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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体育
发展规划》 日前正式
发布， 全文总共3万
余字。这一引领“十四
五” 期间体育发展的
重要文献有哪些重要
内容？哪些亮点？为了
方便读者了解整体概
况， 记者对文件部分
重点和亮点做了初步
梳理。

盘点《“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亮点———

男足亚洲一流，女排世界先进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点明了
2035年体育强国建设远景目标和“十
四五”时期体育发展的主要目标，指明
了发展方向。2035年体育强国建设远
景目标将分步实施。即“通过未来五年
努力，各领域、各项目、各区域实现较
大发展、取得重要成果，体育发展的基
础更加坚实，体育强国的四梁八柱基
本形成。
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

效益显著提升，形成政府主导有力、社
会充满活力、市场规范有序、人民积极
参与、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
适应的体育发展新格局。到2035年，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体育的
制度生命力、大众亲和力、国际竞争
力、经济贡献力、文化软实力、世界影
响力充分彰显，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实现现代化，体育成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
“十四五”时期体育发展的主要目

标则分为八个方面。分别是：全民健身
水平达到新高度、竞技体育实力再上
新台阶、青少年体育发展进入新阶段、
体育产业发展形成新成果、体育文化
建设取得新进展、体育对外交往做出
新贡献、体育科教工作达到新水平和
体育法治水平得到新提升。
其中，在全民健身方面，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要从2020年底的2.2平方米
增加到2.6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数比例要从2020年底的37.2%增长
到38.5%。在体育产业方面，目标是总
规模达到5万亿元，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重达到2%，居民体育消费总规
模超过2.8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800
万人。

两大目标
八个方面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将落实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放在突出位置，包括构建更高水平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等六个方面的内容和五
个专项工程。
其中，体育运动水平等级评定工

程是一大亮点。文件提出，“在现行运
动员技术等级评定政策框架基础上，
打通业余和专业之间的界限，按照科
学合理、便民利民的原则，建立健全统
一规范、面向全体公民的体育运动水
平等级评定政策体系。建立体育运动
水平等级称号体系、等级标准体系。”

这项工程的内容还包括：“放开体育运
动水平等级称号授予权限，明确各级
体育主管部门对各级单项体育协会实
施体育运动水平等级评定业务指导、
便利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的职能，督
导各级单项体育协会加强行业自律”。

在运动项目推广普及工程中，将
“发挥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主体作用，
积极探索不同运动项目的推广模式，
以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
网球、田径、游泳、体操、武术、健身气
功、围棋、冰雪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
项目为重点，不断扩大项目参与人数，
力争一批项目参与人数过亿”。

打通业余和专业界限

支持各高校组建高水平运动队
在《“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

“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构
建竞技体育发展新模式”这个部分的
位置放在有关全民健身的板块之后，
而内容非常详实。
有关竞技体育发展的内容涵盖了

创新竞技体育体制机制、优化竞技体
育发展布局、建立科学有效训练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竞赛体系、创新国家队
管理体制、支持高校组建高水平运动
队、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国家队等

七个方面，此外还提到了竞技体育强
基固本工程、集体球类项目提升工程、
“三大球”振兴工程、职业体育发展工
程等四个专栏。在创新国家队管理体
制这个章节中，提出要“坚持国家办与
社会办相结合，积极探索与地方、高校
以及俱乐部等社会力量联办共建国家
队新模式，引入国家队竞争机制”。

在“支持高校组建高水平运动
队”这个章节中，讲得更加具体。内容
包括：“坚决贯彻中央有关深化体教

融合政策精神，联合教育部门以田
径、游泳基础大项和‘三大球’等集体
球类项目为重点，建立国家队、省队
组建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相衔
接的体制机制，在高水平运动队训
练、竞赛、保障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给予有条件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一
定的国家集训队名额，将其纳入国家
队建制和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等重
大赛事备战体系一体化、常态化、同
等化管理。”

在《“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竞技
体育的板块中，三大球是重中之重。在
集体球类项目提升工程这个专栏中，
指出要“全面推动‘三大球’以及手
球、曲棍球、棒球、垒球、橄榄球、水球、
冰球等集体球类项目的普及与提高，
加强对集体球类项目的布局和扶持。”
此外，还专门用“三大球”振兴工程这
个专栏描绘了足球、篮球和排球项目
的发展规划。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指出，

要建立科学规范、有序有效的“三大
球”治理体系，完善面向全社会以及不
同年龄群体、不同等级水平的“三大
球”技术标准，健全“三大球”制度规
范，建立“三大球”监管机制，加强“三
大球”行业自律、行风建设。

其中，足球项目在“十四五”时期
的具体目标是：男子国家队力争达到
亚洲一流水平，女子国家队力争达到
亚洲领先水平。文件提出，要大力培育
业余足球俱乐部和校园足球社团，依
托社区培育会员制足球俱乐部和其他
青训机构，实现在全国各省区市足协
注册的各类足球俱乐部（含校园队伍）
五万家以上。建立职业联赛管理机构，
规范职业俱乐部运营和职业联赛发
展。此外，还有“推动职业俱乐部股权
多元化改革、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
构”“建立体教融合注册体系，实现注
册球员150万人”“加大足球专业人才
培养力度，实现持D级及以上教练员
证书人数达到12万人、持三级及以上
裁判员证书人数达到15万人”等内容。
“十四五”时期中国篮球在竞技成

绩方面的目标是“五人男子国家队力
争获得巴黎2024年奥运会参赛资格，
缩小与世界强队差距；五人女子国家
队保持亚洲领先地位，获得巴黎2024
年奥运会参赛资格；三人男子国家队、
三人女子国家队获得巴黎2024年奥
运会参赛资格并力争获得好成绩。”

中国篮球还将“全面实施《篮球
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中长期规划》，
完善职业俱乐部梯队建设，鼓励职业
俱乐部与当地大中学校、体校和其他
社会培训机构共建共享，强化全国篮
球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建设”，“建立
学校、体校、俱乐部一体化青少年篮
球发展机制，推动小篮球联赛与四级
校园赛事规模质量全面发展，小篮球
赛事活动参与人数不低于1000万。加
快数字平台建设，助力篮球人才选拔
培养。”
在东京奥运会上，上届冠军中国

女排小组出局。“十四五”时期，中国排
球的目标是“女子国家队保持亚洲领
先地位和世界先进水平，男子国家队
力争获得巴黎2024年奥运会参赛资
格，缩小与世界强队差距”。
在进一步拓宽后备人才培养渠道

方面，中国排球将“逐步形成排球传统
特色学校、体校、社会俱乐部、省区市
青少年队伍等多渠道共同培养的模
式。实施青少年排球拔尖人才建设工
程，逐步建立体校、学校、社会三方相
互补充、相互融通的复合型青训体系。
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数量增
加到80所，青少年排球运动员注册数
量达到2万人”。

“三大球”是发展焦点

建立全国体育仲裁机构

在《“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关
于“加强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体育
健康发展”的板块中，合作是一个被
多次提及的重点。在加强青少年体育
优秀人才培养方面，将加强与教育部
门合作，以体育传统特色学校为基
础，以田径、游泳基础大项和“三大
球”等集体球类项目为重点，充分利
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组织专业训练，
选派教练员以及领队等相关人员开
展集中专业训练和日常管理。
在完善青少年体育竞赛活动体系

方面，将配合教育部门共同组织筹办
好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扩大赛事规

模，提高赛事质量。联合教育部门整合
学校比赛、U系列比赛等各级各类体
育赛事活动，建立分学段（小学、初中、
高中、大学）、跨区域的国家、省（区、
市）、市、县四级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
体系，利用课余、周末、假期时间组织
校内、校际、跨区域及全国性比赛。

在加强青少年体育骨干队伍建设
方面，将联合教育部门大力培养体育教
师和教练员，畅通优秀退役运动员以及
教练员进入学校从事体育教学、训练的
渠道。推动在大中小学校设立教练员岗
位，健全配套制度体系，选派优秀体育
教师、教练员参加相关技能培训。

体教融合强调“合作”

在《“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
有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法律
规范体系、提升依法治体水平的内容
也很充实。
文件指出，要完善体育法律规范

体系，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完成《体育
法》修改工作。完善全民健身、竞技体
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
体育对外交往、反兴奋剂等体育各领
域制度规范体系。
最近几年，在体育领域以欠薪为

代表的争议事件时有发生。《“十四五”

体育发展规划》提出要健全体育纠纷
解决和法律服务机制，加强各级体育
部门行政复议、行政应诉以及信访工
作。健全和解、调解和仲裁等体育纠纷
解决机制。完善申诉、内部争议解决等
体育协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加快建
立全国性体育仲裁机构，完善规则和
程序，引导单项体育协会内部纠纷解
决机制与体育仲裁有效衔接，积极参
与国际体育仲裁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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