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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案例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探究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日本老年人体育治理的概况、

经验，并提出对我国的启示。经验：注重政策支持体系建设，提倡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强化体医融合，

各方主体责任划分明确。启示：加强老年体育的政策指引，通过顶层设计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推进

体医融合将健康关口前移，明确主体的职能边界，为老年体育发展提供坚实的政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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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data, case analysis, logical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explore the gen-
eral situation and experience of sports governance of the elderly in Jap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tive aging and put forward the enlightenment to China. Experience: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
tion of policy support system, advocate 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trength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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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and clarify the division of the main responsibilities of all parties. 
Inspiration: Strengthen the policy guidance of sports for the elderly, actively encourage the participa-
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hrough the top-level desig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
cine to move forward the health pass, clarify the functional boundary of the main body, and provide a 
solid policy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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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现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截至 2024 年，全球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约为 10.5%，

预计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攀升至 16%。在我国，截至 2023 年底，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21.1%，我国老龄化速度迅猛，从 7%的老龄化到 14%的深度老龄化，中国仅用了 21 年，预计从 14%的

深度老龄化到 20%的超级老龄化，中国将仅用 10 年左右。因此，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观念必须渗

透到社会各领域[1]。 
发展老年人体育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一环，也是全民健康的关键策略。积极老龄化的核心在于

老年人社会参与，社会应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明确要求对老年人参与

体育运动给予特别保障。但目前，我国老年体育仍然存在场地设施不足、缺乏专业指导等治理方面的问

题。日本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并且一直将积极老龄化作为社会讨论的中心议题，经过了 50 多

年的发展，在老年人体育治理方面积累了专业的经验，对解决我国老年人体育治理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 

2. 相关概念 

2.1. 积极老龄化 

在成功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等多种老龄化范式发展的基础上，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

初期，积极老龄化逐渐崭露头角。积极老龄化这一概念于 1997 年在西方七国丹佛会议上首次登场，会议

着重强调了该概念中健康的关键地位以及运动与健康的交互影响。1999 年，欧盟为应对欧洲最为严峻的

人口老龄化问题，举办了以“积极老龄化”为核心主题的国际会议，各国学者对积极老龄化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可行性展开了深入研讨。2002 年 1 月，世卫组织健康发展中心正式出版《积极老龄化：从论证到

行动》。同年 4 月，世卫组织在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上递交了一份有关“积极老龄化”的书面建

议，随后发布《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报告，明确指出“积极老龄化”应为老年人创造最佳机遇，推动

其健康、参与和保障的达成，提高生活品质。自此，积极老龄化的理论与政策框架逐步得到推广与接纳，

日益成为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全新概念、政策、理论和发展策略。通过梳理各国各阶段对积极老龄化

的定义发现，概念之间存在一定共性，但根据各自发展的重点，概念的侧重点略有不同，详见表 1。经比

较分析过后，本文采用 WHO 对于积极老龄化的定义，因其涵盖健康、参与、保障各方面的因素，内容覆

盖更广，更具有普适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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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ncept of active aging at each stage 
表 1. 各阶段积极老龄化的概念 

提出者 时间 概念内容 

WHO 2002 年 积极老龄化是指为了提高老年时的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获得最佳的过程。 

Walker 2002 年 积极老龄化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使老年人的参与感和幸福感得到最大化。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战

略，即建立人人都有价值和能参与的社会。 

OECD 2006 年 积极老龄化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在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领导生产活动的能力。 

Bowling 2008 年 积极老龄化是指维持身心的健康和功能，参与休闲活动和社会活动，保持与社会的联系和交往。 

Stenner 2011 年 积极老龄化指能够自主地参与体力活动，对生活感兴趣，能够应对挑战，具有跟随社会发展节奏

的能力。 

EU 2012 年 积极老龄化是指随着身体的老化，老年人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并且作为社会的一员，能够在生活

中保持独立，在工作中获得满足，作为公民更多地参与社会。 

UNECE 2014 年 积极老龄化是指社会老龄化现象，包括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人们被期望并被允许继续更长时间地

参与正规劳动力市场和其他无偿生产性活动(例如志愿者和向家庭成员提供照护)，健康、独立、

自主地生活。 

2.2. 老年人体育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治理一词最早出

现在 1989 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当时治理的含义是指各

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治理被应用于诸

多领域。随着体育事业不断发展，2008 年国际奥委会提出了体育治理的概念并颁布了 50 多条善治原则

和指标。时至当下，中国人口出现了结构性失调，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体育治理的概念被不断细化，

因社会发展的需求出现了“老年人体育治理”的概念。 
北京体育大学何秀丽教授在 2018 年全国体育管理科学大会上明确了老年人体育治理的概念[2]，即

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老年人体育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治理主体包含政府部门、市场、

社会组织等，其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治理对象包含为老年人提供体育组织服务，场地设施、信息服务、

指导服务、体质监测服务中涉及的组织、机构、个人相关行为，重点在于调节各方利益主体的关系，以

谋求社会和谐稳定。 

3.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日本老年人体育治理概况 

日本老龄化程度位居世界前列，早在 2011 年其老龄化、少子化以及医疗负担等问题已然出现。其老

年人体育治理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政府主导型的全民参与。在此背景下，《体育基本法》的颁布从

法律层面规定了政府在老年人体育治理中承担的重要角色，对政府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划分，大大缓解了

当时财政负担较重的情况。《体育基本法》的出现让日本国民对体育的重视和普及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提

高，同时大众普遍意识到体育可以将老龄化背景下的健康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3]。通过以上日本体育

治理的梳理可以发现，日本是政府主导型的老年人体育治理模式，这一点与我国目前的情况较为相似，

虽然中国也积极地推进行业协会脱钩改革，但实际情况下依旧是政府主导。因此，通过分析日本老年人

体育治理模式能为我国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二是社会体育组织发展成果显著，在日本，社区体育组织

是老年体育活动的重要载体。这些组织通常由当地居民自发成立，旨在通过体育活动增进健康、促进交

流和增强社区凝聚力。社区体育组织会定期举办各种适合老年人的体育比赛和活动，如健步走、太极拳、

门球等，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体育需求。例如日本老龄化支援协会、全日本老年福祉支持团体联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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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团体专注于老年人的福利和服务，通过举办讲座、活动等方式增进老年人之间的交流，提高他们的

社会参与度；三是与时俱进的体育政策，1988~1999 年，日本实施了第二次国民健康运动规划，重点在于

促使人们养成健身运动的习惯，并充实和完善“从婴幼儿到老年人”的健康体检保健辅导体制。2000~2010
年，日本实施了“健康日本 21”计划，将延长国民的“健康寿命”(指日常生活能够自理时期)作为基本目

标。这一时期，老年体育政策开始更加明确和具体。2013~2022 年：日本开始实施第二次“健康日本 21”
计划，也是日本的第四次国民健康运动规划。这一时期的政策更加关注心理健康、下一代健康、老年人

健康、预防生活方式疾病等，旨在维持和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目前最新的政策是《东京市体育推进综

合计划》(2025~2031)，这些计划继续推动老年体育活动的普及和发展，通过具体规划和措施提高老年人

的体育参与率和生活质量[4]。 

4.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日本老年人体育治理经验 

4.1. 政策支持体系建设 

发展老年体育离不开配套的政策体系，良好的政策效果关键在于连续性的成体系政策以及引导作用。

从政策体系的角度来说，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社会福利制度、地域综合照料体系、智慧养老、老年

人力资源开发、老年友好社会、老年人社会参与、终身学习型社会等方面均出台了配套的政策，包括建

设综合性社区体育俱乐部、建立广域体育中心、鼓励社会资源参与老年人体育事业、培养专业老年人体

育指导人员、强化体医融合体系等，全方位保障老年人体育活动的便捷性和普适性，在全社会营造老年

友好氛围，建立完备的老年体育政策体系。从连续性的角度来说，早在 1961 年的《体育基本法》到最新

的《东京市体育推进综合计划》[5]，60 多年的时间，日本老年体育政策一直处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从

积极推进政策的文化氛围上讲，日本推进老年友好城市建设，包括医疗和护理整合式服务，创造对老龄

人口尊重和包容的城市环境。老年友好型的环境创造为顺利推进政策做好了基础性准备工作，为老年体

育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4.2. 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从个体的角度说，日本注重培养具有调节人事关系和创设综合性区域体育俱乐部能力的人才，推进

先进经验的研讨会和信息交流。这样的人才培养涉及的主体大多为个人方面，不少个人体育爱好者成为

俱乐部的运营和管理者，同时会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会老年体育俱乐部的工作如担任教练、裁判、活

动组织者等，为俱乐部的发展提供人力支持；从社会组织的角度说，日本有各类体育协会，如市区町村

级的体育协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等。这些协会在社会体育俱乐部的建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可以为

俱乐部提供专业的指导和技术支持，帮助俱乐部制定训练计划、组织比赛等，例如日本门球联盟，门球

是一项在日本老年人中较为流行的运动，日本门球联盟致力于门球运动的推广、组织比赛等，为喜爱门

球运动的老年人提供了参与体育活动的平台[6]；从企业的角度说，企业会为社会体育俱乐部提供资金赞

助，这是俱乐部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之一。企业通过赞助俱乐部，可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社会形象，

同时也为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4.3. 强化体医融合体系 

日本强化了体育与医疗的融合体系，通过运动医学和体育科学方面支援区域体育活动，确保老年人

参与体育活动的安全和健康。具体分为三个类型，福利型体医融合模式以社区综合俱乐部为基石，为居

民免费提供定点医疗、健康咨询以及运动参与等服务，具备便捷性，参与人数可观。整合医疗型模式将

健康促进、疾病预防、治疗与运动康复等医疗服务加以整合，为患者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连续服务。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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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护士、药师、营养师和运动专家等共同组建医疗团队。商业型模式由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开展服务，

提供多元化、个性化服务，众多老年人体医融合健康促进服务品牌纷纷涌现。通过对日本体医融合体系

的深入研究，我们能够借鉴其有益经验。具体而言，应明确政府职责，强化政策引导与立法保障；建立

跨学科合作机制；突出社区在健康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借助科技手段，提高健康促进水平，进而探索出

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健康促进模式[7]。 

4.4. 责任划分明确 

日本体育治理的责任划分非常明确，有利于政府专注于各自负责的领域。第一是管理机构层面，日

本具有官府体育机构和独立行政法人机构，其中属于官府体育机构的体育厅是日本体育治理的核心职能

机构，其采取“五课两参事”的组织形式，职能边界清晰，各部门间有明确的工作分工[8]。而体育振兴

中心等独立行政法人机构，承担着具体的体育项目执行、体育设施管理、体育科研等工作，与政府体育

机构相互配合，分担了大量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从积极老龄化的角度来说，明确的责任主体有助于老年

人体育治理精细化、专业化。文部科学省主要负责老年体育的政策引导和宏观规划，制定相关的发展目

标和策略，同时日本的地方政府也在老年体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神户市等地

方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神户市通过推出“保持生活，关爱照顾”的口号，规划针

对阿尔茨海默病老人和独居老人的政策，并建立了“幸福之村”综合福利中心和“神户老年大学”等设

施，为老年人提供体育、健康管理等方面的服务[9]。 

5. 对我国老年人体育治理的启示 

5.1. 加强老年体育政策指引 

目前我国老年体育政策存在碎片化的问题，应坚持目标导向，目标设定应较为明确且具有连贯性，

始终围绕提高老年人体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等核心目标推进政策制定和实施。无论短期政策如何调整，

都要始终服务于长期目标的实现。我国应进一步加强老年体育政策体系的建设，不仅要关注场地设施等

硬件方面的政策，还要注重组织管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软件方面的政策制定，使各个方面的政策

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形成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日本在不同阶段的老年体育政策之间具有较好的衔接

性，新政策的出台是对原有政策的延续和完善。我国在制定老年体育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与现有政策的

衔接，避免出现政策冲突或断层。例如，在新的政策中要明确对原有政策中好的做法和经验的继承，同

时针对新出现的问题和需求进行补充和完善，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随后要定期对老年体育政策

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政策，收集社会各界的反馈意见，在此基础上对政策进

行及时的调整和优化。通过不断的调整和优化，使政策更加符合老年体育发展的实际需求。 

5.2. 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 

我国可以进一步明确各类老年体育社会组织的具体职能，使其在老年人体育服务供给、活动组织、

科学指导等方面发挥特定作用，避免职能重叠或模糊不清的情况。另外，由于日本的社会组织注重自身

的组织建设和管理，有着较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

支持，与政府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国的老年体育社会组织应借鉴这一点，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包括会员管理、财务管理、活动组织管理等，提高组织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例如，制定严格的会员

准入和退出机制，确保组织成员的素质和积极性，规范财务收支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透明度。在

此基础上，加大对正规老年体育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项目委托等方式，鼓

励其积极参与老年人体育治理，提高其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影响力和公信力。2022 年 6 月 18 日~20 日就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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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了第 22 届日本全国 O-60 (60 岁以上)足球锦标赛，该比赛每年举办一届，参赛队伍来自日本各地，赛

事竞争激烈，受到广泛关注[10]。日本通过社会组织举办活动的形式，扩大了老年体育的社会影响力，培

养了老年体育社会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我国可借助此模式，将其本土化为具备中国特色的老年体育活

动，培育社会组织。 

5.3. 体医融合健康关口前移 

日本在老年人体育治理中注重体医融合，将体育锻炼与医疗保健相结合。我国老年体育社会组织可

以与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合作，开展体医融合的服务项目，如为老年人提供体质监测、运动

康复指导、慢性病防治等服务，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另外，可借鉴日本的体医融合经验，建立老年

人安全运动的医疗服务网络[11]，即加强体育与医疗部门的合作，为老年人提供运动前的身体检查、运动

中的安全监测和运动后的康复指导等服务，确保老年人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体育锻炼。与此同时，政府

相关部门应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明确体医融合在老年健康领域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方向，从顶层设计

上推动体医融合的发展。同时，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规范体医融合服务的提供、人员资质、

机构运营等方面，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为确保体医融合的专业性和可持续性，人才培养体系是不可或缺

的。日本体育、医疗两大高等教育系统共同承担体医融合人才培养任务。我国也应推动体育和医学高等

教育的融合，通过联合办学、联合培养等方式，培养既懂体育又懂医学的专业人才。 

5.4. 职能边界清楚，主体明晰 

老年体育作为群众体育的一个分支，很容易出现存在管理交叉和空白的现象。我国老年体育社会组

织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如体育部门、民政部门、老龄委等，但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不够明确，导致

老年体育社会组织在登记注册、活动审批、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12]。清晰的职能划分是老年

体育发展的基础，因此我国应明确政府的主导职能与边界，划分规划主体、执行主体、监督主体的范围，

避免职能交叉。体育行政部门、民政部门等相关政府部门要联合对老年体育工作进行监督。监督内容包

括老年体育设施的建设质量和维护情况、老年体育活动组织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老年体育资金的使用情

况等[13]。例如，定期检查社区老年体育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老年体育社团的财务管理是否规范等。

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应根据各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体育资源分布等情

况，制定适合当地的老年体育发展策略，确保老年体育工作的有序推进。同时，政府要不断完善老年体

育相关政策法规，规范老年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和保障，为老年体育发展提供坚实的政策基础。 

6. 结语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日本老年人体育治理经验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应结合我国国情，吸收日

本的有益经验，不断完善我国老年人体育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推动老年人体育事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让更多的老年人通过体育活动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为实现积极老龄化的目标作出贡献。

同时，我们也应不断探索和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人体育治理模式，为全球老年人体育发展贡

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在未来的发展中，相信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我国老年人体育事业将迎来更加美好

的前景，为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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