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2月 14日
本版主编:贺 遐 编辑：赵 萌 理论前沿

激发巨大规模人口的磅礴伟力 加快体育强国建设
广州体育学院党委书记 米银俊

人口规模巨大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

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其中，“人口规

模巨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特

征。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将带领约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进入现代化的

新征程，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

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现代

化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建设以人民为

中心的体育强国不仅是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的应有之义，更是支撑、引领、协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

使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紧密相连。建设惠及14亿

人口的体育强国意味着进入现代化的中国人民将彻底改变

现代化国家的身体健康结构，这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有力支撑，还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必然

会产生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创造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

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体育强国建设成效显著

人口规模巨大既是压力与考验，也意味着优势与红利。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全民健身”

等在全民健身———全民健康———全面小康的逻辑指引下，群

众体育蓬勃发展。截至2021年，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

数已超过4亿人，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

上的逾九成，全国体育场地数量增至397.1万个，体育场地面

积达34.1亿平方米。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国内线上健身

人数持续增长，线上健身会员及健身内容的年平均每月活跃

用户从2016年的140万增至2021年的1.38亿。将人民健身和

健康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群众体育，既是实现14亿人

口全面发展的基础性保障，更是展现中国体育发展为人民，

以体育强国建设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有力

佐证。

凭借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提

升。近10年来，我国运动员共获得986个世界冠军，创造世界

纪录127次。仅在2022年，中国代表团在奥项世界大赛中就夺

得76枚奖牌，其中33枚金牌、18枚银牌、25枚铜牌。从1984年

许海峰斩获属于中国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到中国近几届奥运

会稳居金牌和奖牌榜第一梯队；从“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到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从冬奥会三分之一的冰雪运

动项目从未在中国开展过，到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项目占全

部109个小项的95.4%，凭借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中国体育

创造了非凡的竞技成绩，产出了优秀的体育科研成果，塑造

了中华体育精神，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映射出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的强大生机与活力。

依托人口红利，体育产业规模水平不断提高。2021年，我

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和增加值分别达到31175亿元和12245亿

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12年的0.6%增至2020年的

1.06%，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18000亿元，体育产业从业人口

超过500万，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断提升。此外，《“十四

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

达到5万亿元，居民体育消费总规模将超过2.8万亿元，从业

人员超800万人。以体育产业自身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有力拉

动内需，促进就业，充分发挥体育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带动

作用，为体育事业融入中国梦提供独特价值。

加快学校体育发展，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十

三五”期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由50.2万增至59.5万

人，每年新增体育教师约2万人。截至2021年，我国业余体育

运动学校从1955年起步时的3所发展到现在的2165所，在训

青少年运动员从最初的550人增至现在的53万余人。全国拥

有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0218所，校园足球试点县（区）102个，

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43个。青少年群体是推动体育强国建设

的主体，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后备力量。学校体育

夯实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之基，加快14亿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

转变，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了磅礴力量。

激发巨大规模人口的磅礴伟力，加快体育强国建设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要实现“人口规模巨大

的现代化”，首先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始终锚定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

惠及全体人民。新时代推动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发挥

体育在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具有特殊意义。体育的发展应不断融入新理念、探索新途

径、激发新动能。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体育发展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

障。在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事业的

发展应积极将“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

坚持体育事业发展始终为国家重大目标服务，以全面推

进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外

交、体育文化等，密切联动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坚

持改革创新，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

的需要为导向，坚持体育事业的发展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中华民族复兴凝聚强

大力量。

第二，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的深度融合。以

人口基数的巨大优势来大力发展体育人口，积极推动体

卫融合、体养融合，促进以“治”为主向以“防”为主的健康

观念转变，培养人民体育参与习惯，保障人口红利的可持

续发展。打造覆盖婴幼儿、青少年、老年人等全流程、全群

体、全区域的体育服务，夯实14亿人口的健康之基。利用

“互联网+”“科技+”组建体育信息化平台，推动体育资源

均衡配置与合理利用，进而满足广大人民的体育需求。以

国家支持、政策引导为手段，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发展体育

事业，以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健身需求

为目标，为社会提供更多层次、更加丰富的体育服务产

品，全方位增强人的素质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第三，将巨大的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竞技体育竞争优

势。充分利用中国地域广阔，运动员选材面广的优势，全面

推动“三大球”与冰雪运动振兴，实现中国体育在世界体坛

中全面参与，逐渐消除竞技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不断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新发展理念，合理利用“国家办+

社会办+市场办”的新模式，充分挖掘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

来保障竞技体育人才的可持续发展，继续创造顶尖赛事的

奖牌数纪录来提升体育为国争光的能力，增强人民群众的

自豪感与凝聚力。同时促进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深度融

合，加强竞技体育成果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转化，将体育

发展成果和综合功能落实到人民群众上，最大限度实现体

育事业与社会的均衡发展。

第四，全面激发广大群众的体育消费需求。深入挖掘

不同年龄、性别、区域的消费者潜在需求，充分把握人口规

模大的国内市场，提供多层次、多元化体育产品来培养广

大人民群众的体育习惯，构建覆盖全群体的消费渠道，打

造便利的支付方式进一步推动消费总量。以科技驱动发展

为抓手，促进“体育＋”和“＋体育”的多产业、多领域融合，

实现资源共建共享，以有限的体育资源满足14亿人口的健

身需求，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而提供优质的体育

产品和体育服务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生

活的幸福感与满足感。

第五，全面弘扬中华体育文化。文化是体育之根，精神是

体育之魂。凭借14亿人口基数优势弘扬中华体育文化，展现

中华民族的优秀体育民俗项目，有助于充分了解中华文化的

深刻内涵。积极搭建对外交流平台，扩展中国在国际体育领

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约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所拥有的体

育文化来丰富世界文化体系，推动构建世界文化平等交流合

作机制，这不仅利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更多的是造福

世界。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携手

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面向未来，我们要充分发挥“人口规模

巨大”之长，克服“人口规模巨大”之难，积极推动体育与14亿

人民的健康生活紧密衔接，努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公共体育服

务体系，促进全民健康与全民幸福，推动竞技体育迈上新台

阶创造新佳绩，加快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体育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强国建

设，为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体育

力量。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