优势，

更容易为体育赛事参与群体带来无限的成就感，让农

民享受现代体育乐趣，领悟现代体育的价值，满足当

代农民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向往，加速由传统农民向现

代农民的转化进程。如 2022 年贵州省“村 BA”带动

台盘村农民的返乡创业热潮，推动台盘村成为以篮球

为特色的乡村人才及产业振兴的发展沃土[9]。从市民层

面，推动现代体育赛事下乡，将体育赛事与乡村的山

水湖田林草沙及历史文化相结合，是满足城市居民“乡

愁”需求的重要抓手。如 2020 年泰顺县雅阳镇马头山

举办的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吸引城市专业参赛选手百余

名且 60 万人通过杭州网在线观看视频直播，“有挑战性

且有趣”成为赛事参与者的集体体验[10]。为此，在城乡

体育要素资源合理配置中以体育赛事作为重要抓手，

应持续推动城市体育赛事反哺乡村。 

 

2  我国城乡体育资源要素配置面临的困境 
为了解我国城乡体育资源要素的配置现状，2021

年 8 月—2022 年 3 月在全国进行分段抽样调查：依据

国家统计局发布《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将

总体区域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

北地区 4 个研究层域，其中东部地区选取广东、浙江、

江苏 3 省，中部地区选取安徽、河南、湖南 3 省，西

部地区选取重庆、陕西、贵州 3 省市、东北地区选取

黑龙江省。发放两类问卷，且问卷皆经过专家效度检

验及重测信度检验。其中，一类问卷面向乡村体育管

理者，发放 280 份，回收并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 235

份，有效回收率为 83.9%；另一类问卷对象为乡村居

民，发放 4 800 份，回收并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 3 595

份，有效回收率为 74.9%。 

2.1  城乡体育资源要素配置的供给主体单一 

多元化的治理组织主体才能真正推动乡村体育实

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调研发现：在乡村体育设施的供

给组织中，除“乡村社会捐赠”17.1%及“县城社会

捐赠”7.9%之外，其余皆为政府供给，说明乡村体育

设施的 大供给主体为政府，甚至在一些乡村地区形

成“垄断式”供给。此外，通过对县(区)体育部门供

给乡村体育设施种类调研发现：东部地区集中供给篮

球架、乒乓球台和一代健身路径，中部地区主要供给

篮球架、乒乓球台和单双杠，西部地区则主要为篮球

架、乒乓球台和单双杠，东北地区为篮球架、广场舞

音响和单双杠，可见不同地区政府的体育设施供给并

不存在太大差别。同样，调研县(区)体育部门向乡村

输送的 11 项体育赛事，除排球、舞蹈、足球等比赛存

在地区差别较大之外，综合性运动会，篮球、羽毛球、

网球、门球、游泳、登山或跑步等比赛均无地区间差

别。可见，政府作为乡村体育的单一供给主体，极易

形成城乡体育资源要素配置的同质化现象，很难满足

村民多元化的个性体育需求。 

乡村“体育+”新业态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产业，

极易吸引城乡体育人才、体育资金、体育科技、体育组

织等体育资源要素的聚集。调研发现：乡村“体育+”

新业态开发主体为乡镇政府的 49.9%、县级政府的

40.69%；乡村“体育+”新业态的资金来源中，政府

财政拨款的 43.0%，加上 7.2%的“政府发放债券”，

两项政府资金来源占比高达 50.2%。通过对乡村体育

管理者的进一步访谈，发现活跃在乡村“体育+”新

业态的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城投集团或者景区管委会

等。可见，当下乡村“体育+”新业态的开发亦存在

政府供给主体单一的情况，极易形成乡村体育资源开

发和环境监管的“运动员和裁判”合体的现象，导致

城乡“体育+”融合绿色发展的监管机制存在极大弊端。 

2.2  城乡体育资源要素配置的承接基础薄弱 

城乡体育要素融合承接基础薄弱 显著的特征是

乡村体育人口基础十分薄弱，很难承接体育设施、体

育比赛、体育产业等体育要素在乡村形成良性汇聚。

调研发现：在乡村居民的体育运动频次上，选择“不

固定，偶尔参加”为 38.2%。在体育运动时长上，选

择“少于 30 分钟”为 22%，再加上 20.4%“从不参加

体育运动”的，说明乡村体育人口依然不足，对承接

城市体育要素下乡存在发展短板。此外，在接受体育

培训方面，选择“从不参加体育培训”的 20.5%，加

上 20.4%“从不参加体育运动”。在体育信息获取渠道

层面，虽然乡村居民选择使用手机和电脑获取体育信

息之和为 84.9%，但是乡村人口的现实情况是老龄化

极 其 严 重 ， 50 周 岁 及 以 上 不 会 使 用 智 能 手 机 为

90.19%[11]，更何谈使用电脑网络，说明乡村居民通过

现有的体育培训及体育信息获取渠道提升乡村居民的

体育人口素养亦不理想，很难为城市体育要素下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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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力支撑。还有，在乡村居民前往县城参与体育活

动中，选择“从不参加”为 40.2%，再加上“从不参

加体育运动”的 20.4%，说明超过 60%的乡村居民还

处于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低层次水平，直接制约承接

城市体育要素下乡的实际成效。 

2.3  城乡体育资源要素配置的发展结构失衡 

在体育人才、体育组织、体育资金、体育科技、

体育设施、体育文化及体育比赛等资源要素中，体育

设施优先得到配置，而其他要素往往处于末端，极易

造成城乡体育资源要素配置的发展结构失衡，不利于

构建高水平乡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乡村体育处于优

先扶持发展地位，带动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大幅流入乡

村地区。据 2018—2022 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

显示：2018 年全国村委会体育场地总面积为 4.31 亿平

方米，到 2022 年增长到 7.71 亿平方米。可见，乡村

体育场地总面积持续增长，体育设施资源要素的配置

力度极大。但体育人才、体育组织、体育指导、体育

资金、体育文化挖掘和保护等还存在极大欠缺：“外聘

体育专家指导编制‘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和“乡

村体育工作征求本地在外体育专业人才意见”，选择

“没有”的分别高达 87.69%及 62.2%；县(区)体育部

门指导的体育培训下乡次数，选择“1~3 次/年”的

22.6%，“0 次/年”为 18.3%；乡村新文明实践站体育

志愿服务，选择“没有开展”高达 54.2%，“不知道”

的 34.4%；乡村体育比赛的县城资金来源，选择“没

有”4.9%，但选择“不知道”的 37.0%及“其他”的

9.6%；县(区)体育部门指导的体育文化工作，选择“没

有开展体育文化宣传”的 16.6%，选择“没有开展乡

村传统体育文化挖掘和保护”的 17.4%。 

2.4  城乡体育要素配置的协同融合欠缺 

在城乡体育资源要素的内部，作为客体的体育资

金、体育设施、体育文化、体育科技、体育比赛等资

源要素极易产生协同融合发展。诸如 2022 年贵州省

“村 BA”篮球赛事采用线上网络传播，甚至使用无人

机进行拍摄，实现体育比赛和体育科技要素协同融合，

亦丰富体育文化要素传播的渠道。但通过调研：乡村

居民关于城乡体育健身电子地图建设，选择“不知道”

高达 54.1%，“没有”的 20.4%，“有，查询不方便”的

12.7%；县(区)体育部门向乡村供给体育设施类别主要

为篮球架 67.7%、乒乓球桌 58.7%及单双杠 45.1%，而

诸如二代健身路径、智能健身仓等科技赋能的智能体

育设施分别仅占 19.1%、7.2%。可见，城乡体育设施

与体育科技的协同融合还存在极大欠缺。 

在城乡体育资源要素的内部，推动客体和主体要

素的协同融合发展，有助于推动城乡体育资源要素的

合理配置。调研发现：乡村居民更倾向于通过“手机

网络平台”接受体育培训，而选择线下的“县体育局

培训”仅为 8.9%，“线下培训”占县(区)体育部门供给

的 56.2%，与体育科技相结合“线上培训(可回放)”仅

为 29.4%。可见县(区)体育部门向乡村供给体育培训与

体育科技资源要素的协同融合亦存在极大不足，从而

制约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成效。 

 

3  我国城乡体育资源要素合理配置路径 
3.1  依托双轮驱动，推动人才互融 

社会流动理论指出在提供平等流动机会的社会

中，社会流动所带来的分层地位差异不仅不足为害，

反而能够更有效激发人们的内在潜能和充分发挥自己

的才智，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系统功能的持续提升[7]300-302。

为此，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双轮驱动

下，体育人才平等流动机会浮现带动城乡体育人才基

本实现双向自由流动及乡村体育人才的进一步聚集，

从而形成人才流动的分层地位的差异性激励，推动城

乡体育人才资源要素实现合理配置的结果为“高素质

农民群体”“乡村体育治理人才”及“乡村体育创新创

业人才”(见第 53 页图 2)。 

1)凝聚乡土人才，构筑融合主体。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是主体，人才振兴是关

键，高素质农民是重要支撑”[12]。2019 年 8 月，《中国

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提出“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同年 10 月，

《2019 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指出高素质农民

群体为农业经理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产业

扶贫带头人、农业实用人才带头人、农业创新创业带

头人及乡村振兴带头人，在乡村地区具有广泛的示范

效应；且“拥有健康的生活理念，参与带动农民文化

体育活动”被纳入高素质农民“有文化”的内涵[13]。

可见，高素质农民作为乡村地区具备广泛示范效应的

体育人才，被党和国家赋予“参与带动农民文化体育

活动”之责。此外，《关于推进“十四五”农民体育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科学技术健身、体育指

导管理、乡村体育、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治理

等内容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截至 2021 年 4 月，全

国高素质农民群体已超过 1 700 万人，且“十四五”

时期国家还将通过培训再增加高素质农民 500 万人[14]，

对夯实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人才支撑意义重大。 

2)拓展治理人才，把控融合走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指出“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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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城乡体育治理人才合理配置，需持续推动驻村干

部、大学生村官等政策性乡村体育治理人才下乡。此外，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

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15]。乡村善治治理理念的提出，为

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志愿者、体育新乡贤等社会性

体育人才流入乡村提供有力支撑。可见，进一步疏通

政策性及社会性乡村体育治理人才下乡的通道，从而

为构建乡村体育治理新格局提供新的发展走向。 

 

 
 

图 2  依托双轮驱动的城乡体育人才资源要素合理配置 

 

3)吸引双创人才，弥补融合短板。 

乡村创新创业人才是以返乡创业人才为主要主

体，是现代信息和多元资本的承载体，是科技兴农和

智力下乡的践行者及城乡文化的融合者[16]。《户外运动

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 年)》提出“2025 年全国户

外运动产业总规模将超 3 万亿元”。乡村体育乡村因其

具备无与伦比的自然优势，成为孕育户外运动产业的

优良母体，促使乡村户外运动产业将成为未来体育产

业的新增长点。但现阶段，传统农民在视野、资本等

方面的局限不可能承接乡村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需

求。而乡村体育创新创业人才作为体育资本、视野、

才智等多种优势资源加持的体育人才，更容易知晓体

育市场的变化，在市场驱动下必将吸引城市体育人才

下乡，从而弥补城乡融合发展的人才短板。 

3.2  重塑政府角色，构筑多元投入  

政府越位理论是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容易产生的一

种非理性政府行为,往往表现为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

超出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

要，对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市场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起

着阻碍作用[17]。政府越位理论亦可以延伸到公共服务

领域，指导乡村公共体育服务摆脱政府“垄断式”资

金供给，拓展多元资金的供给渠道。       

1)政府财政投入，筑牢融合基础。 

首先，政府财政投入为乡村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提

供根本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

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公共服务上优先

安排”，为政府财政投入优先支持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

建设提供法律支撑。体育作为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重

要组成，亦将追随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步伐，实

现政府体育财政优先用于支持乡村基本公共体育服务

的建设。 

其次，政府财政投入为乡村非基本公共体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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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必要扶持。非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是为满足公民更

高层次需求、保障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所必需，但市场

自发供给不足的公共体育服务，政府通过给予一定的

支持政策增加普惠性服务供给，实现大多数公民以可

承受价格付费享有[18]。《“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明

确提出“政府将加大投入，促使城乡社区婴幼儿照护

服务设施与体育设施的衔接”。 

后，政府财政投入为乡村生活性体育服务提供

重要引导。随着乡村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得到认可，

乡村体育产业中乡村“体育+”新业态，逐渐成为推

动我国乡村生活性体育服务发展的新动能。现阶段，

地方政府财政投入乡村生活性体育服务，理应通过体育

产业专项引导金的政策引导手段。例如 2014—2020 年，

浙江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已投入5.5亿元并带

动 812 个项目获得市场投资，累计已达 227.1 亿元[19]。 

2)社会资金参与，补齐融合短板。 

随着政府体育财政对乡村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持

续投入，乡村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面貌得到极大改善。

但政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很难满

足城乡居民多元化的体育需求。为此，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健全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治理体系”，带动

新乡贤队伍参与乡村体育治理提供政策支持。在乡村

体育健身市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体育新乡贤的资金

捐赠已然成为弥补政府体育财政失灵的有力支撑，极

大地弥补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社会资金短板。 

3)市场资金投资，助推产业融合。 

乡村生活性体育服务属于满足城乡居民高层次、

个性化的体育需求，决定供给主体是市场，而政府处

于引导和监管角色。《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

指出“2025 年我国体育产业将达到 5 万亿元”，其中

乡村体育服务产业作为体育产业的新增长点，后发优

势明显，必将吸引大量市场体育资金从城市体育产业

中转移出来，追求乡村体育服务业的乡愁和休闲经济

的发展红利。其中，乡村体育旅游服务业发展势头显

著，2020 年“体育+旅游”在中国乡村旅游主要内容

占比已高达 15%[20]。 

3.3  推动城乡一体，夯实设施支撑 

1)增强城市回哺，促进城乡共荣。 

弗朗索瓦•佩鲁“增长极理论”是城乡非均衡发展

理论的典范之作，指出国家要实现 终的均衡发展，

城市就可以作为国家的金融、贸易发展和服务中心，

吸引农村要素流向城市，在城市规模得到发展后形成

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农村地区的发展[21]。依据“它山之

石可以攻玉”，将“增长极理论”迁移至诠释处于城乡

非均衡发展态势的城乡体育设施建设同样存在适用。

毕竟我国城市体育能够取得率先发展，主要是依托乡

村体育的鼎力支持。在城市体育达成一定规模发展后，

城市体育理应回哺乡村体育，必然带动体育设施由城

市地区率先向乡镇地区延伸， 后覆盖全部乡村地区。

因此，城市体育设施要素回哺乡村体育的同时，夯实

乡村体育实现全面振兴的物质基础，从而助推城乡体

育 终实现共荣。 

2)规划空间布局，推进城乡共建。 

1984 年我国著名学者陆大道在法国经济学家佩

鲁“增长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点轴理论。依据点

轴理论，以县域作为点轴分析整体，“中心节点”指县

城，“次中心点”为乡镇政府驻地，“非中心节点”为

行政村；“主轴”指由县域重要的交通、通讯干线和能

源、水源等连接起来的主要通道，犹如人体的大动脉；

“次轴”指由行政村连接乡镇的交通、通讯干线和能

源、水源等连接起来的主要通道，犹如人体的毛细血

管[22]。依据“点轴理论”合理谋划城乡体育设施的地

理空间一体化布局，推动城乡体育设施实现共建，为

城乡体育融合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撑。 

随着我国村村通工程的全面贯通，在公路交通线

上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节点、建制村

为网点，遍布农村、连接城乡的农村公路交通网络[23]。

在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网中，我国城乡信息网络

线已实现城乡一体化贯通。为此，将县域内各个健身

设施为“中心点”，将县域内的交通线、信息网视为

“轴”，通过交通线、信息网等组成的线下和线上的

“轴”，形成城乡体育设施的“点”和“轴”一体化链

接，轴线上集中的体育设施通过信息、人员等渠道,

对附近区域城乡居民的体育锻炼具备扩散作用。 

3)强化标准建设，助推城乡共享。 

十九大报告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共享”

写入新时代的发展理念。为此，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应

从全民共享及全面共享着手，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社

会主义发展成果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及幸福感。同样，

我国城乡体育设施标准化建设进程中，推动城乡体育

设施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及全面共享，是城乡体育融合

发展的逻辑起点和目标追求。 

目前我国城乡体育设施标准化进程得到国家政策

的持续关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大型体育场馆

基本公共服务规范》《体育总局 财政部关于推进大型

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的通知》及《体育场馆运营

管理办法》等皆明确规定公共体育设施的服务对象为

城乡居民；2021 年 4 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

年版)》将公共体育设施开放纳入国家公共服务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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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2022 年国家体育总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印发《全民

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 年版)》再次重申公共体育

设施是面向城乡居民开放，并明确公共体育设施开放

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的具体细则。 

3.4  凝聚组织功能，提升专业水准 

社会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现代化过程是伴随着社

会结构的日益分化，其中包括社会组织的分化。社会

组织的分化主要表现为承担多重功能的单一组织向承

担单一功能的多重组织转化，社会组织逐渐呈现高度

专门化、功能单一[7]317-318。此外，哈佛大学雷格斯运用

生态学理论，采用结构功能理论和物理光谱理论，将

光的折射过程，形象地解释社会治理主体职能专业化

的发展走向[24]。为此，在现代社会的公共体育服务领

域，政府组织在参与城乡体育社会治理过程，应转变

以往乡村体育单一供给的角色，主动放权给与体育社

会组织、市场中的企业组织以及城乡自治组织，提升

上述组织参与城乡体育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从而推动

体育社会组织下乡、企业组织市场下沉及城乡自治组

织蓬勃兴起(见图 3)。 

 

 

图 3  城乡体育组织合理配置 

 

1)法治政府建设，推动融合法治化。 

洛克有限政府理论认为政府的社会治理必须依靠

正式公布和长期有效的法律[25]，奠定法治政府的理论

基础。法治政府建设的目的在于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

政府[26]。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扣中国

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国家

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列[27]。

在体育领域，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应加快由乡村体育

“管办合体”的“垄断”状态转向依法行政的“管理

体育”角色转变，持续升华体育领域的“放管服”改

革，激活体育社会组织及体育企业组织深度参与乡村

振兴的积极性，修炼好乡村管理体育的内功，落实体

育行政许可清单管理和部门权责清单，提高体育政策

的社会风险评估能力，从而真正推动政府扮演城乡体

育融合发展的引导者、服务者及监督者角色。 

2)治理主体下乡，赋予融合多元化。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

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主体多

元化的开端，推动体育行政组织、体育企业组织及体

育社会组织实现多元化发展。首先，在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的原则下，乡村体育社会组织严重缺乏，亟

需打破体育社会组织的下乡门槛，提升老年体育协会、

农民体育协会及其他单项体育协会下乡发展会员单位

的积极性， 大限度发挥体育协会组织的专业化能力。

其次，企业创新的内涵亦是市场营销的内涵，即满足

需要和创造市场[28]。《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

2025 年)》提出“2025 年全国户外运动产业总规模将

超 3 万亿元”。乡村因其具备无与伦比的自然优势，成

为孕育户外运动产业的优良母体。乡村户外运动庞大

的市场体育体量需求，亟需引导城市体育企业发挥自

我才智，开发满足城乡居民个性化需求的乡村户外运动

产品，从而深化城乡体育市场组织融合的个性化水平。 

3)自治组织兴起，深化融合社会化。 

体育是人民的事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调

动人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主动性及创造性[29]。

我国乡村体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观，需体现以

农民为主体，扶持及培育农民体育自治组织蓬勃兴旺

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活跃在城乡基

层社区未登记的草根体育社会组织数量超过百万, 网

络体育组织超过 80 万，并且草根体育组织数量仍呈快

速发展之势[30]。此外，随着交通网、信息网及环境承

载力的全面提高，村民体育自治组织进城、市民体育

自治组织下乡已成为常态化的城乡体育生活方式互

动，带动城乡体育自治组织广泛性的社会交流，深化

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社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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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借助科技引擎，助推城乡共融 

当前正处于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突出特征

的信息革命，且我国已经由信息革命开局发展阶段的

跟踪式者向并行者，再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为此，

体育将跟随信息革命的发展浪潮，带动体育场景迁移

到线上、打破现实社会中城乡体育的从属地位之争及

推动城乡体育智能产品的普及(见图 4)，从而促使体育

科技成为推动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动力。

 

 

 

图 4  城乡体育科技合理配置 

 

1)信息融入运动，拓展体育生活网络化。 

信息化以现代通信、网络、数据库技术为基础，

对所研究对象各要素汇总至数据库，供特定人群生活、

工作、学习、辅助决策等和人类息息相关的各种行为

相结合的一种技术[31]。信息化科技融入体育运动，推

动现实城乡体育锻炼的物理空间移入为线上抽象的虚

拟体育锻炼新居室，实质是现实体育世界的抽象反映，

极大地拓展城乡体育生产生活空间。例如 2022 年 4

月 28 日，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

体部联合推出“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为居家隔离的

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足不出户开展科学健身的机会。可

见，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在信息化科技的支持下，推

动体育运动由线下体育指导转移到线上体育健身，是

全面拓展城乡体育生产生活新空间的典范之作。 

2)数字嵌入治理，助推体育治理现代化。 

数字化是指将许多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为可以度

量的数字、数据，再以这些数字、数据建立起适当的

数字化模型[31]。数字技术颠覆性地改变原有的生产和

生活模式，是现实世界的替换。在我国，数字化科技

嵌入城乡体育社会治理，摆脱信息化依赖人工数据输

入的弊端，借助电子计算机的“机器学习”过程，进

行城乡体育社会治理的业务指导。因此，数字化科技

为城乡体育社会治理，建立数字化城乡体育业务处理

流程，打通跨部门处理城乡体育社会治理业务的阻碍，

树立数据化的城乡体育社会治理思维，助推城乡体育

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3)智能拥抱制造，推动体育健身科学化。 

智能化是指事物在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持下，所表现的能够满足人各种需

求的属性[31]。鉴于智能化科技的人工智能或拟人智能

属性，与体育设施或体育装备等产品实现相拥，有助

于提升乡村地区体育产品使用终端的智能化水平，增

强乡村地区科学健身的实际效能。譬如，随着乡村科

学健身理念的持续推动及乡村电商的兴起，已经带动

智能手表或手环等智慧体育穿戴设备进入乡村地区。

例如，2016 年全国智能手表销售额仅 86 亿元，到 2021

年增长至约 318 亿元，同比上升 16.9%，年均复合增

速为 29.9%，预计 2025 年超过 400 亿元[32]。 

3.6  依托载体培育，推动文化互哺 

1)培育产业载体，助推城乡共荣。 

乡村体育文化 显著的特色为自然资源禀赋。为

此，因地制宜地推进乡村体育文化产业，有助于促进

乡村的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和环境链有机统一，

能 大化释放出乡村体育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33]。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利用不同区域自然

生态禀赋，引导户外运动产业合理布局,打造区域特色

户外运动产业”。为此，乡村因地制宜地开展以山水湖

田林草沙等自然资源为空间载体的产业融合，推动体

育与农业、康养、休闲、旅游等产业的融合发展，承

接城乡居民的体育运动与健康休闲需求，有助于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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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独特的乡村体育文化产业风貌。此外，体育特色小

镇亦是体育健身文化及乡村特色自然文化风貌的融合

体，在深度还原乡村的生产、生活及生态文化的同时，

推进城乡体育文化产业的共兴共荣。 

2)现乡愁载体，致力城乡共生。 

乡村与城市相较，在社会结构、生活习性和思维

方式等方面具有云泥之别。乡愁是游子对故土的依恋，

乡愁记忆中驻足着四季更替与袅袅炊烟等乡村场景。

为此，守住乡愁，繁荣乡村文化，建设乡土文化认同

的美丽乡村，才能真正有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因此，

通过在乡村地区举办体育赛事，吸引城乡居民深度参

与，形成体育集体记忆，定格体育乡愁，有助于增强

人们对乡村生活的深度向往和价值认同。此外。我国

乡村地区蕴含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具备特定区

域的文化符号及身份象征，且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

血脉传承。为此，借助现代化的手段挖掘和保护乡村

传统体育文化，推动体育历史情景再现，凝聚传统体

育文化的家国情怀内核，铸造体育美丽乡愁的新载体，

从而有助于推动城乡体育文化共生。 

3)推进治理载体，构筑城乡共建。 

传统乡村是由血缘、地缘及业缘组成的熟人社会。

虽然经历城镇化的侵蚀，导致乡村持续人口外流，业

缘关系发生极大的变迁，但血缘和地缘已然成为乡村

人口的根系所在，在乡村熟人社会结构中依然举足轻

重。乡村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注重礼治秩序，且村规

民约承载的文明礼仪内容依然成为乡村居民锤炼“私

人道德”的行动标准，从而推动乡村社会的价值认同。

因此，推动城市体育活动或赛事下乡，一方面可以展

示体育活动或赛事中的团结互助、敢于拼搏的文化精

髓，可以为乡村居民提供道德滋养；另一方面，可以

借助乡村传统体育赛事或活动所演绎的家国情怀，亦

可以成为弘扬和传播乡规民约的教化讲堂，从而推动

乡村文明社会的城乡共建。 

3.7  发挥辐射带动，共创赛事融合 

美国地理学家弗里德曼在《区域发展政策》中提

出“核心边缘理论”，用于解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系和

区域空间结构演变模式的理论，即核心区得到发展，

然后形成区域辐射，从而带动边缘区的发展[34]。为此，

依照“核心边缘理论”，将城市体育赛事作为核心区，

形成对乡村地区体育赛事的区域辐射带动效应。 

1)畅通城乡渠道，推动赛事下沉。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乡村体育设施大为改

观，为城市体育赛事的下乡夯实物质基础。其中，2020

年全国行政村已经实现“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全覆盖，

且在“十四五”发展时期还将持续“加快补齐 5 000

个以上乡镇(街道)全民健身场地器材”。《中华人民共

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坚持“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的原则，为城市体育

赛事下乡提供法律支撑。此外，体育赛事还具备极强

的经济效能，可以和乡村休闲农业、乡村文化、乡村

旅游、乡村民宿、乡村餐饮等相关产业实现产生良性

融合，从而为城市体育赛事下乡提供内在驱动引擎。 

2)凝结多方聚力，推动城乡共创。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人们对贴近自然

的户外运动需求越发强烈，推动飞盘、陆冲、滑雪、

露营等户外运动项目成为人们休闲新选择[35]。乡村体

育赛事融入乡村环境与民众追求的户外运动具备天然

契合优势，极易成为城乡居民追求户外运动的休闲出

口。但乡村地区举办体育比赛的能力及参赛人员均存

在不足之处，亟需发挥城市在举办体育赛事的组织、

资金、人才等优势辐射效应，引导城市体育优势办赛

资源下沉，推动城乡体育赛事协同共创；亦需推动城

市各类体育参赛人员下沉，激发户外运动休闲需求，

从而辐射带动乡村居民深度参与乡村体育赛事，从而

实现乡村体育赛事城乡共享之局。 

3)创新传承，融入农趣农味。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乡村自然和人文资源

的优势逐渐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可。为此，举办乡村

体育赛事，应依托乡村特有的乡土文化内涵，并借助

现代体育科技创新传承模式和手段，推动城乡体育赛

事文化互哺，从而将乡村体育赛事塑造成农民所熟知

的生活场景，赋予乡村体育赛事典型的地方性农趣农

味，以推动乡村体育赛事在乡村体育文化土壤中生根

发芽，重新绘写乡村体育赛事的独特之姿。例如 2022

年 9 月“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在福建省龙岩市柚子化

身各类运动道具，柚子接力赛、竹子赶柚、柚子保龄

球、柚子套圈大作战等活动，吸引众多群众参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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