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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袁 系统梳理了申奥成功以来日本国家层面颁行的主

要体育政策袁认为这些政策具有以下特征院以奥运会为中心进行积极干预以确保奥

运会顺利出彩曰通过中央体育行政一体化等进一步完善体育制度建设曰以遗产理念

统领奥运会筹办实现多元目标曰突破野只管不办冶治理边界以构建日本式举国体制袁
但社会体育发展僵局待破袁前景或将迷茫遥 建议院结合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实际袁以

2022 北京冬奥会为契机袁补上冰雪强国建设的制度短板曰以冬奥会为平台向世界展

示中国创新袁创造更多的奥运遗产曰激活企业体育发展活力袁助推竞技体育体制改

革和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曰加强组织协同袁构建更加高效的奥运备战和保障体系遥
关键词院 2020 东京奥运会曰体育政策曰奥运周期曰日本曰体育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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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mary sports policies issued by Japan at the national level since the successful bid

for the Olympic Games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It's

concluded that the policies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o intervene actively with the Olympic

Games as the focus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e Olympic Gam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rts system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entral sports administration; to lead the prepara-

tion of the Olympic Games with the concept of heritage to achieve multiple goals; to break through

the governance boundary of "administration only" to build a Japanese style national system. But the

deadlock of social sports development remains to be broken, with a blurry future. Therefore, the fol-

lowing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to take advantage of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to make

up for the institutional weakness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ce and snow power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China; to take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as a platform to show the world the inno-

vation in China and to create more Olympic heritage; to activate the vitality of enterprise sports de-

velopment, to boost the reform of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social or-

ganizations; to strengthen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to build a more efficient Olympic prepara-

tion and security system.

2020 Tokyo Olympic Games; sports policy; Olympic cycle; Japan; sports power con-

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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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东京获得 2020 年奥运会举办权以

来袁日本分别在 2015 年设立体育厅袁在 2016 年推出

了叶竞技强化支援方针曳渊亦称叶铃木计划曳冤袁在 2017

年制定了叶第 2 期体育基本计划曳等袁在国家体育政

策层面上可谓动作频繁遥另外袁近年来日本的竞技体

育实力不断提升袁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日本获得该

国奥运史上最多的奥运奖牌袁2017要2018 年日本的

奥运项目整体实力保持在世界前列袁 且与我国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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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项目形成均势遥 笔者检索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

馆尧日本体育大学图书馆袁和日本文部科学省尧体育

厅尧 体育振兴中心尧2020 东京奥运会组委会等的官

方网站袁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和 2022 北京冬奥会组委

会官方网站等的相关文献与资料曰并于 2019 年 7 月

走访了在东京的数位体育政策与奥运会相关研究专

家学者袁实地考察了包括 2020 东京奥运会主会场在

内的部分赛会场馆设施遥在此基础上袁笔者系统梳理

了 2020 东京奥运周期日本颁发的主要体育政策袁分
析把握这些政策的发展特征袁 以期为我国新时期体

育事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遥

有法律先行传统的日本在 2015 年 1 月通过了

叶平成 32 年东京奥林匹克竞技大会东京残疾人奥

林匹克竞技大会特别措施法曳渊简称叶特别措施法曳冤
和叶关于部分修订文部科学省设置法的法律曳渊简称

叶体育厅设置法曳冤遥 2016 年 1 月日本颁布了叶关于独

立行政法人日本体育振兴中心和体育彩票的修订

法曳渊简称叶体育彩票修订法曳冤遥 叶第 2 期体育基本计

划曳是基于叶体育基本法曳规定袁由文部科学省制定

的新一期五年纲要性政策袁是法律之外的最高层次

体育政策遥 此外袁文部科学省还制定了叶关于创造

2020 东京奥运遗产的观点和行动曳渊简称叶东京奥运

遗产计划曳冤等政策遥 叶铃木计划曳和叶提高体育参与

率行动计划曳 则是体育厅设立后推出的主要政策遥
以上构成了 2020 东京奥运周期日本国家层面的主要

体育政策遥

该法是为顺利筹备与举办 2020 东京奥运会而

采取相关特别措施建立法理依据的例行性立法袁主
要内容包括院 设置由总理大臣出任部长的内阁奥运

推进本部曰 临时增设全权负责奥运筹办相关事务的

奥运担当大臣曰无偿使用国有资产的许可曰奥运组委

会发行附带捐赠金邮票等的特别许可曰 向组委会派

遣官员等遥 该法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地方院第一袁奥运

担当大臣曾在 1964 年东京奥运会和 1972 年札幌冬

奥会均有设立袁 但都是在申奥成功二三年后由既有

大臣兼任袁而在 2020 东京奥运申奥成功 6 天后担当

大臣就被任命了袁并且由专人出任曰第二袁内阁官房

长官菅义伟在公布新设奥运担当大臣人选的同时袁
宣布从 2014 年开始将把厚生劳动省管辖的残奥会

事务转移到文部科学省遥 这既说明了安倍政府对

2020 东京奥运会的诸多期许袁也是借机加强体育行

政一体化改革的前奏遥

根据 叶体育厅设置法曳袁2015 年 10 月作为文部

科学省野外局冶渊相对于内阁所辖府 / 省的内局袁外局

是直属于府 / 省的尧负责特殊事项的行政机关袁一般

称为厅 / 委员会袁如内阁府所辖的防卫厅尧文部科学

省所辖的文化厅等冤的体育厅正式成立遥 体育厅下

设政策科尧健康体育科尧竞技体育科尧体育国际科和

奥运 / 残奥科渊2020 东京奥运期间冤等职能科室袁此
外还设有地区体育振兴参事官和民间体育参事官

各1 名遥 从体育青少年局渊内局冤升格为体育厅渊外
局冤袁 虽然表面上除了将残奥会相关职能收编之外袁
暂时职能变化并不大袁 不过重要的是中央体育行政

的独立性大大提升了遥 此外袁该法核心要义还在于院
希望以体育厅为核心袁 打破积弊已久的体育行政多

头管理的壁垒袁 进而通过提升政策协同以有效推动

体育及相关事业的联动与发展遥
具体而言袁体育厅将就野确保增进健康的体育机

会冶野发展残疾人体育冶 等领域跟厚生劳动省所辖的

野健康促进冶和野老年人尧残疾人福祉冶等进行政策协

同袁以实现延长国民健康寿命尧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等

目的曰就野创造多样化体育机会冶野通过体育促进地方

活力冶等跟国土交通省尧农林水产省尧环境省等所辖

的野公园建设冶和野旅游振兴尧地方振兴冶事业进行协

同袁进而提升地方社会活力曰就野实施体育创造未来

计划冶渊Sport for Tomorrow冤尧野国际体育机构任职机

会获得支援冶等领域跟外务省所辖的野灵活运用体育

开展外交活动冶等协同袁推动国际体育交流和贡献曰
就 野通过和产业界合作普及推广体育袁 提升竞技水

平冶等跟经济产业省所辖的野体育设施和用品产业冶
领域协同袁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遥

野为了顺利地申办和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袁确
保相关体育设施建设资金袁在 2016要2023 年有必要

采取特别措施以调整体育彩票收益支出比例冶是叶体
育彩票修订法曳开宗明义的修法理由遥其核心条款规

定院将 2016要2023 年用于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的金额

由年度体育彩票总收益的 5%调整为 10%袁 用于各

类体育团体工资性支出金额由年度体育彩票总收益

的 1/3 调整为 5/8曰缴纳国库的年度体育彩票总收益

的比例则从 1/3 调整为 1/4曰对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的

承办袁 地方政府承担不超过 1/3 的大型体育设施建

2020 东京奥运周期日本体育政策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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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资金的经费等遥 根据日本体育彩票官方网站数

据袁2017 年其体育彩票收益金总额为 247 亿日元袁
据此大约可为奥运相关事业增加 75 亿日元的年度

预算遥 同时地方政府最多承担场馆设施建设 1/3 经

费的规定袁实实在在地让大型赛事承办城市吃了一

颗定心丸遥

2017 年 3 月如期发布的 叶第 2 期体育基本计

划曳渊2017 年 4 月要2022 年 3 月冤袁 是文部科学省按

体育法规定推出的重要政策遥 作为涵盖 2020 东京

奥运会的日本新的五年纲要性体育政策袁叶第 2 期

体育基本计划曳旨在联合国民尧体育团体尧民间事业

者尧地方公共团体尧国家等主体袁一同致力于实现

叶体育立国战略曳遥 该计划将体育价值作为根本袁提
出了野体育更迭袁创造未来冶的口号遥 基于野体育带来

的快乐和感动是其核心价值袁所有人都能通过体育

达成自我实现袁借助体育力量创造积极尧有活力的

社会和富有情感联络的世界冶的核心理念袁该计划

提出了国民通过体育野改变人生尧改变社会尧与世界

相连尧创造未来冶4 个基本方针袁并指出这 4 个方针

下相应的政策内容板块院为扩大参与尧观赏尧支援体

育的人群袁进行人才培养和相关条件的提供曰通过

体育实现活力尧相亲的社会曰为提高竞技体育实力袁
进行强有力尧 可持续的人才培养和各方面条件建

设曰通过推动绿色尧公平的体育环境袁提升体育的价

值遥 具体而言袁野改变人生冶的核心目标是 65%的成

年人渊40%的残疾人冤达到每周 1 次的体育参与率尧
30%的成年人渊20%的残疾人冤达到每周 3 次以上的

体育参与率袁为此该计划将老年人尧学生渊尤其是初

中生冤尧商业人士尧女性尧残疾人等体育低参与率人

群作为政策落实的重点对象曰野改变社会冶就是要通

过体育实现共生社会尧 地方活力和国际贡献等袁其
主要目标是 2020 年日本体育市场的规模达到 10 万

亿日元袁体育旅游的游客从 130 万提升至 250 万人袁
体育旅游相关消费从 2 204 亿日元提升至 3 800 亿

日元等 [1]曰野与世界相连冶最直接的目标是日本取得

比往届奥运会与残奥会更多的金牌和奖牌遥 其举措

包括构建以中长期强化战略为基础的竞技体育强

化支援体系袁 构建青少年运动员选材培养战略体

系袁充实体育医学尧科学尧技术开发尧信息等的综合

支持体系袁建设能够满足顶尖运动员需要的强化基

地等曰野创造未来冶 目标是通过 2020 东京奥运会提

升国内体育的价值袁其中加强体育团体管理袁推进

体育仲裁服从和反兴奋剂工作等是该目标的主要

政策内容遥
仅从政策内容尧 目标来看袁2020 东京奥运会争

取优良成绩袁 以及借奥运会良机提升体育产业规模

和体育游客数量是后 3 个政策内容板块的绝对重

点遥即便是第 1 个政策内容板块中袁裁判员和志愿者

的培养与确保等也都与 2020 东京奥运会直接相关袁
体现出借奥运之机促进国民体育参与的引导方向遥
因此袁 有日本学者认为提高体育参与率本身也是奥

运遗产的主要内容袁因此直接称该计划为野2020 东

京奥运会体育基本计划冶遥

2002 年国际奥委会在叶奥林匹克宪章曳中增加

了奥运遗产相关条款袁 明确鼓励承办国和城市创造

有价值的奥运遗产袁内容上主要包括体育尧社会尧环
境尧城市和经济等领域遥体育领域主要包括体育设施

建设尧体育参与和体育机会曰社会方面主要是提升对

文化尧教育尧民族尧历史等的认识袁传播奥林匹克教

育袁 提升志愿服务意识曰 环境方面主要包括城市开

发尧清洁能源应用等曰城市方面主要指城市开发尧基
础交通建设等曰经济方面主要指创造就业岗位尧促进

经济活力尧振兴旅游业等遥 基于 2012 年同为发达国

家举办的伦敦奥运会的遗产工作得到了普遍性认

可袁 同时围绕东京奥运申办中提出的 野奥林匹克社

区冶目标袁2015 年 4 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了叶东京

奥运遗产计划曳袁 并于同年 8 月成立了专门工作组遥
日本政府希望以 2020 东京奥运会作为倒逼机制袁团
结所有力量袁整合各方面资源袁尽可能多地创造奥运

遗产袁 同时借此推动受灾地区的灾后重建工作 [2]遥
叶东京奥运遗产计划曳提出了野改变自我袁我们一起改

变社会浴 冶的口号袁并以再次挖掘日本引以为傲的综

合实力袁向世界展示日本袁为下一代留下能够传承下

去的遗产为目标遥除去体育领域之外袁该计划还提出

了通过文化和艺术创造未来袁 向世界展示日本科技

创新能力袁高中生奥运遗产方案袁以及推进云基金等

行动方案遥

为在 2020 东京奥运会取得好成绩袁构建可持续

的高水平竞技强化支援体系袁2016 年 10 月袁即里约

奥运会一结束袁 体育厅长官铃木大地就以命令的形

式发布了叶铃木计划曳遥该计划基于日本在 2020 东京

奥运会上夺取其奥运史上最多金牌和奖牌的目标袁
在加强传统优势项目的同时袁 还必须大力扩展能够

获得奖牌的竞技项目袁提出院构建中长期强化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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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效化的支援体系袁 提升高效运动强化中心渊High

Performance Sport Center冤 功能袁 加强青少年运动员

选拔工作袁加大对女性顶级运动员的支持袁加强高水

平综合体育专业人才培养五个重点突破方向曰 并以

2020 东京奥运会为节点袁 划分为活跃基底确立期

渊2017要2018 年袁着眼于整体竞技水平提高而积极支

持各单项运动协会竞技强化的工作冤 和最后冲刺期

渊2019要2020年袁重点支持可能获得奥运奖牌的项目

及运动员冤两个阶段来推进实施遥
最值得关注的是袁2016 年 4 月日本体育振兴中

心根据体育厅要求设立了战略指挥部袁 并整合国立

体育科学中心和国家训练中心袁 组成新机构要要要高

效运动强化中心袁其目的在于加强两个中心之间尧中
心与日本奥委会及日本残奥会之间的协同合作关

系遥 在高效运动强化中心服务里约奥运备战初战告

捷的基础上袁叶铃木计划曳 提出通过增设体育运动技

术开发中心尧高水平运动员数据中心袁扩建国家训练

中心等一系列举措袁以加强该中心的奥运备战功能遥
计划最后冲刺期应重点支持的项目是根据里约奥运

会和单项世界锦标赛渊或同类级别比赛冤的成绩进行

评分判断的遥 高效运动强化中心于 2019 年 3 月确定

了重点支持项目院S 级包括空手道尧柔道尧体操尧羽毛

球尧摔跤 5 个项目曰A 级包括举重尧游泳尧滑板尧攀岩尧
帆船尧垒球尧乒乓球尧网球尧棒球尧田径 10 个项目曰残
奥会轮椅橄榄球等 8 个重点项目遥 对于 S 级和 A 级

项目袁体育厅将特别增加 30%和 20%的经费预算遥

根据叶第 2 期体育基本计划曳提出的成年人体育

参与率目标袁日本需要新增体育参与者 2 000 万人遥
体育厅基于面向广大国民必须立刻采取措施袁 构建

起有效的体育参与新路径的紧迫感袁于 2018 年 9 月

发布了叶提高体育参与率行动计划曳袁并预定在计划

初步实施 1 年后袁 视实施效果以探讨修订着眼于中

长期的行动方案遥 除了以全体国民为对象制定相应

措施之外袁该计划针对青少年体育参与两级分化尧商
业人士和女性低参与率尧 老年人体育参与的健康需

求尧80%残疾人对体育无感等问题袁 分别以青少年尧
商业人士尧女性尧老年人和残疾人为特定对象制定了

相应的措施遥 同时袁基于目的将政策明确分为野促进

体育关心措施冶野促进体育参与措施冶和野促进体育习

惯形成措施冶三类袁以期提升政策措施的针对性遥 另

外袁该计划每一条措施都明确了相应主体及其职责袁
并明确在以国家为主体的行动中应以 2020 东京奥

运会为重点遥

前文所述日本现行主要体育政策中袁叶特别措施

法曳叶体育彩票修订法曳叶铃木计划曳叶东京奥运遗产

计划曳等是专门针对 2020 东京奥运会制定的袁叶第 2

期体育基本计划曳的核心政策内容也是围绕 2020 东

京奥运会的遥同时袁作为得益于申奥成功直接推动设

置的体育厅袁 办好奥运会就是其成立后必须处理好

的第一项任务遥足见袁申奥成功后的日本体育政策是

以 2020 东京奥运会为中心来展开的袁如此密集频繁

的政策干预也是日本政府积极态度的力证遥另外袁积
极干预还体现在相关政策的等级和干预时点上遥 在

政策等级方面袁 设置由总理大臣出任部长的内阁奥

运推进本部袁增设专任奥运担当大臣袁国会通过叶体
育厅设置法曳等可以看出安倍政府对 2020 东京奥运

会格外重视曰在干预时间点上袁相较于 1964 年东京

奥运会袁叶特别措施法曳 颁布和奥运担当大臣任命的

时间都提前了两三年袁叶铃木计划曳也提前了三年遥如
此积极的政策干预袁 日本政府的目标显然不仅是顺

利举办 2020 东京奥运会遥 正如时任 2020 东京奥运

担当大臣下村博文所说袁野申奥成功之后立马设置担

当大臣是破格决定遥 我将此理解为这是安倍首相希

望 2020 东京奥运会不仅仅是体育盛典袁更是将其作

为继明治维新和日本战败之后的第三次变革期袁推
动日本开启新时代遥 冶

1964 年东京奥运会周期袁日本颁行了叶体育振

兴法曳叶公营竞技特别立法曳叶提高国民健康体力措施

的内阁决议曳叶提高体育竞技水平措施曳叶奥运会后体

育振兴的措施曳等一系列政策袁为日本后 30 多年的

体育发展构建了基本制度框架遥 2020 东京奥运会再

次延续这一传统袁通过叶体育厅设置法曳叶铃木计划曳
等为日本体育发展构建了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遥 正

如前文所述设立体育厅的最重要价值在于打破中央

体育行政多头管理壁垒袁提升相关政策协同能力袁为
2020 东京奥运会体育产业尧体育旅游等多元目标实

现提供保障袁 更为今后体育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建立制度保障遥比如袁叶第 2 期体育基本计划曳中明确

提出的野到 2020 年体育市场规模达到 10 万亿日元尧
年度体育旅游游客 250 万人冶量化目标袁在日本体育

政策中实属首次遥同时袁作为升格后的中央体育行政

2020 东京奥运周期日本体育政策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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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袁 体育厅的独立性也大大加强了袁叶铃木计划曳
渊2016 年冤先于叶第 2 期体育基本计划曳渊2017 年冤袁以
体育厅行政长官命令形式得以施行就是最好的证

明 [3]遥 此外袁随着叶铃木计划曳施行袁日本逐步建立了

较为完善的强化高水平竞技体育事业的制度体系曰
残奥会事务划归体育厅无疑有利于残疾人竞技体育

水平提高与相关事业发展曰而叶体育彩票修订法曳中
野奥运会等大型赛事承办地政府承担 1/3 以下的大

型体育设施建设资金冶 等规定则为今后地方政府申

办奥运会等大型国际赛事减少了经济压力遥

在 2002 年奥运遗产相关内容写入叶奥林匹克宪

章曳 之前袁1964 年东京奥运会是被世界公认的为举

办国家和城市留下丰富遗产的一届奥运会遥 日本不

仅排名金牌榜第 3 名袁 更借助奥运带动社会经济近

20 年的高速发展袁还充分利用该届奥运会大幅改善

了国家形象[4]遥 在借鉴 2012 年伦敦奥运遗产成功经

验基础上袁东京奥组委结合文部科学省的叶东京奥运

遗产计划曳和东京都制定的叶面向 2020 东京奥运后

都文化遗产曳等政策袁围绕野面向 2020 年现在应该做

什么袁为 2020 年后留下什么遗产冶的核心设问袁东京

奥组委自 2016 年开始每年制定尧发布内容十分具体

的野参与 2020 东京奥运携手未来冶的遗产及行动计

划遥该计划主要从野体育健康尧城市可持续发展尧文化

教育尧经济技术尧向世界展示复兴日本魅力冶五方面袁
详细规划了中央政府尧东京都尧赞助商尧产业界尧日本

奥委会等主体关于推进 2020 东京奥运行动与遗产

的工作内容遥相较于 2012 年伦敦奥运会设立的奥运

交付管理局和伦敦奥运遗产运营公司专门针对奥运

遗产展开工作袁 东京奥组委几乎将所有筹办工作都

纳入到了奥运遗产范畴之中袁 例如具有奥运备战计

划属性的叶铃木计划曳袁不仅指出该计划本身就是奥

运体育制度遗产袁而且强调比夺取奖牌更重要的野运
动员们为了获得奖牌而专心致志地训练袁 赛场上勇

于拼搏的身影等将会是带给国民希望和活力的了不

起力量冶 等等袁 都将是作为东道主最重要的奥运遗

产遥可以说袁当体育亦或经济等某一方面诉求不足以

支撑办奥期望的时候袁 日本巧妙地以奥运遗产作为

出发点袁最终整合了多元化的目标诉求遥

日本体育治理体系的基本架构是以政府治理为

核心尧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体系遥在具体层

面上袁除学校体育治理主体是政府之外袁社会体育和

竞技体育治理主体都是作为社会组织的体育团体袁
政府不直接参与治理而是通过业务委托尧资金援助尧
科学研究支持尧 体育设施提供等引导和鼓励体育团

体落实相关政策遥 这一政府通过政策主导承担野管冶
的职责尧由体育团体承担野办冶的功能的治理体系渊简
称为野只管不办冶冤的科学性在治理效率上得到了印

证 遥 如 2016 年日本体育经 费投入约 占 GDP 的

0.03%袁明显低于同年德国和法国的投入渊GDP 占比

分别则为 0.07%和 0.09%冤袁 但其在产出上更胜一

筹 [5]遥 不过袁野只管不办冶治理体系下的日本高水平竞

技体育成绩却一直不愠不火遥 基于奥运会金牌榜前

10 名国家中的 9 个拥有国家训练中心的事实袁2000
年颁布的叶体育振兴基本计划曳明确提出建设国家训

练中心等一系列政策遥随着 2001 年国立体育科学医

学中心和 2008 年国家训练中心的投入使用袁以及相

关政策的落实袁 日本一扫第 24 届至第 27 届奥运会

上不超过 5 枚金牌渊除第 25 届获 22 枚奖牌外袁其他

奖牌数均低于 20 枚冤的颓势袁第 28 届至第 30 届奥

运会上日本分别获得 16尧9尧7 枚金牌渊奖牌数分别是

37尧26尧38 枚冤的好成绩遥 如前文所述袁在设立高效运

动强化中心助推奥运备战的背景下袁日本在第 31 届

奥运会上获得 12 枚金牌尧41 枚奖牌的历史最好成

绩遥 在持续 15 年政策实施下袁叶铃木计划曳在提出强

化高效强化运动中心尧 扩建国家训练中心等措施的

同时袁明确提出最后冲刺阶段渊2019要2020 年冤将奥

运备战重心完全放在有夺牌可能的项目和运动员

上遥前文所述 S 级尧A 级项目以及残奥会 8 个重点项

目的备战都集中于 2019 年完成扩建的国家训练中

心中进行袁 更重要的是直接主导组织备战的不再是

日本奥委会等体育团体袁 而是进一步强化功能后的

高效运动强化中心遥 高效运动强化中心是日本体育

振兴中心的下属机构袁 而日本体育振兴中心是隶属

于体育厅的体育行政法人 渊类似于我国的事业单

位冤遥由具有行政法人属性的日本体育振兴中心的下

属机构直接组织实施最高水平奥运备战事业袁 说明

叶铃木计划曳 规制下的竞技体育治理实质上突破了

野只管不办冶的治理边界袁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举

国体制遥 而且袁正如叶铃木计划曳指出的那样袁2020 东

京奥运会将是新竞技体育强化制度的第一次大考和

最重要的一步遥

从叶体育振兴基本计划曳和叶第 1 期体育基本计

划曳 这两个日本 21 世纪前 15 年最重要的体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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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袁在政策内容上社会体育的权重较大袁尤以地方

综合型体育俱乐部建设与运营为核心遥相对应的袁在
2001 年以来的国家财政体育经费支出占比上 袁
2001要2007 年社会体育的支出占比明显高于竞技

体育遥 此后袁 随着国家训练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袁
2008 年开始竞技体育支出占比高于社会体育 袁
2008要2010 年竞技体育平均支出占比为 21.13%袁社
会体育则为 9.8%[6]遥 另外袁 从社会体育发展最重要

指标要要要体育参与率来看袁21 世纪前 15 年的社会体

育政策效果不甚理想遥 其中袁每周参与两次以上体育

活动者比例从 2000 年的 42.1%上升为 2016 年的

44.8%曰同期年均参加一次体育活动者则从 29.8%下降

为 27.3%袁完全不参加者从 29.3%下降为 27.9%[7]遥 对

此袁持批评态度的日本学者认为袁除数千家地方综合

型体育俱乐部渊持续耗费大量地方体育经费投入冤建
立起形式上的社会体育新治理架构之外袁近年来社

会体育发展已经陷入僵持局面遥 虽然袁文部科学省

为此特别推出了叶提高体育参与率行动计划曳袁不过

从政策内容和经费支出等方面来看似乎都难以获

得理想效果遥 笔者逐条对比了该计划与叶第 2 期体

育基本计划曳的政策条目袁发现除增加了一些与其

他省厅相关措施外袁两者在主要政策措施上差别不

大遥 且近两年社会体育经费支出占比又出现了大幅

下降袁根据文部科学省公开数据袁体育厅 2018 年财

政决算和 2019 年预算金额都在 360 亿日元左右袁除
作为非常规项目的最大支出要要要国家训练中心扩

建之外渊100 亿日元 / 年冤袁 仅计算大型项目的支出袁
竞技体育支出均值占比为 46%袁 而社会体育仅为

6.85%遥 可以预见的是袁2020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鉴于

日本经济袁国家财政体育预算很难不下降袁同时上升

为国家事业的最高水平竞技体育强化事业相关支出

又很难下降遥 综上袁在政策措施变化不大尧经费支出

难以增加尧治理架构趋于僵化等背景下袁未来一段时

间内日本社会体育发展或将迷茫遥

自申办成功以来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 2022

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并作出重要指示遥 为了贯彻党

中央关于筹办北京冬奥会和发展冰雪运动的重要指

示精神袁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尧国
家体育总局联合多部委分别发布了 叶关于加快发展

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 曳叶冰雪运动发展规划

渊2016要2025 年 冤曳 叶全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规划

渊2016要2022 年 冤曳 叶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计划

渊2016要2020 年冤曳等政策文件袁高效地完成了建设

冰雪强国的顶层设计袁 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制度优

势遥简言之袁我国建设冰雪强国顶层设计主要着重解

决四方面的问题袁 即补上冰雪竞技运动水平不高的

短板袁勇攀世界冰雪运动高峰曰补上群众冰雪运动参

与度不够的短板袁实现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曰补上冰

雪运动产业规模不大的短板袁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产业升级曰补上冰雪运动设施不健全的短板袁同
步推进奥运场馆设施和群众冰雪运动场馆设施建

设遥结合我国制度特点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竞技

体育发展经验来看袁 冰雪运动竞技水平和运动设施

短板应该能够较快改善袁 不过冰雪运动设施经营人

才尚处于奇缺状态 [8]遥 此外袁群众参与既是冰雪运动

发展的核心关键袁 也是冰雪产业发展最倚重的基础

性条件遥 为此袁叶冰雪运动发展规划渊2016要2025 年冤曳
和叶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计划渊2016要2020 年冤曳
都强调大力发展冰雪社会组织并充分发挥其作用袁
强调推广普及尧 经营人才队伍的建设遥 日本借助

2020 东京奥运会契机进一步完善体育制度建设的

做法值得参考袁鉴于我国区域地理尧经济社会发展等

差异较大特点袁 不仅需要体育主管部门连同冰雪项

目协会尽快出台系统化可操作的冰雪人才培养政

策袁相关省份更要借助 2022 北京冬奥会加强冰雪社

会组织培育及支持性政策配套袁 尽快构建起既有高

度又接地气的冰雪强国建设的制度体系遥

2019 年 2 月 19 日袁 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叶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曳袁 使 2022

北京冬奥会成为叶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曳颁布后第一

届从筹办初期就开始全面规划管理奥运遗产的奥运

会遥 该计划从体育尧经济尧社会尧文化尧环境尧城市发

展尧 区域发展七个方面着重布置落实 35 个重点任

务袁并分计划阶段尧实施阶段和总结阶段有序推进奥

运遗产工作袁还从组织尧机制尧宣传尧监督四方面构建

计划实施保障体系遥 该计划将奥运遗产理念同京张

地区社会发展袁以及我国冰雪运动发展实际相契合袁
在政策措施全面性尧 可操作性与合理性等方面体现

出了较高水准袁 可以说整体上比 叶东京奥运遗产计

划曳更胜一筹遥 在具体层面上袁2022 北京冬奥会的经

济遗产下设冰雪产业发展尧科技冬奥尧市场开发尧财
务管理尧物流管理五方面重点任务遥 而 2020 东京奥

2020 东京奥运周期日本体育政策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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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会则将野经济尧技术冶作为遗产规划五主干之一袁将
技术创新应用与展示放在与经济遗产同一高度上袁
并十分强调赞助商和产业界全程参与奥运筹办尧举
办和遗产规划袁以期强化日本技术强国的形象袁进而

创造经济遗产袁日本这一做法值得思考与借鉴遥 2019

年 12 月 30 日连接北京和张家口的京张智能高铁被

正式投入运营袁中国高铁必将在 2022 北京冬奥会上

得以有力宣扬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发展实体经济袁
不断提高制造业水平袁 推进工业现代化是我国坚定

不移的战略选择袁 为此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来实现转

型升级袁努力迈向产业链高端遥冶在此背景下袁应该充

分发挥冬奥会这一展示中国高端制造的理想平台袁
更多鼓励赞助商和产业界积极参与袁将高铁尧5G尧航
空尧卫星导航尧人工智能尧智慧服务等一大批创新制

造成果推介给全世界遥如此袁既能切实推进落实科技

冬奥袁为企业带来品牌价值袁进而创造出更多经济遗

产袁又能很好地树立中国创新强国的形象遥

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袁 逐步形成国家办与社会

办相结合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评估体系是我国竞

技体育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的主要任务之一遥 近几年

我国在深化单项体育协会改革袁 推进管办分离与政

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遥 2019 年 8 月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袁进一步指

出要 野完善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竞技体育

发展模式袁坚持开放办体育袁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

结合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冶袁并把体育社

会组织建设列为九项重大工程之一遥 这说明我国已

充分认识到了只有社会力量真正参与到竞技体育事

业中来袁才能逐步建立起管办分离的前提条件袁也才

可能提升举国体制的运行效率遥 日本式举国体制的

高效运转恰恰也正是建立在竞技体育管办分离的治

理体系之上的袁 因此其竞技体育多主体参与发展的

经验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遥在所熟知的体育团体尧各
类俱乐部尧大中学校等主体之外袁企业一直以来都是

日本竞技体育事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袁 如现役著

名体操运动员内村航平就是 KONAMI 公司员工遥 此

外袁 日本企业在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等地方体育振兴

中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9]遥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

增强袁 企业尤其是数量规模都较为可观的民营企业

已经发展成为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遥 国

家应该尽快研究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激活企

业的体育发展活力袁 企业参与不仅能够快速培育大

量竞技体育事业实力主体袁 更能直接推动竞技体育

市场机制的形成袁 同时企业还是动机与实力兼具的

推动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有力抓手遥

针对当前我国高水平竞技体育训练存在的问

题袁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 将国家体育训练体系构建

和科技助力奥运列为九大工程中的两项袁 足见国家

对相关工作的重视遥 国家体育训练体系构建工程的

核心内容包括院 建立科学训练复合型团队和 野流水

线冶野一站式冶野一体化冶 的高效工作模式曰 将训练中

心升级打造成智能化科学训练基地曰加快装备尧器材

和仪器等更新迭代袁 提高训练过程和状态监控的科

学化尧信息化水平曰制定实施精英教练员千人计划曰
以国家体育训练中心为龙头袁 在全国规划布局区域

性尧特色化的训练中心和基地等遥科技助力奥运工程

则主要聚焦于奥运备战袁通过复合型科研医疗团队尧
大数据管理系统尧大型赛事科研医疗保障营等建设袁
为国家队奥运备战提供科学有效的系统性保障遥 通

过对比可以发现袁 两大工程建设内容基本完全对应

并覆盖了日本 21 世纪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高水平

竞技体育强化支援体系的核心要素袁 一定程度上体

现出了后发优势遥同时袁日本在里约奥运一结束马上

通过增设体育运动技术开发中心尧 高水平运动员数

据中心袁扩建国家训练中心等袁进一步强化高效运动

强化中心功能的做法值得关注遥 2019 年开始袁所有

被评估为可能获得 2020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奖牌

的项目都主要集中在扩建后的日本国家训练中心进

行训练遥这样在同一组织的统一调配下袁保证了专项

教练员尧体能教练员尧科研人员以及各种康复尧营养

和心理保障人员能各司其职袁相互配合袁还能及时地

共享信息与经验袁处理协作关系等问题袁在运作上将

集约和高效发挥到极致遥可见袁我国也有必要尽早研

究国家体育训练体系构建和科技助力奥运这两大体

育强国建设重大工程之间协同合作等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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