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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找准我国竞技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突破口,通过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

法和实地观察法,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与解决措施进行研究。认为,我国竞技体

育发展的问题集中在发展路径、管理、动力、国际竞争力、价值取向5个方面,它使竞技体育发展的功

能与价值出现一定偏差。需要重视国际和国内发展形势与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正视其在国家、社

会、民众层面的发展使命,生产和提供满足3类主体需求的竞技体育产品。需要从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

定位、路径优化、内生动力培养、竞争力建构4个方面来推进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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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

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审视。学者们从不同的

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思路、
措施、方法,对我国竞技体育的改革与发展产

生了有益的推动。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所

处的发展基础、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前人所揭示的问题及解决措施进行归类分

析,有利于形成整体性认识,进而为促进我国

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为此,笔者

访谈了6位官员和4位专家。设计了 《竞技体

育发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调查表》,采用

likert10
 

级量表,利用多次学术会议进行了调

研,并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
利用在上海市青少年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兼职

的机会,多 次 参 与 实 地 调 研 获 取 一 线 材 料,
作为佐证,以期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竞技体育

发展存在的关键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

措施。

1 存在问题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通过文献梳理和专家访谈,发现竞技体育发

展中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的价值取向、成本与

代价、工具理性、可持续性、竞争力等方面。为

此,初选指标22条,经专家筛选合并为19条

(表1)。
(1)

 

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
0.851 > 0.6,Bartlett 球 形 度 检 验 值 为

2
 

142.793,P=0.000,适合做因子分析。
(2)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

法提取因子,转轴方法为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
产生5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可解释总变异的

66.087%,初始矩阵旋转后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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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竞技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指标

编号 指 标

V1 项目发展的综合实力不强

V2 项目发展的国际影响力有待提高

V3 项目发展的大众参与度较低

V4 竞技体育发展的金牌取向明显

V5 竞技体育发展的社会化程度低

V6 竞技体育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低

V7 竞技体育发展与民众体育需求的疏离

V8 竞技体育发展的重心过于集中在高水平精英竞技层面

V9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存在矛盾

V10 竞技体育发展的评价标准较为片面

V11 竞技体育发展中的政府职能存在偏差

V12 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有待提高

V13 运动竞赛的公平与正义需要加强

V14 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流动不合理

V15 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权益保障不完善

V16 教练员的执教水平需要提高

V17 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需要改善

V18 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需要加强

V19 后备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创新

表2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问题
成 分

1 2 3 4 5

V1 .160 .300 .160 -.033 .806
V2 .157 .084 .102 .192 .731
V3 .005 .140 .649 .154 .298
V4 .018 .046 .135 .769 .234
V5 .147 .070 .881 .117 .046
V6 .119 .206 .831 .023 .011
V7 .350 .316 .324 .493 -.080
V8 .121 .335 .041 .754 -.009
V9 .058 .797 .104 .166 .140
V10 .168 .823 .225 .147 .118
V11 .185 .834 .124 .152 .135
V12 .720 -.058 -.055 .061 .364
V13 .640 .238 .148 -.053 -.044
V14 .728 .279 .022 -.098 .075
V15 .690 .110 .019 .087 .060
V16 .789 -.072 .019 .082 .169
V17 .764 .107 .065 .237 -.029
V18 .801 .067 .120 .008 .018
V19 .673 .088 .213 .179 .132

  注:在5次迭代后收敛

旋转后,原有的19个指标被归为5个主成

分,但指标V7的因子载荷低于0.5。因此,去

掉这个指标再进行第2次因子分析。第2次分析

中KMO=0.840>0.6,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

为2
 

005.029,P=0.000。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

因子共5个,可解释总变异的67.210%。初始

矩阵旋转后见表3。

表3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问题
成 分

1 2 3 4 5

V1 .158 .278 .169 .784 .017
V2 .148 .085 .098 .786 .132
V3 .009 .141 .652 .286 .157
V4 .041 .083 .158 .159 .830
V5 .153 .078 .884 .034 .107
V6 .121 .213 .832 .020 -.014
V8 .132 .382 .046 .006 .685
V9 .063 .802 .111 .125 .162
V10 .171 .826 .229 .110 .128
V11 .186 .838 .126 .143 .116
V12 .718 -.064 -.056 .366 .063
V13 .638 .244 .146 -.019 -.102
V14 .721 .277 .015 .117 -.160
V15 .685 .119 .010 .110 .009
V16 .795 -.069 .026 .136 .118
V17 .773 .119 .069 -.058 .248
V18 .803 .070 .120 .013 .000
V19 .683 .091 .221 .081 .226

  注:在6次迭代后收敛

1.1 竞技体育发展的路径问题 (E1)

E1因素为V12—19,反映的是训练、竞赛、
保障等在方法、手段、措施上的性质或状况,即

发展途径的问题。因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展的

路径问题。
  

从这8个因子来看,竞技体育发展路径的科

学性与文明性亟待提高。我国优秀运动员的成材

率一直备受诟病。有研究指出,“我国每年要投

入4
 

000多名运动员,才能产出1个世界冠军。
在山东省地级体校中,集体项目达一级运动员水

平的只占3.09%,达健将级的仅为0.05%;在

单项中达一级的也仅为11.57%,达健将级的为

0.96%。”[1] 还有学者研究得出我国竞技体育成

材率1980年为0.9%,1985年为1.7%,1990
年 为 1.6%,1995 年 为 13.10%,1998 年 为

13.20%[2]。当然,近些年主管部门高度重视运

动训练的科学化发展,组织了若干培训以提高高

水平教练员的执教水平,同时还组建了复合型的

科研团队来提升科学训练水平。这些对防止运动

损伤、提高成材率起到了明显作用。但不同地区

尤其是各基层单位科学化训练水平参差不齐的问

题依然存在。纵观近些年世界竞技体育的发展形

势,运动训练的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量化指标

监控训练过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并且,运动训

练的科学化发展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训练方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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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创新竞争,甚至包括训练与竞赛服装、器

械、设备等的创新竞争,如英国对于自行车技术

的研发让其在伦敦奥运会中占据了绝对优势。虽

然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体育科研投入,也取得了

一些成果,但总体上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尚未

产生世界公认的、有影响力的新训练理念、方法

或技术手段。未来,科技创新引领竞技体育发展

的任务还很艰巨。
  

竞技体育发展路径的文明性问题,过去主要

集中在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和权益保障上。体校系

统重竞技轻文化的传统积习难改。一些全国冠军

甚至世界冠军街头卖艺、当门卫、做搓澡工等现

象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运动员全面发展上的不

足。而从运动员的权益保障来看,运动员训练及

竞赛中意外伤害及退役后的保障水平低,运动员

与教练员及主管部门关系失调而导致其利益受损

等问题一直争议不断。虽然,近些年国家出台了

相关政策法规来保障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及合法权

益,上述问题在制度设计层面已有很大改观,但

不同地区、不同层次运动员受教育和保障程度差

距明显,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依然突出。
  

与此同时,竞技体育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也

是目前体育领域加强文明建设需要面对的重要问

题。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双打的消极比赛,不

仅使得我们的夺冠最大热门选手被取消了参赛资

格,而且有损我国竞技体育的大国形象。竞技体

育不只是夺金实力的较量,还有体育精神的展示

与比拼。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要由大到强就需要

两手都要硬,对于违背体育精神和道德甚至违背

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加大惩处力度。
  

在这8个因子中,“教练员的执教水平需要

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需要加强”的因子

载荷较高,说明 发 展 路 径 问 题 的 核 心 在 于 一

“硬”一 “软”两个方面。竞技体育的后续发展,
既要抓住运动训练这一关键环节,也要把握精神

风貌这一形象工程。“运动竞赛的公平与正义需

要加强”的因子载荷较低,说明运动竞赛的秩序

虽然仍需整顿,但大体形势还是好的,反映了近

年来我国体育领域大力推进反腐败斗争、积极整

治赛场行为和风气的行动取得了一定效果。

1.2 竞技体育发展的管理问题 (E2)

E2因素为V9—11,反映了竞技体育发展中

的管理体制、绩效评估、管理职能三方面的情

形,都属于竞技体育管理工作的范畴。因此,命

名为竞技体育发展的管理问题。
  

从这3个因子来看,管理问题主要是政府作

用的重心和方式影响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构成要素

选择的空间。多年来,政府通过强化国家需求来

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目标取向,通过划分重要程

度来影响发展的内容序列,通过控制考核评价标

准来影响发展的理念要求,通过区分不同层级主

体位次来影响发展服务对象的主次,通过把握国

家的阶段性需求特征来影响发展服务内容的向

度,通过干预其他发展主体的发育来影响发展的

动力来源,通过调控资源配置方式来影响发展手

段的特质,通过干预自然发展逻辑来影响发展道

路的选择[3]。
  

竞技体育 “举国体制”以行政作用机制为主

导,并垄断着发展的核心资源,而市场经济要求

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为主导,两者之间存

在矛盾和冲突,如何打破行政作用机制对市场作

用机制的桎梏是推进体育市场化改革的难题之

一;竞技体育发展的评价长期以来是金牌导向,
发展资金的拨付、官员的升迁也大多依竞赛成绩

而定,这导致了管理价值取向上的一些偏差[4];
政府发展竞技体育主要看中其政治职能,而为了

更好地实现 “为国争光”,从政策设计、项目布

局到运动员培养、竞赛安排等大小事务,政府管

理职能几乎无处不在。原有的政府竞技体育管理

职能和管理方式必须进行调整变革,才能适应我

国体育社会化、市场化改革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在这3个因子中,“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与市

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存在矛盾”因子载荷相对偏

低,说明尽管竞技体育 “举国体制”尚需改进,
但其存在一些合理因素,需要在改进中加以挖掘

与利用,如政府培育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竞技体

育发展时的人力资源整合。“竞技体育发展的评

价标准较为片面”“竞技体育发展中的政府职能

存在偏差”的因子载荷较高,说明评价标准和职

能定位是当前完善管理问题的关键。金牌是竞技

体育发展的重要指标,但绝不能成为唯一指标。
政府需要综合多方需求设计发展的评价指标,如

将竞技争光、表演、参与等不同产品的生产与提

供过程、结果、质量、效能等都纳入评价体系。
同时,政府需进一步转变管理职能,下放管理权

限,简化审批流程,推进管办分离、协会实体

化,切实 做 好 有 限 政 府、有 效 政 府、服 务 型

政府。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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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问题 (E3)

E3因素为 V3、V5、V6,涉及的是竞技体

育发展的群众基础、社会和市场参与竞技体育的

水平,这些直接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生机与活

力。因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问题。
   

从这3个因子来看,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内生

性是竞技体育发展动力问题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

题。从发展的可持续性来看,由于场地器材限制

及项目的技术难度,一些运动项目未能进入学校

推广,社会上又缺乏相关专业俱乐部,难美类及

其他投入高、危险性大的项目基本与普通民众无

关。像举重、射击、跳水、体操等传统优势项目

的发展只能是从小选拔一批学生,集中起来走专

业训练的路子。这种缺乏群众基础的选材与人才

培养方式,制约了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有学

者指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已

十分严重,参加课余训练的学生总数是470
 

万,
占全 国 人 口 总 数 的 0.39%,远 低 于 美 国 的

4.3%,前苏联的4.4%,德国的10.4%。”[5]
  

从发展的内生性来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

社会和市场力量的作用还较为有限。从数量来

看,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体育类社会团体

33
 

722个,体育基金会42个,体育民办非企业

单位19
 

986个[6]。相较于我国的人口基数,每

万人拥有的体育社会组织数极为有限。从质量来

看,我国培养出世界冠军的体育俱乐部还是少

数,95%以上的奥运冠军 是 出 自 体 育 运 动 学

校[7]。再从我国推进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实践来

看,足球水平并未明显提高。大多数俱乐部出于

短期利益的考虑并未着力培养自己的后备人才。
无疑,依靠民间力量发展竞技体育还任重道远。
有学者也指出:“我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总体

绩效水平不高,且相互间有较大差距,区域间也

存在发展不平衡。在服务青少年的数量方面与基

本要求有较大差距。”[8]

与此同时,社会和市场作用机制也有待发

展完善。社会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志愿服务机

制。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的志愿服务机制

还很薄弱, “志愿服务的阶段性和突击性特点

明显,提供服务的人群单一,北京奥运会志愿

者以35岁 以 下 年 轻 人 为 主 体,所 占 比 例 达

97.87%。广州亚运会志愿者报名人员以高校

师生为主,有80多万人,约占总报名人数的

56%。”[9-10] 市场作用机制则主要体现在职业化

发展机制方面,体育商业化的法规制度是否健

全,职业联赛、体育中介公司、体育经纪人发

展是否成熟,运动员成才的途径是否有多种市

场机制保障等,应当成为衡量竞技体育发展水

平的主要指标。我国在这些方面尚存在很大不

足,还需进一步发展壮大社会、市场力量,使

之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这3个因子中,“项目发展的大众参与度

低”的因子载荷相对偏低,说明尽管这一问题需

要大力改进,但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及其他2个因

素。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多个运动项目做了大量

的推广工作。如 “谁是球王”的乒乓球和羽毛球

民间争霸赛、跳水与媒体组成的 “中国星跳跃”
和 “星跳水立方”,以及黄玉斌在2014年全国体

操优秀后备人才训练营呼吁推广 “快乐体操”等

等。一位受访者也谈到: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现在不仅大力抓提高,而且狠抓普及,
以保证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拔优秀苗子。

  

“竞技体育发展的社会化程度低”和 “竞技

体育发展的市场化程度低”的因子载荷较高,说

明内生动力的培育是解决当前发展动力问题的关

键,而且只要这2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就将催

生一大批提供义务服务的组织者、指导者,就将

形成诸多专业俱乐部,满足广大运动爱好者竞技

体验、欣赏、参与、发展的需要,促进竞技体育

在社区、学校、企业中的开展,解决项目发展的

普及、选材、育才等问题。

1.4 竞技体育发展的国际竞争力问题 (E4)

E4因素为 V1—2,是提升我国竞技体育国

际竞争力,建设竞技体育强国的关键性因素。因

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国际竞争力问题。
从这2个因子来看,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是解

决竞技体育发展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一直以来,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非均衡问题制约着我们在国

际上的认同度。我国竞技体育要想融入世界主

流,并获得国际认同,不仅需要在体操、跳水、
乒乓球等这些西方 “小众竞技体育项目”上具有

竞争优势,而且需要在西方主流认可的 “大众竞

技体育项目”上有所突破和发展。因此,我国运

动项目发展的类别结构要进一步调整,使奥运与

非奥项目、冬奥与夏奥项目,优势、潜优势和一

般项目发展相对协调均衡。项目发展的普及与提

高也要协调,要进一步扩大项目的参与人口,提

高项目的总体竞技水平,稳固项目发展在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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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上的领先优势。与此同时,努力缩小田径、
游泳、三大球、高尔夫等基础性和国际影响力高

的项目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这2个指标的因子载荷仅有略微差别,这

除了说明两者几乎同等重要外,可能还启示我

们,两者需要一起审视,将一者作为另一者制

定发展战略的依据,实现共同发展。即按照有

利于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原则来调整项目发展结

构和布局;按照我国优势项目的特点,加大人

才的国际输出和项目的国际推广,提升项目的

国际影响力。

1.5 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 (E5)

E5为V4和V8,分别指涉发展目标和发展

重心,在价值层面反映了竞技体育发展的方向。
因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

  

从这2个因子来看,竞技体育的发展重心相

对单一,并与民众的需求有一定的偏差。竞技体

育具有多元功能,从人的角度来看,有教育、健

身、休闲、自我实现等功能;从社会层面来看,
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功能。竞技体育理

应协调发挥多元功能,满足民众的多元需求。而

实践中我国主要提供 “竞技争光”类产品,满足

的主要是人们精神层面的荣誉需求,而对于人们

物质层面的竞技体验、竞技参与需求及精神层面

的竞技欣赏需求等关注不够。对于竞技体育的社

会、经济、文化功能的开发也落后于政治功能。
无疑,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定位限制了竞技体育

功能与作用的发挥。
  

在这2个因子中,“竞技体育发展的金牌取

向明显”的因子载荷较高,“竞技体育发展的重

心过于集中在高水平精英竞技层面”的因子载荷

较低。这说明,在目标层面的发展取向问题更需

要首先得到解决。这可能是因为发展目标为发展

实践提供指引,竞技体育目标层面的发展取向会

限定其发展方向和内容的选择空间。

2 解决措施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通过文献梳理和专家访谈,发现我国竞技体

育发展问题的解决措施主要在于遵循其发展规

律、要求及解决其在发展的价值取向、成本与代

价、工具理性、可持续性、竞争力等方面,需要

构筑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为此,初

选指标19条,经专家筛选合并后为17条,并对

各题项的表述进行了归纳 (表4)。

表4 竞技体育发展存在问题的解决措施指标

编号 指 标

V1 调整与优化竞技体育的发展结构
           

V2 调整与优化竞技体育的发展布局
        

V3 大力发展基础性和影响力大的项目

V4 重视竞技体育多元发展形态的协调发展

V5 全面发挥竞技体育的多元功能

V6 协调处理多元利益关系

V7 以人为本,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

V8 弘扬体育精神,展现文明风貌

V9 综合评定竞技体育的发展效益

V10 大力培育与发展民间力量

V11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做减法

V12 协调发展行政、社会、市场作用机制的互补作用

V13 完善后备人才培养机制

V14 提升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

V15 提高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保障水平与实效

V16 保障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合理流动

V17 完善法规制度,加大奖惩力度

  (1)
 

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
0.899 > 0.6,Bartlett 球 形 度 检 验 值 为

2
 

046.034,P=0.000,适合做因子分析。
  

(2)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

法提取因子,转轴方法为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
产生4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可解释总变异的

63.856%,初始矩阵旋转后见表5。
表5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措施
成 分

1 2 3 4

V1 .352 .256 .164 .639
V2 .476 .238 .092 .595
V3 .024 .064 .252 .693
V4 .691 .038 .291 .244
V5 .666 .210 .178 .187
V6 .604 .215 .302 .292
V7 .750 .235 .072 .157
V8 .655 .387 .116 -.184
V9 .639 .178 .233 .119
V10 .426 .171 .652 .169
V11 .115 .114 .832 .129
V12 .372 .172 .709 .249
V13 .329 .623 .030 .270
V14 .233 .705 -.035 .350
V15 .263 .817 .149 .107
V16 .027 .804 .228 .134
V17 .341 .601 .273 -.271

  注:在6次迭代后收敛

2.1 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定位 (F1)

F1因素为 V4—9,反映的是竞技体育发展

的不同方面的价值关系,因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

展的价值定位。从这6个因子来看,竞技体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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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价值定位,应以人为本,注重发展的全面

性、人文性和先进性。
  

(1)从发展的全面性来看,首先,竞技体育

发展的服务对象要全面。既要服务于运动员,又

要服务于非运动员;既要服务于国家,也要服务

于集体和个人。其次,竞技体育发展的内容要全

面。既要重视核心价值主体———人的需求,还要

重视重要价值主体———社会的需求,国家、社

会、集体、个人等不同主体间的不同需求要协调

与均衡。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定位和功能开发不

仅要全面,而且要有较好的匹配度。
  

(2)从发展的人文性来看,竞技体育的发展

要以人为本,要规范对训练、竞赛的管理,杜绝

体罚、盲目加量、蓄意使用兴奋剂等不科学甚至

违背运动伦理的训练手段,并在制度设计、资金

保障等方面提高运动员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发展

规划水平、退役后安置水平等。
  

(3)从发展的先进性来看,发展竞技体育不

仅要有优异成绩,还要有较好的发展效益和崇高

的体育精神。西方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成绩的质

疑之一就是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组织了大量专

业人员从事竞技体育。国内对竞技体育发展效益

及运动员成材率的争议也由来已久。这些都从侧

面说明未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除了要注重成

绩,还要注重效益。同时,我国竞技体育一直以

成绩为第一位,而忽略了体育精神培养,这也让

我们的竞技体育备受争议。实际上,历届奥运赛

场上,总有些 “失败者”向我们展示团结、拼

搏、进取、公平竞争等奥林匹克精神,并激励一

代又 一 代 人 成 长,这 正 是 竞 技 体 育 追 求 的

真义[11]。
  

在这6个因子中,“重视竞技体育多元发展

形态的协调发展”,就是要协调发展奥林匹克运

动、职业体育、大众竞技体育,使精英竞技与大

众竞技更好地发展与衔接,让竞技体育的发展服

务更多、更广的人群;“全面发挥竞技体育的多

元功能”,就是要协调发挥它在个人和社会层面

的多元功能,通过对多元竞技体育产品与服务的

设计与生产,满足民众的竞技体验、参与、发

展、观赏等多元需求; “协调处理多元利益关

系”,就是要确立为国争光与追求个人价值并重

的发展目标,协调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
“以人为本,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就是要用

人本位的思想和标准来设计与权衡竞技体育发展

的目标、战略、方法、效益等,让运动员不仅能

收获更多的人文关怀,而且能更好地适应时代和

社会发展要求; “弘扬体育精神,展现文明风

貌”,就是要积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确保竞赛

的公平与正义,不为争夺金牌而丧失体育精神;
“综合评定竞技体育的发展效益”,就是要结合竞

赛成绩、整体实力、进步情况等多类指标来进行

评定。
  

在这6个因子中,“以人为本,促进运动员

的全面发展”的因子载荷较高,说明进一步落实

发展的人文理念在当前仍最关键。运动员是竞技

体育发展的核心主体,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
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拓宽他们退役后的出路,
不仅能减轻政府负担,而且能产生示范效应,激

励更多的青少年投身竞技体育。“协调处理多元

利益关系”的因子载荷相对偏低,反映了近年来

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完善,政府与其他主体

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有所缓和,国家、集体、
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得到一定程度地改善。

2.2 竞技体育发展的路径优化 (F2)

F2因素为 V13—17,反映了竞技体育发展

应该采取怎样的路径。因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

展的路径优化。从这5个因子来看,竞技体育发

展路径的优化,主要在于夯实基础、科学发展、
完善保障与激 励 机 制、加 大 法 规 建 设 和 整 治

力度。
  

(1)
 

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美国和德国的情况

来看,发达的学校体育和俱乐部体育是其竞技体

育持续稳定高水平发展的基础。因此,夯实基础

主要就在于拓展办训模式,发展竞技体育人口,
让更多民间力量参与以使人们的竞技参与和发展

有更多元的选择形式和途径。
  

(2)
 

当前科技发展对运动训练和竞赛的引领

作用不断强化,科学理论知识、方法手段、器械

设备的更新,让现代竞技体育融入了大量的科技

竞争。因此,科学发展主要在于及时更新理论和

实践认识,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保证运动

员成长和竞赛的科学性与先进性。
  

(3)
 

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保障和激励机制

来看,国家陆续出台了一些制度,下一步主要在

于保证制度的贯彻落实,以及吸引更多社会资本

进入,以提高保障覆盖的全面性和保障水平。
  

(4)加大法规建设和整治力度主要在于进一

步加强竞技体育发展的法治化建设,以体育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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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引领,针对职业体育、兴奋剂、体育腐败等

重点、难点问题,在立法、司法和执法层面进行

审视和设计以推进发展规范。
  

在这5个因子中, “完善后备人才培养机

制”,就是要积极探索教、体、企融合的后备人

才培养模式,切实提高运动员的文化素养、综合

能力、行业适应能力等,使运动员全面发展;
“提升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就是要组建综合

实验室或研究室,吸纳世界优秀科研人才,集中

攻关运动训练中的核心问题,提升创新能力和科

学训练水平;“提高对运动员、教练员的保障水

平与实效”,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相关保障

制度,切实保障好不同层级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权

益,积极探索有效的市场机制,不断提高保障水

平;“保障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合理流动”,就是要

进一步打破区域间的行政壁垒,完善运动员、教

练员准入和退出的制度与机制;“完善法规制度,
加大奖惩力度”,就是要进一步完善体育法规制

度,加大对体育领域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

对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在这5个因子中,“提高对运动员和教练员

的保障水平与实效”“保障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合

理流动”的因子载荷较高,说明完善运动员和教

练员的流动与保障机制是当前路径优化中亟待先

行解决的重点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运动员和

教练员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关系到他们的思想稳

定,只有更好保障其生活质量,他们才能安心投

身体育事业。 “完善法规制度,加大奖惩力度”
的因子载荷偏低,显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不及其他因素,可能是因为近年来体育法规制

度建设、赛风赛纪整治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2.3 竞技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培育 (F3)

F3因素为 V10—12,涉及的是如何弱化行

政干预,而有效发挥多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反映

的是着力培养一种自下而上的、由内部自生的发

展动力。因此,命名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

培育。从这3个因子来看,竞技体育发展的内生

动力培育,主要在于积极发展体制外的主体力

量、发展完善运行机制与合作机制。
  

从世界竞技体育发展的实践来看,政府主导

型的发展模式与社会主导型的发展模式都取得过

显著的发展成就。但采用社会主导型竞技体育发

展模式的国家,政府花费的成本相对要少,且发

展会更为贴近民众需求。因为,自负盈亏的市场

机制本身就是一种供需调节机制。社会和市场力

量必须想方设法调动民众的兴趣和参与度才能获

得生存与发展。这就要求他们打破同一性、同质

化的竞技体育产品生产与供给,而着力于追求多

元化和异质性,竞技体育发展的活力和内在动力

也因此而激发。因此,政府培育更多的民间力量

参与竞技体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多年来,我国

体育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目的也在于此。
未来,政府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开放竞技体育

发展的更多领域给社会和市场,更好地处理自身

与体制外力量的利益博弈、协商与均衡,以使他

们更好地成长并逐步发挥更大作用。
  

在这3个因子中,“大力培育与发展民间力

量”,就是要扶持社团、学校、企业等社会力量,
使之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主体,承担起更多

任务;“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做减法”,就是政府要

逐步减少扶持项目,仅扶持部分难以进行市场推

广的项目;协调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厘清

3种机制在不同竞技体育产品生产与服务中的作

用边界,找准三者的利益契合点,有效发挥它们

之间的互补作用。
  

在这3个因子中,“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做减

法”的因子载荷较高,说明政府干预的领域越

多,民间力量越难获得发展空间,内生动力培育

就越困难。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发展完善要逐步

收缩自身的作用范围,合理选择有限的项目,区

分不同管理内容的性质和特点,设计更为灵活有

效的作用方式。如利用合同进行目标管理,引进

社会力量承担部分工作。“大力培育与发展民间

力量”的因子载荷相对偏低,说明这一问题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不及其他因素,可能是因为近年来

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发展模式,如李娜模

式、丁俊晖模式、清华模式、南体模式等,家

庭、学校、个人等社会主体的作用逐渐显现。

2.4 竞技体育发展的竞争力建构 (F4)

F4因素为 V1—3,涉及的是如何提升竞技

体育发展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因此,命名为竞

技体育发展的竞争力建构。从这3个因子看,竞

技体育发展的竞争力建构,主要在于调结构、促

协调、保均衡、转重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要加快推进体育

强国建设,指明了未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方

向。从已有研究来看,虽然学者们对体育强国的

评价指标尚有争议,但都一致认同体育强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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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较意义上的概念,是指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整体上有更高质量。这就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要

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力;二是要打造自身国际竞争

力。那么,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竞争力建构就需要

立足于此两点,通过项目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使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项目类别更为协调、均衡,
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更强,国际认同度更高。

  

在这3个因子中,“调整与优化竞技体育的

发展结构”就是要协调与均衡发展不同类别、性

质的项目; “调整与优化竞技体育的发展布局”
就是要根据地域和人口特点,统筹规划不同区域

的项目发展布局,形成不同区域间及区域内项目

不同层次间的有效衔接;“大力发展基础性和影

响力大的项目”就是要调整发展的战略重点和方

向,大力发展田径、游泳、三大球、高尔夫等世

界普及程度高、影响力大的项目,提高其普及程

度和竞技水平。
  

在这3个因子中,“大力发展基础性和影响

力大的项目”的因子载荷较高,说明提升我国竞

技体育发展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是建构发展

竞争力的关键。虽然我国竞技体育在多届奥运会

中跻身第一集团,但一些优势项目的世界普及程

度较低,而世界普及程度高的田径、游泳、三大

球、高尔夫等项目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这

使得我国竞技体育的国际影响力大打折扣,竞技

体育的成绩难以获得世界的普遍认可。因此,亟

需推进基础性和影响力大的项目的发展,建设

“完全意义上的体育强国”[12]。“调整与优化竞技

体育的发展布局”的因子载荷相对偏低,显示这

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及其他,可能是因为

近年来区域发展的项目布局已经有所调整,发展

的封闭性有所改变,项目布局日趋合理,区域间

和区域内的协同发展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效。
 

3 研究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1)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在发展的路径、管

理、动力、国际竞争力、价值取向等方面还存在

问题,使得竞技体育发展的功能与价值产生了偏

差。未能依据不同产品的属性特征而采取相应的

发展方式,未能协调发挥其服务于人和社会需求

的多元功能,未能有效培育发展的内生动力。
  

(2)当前国际和国内发展形势与环境的变

化,决定了我国竞技体育亟需转变发展方式。不

断加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日趋复杂和多元的主体

诉求[13]之间的矛盾冲突,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

方式的设计与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竞技体育的发展涉及多元价值主体,需

兼顾不同价值主体的合理需求。这决定了产品生

产与供给活动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发展方式路向

的多样性。正视其在国家、社会、民众层面的发

展使命,生产和提供满足3类主体需求的多元化

产品是设计和选择其发展方式的关键。
    

(4)竞技体育发展问题的解决及方式的转

变,可以从发展的价值定位、路径优化、内生动

力培养、竞争力建构4个方面来推进。它要协调

发挥其服务于人和社会发展2个层面上的多元功

能,发展的核心价值主体回归大众,发展更加重

视民众的多元化需求,发展的动力更加多元。

3.2 发展建议

(1)区分不同竞技体育产品的属性与特点,
调整发展的资源配置手段、管理的目标定位、行

为方式,使发展的方向、服务对象、路径更加符

合其内在规律和需求,以更好地发挥其多元功

能,使其发展价值更为完整。
    

(2)缩减专业体育的范围,让更多的项目走

向社会和市场,调整专业队训练的时间安排,缓

解学训矛盾。大力发展职业体育、学校竞技体

育、社会体育俱乐部,让其逐步承接 “为国争

光”任务,使竞技体育 “举国体制”演变为一种

集训式的国家动员体制。
    

(3)加强省域内俱乐部、大学、中学、小学

之间运动项目发展的布局与合作,形成小学重普

及、中学重提高、大学重发展、俱乐部搞专业的

梯次人才培养体系。与此同时,构建不同省域间

俱乐部、大学、中学、小学之间运动项目发展的

合作与流动机制,形成竞争有序、流动合理的人

才培养体系。
    

(4)协调发展高水平竞技体育与 “大众竞技

体育”[14-15]。政府不仅为竞技争光提供服务,而

且要为大众竞技参与、欣赏、发展提供服务。进

一步扶持基层学校、业余俱乐部等社会力量参与

竞技体育项目的普及和提高,打破体制内外的竞

争壁垒,培育竞技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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