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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比较渊fs/QCA冤对我国 31 个省区市全民健身参与度的案

例进行组态分析袁旨在揭示全民健身参与度影响因素的复杂互动机制袁并获得多重条

件的联动适配方式袁以寻求提供全民健身参与度的差异化驱动路径遥 研究发现院其一袁
政策扶持力度尧 场地供给能力和文娱类消费水平是提高我国全民健身参与度的核心

动力袁 而健身指导水平和组织建设基础是助力全民健身参与度提高的辅助力量遥 其

二袁省区市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存在两条驱动路径院一是野政策扶持垣经济支撑型冶袁由
政策扶持力度和文娱类消费水平构成曰二是野政策扶持垣资源供给型冶袁由政策扶持力

度尧场地供给能力和健身指导水平渊或全民健身组织建设基础冤构成遥 其三袁条件组态

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替代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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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fs/QCA to conduct a hist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cases of national fitness partici-

pation rate in 31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hina, we aimed to reveal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factors influencing national fitness participation rate and obtain the linkage adapta-

tion methods of multiple conditions in order to seek differentiated ways to promote national fitness

participation rate. It is found that, firstly, policy support, venue supply capacity and recreational

consumption level are the core driving forces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fitness participation rate in

China, while fitness guidance level and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are the supporting

forces to help improve the rate of national fitness participation. Secondly, there are two ways to

increase the national fitness participation rat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one is "policy support + eco-

nomic support", which is relevant to policy support and recreational consumption level; the other

is "policy support + resource supply", which consists of policy support, venue supply capacity and

fitness guidance level (or national fitness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Thirdly, there is a

potential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dition group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national fitness; venue supply; fitness guidance; organi-

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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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2020 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曳 显示袁
2020 年 7 岁及以上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

例为 37.2%袁与 2014 年调查相比袁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数比例增长 3.3 个百分点遥 体育参与是促进社

会资本生成进而提升中国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路径

和方式 [1-2]袁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数量则是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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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强国的重要指标之一遥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

提出袁野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袁 加快建

设体育强国冶袁故全民健身参与度的提高袁既关乎体

育强国建设袁也事关国家现代化的实现遥 因此袁这一

议题成为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袁 然而现有的研究成

果更多聚焦于单因素的影响机制袁 较少有对提高全

民健身参与度的可操作的行动方案的解释遥 在公共

事务决策中袁组态视角被广泛应用袁它通过整体分析

和案例间比较袁 揭示影响结果的重要条件间的组态

效应袁发现产生合意结果的多重组合路径 [3]遥 基于

此袁 本文将在各省区市提高其全民健身参与度的实

践场景下袁从组态视角出发袁实证探讨省区市全民健

身参与度提高的驱动路径遥具体而言袁本文将尝试回

答袁影响省区市全民健身参与度的条件组态是什么袁
哪些条件在其中发挥着更加关键性的作用遥

全民健身是一项由体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尧 覆盖

全体公民的大型社会民生工程袁 它以贯彻和落实国

家全民健身相关政策法规为主要工作内容袁 通过构

建满足群众需求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袁 引导大

众科学地参与运动尧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袁最终

达到改善和提高健康水平的目的[4]遥 因此袁影响全民

健身参与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遥 陆雯等 [5]通过纵向

干预实验袁得出政府和社会渊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尧团
体和单位等冤 在促进群众体育参与中具有强大的引

导作用遥Eime 等[6]认为袁体育政策需要更加重视基层

参与袁并支持体育组织优先解决青少年的留守问题袁
尤其提高女性体育活动的参与水平遥 向祖兵等[7-8]认

为袁 建立完善的群众体育组织网络体系和专业的社

会体育指导员队伍袁 有利于群众体育活动在全国广

泛开展进而促进群众体育参与遥 于善旭 [9]认为专业

的体育志愿服务袁是面向社会公众尧符合追求健康尧
建立科学文明生活方式的基本需要遥 Vail[10]指出袁体
育组织可以通过为社区提供结构化的服务来提高大

众的体育活动参与率遥 King 等 [11]通过研究发现袁运
动生活方式的推广袁有利于提升年轻人的参与度袁因
此指出袁 将休闲空间或活动的提供纳入到国家政策

中袁以保障参与群体有设施可利用遥 孙伏友等 [12-13]运

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袁 得出刺激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

的体育消费尧提高体育场渊馆冤开放比例袁是我国发展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的动力机制遥 陈元欣等 [14]认

为提高人口可持续消费能力有利于扩大我国自行车

运动的参与人口遥
综上所述袁 现有研究在丰富和加深人们对于全

民健身参与度影响因素的认识和理解上提供了诸多

素材袁主要探究了政策尧体育场地尧居民消费水平尧体
育社会组织和专业化指导等方面对于全民健身参与

度的影响遥但是多数研究基本循着野现状描述要问题

渊成因冤分析要对策渊建议冤提出冶这一逻辑主线袁即
聚焦于全民健身参与的实践归纳和描述性总结袁然
后找出存在问题剖析成因袁最后提出优化路径遥而依

托经验素材的实证探讨袁 以及对于相关理论的边际

知识积累则尤为欠缺遥也就是说袁已有研究主要讨论

了诸多潜在要素的单一价值袁 而忽视了全民健身参

与的资源分配和政策环境的整合性分析袁 也缺乏对

多重条件之间协同效应的系统性梳理遥 在定性比较

分析渊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冤的实际

运用中袁条件选择一般有 5 种方法袁即问题导向法尧
研究框架法尧理论视角法尧文献归纳法以及现象总结

法 [15]遥 鉴于此袁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袁结合我国省区

市政府的制度情境与全民健身参与度提高的实践场

景袁选择政策扶持力度尧场地供给能力尧健身指导水

平尧 组织建设基础和文娱类消费水平 5 个因素作为

条件变量袁展开 QCA 分析遥

本文采取模糊集定性分析比较渊fuzzy set Quali-

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冤的方法袁从组态

视角展开实证检验袁 探索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的多

元驱动机制遥QCA 于 1987 年由查尔斯窑拉金渊Ragin冤
提出袁是一种基于集合理论的尧以案例研究为导向的

研究方法遥 近年来袁QCA 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袁尤
其是在抗争事件尧政府治理尧管理绩效和技术应用研

究领域中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袁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研

究逻辑袁是一种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 [16]遥
在 QCA 分析中袁研究者采用多个案例袁以逻辑

条件组合为基础袁 进行同一模式内不同个案之间以

及不同模式之间的比较 [17]袁从而找出不同条件如何

进行匹配以实现更优的结果[3]遥 也就是说袁在多个条

件变量中袁找出哪些组态可以导致结果变量的出现袁
哪些组态又会导致结果变量的消失袁 然后在明确因

果关系复杂性的前提下袁 判断多重条件变量之间的

协同效应遥 不管是与以回归分析为主的定量研究还

是以个案分析为主的定性研究相比袁QCA 都表现出

独特的优势院一是运用跨个案比较袁可以是大尧中尧小
等样本袁避免了单一分析的面向袁研究者在挖掘出条

件变量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袁 一定程度上能确保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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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外部推广效度曰二是组态视角的分析袁能够找

出具有等效结果的不同条件间的组合方式袁 以加深

理解不同案例场景下结果出现差异化的驱动机制袁
并能进一步探讨条件间的潜在替代关系曰三是在野因
果关系不对称冶的情况下袁运用导致结果出现与消失

的条件组合袁能拓展对特定研究问题的理论解释维度遥

本文所关注的结果是全民健身参与度遥 2022 年

4 月 8 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尧冬残奥会总

结表彰大会上指出院野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尧 提高

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袁 高度重视并充

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遥冶从
这一目标出发袁要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运动袁提高全

民健身参与度袁改善人民健康状况袁进而实现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遥对于人口基数相当大的中国来说袁
锻炼人数比例的小幅提升袁将是数字上巨大的进步袁
且其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中国人真正把体育或者参与

锻炼袁当成一种生活方式[18]遥因此袁本文采取 2020 年各

省区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作为该地区全民

健身参与度的测量指标袁 数据来源于各省区市发布

的叶野十四五冶体育发展规划曳和叶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渊2021要2025 年冤曳遥

渊1冤政策扶持力度遥面对不断攀升的慢病发生率

和巨额医疗支出袁 传统的全民健身运行模式需要在

体医融合的助推下实现野聚焦健康尧联合行动尧全民

覆盖尧精准发力冶的重大实效化转型 [19]遥 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明确指出院野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

的重要标志袁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袁为人民群众提供

全方位健康服务遥 冶 那么人民群众健身难问题的解

决袁势必需要完善且有效的政策进行推动袁以提供坚

实的制度保障遥依托健全的全民健身政策体系袁政府

各部门的资源得以统筹协调袁进而形成合力尧共同推

进袁因此袁政策的扶持在促进全民健身参与度中发挥

着支撑性作用遥 故本文选择各省区市在 2016要2020年

渊一个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周期冤发布的有关全民健

身政策的总数作为该地区政策扶持力度的测量指

标袁 数据来源于各省区市政府门户网站和体育局官

方网站遥
渊2冤场地供给能力遥 近年来袁通过国家顶层设计

和地方扎实推进袁 我国体育场地在质和量上都有了

较大的提升遥但是袁相对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

化尧 多层次健身需求袁 健身场地设施还存在总量不

足尧质量不高尧结构失衡尧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袁
人民群众野健身去哪儿冶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20]遥
然而袁 体育场地设施作为人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

重要载体袁是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遥故打通

全民健身的野最后一公里冶袁补齐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短板袁促进健身环境明显改善袁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

营造群众普遍参加体育健身的良好氛围遥 于是本文

选取 2020 年各省区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作为该地

区场地供给能力的测量指标袁数据来源于叶体育事业

统计年鉴曳渊2020 年数据冤遥
渊3冤健身指导水平遥 一方面袁随着居民生活质量

的提高和健康观念的转变袁 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积

极参与体育运动曰另一方面袁老年群体的基数越来越

大且人均寿命逐渐提高袁休闲之余袁老年人更多选择

参与体育活动遥然而袁与此同时却发生了诸多健康风

险事件袁如运动型疾病尧损伤甚至出现生命危险袁导
致人们的健康受到威胁 [21]遥 这是由于人们参与体育

锻炼时袁 既缺乏专业的指导袁 也缺乏相应的安全知

识袁在风险发生后更没有应对经验袁即全民健身活动

的参与表现出的业余性袁 无疑会影响到居民的参与

热情遥 社会体育指导员作为群众身边的专业健身指

导队伍袁 对于全民健身参与度的提高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遥 因此袁本文选择 2020 年各省区市每千人

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数作为该地区健身指导水平的

测量指标袁数据来源于叶体育事业统计年鉴曳渊2020 年

数据冤遥
渊4冤组织建设基础遥 叶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曳 中明确指出健全全民健

身组织网络的体制机制遥 全民健身组织不仅是人民

群众参与体育活动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之一袁 也是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供给主体袁 还是全民

健身管理工作的重要载体袁 且全民健身组织体系的

建设袁有利于推动与促进全民健身目标的达成袁提高

整个国家民众的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 [22]遥 故全民健

身组织的建设基础是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的重要因

素之一袁本文选择 2020 年各省区市每万人拥有体育

社会组织渊注册为法人冤数作为该地区全民健身组织

建设基础的测量指标袁数据来源于叶体育事业统计年

鉴曳渊2020 年数据冤遥
渊5冤文娱类消费水平遥由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既

有免费供给的内容袁也有公益收费供给的内容袁然而

鉴于体育消费是一种非必需消费袁 其不仅受到消费

观念的制约袁更受到消费水平的影响遥体育消费占比

滞后问题直接影响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3]袁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的消费也构成了体育产业的一部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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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供给无疑对大众的体育

消费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袁 而居民的体育消费需求

被包含在文娱类消费需求中 [24]袁故居民的文娱类消

费水平也成为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的又一个重要因

素遥本文采取 2020 年各省区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

乐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该地区

文娱类消费水平的测量指标袁数据来源于叶中国统计

年鉴 2021曳渊2020 年数据冤和国家数据网站渊http://da-
ta.stats.gov.cn冤遥

在 fs/QCA 中袁校准是指给所要研究的案例赋予

集合隶属的一个过程 [25]袁校准后的集合隶属度处于

0~1遥 校准是为了判断某个数值的位置及其具体含

义袁 也就是说这个数值在多大程度上隶属于高分数

或者低分数集合遥 根据案例中各变量的实际取值分

布情况袁本文主要运用常规直接校准的方式袁而对于

3 个锚点的选择袁即野完全隶属冶野交叉点冶和野完全不

隶属冶袁则参考现有研究的做法袁以及案例的数据特

征袁全民健身参与度尧政策扶持力度尧场地供给能力尧
健身指导水平尧组织建设基础和文娱类消费水平 6个

变量分别采取样本数据 75%尧50%和 25%的分位数袁
即 0.75尧0.50尧0.25[26]遥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的测量指

标描述以及锚点的确定见表 1袁 使用 fs/QCA 3.0 软

件进行分析遥

表 1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的指标描述与校准

变量 指标描述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全民健身参与度 2020 年各省区市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 /% 40.15 36.40 32.30

条件变量 政策扶持力度 2016要2020 年各省区市发布的有关全民健身政策文件的总数 / 份 12 7 3

场地供给能力 2020 年各省区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m2 2.335 2.270 1.435

健身指导水平 2020 年各省区市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数 / 人 2.590 2.270 1.435

组织建设基础 2020 年各省区市每万人拥有体育社会组织渊注册为法人冤数 / 个 0.432 8 0.334 2 0.209 1

文娱类消费水平 2020 年各省区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的比重 /%

20.32 18.22 11.19

本文对 5 个条件进行必要条件分析 渊表 2冤袁结
果显示袁所有条件的一致性均低于临界值 0.9袁这表

明不管是对于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参与还是低水平的

全民健身参与袁 都不存在解释其结果的单一必要条

件遥 同时也说明了影响省区市全民健身参与度因素

的复杂性袁即政策扶持力度尧场地供给能力尧健身指

导水平尧 组织建设基础和文娱类消费水平这 5 个条

件需要彼此联动匹配才能够共同发挥作用袁 也就是

经由多重条件的并发协同效应以形成高水平全民健

身参与的驱动机制遥

表 2 必要条件分析

条件变量
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度 低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高政策扶持力度 0.753 14 0.802 87 0.485 21 0.394 80

低政策扶持力度 0.432 29 0.523 85 0.757 73 0.700 86

高场地供给能力 0.735 00 0.789 81 0.485 80 0.398 45

低场地供给能力 0.440 19 0.528 66 0.743 72 0.681 74

高健身指导水平 0.710 43 0.724 86 0.563 46 0.438 80

低健身指导水平 0.449 97 0.574 55 0.646 70 0.630 26

高组织建设基础 0.652 52 0.640 50 0.686 27 0.514 15

低组织建设基础 0.505 03 0.678 36 0.520 16 0.533 27

高文娱类消费水平 0.636 54 0.599 38 0.733 29 0.527 02

低文娱类消费水平 0.497 70 0.570 97 0.442 58 0.48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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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真值表袁 即通过布尔简化来确定合适的路

径袁其中选取的一次性阈值为 0.8袁频数阈值为 1袁真
值表结果见表 3遥 然后采取查尔斯窑拉金[27]所提出的

QCA 分析结果的呈现方式对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

的组态分析结果进行展现袁即● 表示条件存在袁也就

是条件变量的取值较高袁其中荫表示野核心条件冶袁●
表示野边缘条件冶曰茚表示条件缺失袁其中茚表示野核
心缺失条件冶袁茚表示野边缘缺失条件冶曰而空格则表

示该条件存在与否对于结果来说无关紧要遥 由表 4

数据可知袁 能够解释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的驱动路

径有 3 条袁 其中每一纵列代表了一种可能的条件组

态袁即共有 3 种组态遥解的一致性是 0.915袁表明在所

有满足这 3 种条件组态的省区市全民健身参与的案

例中袁91.5%的省区市全民健身参与表现出较高的

水平遥 解的覆盖度是 0.574袁表明 3 种组态条件可以

解释 57.4%的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案例遥 在条件组

态的基础上袁可以进一步探索出政策扶持力度尧场地

供给能力尧健身指导水平尧组织建设基础和文娱类消

费水平在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中的差异化适配关系遥
表 3 真值表

案例数量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政策支撑力度 场地供给能力 健身指导水平 组织建设基础 文娱类消费水平 全民健身参与度

3 1 1 1 1 0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0 1 1

2 1 0 0 0 1 1

1 1 1 0 1 0 1

3 1 1 1 0 0 1

1 0 1 0 1 1 0

1 1 1 0 1 1 0

1 0 1 1 1 0 0

1 0 1 1 1 1 0

1 0 1 0 0 1 0

1 1 0 0 1 1 0

1 0 0 0 1 1 0

1 0 0 1 1 0 0

1 1 0 1 1 1 0

1 1 0 1 0 0 0

2 0 0 1 1 1 0

2 0 1 0 1 0 0

1 0 0 1 0 1 0

2 0 0 0 0 1 0

1 1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表 4 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度的组态分析

条件组态
政策扶持＋经济支撑型 政策扶持＋资源供给型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政策扶持力度 荫 荫 荫
场地供给能力 荫 荫
健身指导水平 茚 荫
组织建设基础 茚 茚 荫
文娱类消费水平 荫 茚
一致性 0.896 0.854 0.941

覆盖度 0.211 0.229 0.320

唯一覆盖度 0.127 0.099 0.209

解的一致性 0.915

解的覆盖度 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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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组态 1 中袁场地供给能力这一条件无关

紧要袁 政府扶持力度和文娱类消费水平均发挥着

核心作用袁 不存在全民健身组织建设的核心作用

和健身指导水平的补充作用遥 这表明不管该省区

市的场地供给能力如何袁 即使面临较低的健身指

导水平和薄弱的组织建设基础袁 如果其政府的政

策扶持力度大袁并且能够提高文娱类消费水平袁那
么该地区的全民健身参与度能够得到提高遥 在条

件组态 1 中袁需要政策扶持力度和文娱类消费水平

两个条件联动适配才能发挥作用袁 而文娱类消费

水平则是地区经济水平的一个缩影袁 故这里将这

一组态命名为野政策扶持 + 经济支撑型冶遥 此外袁该
路径的覆盖度为 0.211袁 表明其能够解释约 21.1%

的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案例袁包括河北尧湖南和广

西等渊图 1冤袁其中约 12.7%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

所解释遥

图 1 条件组态 1 的解释案例

条件组态 2 与条件组态 1 一样袁 政府扶持力度

也发挥着核心作用袁不同的是袁场地供给能力同样发

挥着核心作用袁此外健身指导水平发挥着补充作用袁
不存在组织建设基础的核心作用遥 这表明不管该省

区市文娱类消费水平如何袁 即使面临薄弱的组织建

设基础袁只要加强政府扶持力度和场地供给能力袁并
提高健身指导水平袁 该地区的全民健身参与度就能

得到提高遥 在条件组态 2 中袁需要政策扶持力度尧场
地供给能力和健身指导水平 3 个条件联动适配才能

发挥作用袁 而因为场地和健身指导都包含在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的六大内容内袁 它们都属于全民健身的

资源袁故这里将这一组态命名为野政策扶持 + 资源供

给型冶遥 此外袁该路径的覆盖度为 0.229袁表明其能够

解释约 22.9%的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案例袁 包括北

京尧陕西和天津等渊图 2冤袁其中约 9.9%的案例仅能

被这条路径所解释遥

图 2 条件组态 2 的解释案例

在条件组态3 中袁 政府扶持力度和场地供给能

力均发挥着核心作用袁 而组织建设基础发挥着补充

作用袁不存在文娱类消费水平的核心作用遥这表明在

政策扶持力度大且场地供给能力强的省区市袁 即使

其文娱类消费水平较低袁若能夯实组织建设基础袁那
么该地区的全民健身参与度也能得到提高遥 在条件

组态 3 中袁需要政策扶持力度尧场地供给能力和组织

建设基础 3 个条件联动适配才能发挥作用袁 而因为

场地和组织都包含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六大内容

内袁它们都属于全民健身的资源袁故这里也将这一组

态命名为野政策扶持 + 资源供给型冶遥 此外袁该路径的

覆盖度为 0.320袁表明其能够解释约 32%的高水平全

民健身参与案例袁包括浙江尧江苏尧福建和上海等渊图3冤袁
其中约 20.9%的案例仅能被这条路径所解释遥

图 3 条件组态 3 的解释案例

通过对条件组态1~3 的异同比较袁 可以进一步

识别政策扶持力度尧场地供给能力尧健身指导水平尧
组织建设基础和文娱类消费水平条件的潜在替代关

系遥 首先袁对比条件组态 1 和条件组态 2袁发现对于

同样具有高政策扶持力度以及低组织建设基础的省

1

0.5

0
0.5 1

广西

湖南
河北

1

0.5

0
0.5 1

北京 陕西 天津

1

0.5

0
0.5 1

上海

福建浙江 江苏

体
育
人
文
社
会
学

祝良袁等. 全民健身参与度的驱动路径研究要要要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38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23年 第 44卷 第 4期

区市袁 高文娱类消费水平和低健身指导水平两个条

件的组合可以与高场地供给能力和高健身指导水平

两个条件的组合相互替代渊图 4冤遥 其次袁对条件组态2

和条件组态 3 的比较袁 发现对于高政策扶持力度的

省区市袁且同时具有高场地供给能力袁高健身指导水

平和低组织建设基础两个条件的组合可以与高组织

建设基础和低文娱类消费水平两个条件的组合相互

替代渊图 5冤遥 最后袁对条件组态 1 和条件组态 3 的比

较发现袁在同样高政策扶持力度的省区市袁高文娱

类消费水平尧低健身指导水平和低组织建设基础

3 个条件的组合可以与高组织建设基础尧 高场地供

给能力和低文娱类消费水平 3 个条件的组合相互替

代渊图 6冤遥

图 4 条件组态 1 与条件组态 2 的替代关系

图 5 条件组态 2 和条件组态 3 的替代关系

图 6 条件组态 1 和条件组态 3 的替代关系

通过组态之间的两两对比袁 即探讨政策扶持力

度尧场地供给能力尧组织建设基础尧健身指导水平和

文娱类消费水平条件之间的潜在替代关系袁 发现政

策扶持力度这一条件始终都没有被替代袁 这表明其

在推动全民健身参与度提高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

的角色袁如果该条件不具备袁即使其他条件再优越袁
也无法实现全民健身参与度提高的目标袁 而其他条

件组合之间则可以替代遥也就是说袁各省区市在推进

全民健身参与度提高的过程中袁 一定要加强政策扶

持力度袁另外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袁采取不同配适方

式以达到同样的目的遥
最后袁对结果变量的野否集冶渊低水平全民健身参

与度冤 展开条件组态分析袁 结果显示具有两条路径

渊表 5冤遥 其中高场地供给能力和高组织建设基础成

为低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度的补充条件袁 驱动省区市

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度的条件并不是导致低水平全

民健身参与度的反面条件袁从而很好地说明了 QCA

的因果不对称性特点遥
表 5 低水平全民健身参与度的组态分析

从条件组态1 结果可知袁 政策扶持力度和文娱

类消费水平是影响该类省区市全民健身参与度的重

要因素袁这为那些全民健身公共资源包括场地尧组织

和健身指导等较为缺乏的省区市提供了一条可借鉴

的实践路径袁即在强有力和健全的政策扶持下袁通过

刺激城镇和农村的文娱类消费袁 可以有效促进该地

区的全民健身参与度遥 分析这一驱动路径解释案例

渊图 1冤袁 可以发现这些省区市的整体经济实力都不

在全国的上游行列袁 但是它们拥有较高的文娱类消

费水平遥 以湖南为例袁在体育发展野十三五冶期间袁湖
南省政府部门发布全民有关的政策文件近十份袁如
叶关于加快发展湖南省冰雪运动的实施意见曳叶湖南

体育强省建设规划 渊2020要2030 年冤曳叶湖南省省本

级政府购买群众性体育活动组织与承办服务实施办

法曳和叶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

闲产业的实施意见曳等袁为居民参与全民健身提供了

条件组态 组态 1 组态 2

政策扶持力度 茚 茚
场地供给能力 茚 荫

健身指导水平 茚 茚
组织建设基础 茚 荫

文娱类消费水平 茚
一致性 0.889 0.893

覆盖度 0.264 0.181

唯一覆盖度 0.203 0.121

解的一致性 0.911

解的覆盖度 0.385

高政策扶持力度 + 低组织建设基础

高文娱类消费水平

低健身指导水平

高政策扶持力度 + 高场地供给能力

高政策扶持力度

高健身指导水平

低组织建设基础

高场地供给能力

高健身指导水平

高组织建设基础

低文娱类消费水平

高文娱类消费水平

低健身指导水平

高组织建设基础

高场地供给能力

低组织建设基础 低文娱类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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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保障遥 此外袁2020 年袁湖南省居民人均教育文化

娱乐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

24.5%袁位居全国榜首遥 文娱类消费水平的提升袁不
仅反映了该地区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需求的变化袁
还体现了文娱类消费作为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逐步

被人们所接受与认可袁这无疑为居民参与付费类全民

健身活动赛事等奠定了良好基础遥 因此野政策扶持 +

经济支撑型冶驱动路径中的经济支撑袁并不是指某省

区市的整体经济实力袁而是指其文娱类消费水平遥

条件组态2 和条件组态 3 共同构成了 野政策扶

持 + 资源供给型冶 驱动路径遥 从组态条件分析结果

可知袁两者之间既具有共性也存在差异遥 共同点是袁
政策扶持力度和场地供给能力在促进全民健身参与

度提高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遥 这既印证了人民群众

野健身去哪儿冶难题解决的现实性和紧迫性袁也佐证

了国家通过多措并举的手段推进体育场地建设的适

时性和精准性遥 故在野政策扶持 + 资源供给型冶驱动

路径中袁除了政策扶持力度这一条件外袁体育场地供

给能力是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不可或缺的又一个条

件袁而健身指导水平和组织建设基础则可以替代袁该
驱动路径所能解释的案例如图 2尧图 3遥 如寸土寸金

的北京袁充分挖掘城市可利用的土地和空间袁不断创

新全民健身新载体袁在城市大小公园里建设了新一代

智能化全民健身步道袁在首钢园区打造了一批体育场

馆群等遥 2020 年北京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45 m2袁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25 m2渊2020 年袁我国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为 2.20 m2冤 [28]袁 而其每万人拥有体育社会

组织渊注册为法人冤数为 0.33 个遥 再如浙江和上海袁
在政策扶持方面袁 这两个地区发布全民健身有关政

策均超过了 10 份曰在场地供给方面袁浙江的野百姓健

身房冶案例袁被中办尧国办联合印发的叶关于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曳采纳曰在组织

建设基础方面袁 上海形成了以街道为依托并实现全

覆盖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管理模式等遥

渊1冤政策扶持力度尧场地供给能力尧健身指导水

平尧组织建设基础和文娱类消费水平野多重并发冶袁形
成驱动我国省区市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的多样化组

态形式遥 5 个条件共同发挥作用袁任何单一条件都不

能构成驱动省区市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的必要条

件袁 也不能成为引致省区市对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

驱动路径选择的充分条件遥
渊2冤高水平全民健身参与驱动路径的组态分析

结果表明袁存在 3 条等效路径袁并且 3 个条件组态之

间存在潜在替代关系袁构成了野政策扶持 + 经济支撑

型冶和野政策扶持 + 资源供给型冶两种驱动路径袁这
一结论在区域异质性条件下有力地说明了提高全民

健身参与度拥有多种路径遥 其中政策扶持力度这一

条件无法被替代袁 说明其在推动全民健身参与度提

高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遥

渊1冤基于政策扶持力度在提高全民健身参与度

中的支撑性角色袁 不同省区市应合理科学地制定与

本地区发展实际相匹配的全民健身发展规划和政策

措施袁健全全民健身政策保障制度遥然而政策工具包

括权威工具尧激励工具尧象征与劝诫工具等袁不同政

策工具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袁 如何发挥政策工具的

组合驱动效应袁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展开遥
渊2冤由于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袁本文选择了文

娱类消费水平这一指标来间接反映该省区市的体育

消费水平袁显然不够精准遥 但值得指出的是袁在组态

分析中袁 文娱类消费水平作为核心条件存在遥 鉴于

此袁一方面各省区市可以通过打野组合拳冶的方式刺

激当地居民的文娱类消费袁尤其是体育领域的消费曰
另一方面后续研究则可以深入挖掘体育消费的数

据袁 并进一步探索其在促进全民健身参与度提高中

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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