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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袁培育和发展各级各类非

营利性质的青少年体育组织是政府转变职能尧强化社会服务尧激发市场活力的改革

要求遥 以政府尧社会和市场治理体系为分析框架袁对青少年体育组织治理进行研究袁
提出应构建由政府或体育行政机构与社会尧家庭或青少年组成的治理网络体系遥 青

少年体育组织以其属性多元尧形式多样尧层级跨域等特点袁承载着通过为青少年提供

体育服务促进其健康和培育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责任遥为有效实现青少年体育组织

服务职能且满足当前青少年体育需求袁 应推动其建设成为拓展课外锻炼的重要组

织袁从培养兴趣尧养成习惯袁增强体质尧磨练心智袁校外拓展尧场所开放袁传授技术尧提
高技能袁倡导公益尧服务社会 5 个方面承担社会责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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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ultivate and develop non-profit youth sports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is a reform re-

quirem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transform its functions, strengthen social services, and stimulate mar-

ket vitalit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ing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government, society and market governance system, this paper

studies the governance of youth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proposes that the governance network sys-

tem to be constructed should be composed of government or sports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nd soci-

ety, family or the youth. With multiple attributes, diverse forms and cross domain, youth sports orga-

nizations bear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providing the young people with sports health promo-

tion services and cultivating sports reserve talent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service function

of the youth sports organization and meet the current teenagers' sport needs, we should promote its

construction to guarantee the expansion of the extracurricular exercise, and to undertake social re-

sponsibility from the five aspects of cultivating interest and habits, enhancing physical and mental fit-

ness, expanding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the opening to the public, imparting technology and

skills, advocating public welfare and soci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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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叶中共中央关

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渊简

称 叶决定曳冤袁 提出院野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

面遥 发挥群团组织尧社会组织作用袁发挥行业协会商

会自律功能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尧居民自治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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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互动袁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遥 冶 [1]突出基层社会

组织责任意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举措袁 更是以聚集大众智慧尧 汇集社会资

源尧 促进政府放权为手段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具体

体现遥众所周知袁欧美国家自下而上促进各类社会组

织蓬勃发展袁 且社会组织作为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

力量受到政府尧 社会和市场的认可袁 已形成政府主

导尧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2]遥 当前袁
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背景下袁 如何发挥中国制度优

势且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体系袁
是野十四五冶国家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改革领域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

下袁 体育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已成为国家全面深化体

育事业改革的重要内容遥在青少年体育领域袁以满足

青少年多元化体育需求为导向袁 围绕青少年体育组

织建设尧指导人员尧多元活动尧场地设施及资金筹措

等方面袁 聚力技能普及与培养体育后备人才成为了

青少年体育政策的核心框架遥其中袁青少年体育组织

主要包括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尧 青少年体育校外活动

中心尧青少年体育户外营地尧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尧体
校等遥 当前袁叶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

展的意见曳渊简称叶意见曳冤的出台掀起了青少年体育

改革浪潮袁 旨在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为政策

指向 [3]袁以学校尧各级各类体校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为三大阵地袁 尤其是通过规范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

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及给予税收尧场地等政策扶持袁鼓
励其与学校尧各级各类体校互补资源尧互助协作袁支
持其合法合规地实现青少年健康促进及后备人才培

养的体教融合目标新指向遥且在野十四五冶期间袁青少

年体育组织面向青少年开展长流水尧不断线袁适合不

同年龄段尧 贯穿全年的多元化体育健身活动成为其

社会责任袁更是深化体教融合的基础性工程 [4]遥 因

此袁在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机遇期袁本文在把握

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规律袁厘清政府尧
社会和市场角色定位的基础上袁 探索我国青少年体

育组织的社会责任袁 以明确其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

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

下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社

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5]遥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袁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是政府回归服务社会职能的具体措

施袁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是转变政府职能袁构建野小政

府尧大社会冶国家治理格局的具体体现遥 由此袁通过变

革社会治理结构袁强化了公共权利责任袁完善了公共

服务的供给机制袁 以及引发了以社会自治为基本内

容的新型社会治理方式遥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袁市场化

改革造成的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分化格局袁 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社会有失公平尧信任和稳定的困境袁需要通

过体制转轨渊institutional transition冤和结构转型渊struc-
tural transformation冤推进社会转型 [6]袁打造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袁公共部门和私人

部门袁政府尧社会组织和公民合作共治的治理格局遥
在西方袁 社会组织也称为公民社会组织渊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冤袁属于独立于国家体系中的党政

部门尧 市场体系中的企业等经营单位之外的公民社

会部门或第三部门 [7]遥 在国际社会和西方国家袁体育

运动组织和传播的治理主体均属于公民社会组织或

第三部门袁 如国际奥委会作为全球体育治理中的核

心非政府组织袁 与国际单项联合会或国家奥委会等

其他体育组织袁以非官方性尧独立性和自愿性的公民

社会特征架构起全球体育治理的基本框架 [8]遥 在我

国袁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尧权责

明确尧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袁以此形成了我

国社会组织建设的新要求遥 显然袁在新时代背景下袁
我国社会组织改革应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根

本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袁以更好发挥制度优势为原

则袁针对社会组织行政化尧虚拟化现象严重袁社会组

织生长空间有限等问题袁 需要通过体制外的力量参

与国家和社会治理袁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袁形
成野共识尧信任和共赢冶的治理格局遥

政府尧社会和市场构成了公共治理的主体[9]遥 在

美国尧英国等发达国家袁体育组织与市场的融合反映

了在西方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过程袁 英国青少年体

育组织以组织建设的不同法律规制和角度定位袁兼
顾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遥 青少年体育组织以青少年

为服务对象袁以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尧体育培训机构尧
社区组织等为组织形式袁 成为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

的供给主体遥但是在公民社会语境下袁青少年体育组

织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袁 该组织以体育为载体培

养青少年的公民意识 [10]袁即便市场性质的青少年体

育组织也需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前提下袁对其产权尧职
能尧资金尧人事尧政策和运作模式进行规制遥 总之袁政
府尧 市场和社会是 3 个相互联系且又相对独立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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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袁三者相互依赖遥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以法定化的

组织和强制性的权力为依托袁 将公共事务界定为自

身的活动范围曰 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以供给与需求

的价值和价格机制为基础袁将商品尧服务尧生产和交

换作为自身的活动范围曰 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

依托于自愿主义原则袁 将公益和互益领域作为自身

的活动范围袁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遥
青少年体育组织在各级各类党政机构中具有

公共组织的特性袁 在市场体系中具有营利的特性袁
在社会体系中具有服务和公益的特性渊图 1冤遥总之袁
青少年体育组织与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其发展的逻

辑主线袁 应构建由政府或体育行政机构与社会尧家
庭或青少年组成的治理网络体系袁具体表现在 5 个

方面院渊1冤治理主体院青少年体育组织作为发展体育

事业的基层机构袁 也是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最便

利尧最现实及最基层的组织袁除政府以外袁企业组

织尧社区组织尧行业组织尧居民自治组织等袁均是发

起尧创建和管理青少年体育组织的依托机构袁由此

构建多元化的治理主体袁便于其形成网点尧继生发

展遥 在我国袁青少年体育组织包括体育传统特色学

校尧各级各类体校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尧体育培训机

构等袁应根据组织性质尧组织目标尧服务内容等厘清

不同服务权限及运作方式遥 渊2冤治理性质院政府根据

不同类型尧层次的青少年体育组织袁对其采用强制

性的行政尧经济等手段遥 同时袁为激发青少年体育组

织服务活力袁更需采用协商性质的治理手段袁给予

其广泛的发展和对话空间袁充分动员体育尧教育尧卫
生等社会资源和市场力量创建尧维护和治理青少年

体育组织袁使其逐步承担起青少年体育健康和培养

体育后备人才的服务职能遥 渊3冤治理依据院无论是西

方体育发达国家还是我国袁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是

青少年体育组织治理的依据遥 同时袁对于青少年体

育组织而言袁中央及地方政府或体育部门尧行业协

会也在不断创建尧完善标准和评价体系袁在公民社

会背景下袁实现以非国家性质的契约精神促进其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遥 渊4冤治理向度院一般而言袁在国家

行政部门的统筹规划和管理范围内袁国家对于青少

年体育组织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袁但治理向度

更多是平行的袁即不同类型尧层次尧特征的组织共同

治理遥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袁
体育行业协会尧地方体育部门跨域性治理理念等均

可推动青少年体育组织实体化建设袁 以组织联合尧
行业服务尧标准管理等方式促进其纵向监管和横向

联合遥 渊5冤治理范围院国家对青少年体育组织的管理

范围是政府权力的领域及边界遥 不同类型的青少年

体育组织在政府尧 社会和市场 3 个领域中承担着不

同的责任尧义务和职能袁主要根据自身发展目标袁破
解师资尧课程尧场地尧资金等短板袁更好地服务于青少

年体育教育尧健康和人才培养等遥 因此袁多元治理主

体格局下必将对青少年体育组织治理的范围加以扩

展袁除政府权力之外袁还包括公共领域及其边界袁由
此构建治理格局袁最终达到野善治冶的效应遥

图 1 政府尧市场和社会与青少年体育组织的关系

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时代背景袁 青少年日

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和不充分尧 不均衡供给之

间的矛盾逐渐凸显袁体教融合尧体卫融合尧体旅融合

等融合理念及改革举措旨在拓展青少年体育公共服

务的供给规模和质量遥 青少年体育组织作为提供青

少年体育公共服务的载体袁 以其属性多元尧 形式多

样尧 层级跨域等特点承载着为青少年提供体育促进

健康服务和培育体育后备人才的任务遥叶体育强国建

设纲要曳提出野青少年体育发展促进工程冶[11]袁旨在以

推动体校特色运动队尧俱乐部运动队尧大中小学运动

队及俱乐部建设扩大青少年体育组织规模袁 且构建

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管理和支持体系袁 促进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尧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等发展遥在深

化体教融合的背景下袁 从中央到地方更是为释放青

少年体育组织的功能袁 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参与青少

年体育事务的政策尧机制和制度化渠道袁引导青少年

体育社会组织发挥专业服务功能提供政策契机遥 由

此袁依据青少年体育需求及其组织服务职能袁青少年

体育组织可从以下 5 个方面承担社会责任遥

胡小明教授 [12]认为院野从游戏到竞技袁经历了一

个从 play 到 game 到 sport 的过程遥 冶 从体育的游戏

起源说可得知袁 体育是由人的身体本能和社会行为

不断发展尧演化和完善而形成的袁可谓一种特殊的人

类游戏遥由此袁培养兴趣和养成习惯自然成为了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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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体育组织的功能作用之一遥首先袁从心理学角度解

析袁 兴趣是指对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意识倾

向袁积极的兴趣会对未来的活动产生准备尧推动和促

进作用遥 尤其是处于成长阶段的青少年对所有事物

表现出陌生感和好奇感并存的状态袁 并表现出 野爱
玩尧会玩尧贪玩尧敢玩冶的心理特性遥 由此袁体育传统

特色学校及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青少年体育组织应

围绕青少年身心特点袁以生活技能尧体育技能尧运动

项目和运动竞赛为载体设计符合年龄阶段生长发育

及运动素质敏感期规律的体育课程袁 补足学校体育

课程短板袁丰富校外体育活动内容袁打造符合年龄段

的创新性尧趣味性尧多样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袁以培

养兴趣尧 养成习惯为动机吸引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

运动袁并以此作为自身发展的责任和义务遥 其次袁就
体育技能练习的阶段性特征而言袁 青少年甚至少儿

时期袁 应该以发展人体基本技能为基础促进其身心

全面发展袁 不宜过早专业化和开展过大强度的体育

运动[13]遥 因此应以发展跑尧跳尧投等基本身体技能和

积极向上尧坚韧等基本心理品质为主袁设计课外体育

课程尧活动和竞赛等遥 最后袁青少年健康在极大程度

上与青少年生活习惯和健康行为有关袁 不良生活方

式尧静坐少动尧吸烟酗酒尧网瘾尧身体活动不足等均是

影响其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遥研究表明袁祖辈或父母

溺爱及长辈对体育锻炼等健康行为认知不足尧 教育

和管理松散尧家庭结构等因素袁对青少年健康行为尧
身体活动水平和健康状况有明显影响 [14]遥 当前袁近
视尧肥胖尧脊柱侧弯和心理疾病等问题严重影响青少

年健康成长袁青少年体育组织应以设计体育促进健康

行为及健康矫正康复课程等方式满足社会需求[15]遥同
时袁 基于体教融合及全面加强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

的背景袁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体育组织作为青少年

参与体育运动最为基础和基层的组织机构袁 应融合

体育尧教育尧卫生系统等资源袁发挥其与社区尧学校尧
家庭接触紧密的特点袁 通过鼓励俱乐部有序规范进

入校园尧布置家庭体育作业尧支持大中小学校成立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等举措袁以野送教上门冶尧青少年体育

技能野送餐上门冶等方式配送体育课程袁研制学校运

动项目特色课程袁倡导居家科学健身尧亲子体育尧幼
儿体育活动等方式袁引导家庭尧社区广泛参与课外体

育技能培训袁破解学校体育课程专业化水平不高尧体
育师资结构性缺编及课外工作量补贴等壁垒袁 促使

青少年接受科学化尧 专项化尧 适龄化的体育技能学

习袁大力普及体育运动袁推广体育技能袁创新青少年

体育赛事模式尧体育项目训练方法与手段等袁提高青

少年体育组织的吸引力遥

青少年体育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化体育组织袁以
公民社会需求和青少年体育需求为导向袁 将增强青

少年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作为组织创建和发展

的基础性目标袁面向全体青少年开展易于参与尧科学

规范的体育运动袁 并逐渐在青少年群体中形成体育

运动的文化氛围遥 当前袁 青少年体育活动参与率下

降尧体质健康下降已成为一项全球性问题遥从管理体

制上分析袁 国外设有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以及各类公

益性尧社会型非营利组织袁我国依托体育部门尧教育

部门尧民政部门及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设有的俱乐部尧
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尧 青少年体育户外营地和体育培

训机构等体育组织袁均应面向青少年袁以体育项目为

基础袁以国家推行野奔跑吧窑少年冶及青少年体育冬夏

令营等活动及组织自发创建体育活动等方式袁 以多

样化尧多层级尧多元化和多项目的创新参与模式袁发
挥其多元化功能和基础性作用遥一方面袁应整合青少

年体育组织资源袁拓展服务对象范畴袁提高服务内容

质量遥 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和磨练心智并非一朝一

夕所能达成袁应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进学校尧学校与

公共体育场馆合作尧 各级各类体校与学校合作等改

革方式袁整合体育与教育及政府尧社会尧市场之间资

源袁有效破解青少年体育组织生存发展的缺场地尧缺
课程和缺师资等瓶颈袁 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进校园

等方式可有效解决学校体育课程专业水平低尧 无专

项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缺场地尧缺生源等问题遥 另一

方面袁发挥青少年体育组织更为灵活的机制优势袁通
过开展多元化体育活动实现增强青少年体质和磨练

心智的目的遥 虽然国外体育发达国家与我国的青少

年体育组织在管理体制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袁但
是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学校体育社团之类的体育组

织均是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细胞体组织遥因此袁有
效发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体育社会组织的补充性

阵地作用袁 可促使青少年在校内外体验和参与不同

类型尧项目尧特点的青少年体育技能培训尧活动尧赛事

等袁 使其能够切身体验和意识到体育运动对自身生

活尧成长尧学习各层面的益处遥比如袁竞赛作为青少年

体育活动的杠杆袁 是对青少年健康促进和磨练心智

最具锻炼价值的方式遥在赛事审批权下放的背景下袁
青少年体育组织应以提升组织能力袁 利用其赛事运

营管理人员尧裁判员尧教练员尧志愿者等人力资源袁举
办小学尧中学尧高中和大学等全学段尧不同类型和参

与目标的体育赛事袁 使青少年体育组织成为体育训

练竞赛与教育体系融合发展的载体袁 为青少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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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其成长尧教育尧体育规律的赛事公共服务产品袁
促进其服务与学校体育赛事体系的深度融合[16]遥因此袁
我国青少年体育组织还需围绕体育健身尧健心尧益群

的本质属性袁在增强体质和磨练心智方面释放功能尧
承担责任遥

在国际范围内袁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青少年体

育组织均是以依托单位的形式注册登记及生存发

展袁 并且依据青少年文化学习和生活休闲的基本规

律在正常教学日以外袁 将开展体育活动作为课外体

育教育渊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ducation冤的一种重

要组成形式[17]遥 由此袁在体育发达国家袁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之类的体育组织除了是青少年参与校外体育

活动的一种主要组成形式之外袁 还是广泛开展体育

活动尧提高体育场所使用效率尧有效整合教育和社会

资源的一种方式遥
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背景下袁政府尧社会和市

场均在青少年体育组织建设中扮演着不同角色袁尤
其是针对最具规范体系的学校体育教育而言袁 学校

体育中存在的诸如教师运动项目单一尧 场地设施受

限和班级授课制使学生特长难以拓展等教学短板袁
均需以校外拓展的方式补齐遥一方面袁各级各类青少

年体育组织应依托社会资源促进能力建设遥美国尧英
国等国家的社会自治和体育社会化管理程度较高袁
它们的青少年体育组织能较好地利用城市公共空间

和社区体育设施等开展青少年体育服务工作遥如袁英
国作为现代体育发源地袁 青少年体育在英国体育政

策中占有较高份额袁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政府为了

宏观管理青少年学校体育课程袁提出了诸多措施袁如
审核管理尧标杆管理尧公共服务协议渊Public Service

Agreement袁PSA冤尧目标设定和绩效评估等袁其中志愿

服务成为青少年体育组织的重要工作袁 青少年体育

组织也成为培养青少年志愿精神的重要组织遥当前袁
我国青少年体育组织建设应以深化体教融合为契

机袁逐渐完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尧体育培训机构尧体
育传统特色学校等管理机制袁 简化青少年体育组织

注册登记的流程和加大扶持力度袁 使青少年可根据

自身喜好尧项目设置尧俱乐部特点尧教练员团队等袁选
择俱乐部参加体育活动遥另一方面袁青少年体育组织

作为社区体育的服务性机构袁 为青少年参与体育运

动提供设施和指导遥因此袁地方政府应构建青少年体

育组织与公共体育场馆合作的机制袁 使公共体育场

馆能更好地为青少年提供体育运动服务遥 在体育发

达国家袁 建设社区体育场地设施的主要目的和核心

作用是以体育组织为载体袁 提高基层公民的体育参

与率渊grass roots participation in sport in community冤遥
依据自身开展特征袁 青少年体育组织将青少年体育

服务内容融入社区居民的生活遥由此袁在社会自治程

度不断提高和青少年需求驱动的背景下袁 依托社区

及其公共体育场馆创建青少年体育组织袁 为形成良

好的体育氛围尧提升体育设施场所使用率尧开展青少

年体育活动提供组织保障袁 并且发挥青少年体育组

织的枢纽性作用袁有组织尧有效地引导青少年以参与

体育活动丰富闲暇生活遥

根据青少年对体育技能掌握的特点和体育组织

的管理机制袁 传授并提高青少年体育技能是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尧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尧青少年体育培训机

构等组织的重要功能袁从依托社区尧场馆和学校的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发展到不同层次水平的青少年体育

联盟组织袁逐步形成以招募尧培养和发现体育后备人

才为职责的发展序列遥我国学校体育尧各级各类体校

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相互割裂的单一化管理机制袁
使得体育和教育尧行政尧社会尧市场的资源未能有效

配置遥
因此袁 青少年体育组织应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

进和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为目标导向袁 切实履行传授

青少年体育技术和提高技能的职能遥一方面袁青少年

体育组织作为基层体育组织袁 具备传授运动技术和

提高体育技能的先决条件遥从功能视角分析袁青少年

体育组织在开展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方面具有项目

性尧科学性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优势袁完全区别于学

校体育教育遥具体而言袁学校体育教育以体育课程为

主要形式袁向青少年传授基本体育技能袁而青少年在

体育俱乐部中可根据自身特征和喜好兴趣袁 选择适

合自身发展的运动项目和活动内容袁 并接受专业化

教练团队和系统化训练计划安排遥 如英国青少年体

育组织在招募学员时袁向青少年宣传四方面的优势袁
包括区别于学校体育的专业化指导 渊expert gui-

dance冤尧接受体育计划的快捷通道渊priority access to

programs冤尧专业化发展和训练条件渊professional de-

velopment and training opportunities冤尧 体育赛事和其

他参与机会渊conference and events冤[18]遥 因此袁地方体

育部门要转变行政管理思路袁 不仅要着眼于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袁更要积极与教育部门尧卫生健康

部门进行沟通协作袁 以政策导向促进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等组织和学校尧社区尧公共体育场馆的联合袁解
决青少年体育组织和学校体育目前所面临的资源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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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袁协助教育部门提升学校体育课的质量遥同时要广

泛宣传体育促进青少年健康的作用袁形成社会共识袁
使更多家长主动让孩子跑起来尧动起来遥

另一方面袁 根据青少年体育组织基层性特点和

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趋势袁 青少年体育组织将逐

渐成为培养后备体育人才的摇篮遥长期以来袁少儿区

县体校及市级体校构成了我国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基本框架遥 受教育体系改革和社会外部条件

变化等因素影响袁 当前我国各级各类体校均出现不

同程度的规模萎缩和人才质量下降等问题遥 构建以

学校尧 体校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青少年体育组织

为依托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深化体教融合的目

标之一遥在国外袁青少年体育组织已形成青少年参与

体育运动的网络化结构袁且深入到社会尧教育和市场

等各领域袁 成为为国家发现和培养精英体育后备人

才的主阵地遥具体而言袁依托小学尧初中尧高中和大学

建立起来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盟袁 为后备人才培

养尧教练员队伍建设尧专业化指导规划尧赛事体系和

人才选拔体系构建等搭建了平台袁 实现了青少年体

育精英人才培养与教育融合尧与社会接轨遥 因此袁我
国在深化体教融合的过程中袁应积极打造跨部门尧跨
领域的多元治理模式袁 地方政府要推动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等社会组织尧 市场机构与体校尧 基层体育协

会袁以及体育尧教育等行政部门密切协作袁尤其发挥

基层区县级体校对于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性作

用袁引导创建青少年体育校外活动中心尧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等青少年体育组织袁 结合开放共享的理念吸

引广大青少年参与业余体育训练袁 以此不断提高儿

童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的质量袁使其能够在寒暑假尧
周末参与培训遥 同时袁不断完善相应配套政策袁建立

野一县一品冶野一区一品冶野一校一品冶等资助模式袁鼓
励创办青少年选材训练营尧区级青少年体育竞赛尧青
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等活动袁 使得我国区县级体校能

够持续拓展袁 从而保证精英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质

量与效益遥

从人群特征分析袁 青少年是社会关怀的重点人

群遥 青少年体育更应突出倡导公益尧 服务社会的特

点袁将完善青少年体育组织志愿服务队伍尧活动尧人
员等作为推进体育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遥首先袁青少

年体育事务管理权限向社会组织有序转移袁 是转变

政府职能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和实现社会自治的前提

条件遥纵观西方国家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袁可以

发现社会组织具有承接政府权力转移的基本能力遥

全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对于美国大众体育尧 精英体

育和职业体育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中介作用袁 该组织

通过开展一系列赛事为大学生提供参与平台袁 并从

中培养和发现高水平运动员袁 同时也是美国篮球职

业联赛尧 棒球职业联赛等职业体育俱乐部选拔新星

的摇篮遥 尤其是职业体育组织以培育青少年草根体

育组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袁 公益性社会组织则扎根

社区和学校袁开展面向青少年的体育活动遥 显然袁在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背景下袁政府尧社会和市场应分

别发挥其在政策制定与执行尧社会资源募集与服务袁
以及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职能袁推进公益性尧慈善

性质青少年体育组织的建设遥其次袁行业自律是推进

社会治理和实现自我监督的具体措施遥一般而言袁体
育社会组织通过自身组织建设和社会认可袁 在得到

国家相关部门授权后袁 执行和推广青少年体育相关

政策 [19]遥例如袁英国体育理事会为了规范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管理而建立的认证机制袁得到了广泛认可曰英
国青少年体育信托基金会 渊Youth Sport Trust冤 凭借

其专业化的管理模式袁得到了英国文化尧媒体与体育

部渊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冤的高度

认可袁并致力于执行一系列青少年体育政策[20]遥在促

进青少年体育组织发展的背景下袁 从中央到地方应

逐步完善青少年体育组织的行业监管尧 服务标准等

管理体系袁 以强化行业自律赢得社会认可且促进组

织内生发展遥最后袁将青少年体育组织打造成为培养

青少年公益精神和服务社会意识的平台遥 对于正处

于人生观尧世界观初步建立阶段的青少年而言袁社会

组织是培养青少年关爱社会尧 投身公益事业的基层

性组织遥如美国尧英国等国家的青少年体育组织将志

愿服务精神的培养视为组织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袁
俱乐部的青少年会员常常作为野义工冶或变换身份参

与俱乐部的各项工作袁为组织的体育赛事尧社会公益

活动尧慈善活动等服务遥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

中袁地方体育尧教育尧民政尧团联和残联等部门应强化

合作治理意识袁 将社会公益事业作为青少年体育组

织的社会责任袁 积极推进其开展和承担服务社会的

公益事业遥

青少年体育组织作为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主

要载体袁按照社会组织或企业的运行模式袁以政府决

策执行者和参与者的角色袁 发挥其在公共领域对青

少年体育赛事尧业务培训尧人才培养尧体育教育尧体育

产业等各方面的推动作用袁 成为普及体育运动和培

养精英人才的主体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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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的引领下袁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尧体育传统

特色学校等形式的青少年体育组织正在蓬勃发展遥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深化体教

融合改革的背景下袁青少年体育组织的治理主体尧治
理性质尧治理依据尧治理向度和治理范围均发生了变

化袁同时被赋予了更多发展内涵袁为其发展提供了更

多的政策依据遥
未来从学术角度思考袁 学者对青少年体育组织

的研究应立足于组织场域袁以不同学科尧理论或视角

对青少年体育组织多方面内容体系开展深入研究袁
如青少年体育组织治理法律尧社会治理尧产业创新等

问题亟须以法律尧社会学尧工商管理等学科为基础袁
扎根本土实际袁开展案例式尧启发式尧借鉴式研究遥在
创建和发展青少年体育组织的过程中袁 应当强化体

育与教育尧旅游尧卫生等多元融合理念袁以叶决定曳
叶意见曳等政策为其发展依据袁厘清政府尧社会和市场

三者的角色定位袁有效转变政府职能尧强化社会服务

和整合市场资源遥政府应发挥行政主导优势袁以政策

驱动等举措加强各级各类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及企

业融合发展袁为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依据袁同时形成

学校体育立体式尧全学段尧深入式的主要基础阵地及

体校后备人才培养精英化尧专业化的主要支撑阵地袁
面向青少年提供公共体育服务遥 体育社会组织及企

业应面向青少年袁发挥其多元化尧网络化尧灵活性的

主要补充阵地作用袁打造多样化尧多层级尧多元化和

多项目的创新参与模式袁形成汇集社会丰富资源尧满
足公共服务多元需求尧创新普及性体育活动内容尧补
齐学校体育课程短板尧协同家庭-社区联动尧拓宽精

英培养路径尧 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等全周期为

青少年服务的未来实践路向遥 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背景下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尧以社会为主体尧市场参

与的多元治理格局袁 促使青少年体育组织释放培养

兴趣尧养成习惯袁增强体质尧磨练心智袁校外拓展尧场
所开放袁传授技术尧提高技能袁倡导公益尧服务社会的

功能袁承担服务社会的责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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