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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西部农村体育发展研究》从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出发，本着充分利用西部
农村本土的体育资源，从如何加强西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和提高西部农村居民体育需求水平两方
面提出了发展西部农村体育的对策。
同时，为了丰富研究的成果，本书还对农村体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考虑到农村体育研究运用综合交叉研究的成果较少，问卷法用得较为普遍，虽然
采用问卷法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获得大量的调查资料，具有成本低、更节约、调查面广等优点
，但宏观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又往往会丢失甚至遮蔽一些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
因此，《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西部农村体育发展研究》综合运用了问卷法、访谈调查法和个案分析法，
以求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西部农村体育发展的现状。
在资料分析方法的选择上，为了探索数据背后的本质，本书运用了描述性统计和推断性统计相结合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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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发展西部农村体育，是保障西部农村居民体育权利，实现其体育利益诉求的根本途径　　体
育权利是人权、权利概念下的重要内容，是指公民或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获得身体健康和进行体
育锻炼的自由、平等和竞争的机会及资格，从而享有能达到最高体质和心理健康标准，最终实现最大
自我利益和公共福利的可能性。
这种权利是人们按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当享有，由国家法律法规确认的，受法律保护的且应该
受到尊重的一项权利。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
”《体育运动国际宪章》第一条也规定：“从事体育训练和体育运动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奥林匹克宪章》也把“从事体育运动是一项人权”作为基本原则。
因此，任何剥夺公民体育活动权利和机会的行为都是与我国宪法精神不符，与人类“以人为本”精神
相悖的。
　　（一）确保西部农村居民共享改革成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4年9月3日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来京出席第三节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时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开放，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全民共享改革成果”。
从体制上、机制上来保障社会公平，反腐倡廉，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在医疗卫生、教育
等重点领域进行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以保障农民的各种利益，其中也包括体育利益。
因此，关注农民的体育生活，解决在他们的体育健身实践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从各个社会领域和层面
来尽量减少贫富差距所造成的社会对立和文化落差，从而尽力维护社会的公平与稳定是十分迫切而　
　重要的，这也是契合当前我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宗旨的，同时也是“以人本，全面
发展”，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胡锦涛在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还讲到“要继续发展群众体育事业”，“体育是人民的事业
”，“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需求”，“让人民分享体育发展成果、享受体育带来的健康和快
乐，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新时期对体育提出的期望，更是体育自身的责任和目标所在。
发展西部农村体育，其目的就是要让西部地区的农民群众有机会、有自由、有权利享受改革开放的利
益，享受体育活动带给人们的快乐情趣和健康成果。
这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要实现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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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卢文云编著的《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西部农村体育发展研究》的研究内容包括：一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阐
明困扰农村体育研究的基本概念问题，分析发展西部农村体育的意义和作用，审视中国农村体育发展
的历史；二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分析西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状，分析西部农村居民体育活动、
体育消费、体育需求现状，对西部农村不同性别、年龄、民族、职业群体的体育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
，分析了一个典型村落的体育发展现状和对英国发展农村体育的经验进行了研究；三是在对策研究方
面，本书从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出发，本着充分利用西部农村本土的体育资源，从如何加强西部农
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和提高西部农村居民体育需求水平两方面提出了发展西部农村体育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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