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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3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主要

内容如下。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加快体育强国建

设的重要基石，是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期待的内在要求，是推

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内容。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

民健康水平，现就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出如

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为根本目的，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激发社会力量积极性，优化资源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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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服务供给，构建统筹城乡、公平可及、服务便利、运行高效、

保障有力的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二）工作原则 

——覆盖全民，公益导向。健全促进全民健身制度性举措，

扩大公益性和基础性服务供给，提高参与度，增强可及性，推动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覆盖全民、服务全民、造福全民。 

——科学布局，统筹城乡。以需求为导向配置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资源，引导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对接国家重大战略，促进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强化资源集约利用和科技支撑，

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供给方式创新。打造绿色便捷的全民健身新

载体，促进全民健身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 

——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发挥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作用，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激发社会力量

积极性，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形成全民健身发展长效机制。 

（三）主要目标。到 2025 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基本建立，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 平方米，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政府提供的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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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体系更加完善、标准更加健全、品质明显提升，社会力量提供

的普惠性公共服务实现付费可享有、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

安全有监管，群众健身热情进一步提高。到 2035 年，与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建立，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5%以上，体育健身和运动休闲成为普

遍生活方式，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居于世界前列。 

二、完善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全民健身的体制机制 

（四）健全全民健身组织网络。积极稳妥推进体育协会与体

育行政部门脱钩。体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体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引

导和监督管理。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要加强对会员单位的联系和

服务，完善相关标准规范。支持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积极发展单

位会员，探索发展个人会员。将运动项目的推广普及作为对单项

体育协会的主要评价指标。支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常

态化制度化组织健身活动。鼓励发展在社区内活动的群众自发性

健身组织。 

（五）夯实社区全民健身基础。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纳入社

区服务体系，培育一批融入社区的基层体育俱乐部和运动协会。

在社区内活动的符合条件的基层体育组织可依法向县级民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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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登记。在社区设立健身活动站点，引导体育社会组织下沉社

区组织健身赛事活动。实施社区健身设施夜间“点亮工程”。 

（六）推动更多竞技体育成果全民共享。推动体育系统管理

的训练中心、基地、体校的健身设施以及运动康复等服务向社会

开放。促进国家队训练方法、日常食谱、康复技巧等实行市场化

开发和成果转化。建立国家队、省队运动员进校园、进社区制度，

现役国家队、省队运动员每年要在中小学校或社区开展一定时间

的健身指导服务。建立面向全社会的体育运动水平等级制度，健

全服务全民健身的教练员、裁判员评价体系。建立高水平运动队

帮扶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机制。 

三、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城乡区域均衡发展 

（七）按人口要素统筹资源布局。加大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

源向基础薄弱区域和群众身边倾斜力度，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

流动趋势相衔接。完善农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网络，逐步实现城

乡服务内容和标准统一衔接。鼓励有条件的城市群和都市圈编制

统一的全民健身规划，促进区域内健身步道、沿河步道、城市绿

道互联互通，健身设施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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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优化城市全民健身功能布局。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

要推广功能复合、立体开发的集约紧凑型健身设施发展模式。大

中城市要加强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全民健身资源布局，打

造现代时尚的健身场景。县城城镇化要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健身

设施。老城区要结合城市更新行动，鼓励运用市场机制盘活存量

低效用地，增加开敞式健身设施。新建城区要结合城市留白增绿，

科学规划社区全民健身中心，建设与生产生活空间相互融合、与

绿环绿廊绿楔相互嵌套的健身设施。 

（九）构建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的空间布局。结合落实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等重大战略，以及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完善健身

设施布局。研究推动在河北崇礼、吉林长白山（非红线区）、黑

龙江亚布力、新疆阿勒泰等地建设冰雪丝路带。支持京张体育文

化旅游带建设。支持新疆、吉林共同创建中国冰雪经济高质量发

展试验区。沿太行山和京杭大运河、西安至成都、青藏公路打造

“三纵”，沿丝绸之路、318 国道、长江、黄河沿线打造“四

横”，构建户外运动“三纵四横”的空间布局。 

四、打造绿色便捷的全民健身新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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