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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袁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袁并通过广泛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取得了快速发展袁 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

设和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石遥 但与此同时袁我们应

意识到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袁人民生活环境得到不断改

善的同时袁 也要求新时期全民健身事业更高水平地发展遥 然

而袁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还存在诸多问题袁具体表现在院场地

总量依然不足咱1暂曰质量不高尧社会力量参与不充分咱2暂曰社会体育

指导员未能充分利用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制定与推行曰便捷

的体育锻炼场所等方面遥 了解尧借鉴全民健身体系较发达国家

的发展经验袁对中国全民健身战略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遥
其中袁韩国在推行野生活体育冶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成功

经验袁有效提升了其国民健康和体能水平遥 近年来袁国内学者

对韩国生活体育相关法规和政策袁 以及老年人生活体育的开

展现状等进行了研究咱3-5暂遥 也有学者对野韩国生活体育发展状

况进行分析尧归纳与发展建议冶咱6暂袁认为野韩国生活体育的最大

特点是经费充足袁以营利性体育场所为主冶咱7暂遥 但是袁已有研究

缺乏对韩国生活体育法制化支持的发展历程及成效的研究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尧逻辑分析法袁以及作者在韩

国求学期间的田野观察袁系统梳理尧归纳尧分析韩国生活体育

的发展历程尧现行主要支持项目及发展成效和经验袁并结合我

国实际情况提出发展建议袁 期冀为中国全民健身战略高质量

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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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效仿西方国家耶终身体育爷渊Sport for Lifetime冤和耶为所有人

的体育爷渊Sport for all冤袁不断开展改造国民意识的运动冶咱6暂遥 以

1988 年汉城奥运会成功举办为起点袁 开始逐步推行生活体育

政策遥 其演进历程可分为 3 个阶段遥
萌芽期渊1982要1988 年冤遥 1982 年叶国民体育振兴法曳做出

野旨在有效振兴国民体育袁为国民提供体育福利和弘扬国威做

出积极贡献冶的全面修改袁标志着野国民体育冶首次有了法律依

据曰但实际上的法律修订内容是院培养大韩体育会尧以竞技体

育为中心袁成功举办国际和地方职业体育赛事为主咱8暂遥 但这为

后来的生活体育政策奠定了一定前期基础遥
形成推广期渊1989 年至新世纪初冤遥 1986 年汉城亚运会和

1988 年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袁 激发了国民参与体育运动的

热情袁 韩国政府随即制定了满足国民体育需求的第一例政

策要要要叶国民生活体育振兴综合计划曳渊又称虎计划 1990要

1992 年冤袁 又于 1991 年新设了专门负责推进生活体育的社会

组织要要要国民生活体育协会曰同时袁依照叶国民体育振兴法曳的
规定袁 制定了 叶国民体育振兴第一个五年计划渊1993要1997
年冤曳袁该计划提出野面向全国推广生活体育冶的要求遥 以上从制

度上为生活体育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遥
调整完善期渊2000 年至今冤遥进入新世纪后袁韩国在关注国

际体育比赛的同时袁扩大不同阶层的体育参与机会袁提高全体

国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决定性权利袁将生活体育作为国家

基础福利政策推进遥 韩国政府先后制定了叶国民体育振兴五年

计划曳叶文化愿景渊2008要2012冤计划曳叶2030 运动愿景曳等支持

生活体育发展的政策遥 2015 年 3 月 27 日袁以通过生活体育增

进国民健康和体力尧善用闲暇及提高福利为目的袁颁发叶生活体

育振兴法渊法律第 13251 号冤曳作为配套实施法遥至此袁生活体育

政策支持体系逐步完善袁走向了成熟发展阶段渊见表 1冤遥
表 1 韩国生活体育政策支持演变历程

注院资料来源于韩国国民生活体育振兴综合基本计划渊2013冤尧国民生活体育振兴基本计划渊2018冤袁由作者整理得出遥

阶段划分 责任主体 政策及主要内容

萌芽期

渊1982要1988年冤 体育部
1982 年袁新设体育部曰同年袁叶国民体育振兴法曳修改袁提出旨在有效振兴国民体育曰1985年袁制定叶社会体育第

一个五年计划曳袁提出通过体育培养健康市民的体育立国目标曰同年袁韩国社会体育振兴会成立遥

形成尧推广期

渊1989要1999 年冤

体育

青少年部

1989 年袁制定叶国民生活体育振兴计划曳渊虎计划1990要1992冤袁这是韩国第一例生活体育专项政策袁主要从体

育设施尧体育计划尧职场体育以及改善生活体育指导者培养制度等4个方面实施曰1991年袁成立野国民生活体育

协会冶遥

文化

体育部

1992 年袁制定了叶国民体育振兴第一个五年计划渊1993要1997年冤曳袁计划通过野增强体育参与意识曰增加体育活动的

空间曰培养生活体育指导者曰培养和支持公民体育活动曰增加公民健康休闲的机会冶等措施袁向全民推广生活体育遥
1997 年袁制定了叶国民体育振兴第二个五年计划渊1998要2002年冤曳袁以社区为中心袁构建生活体育参与环境袁主要措

施有野增加社区居民活动的体育设施尧场所曰扩大生活体育参与人口的计划曰培养和利用生活体育指导者曰国民体

能管理的科学支持曰民间主导的生活体育推广冶等5个方面遥

调整尧
完善期

渊2000年至今冤

文化

观光部

2002 年袁政府制定叶国民体育振兴第三个五年计划渊2003要2007年冤曳袁该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袁增
设了野体育俱乐部的系统化发展曰休闲体育发展方案以及友好型生活体育空间冶等内容袁通过活跃生活体育提

高国民生活质量遥

文化

体育

观光

部

中央政府的体育主管部门由文化观光部更名为文化体育观光部遥 2008年袁出台了叶文化愿景渊2008要2012年冤曳
即叶国民体育振兴第四个五年计划渊2008要2012年冤曳袁提出改善野15分钟项目冶体育活动参与条件袁通过野社区体

育俱乐部落户与发展曰提高体育人才的运用及国民体能的提高曰实施个性化体育福利曰加强传统武艺定点和培

育推广曰提高生活体育设施的扩充和利用曰休闲体育设施和空间扩充冶等战略部署袁2012年实现野从体育强国到

体育发达国家冶的愿景遥
2013 年袁制定叶2018体育远景曳即叶国民体育振兴第五个五年计划渊2013要2018年冤曳袁并提出野百岁时代用体育

改变大韩民国冶的展望袁主要措施是野扩充综合型体育俱乐部曰增加受益人数曰国民体力认证制曰生活体育指导

员分类培养曰增设小型体育馆曰残疾人体育设施改造曰设置生活体育服务中心曰建立体育设施地图曰面向低收入

层扩大幸福分享体育教室冶等措施袁用触手可及的体育袁营造所有国民生活化尧持续参与的体育环境遥 同一时

期袁出台叶国民生活体育综合计划曳袁旨在大幅提高每周1次以上的生活体育参与率袁与生活体育带来健康幸福

的国家愿景一起野微笑生活100年冶遥
2016 年国民生活体育会和大韩体育会合并的统合体育会诞生袁正式名称为大韩体育会遥
朴槿惠政府推进了叶体育展望2018曳叶国民生活体育振兴综合计划曳政策袁这意味着体育成为生活方式和文化袁
以体育改变经济尧社会尧未来的文化兴盛遥
2017 年袁制定叶国民生活体育振兴基本计划曳袁提出野不同年龄段量身定做的体育支援体系袁体育常态化渊保险

优惠尧退税尧生活体育广场尧体育指导员定制化等冤袁人人享有的体育袁体育价值扩散袁培育多种形式的体育俱乐

部袁扩大公共体育设施开放的法律制度改善袁精准培育体育指导者袁以需求者为中心的体育设施及信息提供冶
等措施遥 同一时期袁制定叶2030体育愿景曳袁通过野随时随地方便使用的体育设施袁优秀体育指导者学习的体育培

训袁改善体育俱乐部支援体系袁所有人都在一起的体育环境袁以及发展民间体育冶等措施袁实现体育发达国家建

设愿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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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国生活体育主要支持的项目

2.1 体育基础设施支持项目

韩国通过实施体育基础设施支持项目袁 为国民参与生活

体育提供便利条件遥 2018 年袁共投入 1 336 亿韩元咱9暂支持 4 个

项目院一是国民体育中心袁该项目从 1997 年开始实施袁2018 年

推行了生活圈型渊贴近日常生活型冤的国民体育中心模式和试

点工作袁 以集中设置的方式为国民体育活动提供平等参与的

机会曰 二是开放性多功能体育馆袁 利用学校用地建立体育场

馆袁为学生和社区居民提供共同使用的生活体育设施袁并提供

平等的体育福利机会曰 三是公共体育设施改造维修袁 支援 10
年以上需要紧急改造尧 维修的全国公共体育场馆设施袁 并为

残疾人提供安全舒适的体育活动参与条件曰 四是生活体育基

层扩散袁通过建设社区冰球尧拳击尧足球等场地设施袁让青少年

体验各种体育活动袁以及满足不同阶层尧群体渊残疾人和妇女冤
的新体育设施需求袁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遥
2.2 生活体育广场项目

野生活体育广场项目冶是最早渊1993 年冤实施的生活体育支

持项目袁它是以村或社区为单位袁通过部署体育指导员尧提供

饮用水等方式袁在公园和广场等公众体育活动场所的早尧晚时

段袁就近创设各年龄段均可参与的基础性体育环境遥 其目的是

为持续开展全民性体育生活化运动而营造文化氛围遥 各乡镇

或社区充分利用报纸尧电视和社交平台等宣传途径袁为居民提

供生活体育广场相关信息袁 吸引居民的关注和参与遥 据 2019
年大韩体育社会事业报告书显示袁野2018 年生活体育广场共

运营 5 万余场次袁参与人数高达 142 万余人遥 此外袁通过体育

7 330 志愿者服务团队的才能分享袁 以关注弱势群体的身体尧
情感和社会健康为主袁 改善国民对接近生活化体育服务的认

识遥 2018 年袁体育 7 330 志愿者团队全年共组织 1 654 名成员

进行了时长 787.6 h尧共计 196 次的分享才艺志愿服务咱10暂遥 冶
2.3 体育讲座渊课程冤券支援

体育讲座券支援项目始于 2009 年袁2013 年由国民体育振

兴公团移交给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主管遥 该项目是福利计划袁
主要为低收入者尧青少年渊5要18 岁冤提供每年 7 个月以上尧每
月 8 万韩元的援助袁扩大这一群体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袁提高

生活质量袁为社会团结作出贡献袁体现出体育的福利性遥 运行

方式是需求者网站申请渊资格确认冤寅地方自治团体复审寅发

卡寅使用券寅统一核算寅统计管理渊电算冤咱11暂遥据统计袁2018 年

该项目为 52 129 人提供了 196 亿韩元的援助遥
2.4 分享幸福体育教室

野分享幸福体育教室冶 旨在以弱势群体青少年为对象袁提
供参与各种体育活动的机会袁为创造健康的休闲活动条件尧提
高体育参与公平性及培养社会适应能力作出贡献遥 分享幸福

体育教室分为移动的体育馆渊运动巴士冤和分享幸福各项目生

活体育教室遥 运动巴士内部由媒体区尧VR 体验区尧 数字展示

区尧Will 体验区组成袁外部为体能测试区袁可开展迷你棒球尧迷
你篮球尧足球尧传统体育等遥 2018 年袁共有 352 家 108 313 人参

与足球尧田径尧保龄球尧剑道等 17 个项目咱9暂遥 此外袁国民体育振

兴公团的产业培养组以全国的小学校为支援对象袁 正在推进

普及虚拟现实体育教育室的尖端技术基础产业革新事业遥 从

2016要2018 年袁 共有 141 所学校设置和运营体育课堂虚拟教

室咱12暂遥
2.5 国民体能 100运营支援项目

国民体能 100 运营支援是为了赋予国民参与生活体育的

动机袁通过个人体力诊断尧量身定做运动处方的方式袁提供科

学的体能管理计划遥 2010 年文化体育观光部制定了体能认证

项目实施决定和以成人为对象的体能认证标准袁 测定项目根

据对象分为青少年渊13要18 岁冤尧成年人渊19要64 岁冤尧老年人

渊65 岁以上冤袁测定方法也根据对象的不同而不同遥 2016 年袁开
发了 叶韩国人健康体能标准曳曰2018 年袁43 家体能认证中心投

入运营袁并增设了少年儿童渊11要12 周岁冤体能认证标准咱12暂遥国
民体能 100 根据体能测试结果袁 通过颁发不同认证阶段的认

证奖和多种政策支持来激励和吸引国民参与生活体育遥
3 韩国生活体育推行效果

3.1 生活体育参与情况

据韩国 2020 年国民生活体育调查报告咱12暂显示袁近一年袁
参加生活体育活动的比例为 70.5%袁其中袁每周参加 2~3 次尧
每次 30 min 以上体育活动的人数最多袁占 30.7%遥这一数据自

2016 年以来袁呈逐年上升趋势袁但在 2020 年出现下降渊见表

3冤遥 此外袁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袁在野最
近一年规律参与体育活动的理由冶 问题中袁 有 59.4%的人认

为袁参加体育活动是因为有足够的时间保障曰37.6%的人认为袁
体育设施的接近性为参与体育活动提供了便利遥 对于野不参加

体育活动的理由冶问题中袁闲暇时间不足尧不关注体育活动尧体
育活动支出费用高等因素占据前三遥

可见袁 韩国政府通过不断扩大贴近生活化的体育基础设

施尧体育讲座券的支持力度等扶持项目袁提高了体育人口袁但
仍有约 30%的国民因野闲暇时间尧经费不足冶等因素而不能参

与体育活动遥 对此袁韩国学者认为袁生活体育政策应朝着国民

体育权利得到保障的方向推进袁 进一步通过生活体育振兴政

策袁为国民提供多样化的政策环境咱13暂遥
3.2 国民健康与体力的意识

韩国 2020 年国民生活体育调查报告咱12暂显示袁在回答野参
加体育活动的相关效果冶等问题时袁有 90.3%的人认为袁体育

活动对保持身体健康野非常有效冶曰88.7%的人认为袁体育活动

对保持心理健康的效果野非常有效冶曰77.0%的人认为袁体育活

动对日常生活 野非常有效冶曰 体育活动对降低医疗费用的效

果袁认为野非常有效冶的比例为 67.3%遥 说明袁参加体育活动除

了促进个人健康水平外袁医疗成本也得到降低遥 这也是韩国

政府在应对高龄化时代高额医疗费用问题时袁采取的有效措

施遥
韩国体育科学研究院研究认为袁 如果国民的体育参与率

达到 50%袁每年可以节约医疗费 1.4 万亿韩元袁如果人均每月

的体育活动经费为 4 万韩元袁 健康增进效果为每月 32.9 万韩

元咱14暂遥 因此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袁体育活动对国民健康和幸

福的贡献率会增大袁国民的体育需求也会增加袁政府在生活体

育政策方面也应向福利层面方向进一步持续推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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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要2020年韩国国民参与生活体育及频率情况表 单位院%

注院数据来源于韩国 2020 年国民生活体育调查报告袁由作者整理所得遥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9.5

28.9

28.0

25.9

29.5

11.0

11.9

9.8

7.6

10.4

10.2

11.1

9.8

14.4

13.1

29.2

27.2

30.0

34.8

30.7

14.5

15.1

15.4

11.8

11.9

2.5

1.6

2.4

1.4

1.7

3.1

4.3

4.6

4.1

2.8

70.5

71.1

72.0

74.1

70.5

3 次及以下/月 1 次/周 2～3次/周 4～5次/周 6 次/周 每日
时间/年 不参加人数

参与体育活动频次
参与率

3.3 体育活动条件

3.3.1 生活圈周边的体育设施及使用现状

韩国生活体育扶持持续时间最长尧 力度最大的是体育场

地基础设施项目遥 据韩国 2018 年体育白皮书咱15暂显示袁韩国民

众对野生活圈周边体育设施的认可度冶为 89.4%袁其中有 74.3%
的民众经常使用体育设施遥从年龄段来看袁10 岁年龄段表示经

常使用野学校体育设施冶曰20要40 岁年龄段表示经常使用野民间

体育设施冶渊体能健身房冤曰50 岁以上人群表示使用 野公共体育

设施冶袁即公共住宅小区体育设施或简易运动场遥 在使用体育

设施的原因中袁民众认为野距离近尧费用低或免费冶的比例最

高袁不使用体育设施的主要原因是野时间不充裕冶遥 多年来袁韩
国政府以国民需求为主袁逐步扩大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袁满足国

民对体育锻炼的需求遥 生活体育作为国家政策出现后袁为了满

足民众体育需求袁持续扩大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尧丰富生活体育

项目袁并通过生活体育指导者支援工作袁不断提高国民生活体

育参与率遥
3.3.2 体育消费现状

生活体育的全面推广和高比例的体育人口袁推动了体育产

业的快速发展遥韩国 2020 年国民生活体育调查报告咱12暂显示袁近
一年国民购买过运动用品的比例为 34.2%袁 国民体育支出费

用在 30 万韩元以上的比例为 35.5%遥 从年龄段来看袁40 岁人

群购买运动用品平均为 35 万韩元袁10 岁人群购买运动用品平

均为 19.9 万韩元遥 据韩国体育科学会研究表明袁每周 2耀3 次

的体育活动可为国家带来 11 万亿韩元的经济效益袁体育活动

投资 1 110 韩元可节省 3 801 韩元费用咱14暂遥如韩国体育产业学

者金基卓所述院近年来袁韩国整个服装产业处于低迷状态袁只
有体育领域的服装产业在增长遥 可见袁生活体育的全面推广袁
带动了韩国经济产业的发展遥
3.3.3 体育培训体验现状

韩国 2019 年国民生活体育调查报告咱12暂显示袁国民参加过

生活体育相关讲座或培训的平均比例为 20%袁 其中袁 女性

渊23.1%冤参加讲座或培训的比例高于男性渊16.9%冤曰从年龄段

来看袁40 岁年龄段占比最高渊25.3%冤袁70 岁及以上年龄段参加

讲座或培训占比最低渊12.9%冤遥参加讲座或培训的平均时间为

4.9 个月袁从性别来看袁女性渊5 个月冤比男性渊4.8 个月冤参加生

活体育讲座或培训的时间更长曰从年龄段划分袁60 岁年龄段参

加讲座或者培训的时间最长渊5.5 个月冤袁30 岁年龄段的讲座或

培训时间最短渊4.5 个月冤遥 在回答野没有参加体育课程或培训

的原因冶问题中袁除了 70 岁及以上年龄段认为野经济不富裕冶
外袁其他年龄段均认为野没有时间参加冶遥 可见袁政府制定了针

对不同生命周期有关生活体育的讲座或培训袁 在一定范围内

得到宣传遥 但考虑到超老龄化社会尧多元文化家庭增多等社会

结构的变化袁 预计未来将进一步强化以需求者为中心或符合

特殊目的的生活体育政策方向遥
4 对中国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4.1 构建标准化顶层设计袁加强融合服务

韩国野生活体育冶政策支持体系从开始到推行用了 30 多

年的时间袁且至今处于不断完善补充的过程中遥 相比韩国袁中
国人口基数大袁地域间差异显著遥 因此袁全民健身作为实现健

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基础袁一方面袁不仅要构建中央层面标准化

的顶层设计来保证政策的引导尧资金支持尧法律保障袁还要各

地方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能够落地尧 落实和落深的具体执

行方案袁只有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完善全民健身政策体系袁实现

政策目标遥 另一方面袁 在复杂和瞬息万变的社会结构与环境

中袁由单一部门独自推进的政策逐渐无法保证其实效遥 因此袁
野把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

优势有机结合冶咱16暂袁促进体育尧教育尧文化尧环境以及卫生等多

部门之间的深度融合袁才能确保政策的有效推进遥
4.2 以需求为主袁扩大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据我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袁全国

共有体育场地 371.3 万个袁体育场地面积 31.0 亿 m2袁预计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 2.20 m2咱17暂遥 同时袁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叶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曳为体

育场地设施建设给出了指导意见遥 因此袁为了实现体育强国建

设目标袁各地方需要深挖尧细挖全民健身政策袁并结合惠民政

策袁以社区尧乡渊镇冤或村为单位袁扩大贴近居民生活圈尧使用率

高的中小型体育设施袁 提高体育设施的利用率袁野推动公共体

育服务扎根社区尧扎根居民日常生活的创新与变革袁支撑健康

中国建设冶咱18暂曰同时袁增设适宜幼儿尧妇女尧老年人和残疾人体

育锻炼的基础设施袁保障不同群体人群的基本体育需求遥 从而

转变以普遍化为主转向有针对性的政策方向袁 以便能够应对

社会变化带来的体育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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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扩大政策支持内容袁构建宣传与志愿者服务体系

韩国政府为了巩固有规律参与生活体育人群的持续性袁
提高非参与者对生活体育的关注和促进其参与袁 制定了一套

完整的宣传体系和志愿者服务办法遥 随着现代科技和互联网

的发展与普及袁中国各地方在制定当地全民健身政策中袁应设

立专项基金或基金会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袁构建线上和

线下相结合的宣传与志愿者服务措施扩大政策实施的深度尧
力度和广度遥

线上袁一是积极利用大众媒体渊电视尧报纸和广播冤尧互联

网以及公共交通工具等渠道袁 集中宣传全民健身对于健康和

体力的影响袁提供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多样要求的健身内容袁以
及全民健身信息曰二是建立地方全民健身信息门户袁通过调查

当地居民的体育需求选定体育项目袁进行能够融入生活化尧常
态化的宣传袁并非每年一次的行政宣传渊全民健身日冤遥 线下袁
一是规范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袁 实行全年指导服务的最少

次数要求袁给予志愿者免税尧城市公共交通优惠等激励或适当

物质奖励办法曰二是由体育部门引导袁各运动项目协会协同袁
广泛开展省尧市尧县以及乡镇渊街道冤四级比赛袁定期举办各体

育项目的推广与指导曰三是体育部门协同高校袁选派体育专业

大学生进行持续 1耀2 周的寒暑假社会实践服务活动袁 可以深

入到村尧社区进行宣传和指导服务遥
4.4 制定国民体力认证标准袁创新激励机制

文献资料显示袁早在野1982 年中国出台了叶国家体育锻炼

标准曳袁但为了满足不同时期学生体质健康需要袁于 2002 年经

过修订完善袁 更名为叶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曳冶咱19暂遥 此外袁有
12 个运动项目已制定业余锻炼等级标准袁包括武术尧马术尧健
身气功尧铁人三项等等袁但都因经费尧配套政策以及群众积极性

不高等关键因素而难以落实咱20暂遥 中国叶全民健身计划渊2016要
2020 年冤曳中指出袁野推行叶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曳袁颁发体育锻炼

标准证书等 建立多渠道尧市场化的全民健身激励机制遥 冶
因此袁制定并推行符合中国国情的叶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曳袁

提供科学的体育锻炼管理计划袁 为增进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作

出贡献遥 比如袁首先借鉴韩国尧日本等国家关于国民体能标准

与认证制度的成功经验袁进行可行性分析和基础研究曰其次袁
在中国叶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曳的基础上袁增设尧完善不同生

命周期人群的锻炼标准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叶国家体育锻炼

标准曳曰第三袁各地方建立叶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曳认证机构袁线上

线下相结合袁 个人通过网站或者信息门户申请体育锻炼标准

认证袁团体认证到相关现场进行测量的方法遥 第四袁体能测试

后袁根据测试者的体育锻炼评估结果袁由专家开出个性化的运

动方案袁并通过印刷品或视频的形式提供给测试者曰第五袁通
过颁发不同年龄阶段的体育锻炼标准证书袁以及免税尧公共交

通尧体育场馆尧旅游景点费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袁吸引和激

励民众参与叶国民体育锻炼标准曳的推行遥
5 结语

韩国野生活体育冶推行 30 多年以来袁政府在不同时期给予

充分的政策支持袁取得了显著成效遥 从发展历程来看袁政策目

的由发展竞技体育向生活体育的转变袁 并且已经从传统的健

康层面逐渐发展到人人享有的国家福利层面曰 在法律保障方

面袁不断修改尧完善叶生活体育振兴法曳袁对授权事项或补充事

项做出进一步的细化规定遥 从推进成效来看袁最直接的影响是

扩大了体育人口曰生活化体育基础设施得到完善曰国民对生活

体育的意识和需求不断提高曰 生活体育振兴政策成为国家主

要政策遥 从而不同程度地增进了国民健康和体力水平袁降低了

老龄化带来的高额医疗费用支出袁带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遥 但

是袁韩国生活体育推行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遥 例如袁由于

政府主导下体育政策的特性袁 不能主动应对私营部门的需求

和供给尧体育权力无法得到保证袁以及体育福利扩散过程中存

在显著的地区间差异等问题遥
当今中国社会袁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人均收入增加袁

摆脱了绝对贫困曰闲暇时间的增多袁以及老龄化人口急剧增加

等变化的社会环境下袁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会逐渐增加遥 这

就要求不断提升全民健身事业向着标准化尧 针对性的方向发

展袁激发社会体育指导员与志愿者的社会服务袁扩充便捷的体

育基础设施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需求袁让体育成为人们

生活的组成部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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