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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85_A8_

E6_B0_91_E5_81_A5_E8_c36_327267.htm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

８日 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发布） 为了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

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的发展，特制定本纲要。 一、面临的形势 （一）建国４０

多年来，我国体育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群众性体育活动蓬

勃开展，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加，人民体质与健康状

况有了很大改善，全民健身工作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支持

，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采，群众体育健

身的物质条件逐步得到提高，体育在提高人民整体素质、促

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

的作用。 （二）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民的整

体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是，全民健身工作的现状还

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群众的体育健身意识

还不够强，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还不够广泛，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的人数还不够多，现有体育场地设施在向社会开放、

满足群众开展体育锻炼的需要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全民健身

工作的科学技术和监测管理还比较落后，有关的法规制度还

不够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民健身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还在探索之中。这些问题，应随着经济和社会事

业的发展，逐步加以解决。 （三）为进一步增强人民体质，

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发展群众体育。 二、目标和任务 

（四）全民健身计划到２０１０年的奋斗目标是：努力实现



体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中华民族

的体质与健康水平，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

。 （五）依据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要

求，积极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到本世纪末，经济、社会和体

育发展程度不同的各类地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都应

有所增长，人民体质明显增强，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时间、

体育消费额等逐步加大，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的环境和条件有

较大的改善。 （六）依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深化体育改革。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全民健身管理体制，初步形成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充满发展活力的运行机制，建立起社会化、科学化、产业

化和法制化的全民健身体系的基本框架。 三、对象和重点 （

七）全民健身计划以全国人民为实施对象，以青少年和儿童

为重点。 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

的昌盛，要发动全社会关心他们的体质和健康。各级各类学

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做好学校体育工作。要对

学生进行终身体育的教育，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意识、技能

与习惯。继续搞好升学考试体育的试点，不断总结完善，逐

步推开。盲校、聋校、弱智学校要重视开展学生的体育活动

。要积极创造条件，切实解决学校体育师资、经费、场地设

施等问题。 （八）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要加强职工体育工作，

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健康文明的职工体

育健身活动。 （九）积极发展社区体育。街道办事处要加强

对体育工作的组织，发挥居民委员会和基层体育组织的作用

，做好社区体育工作。体育行政部门要给予支持和指导。 （

十）提高农民的体质与健康水平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



内容，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和各级农民体育协会的作用，并

与文化站协同配合，做好农村体育工作。继续开展评选全国

体育先进县活动，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 （十一）实施《军

人体育锻炼标准》，进一步发展部队体育，增强体质，提高

部队战斗力。培养部队体育骨干。部队在搞好自身体育工作

的同时，要积极支持和帮助驻地附近的居民开展群众性体育

活动。 （十二）积极发展少数民族体育，在民族地区广泛开

展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主的体育健身活动。建立健全

各级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培养少数民族体育人才。 （十三）

重视妇女和老年人的体质与健康问题，积极支持他们参加体

育健身活动。注意做好劳动强度较大、余暇时间较少的女职

工的体育工作。加强对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的科学指导。 （

十四）广泛开展残疾人体育健身活动，提高残疾人的身体素

质和平等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丰富残疾人体育健身方法，

培养体育骨干，提高残疾人体育运动水平。 （十五）积极为

知识分子创造体育健身条件，倡导和推广适合其工作特点的

体育健身方法，重视对中高级知识分子进行健康检查和体质

测定工作。 四、对策和措施 （十六）把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坚持群众体育与竞技体

育协调发展的方针，以普遍增强人民体质为重点，加强领导

，统筹规划，切实抓出成效。 （十七）加强宣传工作，形成

全民健身的舆论导向，增强全民体育健身意识，提高对全民

健身工作的重视程度。使全社会认识到，身体素质是思想道

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物质基础，全民健身工作是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体育发展水平是社

会进步与人类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十八）加强群众



体育的法制建设，认真执行现有体育法规，有计划地制定并

实施社会体育督导、群众体育工作、体育社团、场地设施管

理等方面的法规制度。 逐步完善群众体育运动竞赛制度，加

强对工人、农民、少数民族、残疾人以及各类学生运动会等

的组织和管理。突出群众体育运动会和竞赛活动的群众性、

健身性、民族性、趣味性和科学性。 （十九）充分发挥各群

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建

立健全行业、系统体育协会和其他群众体育组织，逐步形成

社会化的全民健身组织网络。 （二十）体育部门要改善资金

支出结构，逐步增加群众体育事业费在预算中的支出比重。

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资助体育健身活动。提倡

家庭和个人为体育健身投资，引导群众进行体育消费，拓宽

体育消费领域，开发适应我国群众消费水平的体育健身、康

复、娱乐等市场。 （二十一）实施体质测定制度，制定体质

测定标准，定期公布全民体质状况。 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

技术等级制度》，加强社会体育骨干队伍建设。 （二十二）

推广简便易行和适合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特点与体质状况

的体育健身方法。挖掘和整理我国传统体育医疗、保健、康

复等方面的宝贵遗产，发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 （二十三

）加强人民体质与健康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要发挥体育

科技队伍的作用，体育科研单位和体育院校要以群众体育和

全民健身的科学研究为重点，要增加对群众体育科学研究的

投入，加快科技成果向群众体育健身实践的转化。 （二十四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要纳入城乡建设规划，落实国家关于城

市公共体育设施用地定额和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体育场地设施或挪作它用。各种国有体



育场地设施都要向社会开放，加强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并

且为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参加体育健身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 五、实施步骤> （二十五）本纲要采取整体规划，逐步实

施的方式，从现在起到２０１０年分为两期工程。第一期工

程自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６年为第一阶段，进行宣传发动和改革试点，初步掀

起一个全民健身活动热潮。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为第二阶

段，通过重点实施、逐步推进，形成崇尚健身、参与健身的

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为第三阶段，

全面展开全民健身计划的各项工作并普遍取得成效，建立具

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二期工程自２０

０１－２０１０年，经过１０年的努力，把全民健身工作提

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

。 （二十六）本纲要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国家体委会同有关

部门、各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共同推行。国家体委负责组织

实施。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及其体育行政部门应根据当地具体

情况，制定本地区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各部门、各系统也应

制定相应的规划和实施方案。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可根据本纲要的要求，结合部队实际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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