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农村体育管理体系经历了多次变

革，对中国农村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的历史考察，可以沿着纵

向时代变迁的方向，还原和重现历史进程中农村体育的前进

路径。 对当代中国农村体育的现实思考，也必须建立在这种

历史考察的前提下，从过去看到现在，进而预见未来。

1 政府组织与民兵组织相结合（1949 年－1966 年）

1．1 农村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的多变性

自 1949 年至 1972 年，农村体育组织领导管理体系变动

频繁，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直到 1973 年农村体育组

织管理的隶属部门才最终确定下来，由体育局负责。 建国初

期，组织管理体育的其他国家机关还有教育部、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政治部。 1952 年 6 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简称体

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全国体育组织管理工作。 1952
年 11 月 15 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

委员会”（简称中央体委），1954 年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 国家体委成立后，体总领

导全国体育工作的职责由国家体委替代，体总的机构、编制、
经费也并入国家体委。 1956 年 6 月，国家体委和青年团中央

在北京召开首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肯定了农村体育

与民兵训练相结合的做法，要求迅速建立县一级的体育运动

委员会，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以加强领导。 1965 年 6
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体育群众体育工作会议上要求，“市体

委群众体育工作的重点，应逐渐向农村转移，加强对农村体

育的指导；市体委在搞好城市群众工作的同时，也应加强农

村体育的指导。” 1965 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后，明确了

市、区、县体委的工作重点，体委、人武部门、文教部门和青年

团组织是农村体育工作的横向组织管理部门，省、市、区、县

是农村体育工作纵向组织管理机构。

1．2 农村体育的组织依托———民兵组织

新中国建立初期，面对国内外各种残余反动势力的破坏，
本着体育服务于国防的方针，教育部长马叙伦兼任中华全国

体育总会主席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发言：“我们

特别感谢体总筹委会，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体育应为国防服

务’这一方针规定的很明确，这和人民解放军的‘体育服务于

部队建设’的方针是一致的。”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各大行

政区设体育总分会，在省、市、县设体育分会，在各基层单位

设体育委员会。 1958 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全民皆兵”的思

想，毛泽东也提出了“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的思想。 全民皆

兵指的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逐步实行全民武装。 在 1958 年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全国民兵人数由原来的 4 000 多万人，
发展到了 2．2 亿。 参加民兵的人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35％，
个别地区甚至超过了 50％。 1957 年全国总人口数约 6．5 亿。
1958 年，中共中央在国家体委党组《关于体育运动十年规划

的报告》批语中说：“在组织了人民公社的地方，体育运动应

在人民公社的统一安排下，结合劳动生产，使之成为广大群

众热烈喜爱的事情。” 1961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

开展群众农村体育工作应与民兵工作相结合。 农村民兵组织

的完善为农村体育提供了组织保障，农村民兵组织是农村体

育的组织依托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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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组织与知识青年相结合（1966 年－1976 年）

2．1 农村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的政治性

1966 年 7 月至 8 月，省、地、市级体委都被迫停止了正常

的工作。 全国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体育系统也成立了革

命委员会或者是体育运动领导小组，作为临时性的体育权力

机构。 随后对体育系统 实行 军 事 管 理，全 国 各 级 体育 行 政

机构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体育行政组织管理体系陷于瘫痪。
1971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以后，国家体委又重新归属于国

务院管辖。 1972 年至 1973 年初，根据中央指示，各级革委会

相继撤销了体委的军事管理，成立了体育局，各级体育组织

管理机构才相继得以恢复，行使体育组织管理职能。 在文化

大革命期间，很多地方从 公社 到 大 队 均建 立 了 体 育领 导 小

组，组织社员开展体育活动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至此，中国

体育组织领导管理体系才确定下来，并一直延续至今。

2．2 农村体育的组织依托———知识青年群体

1955 年，由 60 名北京青年志愿者组成的垦荒队远赴黑

龙江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 30 日为他们举

行了盛大的欢送会，由此揭开上山下乡运动。 为了安置好上

山下乡知识青年，丰富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一些村社为他

们“开辟篮球场、砌乒乓球台，编制排球网、用小车轴做单杠”
等等。 在此期间，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受到较小的冲击，这

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

生产劳动方式便于农民集中，队长和其他村干部有着较强的

号召力，有利于组织农村体育活动。 知识青年运动使大批青

年流向农村，在城市、学校习得的体育知识技能带到了农村，
在农村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为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

创造了条件。

3 政府组织与体育社团相结合（1978 年－2010 年）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

到破坏的体育组织管理体系得到重新建立和恢复，农村人民

公社设立了相应的体育组织管理机构。 1979 年 3 月国家体

委下发《关于加强群体工作意见》要求，生活好的和体育基础

好的社、队，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运动队，民兵组织把体育

列入军事训练内容。 随着快速工业化进程带来农村、农业、农

民的深刻变革，农村体育组织管理制度体系建设进入了新的

发展时期。

3．1 农村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的社会性转变

首先，形成了国家体委与多部门协调配合的农村体育管

理体系。 1978 年 12 月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成功经验，推动了

全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1981 年中共中央发

出《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要求：体委、文化部

门和共青团组织紧密合作，共同搞好农村文化体育工作；加

强体育阵地建设。 文化部门组织的“文化中心”、“文化站”，共

青团组织的“青年之家”要增加体育场地和器材。 体育组织管

理体系被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体现了国家对体育组织管理

体系建设的重视。 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明确规

定：“农村应发挥村民委员会、基层文化体育组织的作用，开

展适合农村特点的体育活动。” 1996 年 6 月 21 日国家体委

下发《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县级体育事业意见》要求，“充

分发挥各级农民体协、乡镇体育指导站等基层体育组织及乡

镇文化站、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大 力 开 展‘亿 万 农 民 健 身活

动’。”
进而，提出了农村体育组织网络化建设。 2000 年 12 月

15 日国家体育总局颁布《2001—2010 年体育改革发展纲要》
第九条提出，“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龙头， 村民委员会为基础，
农民体协为纽带，形成有辐射力的组织网络”。 这是政府部门

第一次提出了农村体育组织网络化建设问题。 其中第三十六

条“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依法兴办体

育，推动依法成立的体育社会团体开展体育活动。” 为发动

社会力量办体育提供了法规依据和政策支持。 2001 年 8 月

14 日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发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

工程（2001—2010 年）规划，再 一 次 提出 农 村 体 育组 织 网 络

化建设的问题。
继而，推 进 农 村各 类 体 育 组织 和 体 育 活动 站（点）的 建

设，培养和建立以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主体的农村体育骨干队

伍，发挥其对开展农村体育活 动的 组 织、带 动和 指 导 作 用。
2007 年 5 月 19 日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

政部下发《“十一五”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规划》，提出农村

体育组织发展目标，“到 2010 年在全国完成 10 万个行政村

农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使六分之一的行政村建有公共体育

场地设施，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农村体育组织网络和体育骨干

队伍，促进当地农民体育健身活动经常开展，使农村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显著增加。”
最后，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办体育，提出群众体育社团化

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提出了农村体育组织网络化建设的

实施步骤。 为了发动社会力量办体育，2000 年 11 月 10 日体

育总局、民政部令第 5 号发布《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鼓励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它社会

力量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
以开展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民办的中心、院、社、俱乐部、
场馆等社会组织。 2009 年 9 月 7 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全民健

身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体育组织社团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

目标。 《全民健身条例》第 17 条规定：“基层文化体育组织、居

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居民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协

助 政府 做 好 相 关工 作。” 为 了 推 进 农 村 体 育 组 织 网 络 化 建

设，2010 年 6 月 29 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化部、农业部印发了

《关于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功能进一步加强农村体育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要求“不断完善综合站组织

机构，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农村社会体育组织网络，有效发挥

其对开展农村体育工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形成以综合站

为龙头、社会体育组织为纽带、社会体育指导员和体育教师

为骨干的乡镇体育组织网络。”

3．2 农村体育组织依托———体育社团

社团组织是介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之间相对独立的

社会组织，在国际上又称第三部门，我国习惯称作民间组织。
1998 年 9 月 25 日国务院第 8 次常务会议通过 《社会团体登

记管理条例》，1998 年颁布实施修订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后，全国社会团体数量达到 16．5 万个。 2006 年 10 月 8
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培育发展和

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团组织的政策，
发挥各类社团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

周小林：中国农村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的历史变迁（1949－2010）

38· ·



农村体育社团逐渐发展壮大，并拥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是其

发展的重要体现。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农村

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民文化生活需求增加。 1986 年

9 月 11 日成立了中国农民体育协会，从此，农民有了自己专

门的体育社团组织。 1989 年全国 9 万个乡镇建有 1．8 万个文

化中心和 5 万个文化站，由集体和个人经营的游乐场、台球

室等，在乡镇占娱乐场所总数的 2 ／ 3 以上。

4 建国以来农村体育组织管理体系变迁的启示

4．1 领导重视———农村体育关键

从建国初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现在的国家体

育群体司，农村体育的发展离不开明确的体育主管部门的领

导，这是开展农村体育的关键。 在体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农

村体育的发展才取得今天的成绩。 每一历史时期的农村体育

主管部门，均针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形势，提出了切

实可行的农村体育发展规划和具体实施步骤。 不仅有纵向的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还有同级别的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形成

了组织化、网络化的体育主管行政管理体系。 重视对农村体

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是农村体育发展的关键。

4．2 制度完备———农村体育保障

构建一套符合实际的、具有操作性和针对性强的制度是

发展农村体育的保障。 首先是农村体育制度具有系统性，主

要是指农村体育各项制度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支撑，构成一个

层级分明、结构严谨的农村体育制度体系。 农村体育制度的

系统性不仅要求发展农村体育要有制度作保障，又要考虑农

村社会群体的多样性。 其次是农村体育制度应具有科学性。
农村体育制度的科学性要求农村体育制度体系是一个结构

合理、跟得上发展、经得住检验的一套严格规范、科学合理的

制度体系。 再次是农村体育制度应具有实效性。 有了好的农

村体育制度之后，关键在于抓落实。 实效性不仅仅指农村体

育制度的实际执行效果，还要看农村体育制度是否具有可执

行性和可操作性。

4．3 网络化组织———农村体育依托

农村体育组织网络化建设是由工业化进程中农村环境

决定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业劳动虽然有合作，但

是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乡村居民居住高度分散不宜集中，这

给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带来了许多不便。 农村体育组织建设的

主要目标就是要使分散的农村居民通过体育活动集中起来，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体育活动，丰富农民精神生活，繁荣农

村体育文化。 农村体育组织网络化建设就是要把农村体育

组织建立在农民身边，有农民的地方就有农村体育组织的存

在，使愿意参与体育的农村居民找到体育组织依靠，并吸引

更多的农村居民参与到体育组织中来，形成覆盖面广的横向

体育组织网络。 同时，农村体育组织网络化建设就是要实现

农村体育组织的层级化，形成一个上下畅通的纵向农村体育

组织网络。 实现农村体育组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化

建设， 对于农民获得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和较多的话语权，以

及保护和实现农民自己的体育权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4．4 农村精英阶层———农村体育的中坚力量

我国乡村社会是个乡村精英治理的社会，乡村精英对农

村其他成员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关于精英概念的界

定，意大利经济学家 帕 累 托的 精 英 循 环理 论 做 了 经 典的 论

述，帕累托认为，“在每一项人类活动中，对每人的能力都能

打一个类似考试时的得分。 譬如，给最优秀的专业人员打 10
分；对门可罗雀者打 1 分；给笨蛋可达 0 分。 为此，我们将在

自己活动领域内拥有 高 分的 人 们 形 成 一个 阶 级，并 称之 为

‘精英阶级’”。 乡村体育精英就是指在农村社会中在体育活

动领域具有具有杰出能力的农村社会成员。 农村体育精英对

农村体育的发展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是农村体育发展的主

要力量。 无论是建国初期的民兵群体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知

识青年群体，均属于农村的精英阶层，而且数量较大。 虽然当

时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不高，但是在这一大批农村精

英阶层的带动下，农村体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4．5 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农村体育助力

农村体育的开展不仅需要主管体育行政部门的参与，还

离不开其他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 从建国初期至 1966 年，由

于民兵组织自有的人群特征，青年人居多，以及自有的兼军

事、劳动、教育、体育于一身功能定位，决定了农村体育以村

社为介质，体委、人武部门、文教部门和青年团组织管理相互

协同配合。 为了加强农村体育文化建设和组织建设，2010 年

6 月 29 日国家体育总局、文化部、农业部印发了《关于发挥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功能进一步加强农村体育工作的意见》。
为了增强农民体质和提高健康水平，以及对农民体质实施监

测，还需要卫生部的配合协作等等。 由此可见，发展农村体育

除了体育主管部门的组织管理外，还需要文化部、农业部、教

育部、财政部、卫生部、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的配合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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