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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缺乏必要的体育资源，因而不能达到一个社会的体育基本生活水准。

在现代社会里体育贫困不仅仅是指体育资源缺乏、体育消费的低下，还包括对人类基本体育能力和权利的剥

夺、体育地位的低下、体育结构发展的机会不均等等。认为加强有关体育权利的基本法律、完善政治制度的

保障、确立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合理配置社会的体育资源、保护体育弱势群体有助于解决我国的体育

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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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poverty refers to that an individual or a family fails to reach the basic sports life standard of a 

society due to the lack of necessary sports resources. In a modern society, sports poverty refers not only to the lack 

of sports resources and low sports consumption, but also to the deprivation of human being’s basic sports capability 

and right, inferior sports status, and unequal chances of development of sports structure. The authors considered tha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are conducive to solving the sports poverty problem in China: Reinforce sports right related 

basic laws; perfect the assurance of political system; establish the status of sport in social development; allocate 

social sports resources rationally; protect sport disadvantageous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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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贫困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指标，然而这个目标实

际上还远远没有达到，发展与贫困似乎总是形影不离。世界

银行 2000 年发表的《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从

1987 年到 1998 年，世界上穷人的数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1987 年是 11.8 亿人，1998 年是 11.9 亿人。从其占总人口的

比例来看，也只是下降了 4个百分点。从国内情况看，中国

政府所推动的农村扶贫开发，虽然大大减缩了农村绝对贫困

人口，但是，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和城市贫困问题却越来越

突出。因此，贫困问题仍然是当今世界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贫困最初表现在经济上，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分。

绝对贫困是指收入极低，缺少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不得温

饱；相对贫困是收入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1]。然而，

在现代社会里贫困不仅仅是指收入的低下，还包括人类基本

能力和权利的剥夺。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体育作为建设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人类全面

发展的同时，是否也存在贫困呢？人类基本的健康权和体育

权是否有被剥夺的现象呢？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释体

育贫困现象呢？本文试图探究这些问题。如果体育贫困问题

确实存在，那么它的解决，将大大推动体育向纵深方向发展，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重要贡献。 

 

1  体育贫困的界定 

    所谓体育贫困，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是指个人或家庭

因缺乏必要的体育资源，因而不能达到一个社会的体育基本

生活水准。我们把无体育资源消费的个人或家庭称为体育的

绝对贫困，把低于人均体育资源消费水平的个人或家庭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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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相对贫困。同时，在现代社会里体育贫困不仅仅是指

体育资源缺乏、体育消费的低下，还包括人类基本体育能力

和权利的剥夺、体育地位的低下、体育结构发展的机会不均

等等。 

从体育消费支出水平看，我国居民整体水平较低。据国

家体育总局公布的“2002 年中国成年人体质监测公报”显

示：“我国体育消费较少，每月无体育消费和消费在 50 元以

下的占 74.1%。”[2]西安体育学院蔡军等研究北京、上海、广

州、西安、成都、乌鲁木齐等城市的结果表明：2000 年体

育消费家庭户年均消费总额仅为 199.91 元，那么体育的相

对贫困线为年人均低于 33 元，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如德国实际上 1999 年家庭体育消费支出为 149 亿美元，日

本达 404 亿美元，英国 103 亿美元，瑞士家庭人均体育消费

支出达 1 265 美元。(据 2001 年日本 SSF 财团的调查资料) 

 

2  体育贫困的主要现象 

2.1  体育在整个社会地位的贫困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个顺序一般是不

会错的。体育虽然有益于健康，与生存联系紧密，但从严格

意义上说，体育事业的发展属于第三层次即发展的层次。当

人们还在生存线上挣扎、在温饱线上苦斗之时，民生问题是

最要紧的，解决衣食住是头等大事，体育投入在公共投入的

顺序靠后是可以理解的。任凭什么人主持政务，都不可能将

篮球看得比饭碗重要。你指责他不重视体育，他却是非不为

也。是不能也”[3]。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体育最本质的特

征就是强身健体，益于健康。表现在不仅是人类生物能量的

开发和释放，从根本上是通过人和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真正

占有的过程，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过程，换句话

说是人的本性的回归、天性的体现。因此，体育是人的基本

需求之一，如吃饭、穿衣一样不可或缺。 

然而，体育事业却一直没有被提升到这样的地位，始终

处于社会发展的从属地位，这完全可以从体育产生和发展的

整个历史进程中看出。然而体育的某些迹象却始终存在，即

使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也是靠攀爬采集

野果、靠游水捕鱼等具有体育特征的方式来得到基本的生存

条件，那么我们还能够把体育再放在发展的层次来看而让它

处于贫困的地位吗？ 

2.2  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发展机会不均等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的内部结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机

会不均等现象，这也是体育贫困问题的表现之一。竞技体育

发展较快，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发展相对较慢。因为以往我

国一直贯彻优先发展竞技体育的战略方针，将有限的资金投

入发展竞技体育，对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战略实施不够，

造成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相对落后，使体育的贫困现象有

了滋生的土壤。 

如今人们对中国体育改革的关切程度很高，对社会体育

和学校体育的发展呼声日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

战略的提出，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把提高人的健康素质与提

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相并列，这些都是历史

性的飞跃，它标志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体育将进入新

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也必将成为未来社会

发展的主流之一。但是随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到来，全

国上下都在齐心合力筹备这一伟大盛事，人力、物力、财力

的投入激增，所以人们在企盼美丽奥运到来的同时，也陷入

了沉思、甚至担忧：中国体育的发展在奥运会举办之后会不

会重新走到竞技体育的老路上，刚刚有所发展的社会体育和

学校体育会不会再次迷失方向。三者发展的机会会不会又一

次出现不均等。 

2.3  农村体育与城镇体育差距拉大 

农民收入虽然不断提高，但城乡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得更快，加剧了农民的相对贫困。城乡人

均收入差额由1978年的209.8元上升到2003年的5 850元。

经济的发展决定体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由于城乡收入差距

的加大使得城乡体育的差距也不断在扩大。大部分农民只好

将每年的大部分收入用在生活必需品上，使体育的消费相对

减少。 

同时，城乡也形成了两个层次的体育基础和体育意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学者曾对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

14 个省市 5 644 人体育活动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其

结果城市体育人口（未包括学生比例）占总人口数的 9.23%，

农村为 2.7%，表明体育基础不同。目前，我国约占全国总

数 80%左右的学生在农村就读。在一项针对中国西部农村

学校体育现状的调查中，我们看到农村学校体育中存在着相

当多的困难和问题。如何改变农村学校体育的落后状况，让

每一个农村学生和城里学生一样，真正拥有体育课且有优质

的体育课上，实现教育公平，全面提高农村学生的综合素质，

已成为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体育基础的不同往往会带来人们观念和意识的变化，像

城市里体育活动的形式、内容等，已呈现出高、中、低档的

格局，这与人的认识有直接关系。而农村基本上只简单的发

展一些对场地、器材条件要求不高的运动项目，从总体上讲

发展相当缓慢。 

2.4  体育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存在 

    所谓体育的弱势群体，是指由于生理、社会和文化等方

面的低下状态而导致其处于不利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从而缺

乏或根本没有体育方面的投资的人群或阶层，主要包括下岗

失业人员，“体制外”的人（即那些从来没有在国有单位工

作过，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寡

老人等），进城农民工，较早退休的“体制内”的人（这部

分人主要是从集体企业退下来的，当初退休时工资水平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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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只有 100 元，加上各种补助也不过两三百元），收入较

低的贫困农民，久病、重病而无钱医治的人及其家属，以及

天灾人祸中的困难者等。这些弱势群体在经济上面临贫困的

处境。他们往往经济状况差、生活质量低、生存能力弱。实

际上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很难做到从内

心自发地需求体育，更何况是对体育方面的投资。 

我国体育贫困地区大部分在边远山区、荒漠区、黄土高

原区及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水平落后，

更何况长期以来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禁锢，人们对体育和

健康的认识不够，人们根本不关注体育对人的健康的重要作

用。另外，体育的贫困地区教育也落后。适龄儿童入学率、

毕业率等指标均低于全国水平，甚至许多贫困地区青少年儿

童失去了中小学受教育包括体育的机会，加之还有较多的劳

动力文盲，进而导致了群众的体育知识贫乏、意识淡薄，从

事体育活动的参与率低。实践证明：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

从事体育活动的参与率越低[4]。 

2.5  体育专门人才、体育设施、体育经费缺乏 

在竞技体育领域，1995 年我国各类体育人才共 144 915

人，其中专业队运动员 17 921 人、专职教练员 25 260 人、

专职文化教师 11 062 人、科研人员 1 538 人、医务人员 1 876

人、管理人员 47 190 人、其他人员 40 169 人[5]。而人口不到

3 000 万的加拿大，在 1996 年就有 4.2 万人以教练、队医、

裁判和运动员为职业[6]。意大利的业余联赛就有 52.8 万名运

动员[7]。在社会体育领域，1977 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

果表明，我国平均每个晨、晚练点有组织指导人员 0.63 人，

其中社会体育指导员 0.17 人。社会体育指导员仅占组织指

导人员的 27.06%[8]。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远不能满足我国社

会的需求。而日本每 2 000 人中就有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9]，

是我国的 10 倍。体育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一直也是学校体育

领域担忧的一个问题。 

1996 年由国家体委、国家统计局、国家教委、全国总

工会、农业部等部门联合组织了第 4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

截至 1995 年 12 月 31 日，我国有符合普查标准的各类体育

场地 615 693 个，体育场地占地面积 10.7 亿 m2，累计投入

体育场地建设资金为 372 亿元。以 1995 年年底全国总人口

计算，每 10 万人拥有体育场地 50 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0.65 m2 [10]。而 1990 年，意大利每 10 万人就拥有 212 个体育

场地，芬兰 457 个，德国 248 个，瑞士 220 个。据日本文部

省 1990 年调查和韩国文体部 1994 年资料，1990 年日本每

10 万人拥有 260 个体育场地，1994 年韩国每 10 万人拥有

260 个体育场地，1994 年韩国每 10 万人拥有 100.62 个体育

场地。我国的体育设施资源与上述国家，包括韩国相比，有

相当差距[8]。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经费基本来源是政府拨款。与世界

上一些体育强国相比，我国政府对体育的拨款处于较低水

平，年人均体育经费尚不及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古巴[10]。

居民的体育消费开支也是体育经费资源的重要渠道。但目前

我国城乡居民的体育消费开支仍然处于较低水平。1997 年

国家体育总局对 19 个省市 18-60 岁(女 55 岁)的 105 328 人

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被调查人中,男女分别有 24.5%和 24.9%

没有体育消费。每月 50 元以上的体育消费者,男女分别只有

4.5%和 4.3%[10]。 

 

3  体育贫困问题产生原因的理论解释 

3.1  个体性解释 

    关于体育贫困的个体解释，一般认为这种解释是在责备

受害者。按照个体性解释，任何人都有同样的通过自己的努

力获得健康和体育方面发展的机会。如果一个人陷入体育贫

困，那一定是由于个人经济上的失败、个人的身体状况、个

人的受教育程度、体育锻炼和体育消费意识的缺少，无体育

锻炼习惯、个人的不道德品质和不良的生活方式所致。这种

观点不重视自然和社会的外部环境，更强调内因造成的影

响。 

3.2  文化性解释 

    对于体育贫困的个体性解释，实际上很容易引起学者的

质疑。例如，导致体育贫困者不努力获得体育发展机会的原

因究竟是什么？对于这种原因的探究和解释，形成了这种文

化性的解释。体育贫困本身实际上表现为一种自我维持的文

化体系，也就是体育贫困文化。体育贫困者由于长期生活于

体育贫困之中，结果形成了一套特定的体育生活方式、行为

规范和价值观念，诸如屈从意识、放弃参与体育的机会、不

愿意规划体育未来、没有实现体育理想的能力以及怀疑体育

的权威等等。此种类型的体育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周围的

人，特别是体育贫困者的后代产生影响，从而代代相传，体

育贫困本身也就得以在这种文化的制约与保护下不断延续。 

3.3  结构性解释 

    在某种意义上说，结构性解释最具有体育社会学的色

彩。因为这种解释基本上是将体育贫困现象看作是体育社会

制度结构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体育贫困产生的根本原

因在于体育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资产阶级由于占有体育

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处于被剥削的地位，无产阶级体育发展

的权利受到了剥夺，从而导致了体育的贫困化。要解决资本

主义的贫困问题，只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3.4  资源性解释 

社会中的体育贫困现象主要是各种体育社会资源（特别

是体育权力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结果。体育贫困者由于在社

会的经济过程、政治过程以至社会生活中所拥有的体育资源

少，长期处于无权、受忽视和受歧视的状况，不能维护和获

取自身的正当利益，所以陷入体育贫困。甚至长期延续其贫

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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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变迁性解释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特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可以改变体

育贫困者的构成，“制造”新的体育贫困者。当代中国的经

济结构转型，也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形成排斥，从而使得一部

分原来有着稳定职业的人失业、下岗，收入降低。其中一部

分人变为新的体育贫困人口。这正是中国城市体育贫困发展

的一个关键因素。 

 

4  对解决我国体育贫困问题的建议 

4.1  加强有关体育权利的基本法律建设 

    197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次会议诞生了专门

阐明体育权利的国际体育法文件——《体育运动国际宪章》，

反复申明“参加体育运动是所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强调

“要使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对所有人来说成为现实”。在 20

世纪中叶以来许多国家制定的体育法中，都有保护公民体育

权利的专门条款或鲜明的体现了这一宗旨。我国关于体育权

利的法律很少，只是在社会体育领域提到。在 1995 年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十条明确提出“公民参与体

育活动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

分”。所以我们应继续加强体育场地、器材法律，健身体育

法律、竞技体育法律、体育科技法律、体育保障条件等法律

的出台，使其形成较为完善、协调的体系，从而保障体育权

利的实现。 

4.2  完善政治制度的保障 

    法律是由国家政权管理层的权力者运用一定的权力来

建立、创造和实施的。没有国家权力的保证，公民的体育权

利就成为空谈。因此，国家要有效地运用权力和实际履行保

障公民体育权利的职责，并防止权力滥用造成对合法体育权

利的剥夺和侵害，维护公民实际享有的体育权利。而政治是

国家最高层次的管理。政治制度决定了体育的领导权掌握在

谁的手里，决定了人民享有体育参与的权利有多大。因此我

们要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进一步强调体育的社

会主义性质，以及为人民服务和广泛参与的人民性。 

4.3  确立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社会的发展是人类不断进行现代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

文明程度的体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

制约，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教育、卫生、科

学技术、环境保护和体育等多个方面。体育事业的发展不仅

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之一，也是国家社会文明

程度的体现。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地位，而不是让它处于社会中的劣势地位，甚至忽略和蔑

视体育的存在，要使体育与整个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发展中的

其他领域相互协调。 

4.4  合理配置社会体育资源 

调整体育社会资源的分配，特别是体育权力资源的分

配，通过各种体育组织与制度创新，增加体育贫困者的权利，

从而能够有效地利用社会经济机会，维护和获取其正当利

益，摆脱体育贫困状况。同时由于体育资源包括人力、资金、

物力等，其核心是资金投入。因此，应把政府投入和社会投

入有机结合，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合理配置。如经济发

达地区政府少投入，鼓励社会投入；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多

投入，减小贫富差距的拉大，从而实现体育参与条件的相对

公平。 

4.5  保护体育中弱势群体的利益 

对体育中的弱势群体要多关心、多爱护。首先要充分发

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社会中的各种福利制度。其

次，要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呼吁全社会的人

都献出自己对体育弱势群体的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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