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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体育振兴基本计划》作为一部体育法规明确规定了 2001-2010年日本体育发展的总体目

标、具体内容和实施细则，反映了新世纪日本体育政策的新变化，强调了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并

在加快竞技体育发展的政策上有所突破。《体育振兴基本计划》出台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其中建立综合型区

域体育俱乐部和泛区域体育中心、建立一条龙的训练体系两大举措将对日本体育产生深远影响，日本在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取得 16 枚金牌，提前实现计划中的金牌指标，群众体育更加蓬勃发展，已显示出实施该计

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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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end of Japanese sports policies 
——An analysis of the Basic Plan for Sports Rejuvenation 

ZHOU Ai-gua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 

 
Abstract: As the law of sport, the Japanese Basic Plan for Sports Rejuvenation clearly specifies the overall objec-

tives, specific contents and implementation rules with respect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port between 2001 

and 2010. It reflects new changes of Japanese sports policies in the new century, emphasizes harmonious develop-

ment of mass sport and competitive sport, and makes new breakthroughs in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com-

petitive sport in terms of policy. A series of new measures ware established in the Basic Plan for Sports Rejuvena-

tion, among which such two measures as establishing comprehensive regional sports clubs and pan-regional sports 

centers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an all-in-one training system will produce a profound impact on Japanese sport. Japan 

won 16 gold medals in Athens Olympic Games 2004, fulfilling its gold meal goal in the plan ahead of time, and its 

mass sport is also developed more rapidly, which have already shown the effect of implementing this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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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东京奥运会之前，日本政府颁布了日本第一部

体育法律《体育振兴法》，在推动日本体育发展中发挥了巨

大作用。2000 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体育振兴基本计划》（以

下简称《基本计划》），明确了从 2001 年到 2010 年日本体育

发展的总体目标及其方针政策，是一部依据 21 世纪日本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而出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体育法规。

《基本计划》实施以来，已凸显出其效果。2004 年雅典奥

运会上，日本从悉尼奥运会的 5 枚金牌猛增到 16 枚金牌，

金牌榜排名从第 15 位跃居到第 5 位，提前实现了《基本计

划》中提出的奥运会金牌指标。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和泛

区域体育中心的建立，促进了日本大众体育的蓬勃发展。解

析《基本计划》的指导思想、新举措和新特点，把握日本体

育方针政策的新动向，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体育

发展的新格局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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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计划》的指导思想 

《基本计划》的指导思想较之《体育振兴法》有明显的

变化，只要将两者略加比较就显而易见。 

《体育振兴法》的第一条中规定，“本法律以明确有关

振兴体育政策措施的基本内容，促进国民身心的健全发展，

形成明朗而充实的国民生活为目的。本法律不能用于强制国

民进行体育活动，也不能将体育活动用于前项规定的目的之

外。”[1]《体育振兴法》的目的体现了其指导思想，也是当时

国际奥委会和日本社会坚持奥运会业余性原则的反映。 

在《基本计划》的宗旨中，首先指出了近 40 年来日本

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如，实施 5天作息制度以来，使国民

由以工作为中心转向以生活为中心；科学技术带来的体力、

运动能力的下降以及人际关系淡漠、精神压力增大；老龄化

社会的到来；竞技体育的社会影响和竞技水平的持续下降等

等。在此基础上做了如下表述：“在这种状况下，当我们考

虑体育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的意义和作用时，应以国民自主参

与体育为基础，切实回答国民的需要和期待，不断营造既能

使每个国民都可以参与体育活动，同时也能使竞技水平得以

提高的体育环境，这已经成为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的重要职

责。⋯⋯基于上述考虑，本计划将努力把提供体育活动机会

的公共主体、民间主体与利用体育机会的居民、运动员结为

一体，进一步实现体育振兴，以期实现 21 世纪明快、丰富

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2]不言而喻，《基本计划》的宗旨同

样反映了该《基本计划》的指导思想。 

上述两种指导思想明显反映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体

育振兴法》的指导思想主要集中在促进国民身心健康，形成

明朗而充实的国民生活，促进大众体育的发展，并强调体育

振兴的各项措施不能用于此目的之外。与《体育振兴法》不

同，《基本计划》的指导思想中既强调大众体育，又重视竞

技体育，突出了新形势下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重

要性。这种以法规的形式对竞技体育的表述是日本体育指导

思想上的重大突破。 

 

2  《基本计划》的两大举措 

指导思想的转变带来了体育政策的变化，而体育政策的

变化又体现在具体措施之中。为了适应 21 世纪日本政府和

国民对体育的需求，《基本计划》中出台了一系列新的举措，

其中有两项将会对日本体育的现在和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

响。 

2.1  建立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和泛区域体育中心 

《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到 2010 年全国各市区町村

至少建立一个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到 2010 年全国各都

道府县至少建立一个泛区域体育中心。”[2]日本的都道府县行

政区建制相当于我国的省级行政区建制，市区町村相当于我

国的地级市，是都道府县的下一级行政区建制。 

    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是一种由区域居民自主组织的

体育俱乐部。建立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的意义在于，以俱

乐部作为载体，实现满足国民体育需求和提高竞技水平的一

体化，促使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同时，通过俱

乐部这种形式，增强区域居民的连带意识和世代间的交流，

构建明朗、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 

与以往的单一型体育俱乐部不同，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

部的主要特点如下：第一，备有多种多样的运动项目，满足

人们不同的运动需求。第二，从儿童到老年人，从初学者到

高水平运动员，区域内的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年龄、兴

趣、技术、技能水平，任何时候都能进行体育活动。第三，

具备作为运动基地的体育设施和活动场所，可进行定期或不

定期的体育活动。第四，有高素质的体育指导员，并可根据

每个人的具体需要进行体育指导。第五，上述各项由区域居

民自主组织运营。 

泛区域体育中心是指在几个市区町村构成的区域圈内

建立的体育中心。由于该体育中心不隶属于某个市区町村，

具有跨市区町村的特点，因此称之为泛区域体育中心。该体

育中心的主要功能是在更大的区域内，协调解决单个综合型

区域体育俱乐部难以解决的问题，支持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

部持续、稳定地运营。其主要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支援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的创立和培育；第二，支援综合

型区域体育俱乐部的管理人员和指导人员的培养；第三，完

善和提供泛区域市町村范围的体育信息；第四，举办泛区域

市町村规模的体育交流大会；第五，支援泛区域市町村高水

平运动员的培养；第六，从运动医学和体育科学方面支援区

域体育活动。 

到 2010 年，日本将不断完善和扩大在全国市区町村建

立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在都道府县建立泛区域体育中心

的全国体育组织体系。 

为了保证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和泛区域体育中心在

全国的顺利拓展，《基本计划》中明确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体现了日本政府对该项事业的支持力度。 

在软环境方面，日本政府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综

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的全面建设，制定了一系列不断完善综

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的环境培育、人才培养以及实现终身体

育社会的普及教育等措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加大宣传力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综合型区域体

育俱乐部和泛区域体育中心的试点工作，并将其经验逐步推

广。 

第二，国家要求地方公共团体要积极主动地实施与国家

协调的政策，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在参照《基本计划》制定

本地区的体育振兴计划时，要将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和泛

区域体育中心的建立作为主要内容。 

第三，在全国推广建立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和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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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中心需要大批体育管理人才和体育指导员。《基本计划》

中明确规定，为了培养具有社交能力和创设综合型区域体育

俱乐部能力的人才，要组织实施经验研讨和信息交流。同时，

都道府县和市町村要把体育院校的毕业生，或具有资格的高

素质的体育指导员分配到体育振兴部门或泛区域体育中心、

公共体育设施等单位，不断完善体育指导员的研修工作，探

讨适合区域需要的体育人才使用政策。 

第四，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为了保证综合型区域体育俱

乐部运营的持续性和透明性，使之对区域体育振兴等公益活

动做出更大贡献，建议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以特定非营利

活动法人（Non Profit Organization NPO 法人）的身份取得法

人资格，成为权力义务的主体，便于经营并享受国家特定非

营利活动法人的优惠政策。 

在硬环境方面，日本政府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对综合型区

域体育俱乐部和泛区域体育中心的体育设施建设和资金保

证方面。《基本计划》中指出，政府“考虑到综合型区域体

育俱乐部在区域体育振兴和地方自治团体的形成等方面所

具有的公共作用，在以区域居民的会费收入等作为运营基础

的同时，对俱乐部的根本要素和事业给予有效的援助。”[2]

这里所指的“根本要素”的重要内容就是包括更衣室、淋浴

室、饮茶谈话室等在内的俱乐部场馆设施。另外，《基本计

划》还规定，积极推进俱乐部室内建筑设施的完善，强调在

新建俱乐部室内建筑设施之外，要有效利用和整修学校的闲

置教室和已有的公共体育设施。因此，日本政府在建立推广

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和泛区域体育中心的事业中，把学校

体育设施的利用作为重要内容。 

关于资金保证，该《基本计划》中指出，“在推进本计

划各项措施的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要确保以体育振兴为目

的的财源。”[2]日本政府在保证划拨该项事业的基本预算外，

充分利用1990年设立的体育振兴基金和1998年建立的体育

振兴彩票制度。体育振兴彩票获得的收益主要用于建设便于

居民在住地附近参与体育活动的社区体育环境。日本政府将

继续充实该《基本计划》中政府提供的资金，提高体育振兴

所需的经费预算，确保体育振兴经费的稳定性。 

2.2  建立一条龙的训练体系 

《基本计划》中指出，“我国高水平运动员在以奥林匹

克运动会为代表的国际体育大会上的出色表现给予广大国

民无限的梦想与感动，有利于明朗、充满活力的社会形成，

因此要积极推进能在这种高水平竞技运动大会上出色表现

的运动员的培养和强化。”[2]同时，针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日本竞技水平持续下降，奥运会奖牌锐减的倾向，《基本计

划》提出了综合性、有计划地推进旨在培养、强化高水平运

动员的各种措施，尽快实现奥运会奖牌获得率翻倍，实现奖

牌获得率达到奥运会奖牌总数 3.5%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基本计划》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建立一条龙的训

练体系，并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具体如下： 

第一，从少年儿童抓起。《基本计划》中指出，“为提高

国际竞技水平，必须要把视野扩展到少年儿童，对具有优良

素质的运动员，进行适应其个人特点和各年龄成长阶段特点

的指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运动

员。”[2]《基本计划》认为，目前日本训练指导体系条块分割，

尤其对青少年儿童的训练指导体系相互之间不衔接，难以保

证少年儿童的训练持续地贯穿于学校生活的各个阶段，造成

了具有优秀运动潜力的少年儿童得不到良好的、连续性的训

练。这是影响日本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导致国际体育竞争力

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改变现状，对有培养前途

少年儿童，根据一条龙的训练理念，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训

练，在各个竞技项目中构建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体系。 

第二，研发优秀运动员的选材手段。为了保证高水平运

动员后继有人，要加强后备人才的培养和优秀运动员选材手

段的研究与开发。《基本计划》中指出，竞技体育部门要根

据反映竞技特性的客观指标，发掘具有优秀素质的运动员。

在充分了解各竞技项目运动员培养计划内容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国立体育科学中心和体育院校积累的有关高水平运动

员身体特征等方面的知识信息，开展运动员发掘手段的研

究。 

第三，完善训练基地。《基本计划》认为，提高竞技水

平需要运动员有充足的时间，充分运用体育医学、科学研究

的成果进行强化训练，而强化训练又必须有稳定的训练的基

地。经过调查，日本发现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总数

前 10 名的国家中有 9个国家拥有这种训练基地设施。因此，

《基本计划》指出，为了提高国际竞技水平，日本需要尽快

完备国家级水平的训练基地。 

第四，指导人员的专业化。这里的指导人员相当于我国

的教练员。《基本计划》认为，提高竞技水平的国际竞争力，

不仅需要一流的运动员，同时也需要一流的教练员。这些教

练员能够依据运动员培养计划，根据运动员的个人状况，对

高水平运动员等进行专门的技术指导；能够面向奥林匹克运

动会等大型国际赛事制定出具有国际竞技水准的竞技战略

战术；具有运用体育医学、心理学等相关知识强化训练方法

的能力。为此，《基本计划》提出日本需要成立教练学院，

以培养高水平的教练员。 

第五，营造运动员安心从事高水平竞技运动的环境。《基

本计划》指出，为了保证运动员无后顾之忧，专心从事运动

训练，需要建立运动员安心从事竞技的体制。为此《基本计

划》提出了以下措施：首先，对外国高水平运动员训练环境

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逐渐明确政府行政部门、体育团体、

企业以及区域的不同作用，制定出完善日本高水平运动员能

够专心从事竞技的指导方针。其次，加强对运动员退役后的

关怀，促进高水平运动员的有效利用。高水平运动员退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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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一条龙训练体系的指导人员继续发挥作用。地方公

共团体在高水平运动员退役后可以聘任其担当学校的非在

编讲师，将其运动经验用于指导青少年竞技能力的提高。再

者，要加强运动员的体育保险，对运动员的伤害补偿进行必

要的调整，尽量减少运动伤害给运动员带来的忧虑。 

 

3  《基本计划》的主要特点 

《基本计划》是战后日本颁布的一部目标最明确，内容

最丰富，措施最全面，要求最具体的体育法规，其特点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目标明确，措施具体 

《基本计划》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体

系。在整个目标体系中既有统领整个计划的总体目标，又有

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等不同领域的政策目标，还有具体的实

施目标。《基本计划》的宗旨反映了其总体目标，即“把提

供体育活动机会的公共主体、民间主体与利用体育机会的居

民和运动员结为一体，实现进一步体育振兴，以期实现 21

世纪明快、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2]大众体育的政策目

标是：“第一，实现所有国民都能够根据自身的体力、年龄、

技术、兴趣、目的以及时间，随时随地参与体育运动的终身

体育社会。第二，尽早实现每两个成年人中有一人（50%）

每周一次以上参加体育运动的体育实施率。”实施目标是：

“第一，到 2010 年，全国各市区町村至少建立一个综合型

区域体育俱乐部。第二，到 2010 年，全国各都道府县至少

建立一个泛区域体育中心”。[2] 

竞技体育的政策目标是：“第一，我国高水平运动员在

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代表的国际体育大会上的出色表现给

予广大国民无限的梦想与感动，有利于明朗、充满活力的社

会形成，因此要积极推进能够在这种高水平竞技大会上出色

表现的运动员的培养和强化。第二，鉴于在 1996 年的奥林

匹克运动会上我国奖牌获得率下降至 1.7%的情况，综合地、

有计划地推进旨在培养、强化我国顶尖水平运动员的各项措

施，尽早使奖牌获得率翻倍，实现 3.5%的目标。”[2]实施目

标是：“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建立一条龙

的训练体系。”[2] 

如上所述，整个《基本计划》的各种目标相互关联，逻

辑清晰，一环扣一环，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目标体系，贯穿于

《基本计划》的始终。同时，该计划的目标体系包含了宏观、

中观和微观 3个不同层次，近期、中期和远期 3个不同阶段，

措施具体，可操作性强，有利于该计划的贯彻落实。 

3.2  三大领域，协调发展 

《基本计划》的另一个特点是谋求大众体育、竞技体育

和学校体育的协调发展。该《基本计划》的第三节是专门关

于大众体育、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协调发展的内容。这一领

域的政策目标是：“以实现丰富的终身体育生活和提高国际

竞技水平为目标，推进终身体育、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运动

之间的相互协调。”[2]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基本计划》中提

出了“两个协调”，即丰富少年儿童的体育生活，推进学校

与区域之间的相互协调；提高国际竞技水平，促进学校与体

育团体之间的相互协调。同时，为了实现终身体育社会，建

立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和泛区域体育中心是促进大众体

育、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这种把无形

的促进大众体育、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协调发展的理念，汇

聚在有形的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和泛区域体育中心之中，

为真正做到三者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3.3  竞技体育，重大突破 

    《基本计划》中关于竞技体育的指导思想，政策目标以

及具体措施大大超出了《体育振兴法》的范围，具有重大突

破。这表明新世纪，随着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日本

的体育方针政策也在变化，尤其对提高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

力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包括建立一条龙的训练体系，建

立国家级训练基地，成立教练学院、发掘后备人才，充实教

练队伍，退役运动员的安置等一系列具体措施，表现了日本

试图重振奥运雄风的决心。雅典奥运会日本代表团取得的优

异成绩已经反映出实施《基本计划》的效果。可以预见，日

本的竞技实力将会成为北京奥运会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同时，日本的经验说明，任何一个经济发达国家并不是不重

视竞技体育，而是谋求大众体育、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协

调发展，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 

3.4  视野广阔，工程系统 

    《基本计划》的内容丰富，涉及到体育的方方面面。如，

在《基本计划》的各项政策中还包括了老年人体育、妇女体

育、残障人体育、体育科学研究以及反兴奋剂问题等等。同

时，凡是涉及到的领域，都有相应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措施。

例如，国家与地方团体以及地方体育团体的协调、资金的保

障、信息的提供、人才的培养、科研机构的支持、科研成果

的应用、经营法人的获得、体育保险的加入、退役运动员的

安置、体育产业的运营等等。《基本计划》紧紧围绕实现终

身体育社会这条主线，将体育的各个领域汇编成一个纵横交

错，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因此，可以说《基本计划》是

21 世纪振兴日本体育的一个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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