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武术字〔2016〕12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武术管理部门),各行业体协武术管理部门,中

国武术协会各单位会员、中国武术协会段位考试点: 

现将《武术段位制工作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全面推动武术段位制的普及和发展。 

 

附件:武术段位制工作指导意见 

 

 

 

 

体育总局武术中心 

2016 年 3 月 24 日 

  

 



附件 

 

武术段位制是国家体育总局设立的一项全面评价习武者武术

水平的等级制度，是武术运动普及与推广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全

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和建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中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武术段位制推广十年规划》经过两年试点，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规范了武术段位制工作的开展，扩大了武术段位人群，

提高了武术段位制的影响，促进了武术段位制健康发展。为了进

一步推动武术段位制工作的开展，按照《武术段位制推广十年规

划》和《中国武术发展五年规划》要求，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 加强段位制组织机构建设 

各级武术管理部门要认真总结段位制试点阶段（2014-2015）

的工作经验，进一步加强组织机构建设，要在一级、二级考评机

构建立段位制办公室，做到专门机构，专人管办。各级段位制办

公室要在本区域内有计划的设立段位考试点，解决开展段位制活

动的盲点区域，逐步建成从国家到地方较为完善的考评机构网络。 

二、加大对各级考评机构的指导 

各级武术管理部门要定期召开段位制工作会议，加强对各级

考评机构的指导，要指导本区域内段位考试点规范开展段位制考

评工作。要加强中小学校推广段位制《趣味武术》、《长拳》的指

导并积极探索段前级的考评方式。 

三、明确段位制的工作任务 



进一步明确《武术段位制推广十年规划》今后五年的工作任

务，力争到 2020 年，国内武术健身人群中武术段位制习练者的覆

盖面超过 30%；国际武联成员组织和孔子学院总数的 50%开展武术

段位制；开展武术段位制活动的地区覆盖到全国 40%以上的县区；

全国各类中小学和高校有 60%以上达到武术段位制教程进课堂。

通过考评取得武术段级证书的人群逐年增加。 

四、完善段位制教程和考评内容 

要在规范现有《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的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段位制教程和考评内容。尚未进入《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

教程》的其他源流有序、拳理清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

可参照现有体例编写教程，经中国武术协会审定批准后，可纳入

段位制考试内容。中国武术协会将加快编制散打项目的段位教程

和考评内容，积极推动散打项目段位考评工作的开展。  

五、拓宽段位制推广渠道 

各级武术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拓宽段位制的推广渠道，要根据

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把段位制项目作为“武术六进”工作的重要

内容，在学校、社区、乡镇、企业、机关、军营等单位广泛开展

段位制培训与考评工作。鼓励各单项拳种研究会、武术辅导和锻

炼站点、武术馆校、俱乐部申报段位考试点，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开展段位制培训与考试工作。各级武术管理部门可结合武术比

赛组织段位制考试，通过比赛成绩授予段位。 

六、健全段位制管理体制 

中国武术协会负责全国武术段位制工作的指导与管理，组织



高段位的考评工作；一级考评机构负责本地区段位制工作的指导

与管理，组织六段（含）以下段位培训与考评工作；二级考评机

构负责本地区段位制工作的指导与管理，组织三段（含）以下段

位培训与考评工作。初段位考试点须在二级考评机构指导下开展

段前级、初段位培训与考评工作，中段位考试点须在一级考评机

构指导下开展段位制培训与考评工作。中国武术协会负责组织全

国武术段位制考评员培训班，参加培训并考核合格者，可参与全

国性段位比赛的裁判工作。一级考评机构可组织本区域内段位考

评员参加业务培训，并将本区域内考评员名单报中国武术协会备

案。国家武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成员参与监督、指导全国武术段

位制的考评工作。 

七、规范段位制考评程序 

初、中、高段位考评的报名全部实行网上受理。个人参加段

位考评时，在递交纸质申报表的同时，需登陆中国武术段位制官

方网站“申报系统”或用手机登陆中国武术段位制微信公众号的

“申报系统”进行报名。考评机构在中国武术段位制官方网站后

台采集数据，根据采集的数据组织段位考试。 

加强段位制官方网站与会员制官方网站相互衔接，实现段位

制和会员制信息互联互通；在办理段位、会员相关申报手续时需

要提供的段位制、会员制信息证明，通过网站信息进行校验核对，

实现段位制与会员制协同办理。 

段前级考试内容为趣味武术，一至二段考试内容为段位制系

列教程中任一拳种的相应段位内容，三段及三段以上考试内容为



段位制系列教程相应段位任一拳种的拳术和器械套路，或经中国

武术协会审定批准后，纳入段位制考试范畴的拳种的相应段位的

拳术和器械套路。 

八、简化段位审批手续 

一级考评机构须在每次段位考试结束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登

陆“中国武术段位制官方网站”管理后台，提交本次考评通过的

晋段人员名单。 

段前级和初段位采取备案制度，二级考评机构组织段前级和

初段位考试后，由一级考评机构负责审核名单并登陆段位制官网

后台直接提交至数据库，同时可实时在网站“查询系统”进行段

位资格查询。一级考评机构经段位制官方网站管理后台提交中段

位名单后，中国武术协会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后，提交至段

位数据库，即可在网站“查询系统”进行段位资格查询；高段位

由中国武术协会组织考评并提交至段位数据库。 

“中国武术段位制官方网站”后台设置证书打印系统，初段

位证书在提交后可实时进行打印，中段位证书在审批后即可打印。

一级考评机构须在考试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证书发放到段位

考试者手中。 

一级考评机构于每年 1 月份申请预领本年度所用段前级徽章

和初段位徽章、证书。中段位与高段位证书由中国武术协会统一

发放。每年的 12 月 1 日-30 日期间，各段位制一级考评机构将本

年度纸质晋段人员名单、指导员、考评员名单汇总表盖章后寄至

中国武术协会段位制办公室备案。 



九、严格按规定使用段位培训费用 

根据中国武术协会章程，武术协会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

务，可收取费用作为协会经费来源之一。各级考评机构可在组织

段位培训或考试时，收取培训费或服务费。段位培训服务费：初

段位每人 150 元，中段位每人 300 元，高段位七段每人 500 元、

八段每人 600 元、九段每人 700 元。 

各级考评机构收取的培训费或服务费须严格按照规定用于协

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二级考评机构进行段前级

与初段位考评后，须将收取的服务费总额的 20%上缴一级考评机

构，作为一级考评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的经费，10%上缴中国武术协

会，作为购买段位徽章、证书费用，70%作为使用场馆、聘请考评

人员和开展日常工作的经费。一级考评机构进行初、中段位考评

后，将收取的服务费总额的 30%上缴中国武术协会，作为购买段

位徽章、证书费用和中国武术协会开展日常工作的经费，70%作为

使用场馆、聘请考评人员和开展日常工作的经费。高段位服务费

全额上缴中国武术协会。 

十、强化段位制工作的监管力度 

中国武术段位制官方网站将全面公开段位制信息，实现段位

申报、培训、考评、审批全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可核查，确

保办理程序规范化。各级武术管理部门要通过巡查方式，规范下

属考评机构和考试点段位工作的开展，审核段位经费的使用情况，

确保段位制培训和考评工作健康高效运行。对于长期不作为的考

评机构和考试点，要取消其资格。对于积极开展段位工作的考评



机构和考试点，将按年度发展段位人数给予一定经费补助。 

十一、进一步加强段位制工作的管理 

各级武术管理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

署，强化措施，把段位制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协会工作。各级段位

制办公室要按照本指导意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实施方案，

做到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总结，确保段位制工作取得实效。要定

期督导检查，严格规范管理，强化责任意识，积极推动《武术段

位制推广十年规划》和《中国武术发展五年规划》的顺利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