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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袁 对澳大利亚 1960 年以来的体育政策进行

了梳理袁区分了其体育政策的发展阶段袁识别了其体育政策的发展特征遥 研究发现院
澳大利亚体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分为初创发展尧曲折发展尧快速发展三个阶段袁体育

政策呈现出利用体育的政治功能尧突出竞技体育发展尧强化体育社会价值认同的特

征遥 对我国的启示院探索竞技体育发展新机制袁创新野体教结合冶新模式袁开创多部门

合作新局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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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on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orts

policies of Australia since 1960, distinguished th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identified the develop-

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orts policies. It is held that the evolution of Australia's sports policie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itial development, tortuous development and rapid develop-

ment. The sports policie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tilizing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sports, high-

ligh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cognition of social values of

sports. The following implications to our country are thus concluded: to explore the new mechanism

of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to innovate a new pattern of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

tion", and to create a new situation of multi-sector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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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体育政策的演变历程、特征与启示
曹京华

澳大利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体育强国遥 澳大利

亚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超过 70%袁 全国拥有超

过 1 500 个高尔夫球场袁 锦标赛等级的高尔夫球场

遍布整个澳大利亚曰 澳大利亚是国际网球运动的大

本营曰澳大利亚板球队是世界顶级球队之一曰而澳式

足球在澳大利亚几乎是一种宗教遥 尽管澳大利亚只

有 2 400 万人口袁 但长期以来一直是奥运会上的夺

金大国袁在奖牌榜上名列前茅遥 尤其是在 2000 年悉

尼奥运会上袁 澳大利亚获得 58 枚奖牌袁16 枚金牌袁
居中国之后遥综观澳大利亚体育发展的历程袁每个阶

段野政策都毫不例外地影响着体育冶 [1]遥 本研究试图

通过分析澳大利亚不同发展时期社会政治意识形态

的变化尧权力的博弈尧利益关系的均衡以及与社会价

值观联结在一起的文化因素袁 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出

发袁 诠释不同历史时期政府体育政策导向对体育发

展的影响袁 旨在为我国体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

一点参考遥

影响体育发展的因素很多袁有政治的尧经济的尧
文化的以及体育本身的因素袁但不可否认袁体育政策

在体育发展历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遥 相关资料

分析表明袁 澳大利亚政府对体育的介入程度随政治

意识形态和当权政府的不同而不同袁 通常工党政府

比自由党政府在介入体育方面更为积极遥 研究根据

Armstrong 和 Veal 关于澳大利亚体育政策的论文以

及 Jobling 的相关研究报告 [1-3]袁结合澳大利亚政治意

识形态的变化尧 经济的发展以及联邦政府对体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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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程度袁 将澳大利亚体育政策的发展分为以下三

个阶段进行分析遥

自工业革命以来袁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一直禀承

自由主义传统袁体育领域更是遵循个体自由尧市场化

及政府干预最小化原则遥自由党执政期间袁政府更加

反对实施任何形式的联邦体育政策袁 正如澳大利亚

总理罗伯特窑孟席斯渊Robert Menzies冤所言袁野体育不

论在财政上还是观念上都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范

畴袁政府不应进行干预袁体育活动的开展应该由相关

的体育组织来负责冶 [4]遥 这一阶段袁政府层面出台的

体育政策很少袁 即使联邦政府资助的 野国家健康活

动冶袁财政支持也很少袁资助范围也仅限于奥运会及

举办大型运动会所需的必要经费袁例如 1968要1969

年分配给 6 个州和澳大利亚首都特区国家健康委员

会的资金也仅有 41.6 万澳元[3]遥
1972 年袁随着澳大利亚工党当权袁代表着工人

阶级立场的惠特拉姆渊Gough Whitlam冤认识到体育

在提升城市公众的生活质量和各民族的融合度上的

重要作用袁推行了一系列体育政策遥一是成立体育职

能部门遥工党政府成立了野体育与休闲部冶和野旅游与

休闲部冶袁并同时确立了体育作为政府公共开支的一

个合法领域的地位遥二是制定体育城市战略遥工党政

府与地方政府合作袁 改善和新建城市休闲和体育设

施袁旨在为公众提供更为便利的体育参与机会袁克服

因城市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所引起的不公平遥 三是

政府委托科研机构进行体育政策研究遥 例如 1973

年袁受联邦政府委托袁西澳大利亚大学编写了叶澳大

利亚体育和休闲的发展及作用范围 曳 渊The Role ,
Scope and Development of Recreation in Australia冤一
书遥 这本书就联邦政府在体育发展中的角色和作

用尧体育组织的基本结构以及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遥 自此野大众体育和竞

技体育问题也就成了澳大利亚体育政策争论的核

心主题冶 [5]遥 这一阶段袁尽管在取得正式进展之前工

党就下台了袁 政府的体育政策呈现出两个非官方的

趋势院渊1冤体育设施的普及袁公众体育参与程度大大

提高曰渊2冤体育组织的发展框架基本确立遥 事实上袁这
一时期变成了政府对体育看法的分水岭袁 自此政府

踏上了积极干预体育的道路遥
综上所述袁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尧不同的政党从

各自的利益立场出发袁 决定了体育的发展目的和规

划遥自由党和工党的最本质区别在于袁工党政府认为

体育和休闲是公共政策中的一个合法领域袁 在处理

社会不公平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曰而
自由党政府对于体育和休闲的社会作用的否定直接

导致了政府在发展规划上将体育排除在外遥当然袁自
由党政府对体育的态度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兴趣袁而
是采取了一种更为保守的做法 [6]遥

1975 年袁自由党取代工党重新执政袁重新启用

政府干预最小化的管理理念袁 针对体育也采取了一

些压缩政策院 一是解散体育职能部门袁野旅游与休闲

部冶先后被并入环境部尧住房和社区发展部袁在 1977

年被民政部所取代曰二是缩减体育财政支持袁体育经

费从 1975 年的 740 万澳元减少到 1979 年的 580 万

澳元 [3]遥 为此袁澳大利亚的竞技体育受到了很大的冲

击袁奥运成绩出现大幅下滑遥例如二战后澳大利亚参

加的六届奥运会袁金牌总数排名保持在 5~8 位之间袁
而在 1976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袁澳大利亚的金

牌数为零袁出现断崖式的下跌遥
这次野蒙特利尔大崩溃冶事件引起了公众的极大

抗议袁使得澳大利亚政府重新审视竞技体育的价值袁
于 1981 年自由党政府投资 270 万澳元成立澳大利

亚体育学院 渊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袁AIS冤遥 AIS

的成立标志着政府对体育资助政策发生了转变遥AIS

负责每年在全国范围内选拔适龄 渊一般为 16 周岁冤
有天赋的运动苗子进行集中训练和比赛袁 由政府承

担运动员所有费用袁完成 3 年课程后袁运动员可以自

行选择签约本国的职业队或者去海外发展遥 澳大利

亚国家队的队员袁 基本上都曾接受过 AIS 训练体系

的训练遥 弗雷泽渊John Malcolm Fraser冤政府用了 4 年

时间认识到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遥
1983 年袁澳大利亚工党重掌政权袁霍克渊Hawke冤

政府继续遵循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袁 在保留 AIS 的同

时袁 成立了政府法定机构要要要澳大利亚竞技体育委

员会渊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袁ASC冤遥 政府旨在

通过 ASC 实现三个主要目标院渊1冤保持和提高澳大

利亚在国际体育竞赛中的成绩曰渊2冤提高公众的体育

参与率曰渊3冤 争取企业对体育的资助遥 不仅如此袁
1989 年 5 月袁政府合并 AIS 和 ASC遥工党政府认为袁
ASC 和 AIS 的合并给政府留出野政治和经济空间对

体育进行管理冶遥 通过这种方式袁体育形成了政府部

门渊体育尧休闲和旅游部冤和法定机构渊ASC冤共同管

理的局面[3]遥
1993 年澳大利亚成功赢得第 27 届夏季奥运会

的举办权袁 以此为标志袁 澳大利亚进入国家体育阶

段袁制定了一系列体育政策袁如野澳大利亚体育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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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冶渊Sports Exchange Australia冤 计划尧野澳式运动冶
渊Aussie Sport冤计划尧野体育娱乐培训工程冶渊Sport and

Recreation Training Australia冤尧野下一步冶渊Next Step冤
计划尧野保持动力冶渊Maintain the Momentum冤 资助计

划尧野奥林匹克运动员冶渊Olympic Athlete Program冤计
划等遥 1989要1992 年实行的野下一步冶计划是澳大利

亚历史上第一个综合的体育政策遥 4 年间袁政府共投

入 27 100 万澳元遥 1992要1996 年实行的野保持动力冶
资助计划共投入 29 300 万澳元遥 1993 年 9 月 23 日袁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将第 27 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

权授予悉尼遥 为办好 2000 年奥运会袁联邦政府决定

在继续实行野保持动力冶资助计划的同时袁在 1994 年

宣布实施为期 6 年的财政投入 13 500 万澳元的野奥
林匹克运动员冶计划遥在此基础上袁ASC 于 1995 年成

立了体育发展部袁 其宗旨是营造一个让所有澳大利

亚人都有机会参与到体育运动中去的文化氛围遥 为

期 4 年的野下一步冶计划和野保持动力冶资助计划有力

地推动了大众体育的发展袁并与 ASC 等体育组织的

发展规划保持平衡袁 这种资助形式成为了后来澳大

利亚体育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遥
1996 年袁自由党再次执政袁其政策主张是在促

进竞技体育发展的同时袁也要大力发展大众体育尧体
育产业遥 这一阶段袁政府先后发布了叶活跃的澳大利

亚院 全国性参与架构曳渊Active Australia: A National
Participation Framework冤袁 树立了进一步促进国民体

育参与袁增强健康素质的发展目标曰出版修订了叶澳
大利亚体育安全院一个全国性体育安全架构曳渊Sport鄄
safe Australia / A National Sports Safety Framework冤袁
完善了应对体育风险的各种方案和措施曰同时袁加强

基础体育设施建设袁 保障国民体育参与机会的公平

性以及完善公共体育服务支持遥此外袁政府也将体育

产业发展提上了议程遥

2001 年 4 月24 日袁联邦政府宣布实施为期十年

的野增强澳大利亚体育能力袁打造更有活力的澳大利

亚冶渊Backing Australia's Sporting Ability院A More Ac-

tive Australia冤新政策渊以下简称野活力澳大利亚冶计
划冤袁 标志着澳大利亚进入体育政策快速发展的时

期遥新十年体育政策涵盖了竞技体育尧大众体育及体

育组织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 [7]院渊1冤竞技体育方面遥
政府投入 40 800 万澳元用以资助 野竞技体育 冶
渊Sports Excellence Programme冤计划遥 具体措施包括

政府通过 ASC袁与国家奥委会尧残疾人体育委员会

以及全国性和各州体育组织的合作袁 建立全国体育

学院网络体系遥 渊2冤大众体育方面遥 政府投入 8 200

万澳元开展野活力澳大利亚冶计划袁并提出野活力澳大

利亚冶计划应该成为公众体育参与的重要国策遥其目

标是通过发展社区体育设施尧 增加机会和改善服务

以提高公众的体育参与遥重点在于袁既要增加渴望锻

炼者的体育参与机会袁 又要使已经参加者体会到参

与的效果遥 渊3冤体育组织方面遥 进一步强化体育组织

对政府资助部门的责任袁 同时减少政府对体育组织

的直接介入遥同时强调袁体育组织应加强与媒体的合

作袁以获取最大的回报遥
21 世纪以来袁在现代文明病席卷发达国家的背

景下袁 澳大利亚也出现了肥胖和运动缺乏引致的各

种健康问题遥 体育的健康干预功能引起了政府的重

视袁 于 2010 年和 2012 年分别出台了 叶澳大利亚体

育院成功的通道曳渊Australian Sport: The pathway to suc鄄
cess冤和叶获胜优势院2012要2022曳渊Australia's winning
edge 2012-2022冤两项强力体育政策袁并以此作为澳

大利亚体育发展的行动纲领遥在这两项政策文件中袁
深刻总结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袁 当下澳大利亚体育

发展模式出现的各种问题袁 提出了进行体育改革的

必要性和未来体育发展的方向袁 并以改革和整合管

理机构为重点袁强调优化管理方式袁加强运动员的政

府支持袁进行科研创新等措施遥

现代体育发展表明袁 政治和体育有着密切的关

系遥 一方面袁政策可以促进或阻碍体育的发展曰另一

方面袁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结构和现状遥二战

以来袁 澳大利亚一直维持由自由党及工党组成的两

党体系遥澳大利亚自由党是一个偏右的保守性政党袁
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注重的是个人权利和政府的最

少干预袁其基本政治立场主要反映的是工商业主尧中
产阶层的利益诉求袁 在体育政策上强调政府的职责

在于发展竞技体育袁 大众体育则作为私人意愿意味

着自由和自治遥成立于 20 世纪初的工党则是一个社

会民主的中间偏左的政党袁代表劳工阶层的利益遥工
党党章提出野相信依靠共同努力袁能够达成比个人所

能达成更多的成就袁 从而为我们每个人提供实现真

正潜力的手段袁为我们全体公众创造这样一个社会院
权力尧 财富和机会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袁 我们以团

结尧包容和尊重的精神自由地生活在一起冶[4]遥 显然袁
工党寻求的是由公众的信任而获得的治理权袁 反映

在体育政策方面袁可以看到袁20 世纪 70 年代初工党

澳大利亚体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尧特征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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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已执政长达 18 年的自由党后袁首先将体育政策

纳入到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领域袁 在联邦政府层面

成立野体育与休闲部冶和野旅游与休闲部冶曰在强调竞

技体育的同时袁 通过改善城市公共体育设施来提高

大众体育的参与率遥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袁自由党重

新执政袁体育政策就此搁浅遥随着蒙特利尔奥运会的

失利而被迫建立 AIS袁 弗雷泽总理认识到体育的政

治功能袁野利用体育帮助他恢复了甚至是重建了一个

新的受欢迎的形象袁 并帮助他达到了外交政策的目

的冶袁野一旦他意识到体育的重要作用袁弗雷泽是非常

乐意批准体育学院所提出的任何资金方面的要求

的冶 [8]遥 从 1976 年政府对奥运会资助所持的野吝啬冶
态度袁到目前的慷慨野泛滥冶袁其变化的原因就是政

治遥基于相同的理由袁虽然自由党认为政府存在的目

的仅在于保护每个个体的自由袁野应尽量从政府干预

中摆脱出来袁尽量自由冶袁野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

政府冶袁 但事实上自由党总理霍华德 渊John Winston

Howard冤在 1996 年竞选时同样抛出了提高体育参与

度的承诺遥相对于自由党袁工党执政时并没有兑现竞

选时所承诺的社区休闲和体育设施袁 其体育政策的

重点却是放在减少冲突尧 保持稳定尧 维持政治体制

等袁更多体现在其保守的意识形态上遥体育政策或许

体现了霍克政府不愿意让它影响自己在选民中受欢

迎度的观念遥综上分析袁澳大利亚体育政策的变化充

分体现了政府从来都不是 野守护所有澳大利亚人利

益的中立仲裁者冶[8]遥 政治权力的介入一方面支配了

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袁另一方面袁当体育从政府获得资

助的时候袁体育也就开始成为政治斗争的目标遥不同

的政治意识形态利用体育的政治功能实现权力的制

衡袁是澳大利亚体育政策演变的重要特征遥

自 20 世纪初澳大利亚独立以来袁这个远离大陆

的新兴国家袁 就一直在不懈地追求平等并渴望被其

他国家所认同袁 竞技体育被认为是达到这一目的最

重要的手段之一遥澳大利亚体育发展的历史表明袁不
管是工党还是自由党都十分重视对竞技体育的投入

和奥运会成绩遥
如图 1 所示袁从 1960 年到 2016 年袁澳大利亚在

夏季奥运会的成绩有三个较为明显的拐点袁 一是第

21 届奥运会渊1976 年冤的野蒙特利尔大崩溃冶袁二是第

27 届奥运会渊2000 年冤的野悉尼巅峰冶袁三是第 30 届

奥运会渊2012 年冤的野伦敦大滑坡冶遥 在 1960要1974

年间袁澳大利亚的竞技成绩一直稳定在世界前列袁从
1960 年第 17 届罗马奥运会到 1972 年第 20 届慕尼

黑奥运会袁 澳大利亚在这几届奥运会上均取得 5~8

枚金牌的成绩袁但由于自由党在 1975 年削减体育经

费袁导致了 1976 年的野蒙特利尔大崩溃冶遥 在公众的

压力下自由党政府成立 AIS 专门培养高水平运动

员遥 AIS 的成立促使澳大利亚发展竞技体育的政策

走上了系统化之路遥 紧接着袁 悉尼奥运会的成功申

办袁以及 13 500 万澳元的野奥林匹克运动员冶计划袁
使得 野悉尼奥运会不仅是千禧年澳大利亚为全世界

奉献的盛大节日和历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之一袁也
是澳大利亚国家形象营销的一大法宝冶[9]遥 著名学者

霍恩在其研究中曾经论述道院 澳大利亚在国际体育

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被作为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袁 澳大利亚在许多体育项目上产生

的世界冠军比其他国家都多袁 他们的热情源于渴望

自己的国家得到世界的认同[10]遥 2012 年 8 月澳大利

亚竞技体育成绩在伦敦奥运会下滑之后袁ASC 立刻

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公布了 叶获胜优势院2012－
2022曳袁 为今后十年澳大利亚的竞技体育设定了目

标袁包括在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上进入世界前五位遥
国家体育委员会主席约翰窑怀利说院野国际竞争愈发

激烈袁我们相信澳大利亚人民愈希望尧期待我们对这

样的挑战作出应对袁 以重塑我们在世界体育领域的

辉煌遥 冶[11]澳大利亚将竞技体育提升到对外政策的角

度袁从另一方面也确立了澳大利亚体育政策的导向遥

图 1 澳大利亚在第 17 届至第 31 届夏季奥运会上获

得金牌数量的折线图

悉尼奥运会后袁ASC 内部结构作了重大调整遥
针对这一情况袁曾有学者认为袁后奥运时代的澳大利

亚面临着体育政策的第三次浪潮袁 这次浪潮的主旋

律应该是减少对体育各个层面的公共资助遥 这一主

旋律给国家体育组织最重要的暗示就是降低体育对

联邦政府财政支持的依赖程度袁努力提高自治水平袁
以便于后奥运时代在财政上自给自足遥 学者们纷纷

预测政府对体育的取向袁 会不会继续对竞技体育的

现有资助袁是否会更关注大众体育参与等遥 2001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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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 日袁联邦政府关于野活力澳大利亚冶计划的体育

政策的宣布结束了第三次浪潮的混沌状态遥 虽然澳

大利亚政府曾表示将于奥运会后缩减对体育的开

支袁 但 野体育政策已经形成了澳大利亚政府的一种

耶传统爷袁很多公共体育政策都得到了持续遥这是因为

在政治上已经很难改变袁 一旦改变将会触怒相当一

部分组织和公众冶[10]遥体育作为公共政策的立法领域

除了对竞技体育的热情外袁 工党自 20 世纪 70 年代

初就开始注重体育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袁 通过配备

和改善公共体育设施袁来提升公众的生活质量曰通过

体育组织和体育比赛袁 来增进公众的归属感和融合

度[12]遥澳大利亚政府充分认识到了体育的社会价值袁
并把体育当作一种能够帮助政府实现宏伟目标的强

大的隐性工具遥

澳大利亚体育政策的发展说明了体育的有序发

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具体规划管理袁 从政府

干预最少化的竞技体育政策到将 野体育作为提升城

市公众生活质量的一项措施冶袁野通过体育设施的完

善来克服因城市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所引起的不公

平冶袁野很快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该项措施带来的福

利冶的城市体育政策以及到 21 世纪初的野活力澳大

利亚冶计划十年政策的实施袁强有力地说明了政府的

体育干预和角色决定着体育的发展方向和速度遥
我国体育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袁 在独有的举国

体制下袁全国一盘棋尧上下一条龙袁举全国之力实现

了竞技体育的跨越式发展遥 但随着我国体育发展规

模不断扩大尧 发展结构不断提升以及体育发展环境

迅速变化袁举国体制在体育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遥
其一袁举国体制的运行效率在逐渐降低遥 自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我国竞技体育取得历史最佳成绩之后袁
在近几届奥运会上的成绩呈现向下波动的轨迹袁显
示举国体制的备战效率逐渐降低遥其二袁制约体育多

元功能的发挥遥体育不仅具有为国争光尧强身健体的

功能袁还能服务于经济发展袁受计划经济发展方式的

制约袁 举国体制在配置体育资源中存在一定的低效

性遥 为此袁我国应结合体育发展的新环境袁科学研判

举国体制的优缺点袁 探索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

合的新型发展方式袁实现竞技体育尧群众体育尧体育

产业多元均衡发展的格局遥

澳大利亚竞技体育的成就有目共睹袁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 AIS 的建立袁以及随后在全国发展起

来的体育学院网络体系袁采取长期集训尧短期集训尧
提供装备及资金资助等形式袁 使更多的运动员有机

会使用体育学院尖端的训练尧 康复设施以及世界领

先的体育科研成果遥 澳大利亚实行的是国家发展竞

技体育政策袁但其发展体系显然有别于我国的野三级

训练网冶 培养模式袁ASC 颁布了一系列计划来构建

澳大利亚体育发展的野金字塔冶袁如野下一步冶计划尧
野保持动力冶资助计划尧野澳式运动冶计划尧野活力澳大

利亚冶计划等袁尤其是野澳式运动冶计划被公认为野学
校体育冶野竞技体育冶野快乐体育冶和野终身体育冶诸方

面完美结合的体现遥
1985 年袁原国家体委和教委联合提出体教结合

的运动员培养模式袁表现为以下方式院高校直接招收

退役运动员袁高校和体工队联合办运动队袁高校直接

招收运动水平比较高的体工队青年队员尧体校队员袁
以及普通中小学试办二尧三线运动队遥经过几十年的

探索袁体教结合也取得一定的成绩袁如运动员文化素

质的提高尧 学校体育的促进发展以及体教系统的联

动等 [13]袁但也存在学训矛盾调和难尧竞技体育与学校

体育结合难尧 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资源整合难等问

题 [14]遥 因此袁竞技体育有必要与学校体育有机地结

合袁探索野体教结合冶新模式袁在有效放大竞技体育政

策产出正效益的同时袁降低政策产出的单位投入袁切
实解决相应难题遥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澳大利亚政府把体育列入公

共政策的立法领域中以来袁 澳大利亚体育的发展就

被作为城市发展的一项战略袁 与城市规划尧 社区建

设尧资源开发等部门密切联系遥从体育管理体制的变

化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院从环境部到住房尧社区发展

部袁到民政部袁再到体育尧休闲尧旅游部袁这种多部门

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政府层面上袁 还体现在与非营利

组织以及企业组织之间形成的伙伴关系上遥 1989

年袁工党政府合并 AIS 和 ASC袁通过这种方式袁体育

形成了政府部门渊体育尧休闲和旅游部冤和法定机构

渊ASC冤共同管理的局面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

政策的可执行性遥
体育发展需要多部门合作联动袁尤其是与教育尧

医疗尧文化等部门的协同尧合作遥 我国政府每五年制

定一次全民健身计划袁该计划涉及体育场地设施尧活
动内容袁组织网络的建设尧健身指导和志愿者队伍的

发展尧科学健身指导服务的完善等多个方面袁体现了

多领域协同的特点遥 叶全民健身计划渊2016要2020

澳大利亚体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尧特征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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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冤曳增加了野体育社会组织改革冶及野着力推动基本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冶等诸多亮点内容袁但其制定过

程仍然囿于体育主管部门职能袁 这势必会在一定程

度上减弱了政策的权威性遥长期以来袁我国体育承担

着为国争光的重要任务袁 举国体制逐渐成为我国发

展竞技体育的工作机制遥 举国体制在体育系统内部

是可以被理解的袁 但如果发展模式还是局限在系统

内部循环袁容易引致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尧体育产业

之间的脱节袁体育部门与关联部门的行政壁垒袁由此

导致了统筹全社会资源发展体育的能力趋弱 [15]遥 当

然袁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袁离不开国家法规和政策的

制定与引导袁 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与市场分工的深

化和多样化遥 因此袁 如何抓住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契

机袁打破野条块分割冶袁联合卫生尧社保尧建设尧土地尧
财政等多部门综合推进袁 是提高体育政策执行力度

和实施效果的重要保证遥

通过对澳大利亚不同时期体育政策形成背景的

分析袁可以看到澳大利亚从强调野干预最小化冶的自

由党所采取的体育自治阶段袁 到工党所采取的与其

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公平性理念相一致的发展大众

体育的政策袁 再到体育作为一种隐性政治工具而为

自由党和工党共同认同的发展过程遥分析表明袁不同

的政治意识形态利用体育的政治功能袁 实现权力的

制衡袁是澳大利亚体育政策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曰发
展竞技体育袁 提高国际声誉是澳大利亚体育政策围

绕的重点曰而对体育社会价值的认同袁形成了澳大利

亚体育政策的一种野传统冶袁三者共同影响着澳大利

亚体育政策的导向遥就总体而言袁澳大利亚体育政策

作为公共政策的一个完整组成部分袁 经历了不可预

期的过程袁 体现了不同政府的交替以及不同政府各

自的意识形态遥 通过对澳大利亚体育政策演变的分

析袁研究认为袁我国体育政策的制定应进一步强调政

府权力对体育的干预遥首先袁在体育政策目标导向上

应逐渐从野举国体制冶的实现转移到社会多元利益的

均衡曰其次袁改革运动员的培养模式袁进一步提高竞

技体育的政策效率曰最后袁应打破部门藩篱袁以多领

域尧跨部门的理念制定和实施体育政策袁以确保体育

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实施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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