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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融合背景下CBA选秀可持续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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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对CBA选秀大会的发展问题进行分析。指出,

CBA选秀是解决现阶段CBA人才储备不足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速CBA职业化进程;但目前各球

队弃权问题、选秀球员边缘化问题、选秀时间与薪资不合理,以及选秀流程与制度的漏洞等,制约着

CBA选秀的健康发展。认为,三级训练制度弊端显现,是CBA选秀发展的机遇,但传统青训体系的

冲击依然不容忽视。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优化选秀流程,重视夏季联赛;CBA公司、大体协、俱乐

部、学校等开展多方合作,促进人员技术交流;完善保障措施,提高训练水平;做好选秀包装,实现

信息共享;完善选秀制度,规范选秀行为;设立双向合同,发挥CBDL人才储备功能。旨在为CBA
选秀乃至CBA联赛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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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5年开启职业化发展道路以来,中国

篮球的职业化改革从未停止。为了合理配置资

源、促进联赛健康有序发展,CBA效仿NBA于

2015年颁布了 《港澳台球员、大学生球员参加

CBA联赛实行统一选秀的办法 (试行)》,并于

当年组织了首次选秀大会。迄今为止已经连续举

办了6届CBA选秀大会,各方面制度不断完善,
参选人数、选中人数屡创新高,但所发挥的效果

远低于NBA选秀对 NBA的影响。为此,本文

以体教融合为背景,分析CBA选秀当前所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提出相应对策,旨在使CBA选

秀保持健康持续发展,最终实现CBA选秀的预

期目标。

1 体教融合背景下我国校园篮球人才培

养现状

  
 

“体教融合”是一项培养运动水平和文化水

平双高的学生运动员的措施。2005年 《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

平运动队建设意见》 (教体艺 〔2005〕3
 

号)中

指出:“普通高等学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目的

是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高水平体育人才,目标

是完成大学生运动会及国际、国内重大比赛的参

赛任务,为国家奥运争光计划和竞技体育可持续

发展作贡献。”[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中强调:“深化体教融

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

体育锻炼健康发展,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完善青

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2]可见,体教融合在不同时

期有不同的含义,其对包括篮球项目在内的中国

体育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
  

1998年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以 “发展高校

篮球,培养篮球人才”为宗旨建立了中国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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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联赛 (CUBA),CUBA蓬勃发展,影响力

仅次于 CBA,有力推动了校园篮球的发展[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113所高等院校招收篮球高

水平运动员,81所高等院校具备单独招收篮球

特长生的资格,每年大约有1
 

000余名高水平篮

球运动员通过高水平测试或单招的形式进入大学

深造和训练,成为各高校重点培养的篮球人才,
他们大多来自各地高中。

  

2019年,全国32个省市的1
 

890所中小学

入选全国青少年篮球特色学校。像清华附中这样

的篮球名校,多年来始终坚持 “体教融合”培养

模式,1986年清华附中开始建立马约翰体育特

长生班,2000年开始面向全国招收优秀的篮球

特长生,通过初级选材、其他队伍介绍、比赛选

拔、夏令营选拔等方式招收球员,在抓好运动训

练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学生的文化学习,清华附

中男子篮球队更是创造了13年12次夺取全国冠

军的佳绩。
校园篮球水平近年来迅速提升,与各省市青

年队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在2019年全国 U21青

年篮球锦标赛和
 

CUBA
 

四强对抗赛中,清华大学

男篮险胜新疆男篮青年队取得冠军,女篮方面北

京师范大学战胜浙江队夺冠。2019年全国青年篮

球交流赛上,清华附中男篮狂胜武汉体校104分,
第二届全国青运会上,长春104中学连胜CBA青

年队成为赛事的最大黑马。北京师范大学的邵婷

不仅以主力身份代表中国女篮参加世界杯,更是

成功登陆 WNBA的赛场;北京大学的王少杰第一

年参加CBA联赛就成为主力球员;在中国篮协公

布的2019年国家女篮新一期短期集训名单中更是

有4名女大学生球员入选,2020男篮亚洲杯预选

赛集训名单同样有2名大学生、2名高中生入选。
中国中、大体协与中国篮协在2017年10月签署

战略合作关系备忘录之后,再次于2020年携手签

署 《促进体教融合发展谅解备忘录》。可见,校园

篮球异军突起,已经极大改变了中国篮球一直走

的体校、青训路线。但在高水平运动员招生、教

练员执教水平、学训矛盾、医疗保障、训练设备

等方面,校园篮球还有待提高。

2 CBA选秀的作用与问题

2.1 CBA选秀政策出台的时代背景与选秀制度

的变革

自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我国篮球运动人

才培养一直采用体校—省市队—国家队的 “三级

培养模式”,CBA各俱乐部也有完整的后备人才

培养体系,为CBA联赛乃至国家队培养了众多

人才。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世界篮球职

业化发展趋势的变革,传统的 “三级培养模式”
暴露出众多问题,如体校招生困难、球员综合素

质低、退役就业困难等。
 

篮协前秘书长李元伟早在 《北极星计划》中

就提及我国篮 球 后 备 人 才 缺 口 大 的 问 题。在

CBA选秀制度建立之前,各级体校、俱乐部青

年队向CBA输送的人才已不足以弥补我国篮球

后备人才的巨大缺口。而另一方面,CUBA赛

场上那些优秀的运动员却因缺乏通道而被迫放弃

打职业联赛梦想,造成人才极大浪费。
  

2015年5月20日,中国篮协正式公布 《港
澳台球员、大学生球员参加CBA联赛实行统一

选秀的办法 (试行)》,CBA 首届选秀大会于

2015年夏正式启动[4]。6年来CBA选秀的各项

制度设计随联赛发展需要而不断完善。为了使球

员获得更多的参选机会,2017年出台了不限制

参加选秀次数的新规;为提高球员参选的积极

性,被选中球员的薪金从10—30万元提升到

18—50万元,选秀球员合同也从 “1+1”模式

改为 “2+N”模式,给予了新秀球员更多适应

球队的时间;为了提高俱乐部参与选秀的积极

性,规定从2017年开始,对俱乐部通过选秀签

约的球员首赛季报名参加CBA,不占用该俱乐

部联赛注册的16名国内球员名额;为了保护俱

乐部的利益,于2017年又出台了新秀培养费制

度,2019年正式允许各俱乐部间交换选秀权,
同时宣布八一队不再拥有选秀权;为了保障大学

生球员发展和CUBA的运营,规定2020年开始

参加选秀的大学生球员须年满21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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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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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选中

报名成功

CBA 推荐
NBL

大学生球员
港澳台球员
草根球员

图1 CBA选秀流程

CBA选秀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增强了选秀

的灵活性和规范性,扩大了选秀范围,更好地保

障了选秀球员、俱乐部的权益,不仅促进了选秀

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成为CBA联赛职业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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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大胆尝试。

2.2 CBA选秀制度的建立加速了CBA的职业

化进程

CBA选秀制度的出台打破了CBA联赛20
多年来相对闭 塞 的 球 员 选 拔 模 式。在 此 之 前

CBA联赛球员几乎都是由各俱乐部青年队、二

线队培养升入一队,或自主签约外援、港澳台球

员。尤其是各俱乐部培养的球员,他们属于所在

俱乐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体制内球员”,这

种相对闭塞、缺乏灵活性的培养环境,不利于球

员的长远发展,更不利于CBA联赛的可持续发

展。CBA选秀制度的诞生为整个CBA联赛注入

了新的生命力,更丰富了CBA球员的来源,促

进了球员流动,通过选秀进入联赛的球员没有了

天然的归属权,能否在CBA联赛获取一份理想

的合同完全需要自己的努力。CBA选秀也并没

完全切断俱乐部自行培养球员的途径,反而积极

鼓励俱乐部培养新人。质言之,CBA选秀是在

尝试开放更多的球员流动平台,像一些豪门球

队,他们培养了大量的优秀青年运动员,但是进

入一队的名额比较有限,未进入的则失去了成长

的机会。选秀大 会 则 给 他 们 带 来 了 继 续 征 战

CBA的机会,也避免了各球队同一位置上的人

员浪费。促进人员流动、消除天然归属权无疑更

符合职业联赛的 需 求[5]。选 秀 制 度 的 推 出 使

CBA联赛在职业化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目前来看,CBA选秀制度的出台对CBA各

球队实力还没有较大的影响,毕竟CBA选秀仅仅

进行了6届,在未来像李圣哲、李泓权、王泉泽、
王翊雄等一大批赴美留学归来的学生球员和CU-
BA培养出的优秀球员参与选秀,必将形成 “鲶鱼

效应”,与体制内球员形成良性竞争,促进CBA
球员技术水平的提升。随着中国篮球 “雏鹰计划”
的实施,CBA选秀大会在未来还会为CBA联赛

输送更多的高水平、高学历的篮球人才。

2.3 CBA选秀存在问题分析

2.3.1 各球队弃权现象严重

表1 2015—2020年CBA选秀情况统计

指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参选人数 20 34 50 50 61 64

选中人数 1 8 11 14 16 16

参选球队 1 7 10 10 10 10

弃权球队 19 13 10 10 9 8

  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CBA选秀的弃权率

逐年降低,但与我们的模仿对象NBA选秀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NBA选秀不仅无球队弃权,更

有些球队在选秀结束后签约一些落选球员。而各

俱乐部对于CBA选秀的态度则有些敷衍,这可

能与各俱乐部只注重目前球队战绩,不愿意培养

新秀球员有关[6]。与培养新秀相比,签约高水平

外援更有利于在短时期内提高战绩。另外也与参

与选秀球员的质量不高有关,CBA选秀目前还

未形成人才济济的局面,优秀运动员屈指可数,
也导致选秀大会弃权现象严重。

2.3.2 选秀球员边缘化严重

表2 2018—2019赛季CBA选秀球员数据统计

姓名 场均得分 场均篮板 场均助攻 场均抢断 场均封盖

郭 凯 6.1 4.1 0.3 1.1 0.8

史 仪 5.3 1.7 0.9 0.4 0

胡珑贸 10.6 2.6 2.2 0 0

唐子豪 2.1 0 0.5 0.2 0

王 洪 1.5 0 1.1 0.4 0

谷玥灼 1.8 0.6 0.4 0.1 0

陈盈骏 10.6 2.7 2.2 1 0.1

周仪翔 2.8 0.5 0.9 0.1 0

惠龙儿 4.4 3.7 0.5 0.4 0.6

杨 凯 3 1.1 0.3 0.2 0

班 铎 0 0.5 0 0 0

乔文瀚 4.7 2.3 1.4 0.5 0.2

王梓旭 0 0.5 0 0 0

姜宇星 8 4.4 2 1.9 0.4

刘 帅 7.7 2 1.1 0.6 0

王思奇 1.9 0.9 0.4 0 0

李伯润 6.6 4 2.7 0.5 0

王仔路 2 0 0.5 1 0

田宇恒 1.3 0.3 0 0.8 0

万圣伟 2.4 2 0.3 0.1 0.3

  注:数据来自CBA官网

从表2可以看出选秀球员在俱乐部中难当大

任,处于边缘化状态,场均得分突破10分的是

两位来自台湾地区的球员,他们的比赛经验和水

平优于大学生球员,在球队中往往能发挥重要作

用。对于大学生球员来说,尽管他们在CUBA
表现得非常出色,但与职业球员的差距在比赛场

上显而易见,所以难获上场时间,各俱乐部为了

成绩也很难拿出大量的比赛时间来锻炼这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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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球员。可见,选秀球员特别是大学生球员想在

CBA联赛崭露头角困难重重。这与NBA的情况

形成鲜明对比,布克、拉塞尔、唐斯等NBA选

秀球员进入 NBA联赛后能迅速扛起球队大旗,
成为球队的领军人物。

2.3.3 选秀时间与薪资问题

近六届CBA选秀都在7月份进行,造成大

学生球员在找工作和打职业之间的矛盾,也导致

部分球员放弃选秀。对于学生球员来说,从毕业

到参加选秀这段时间有一段空当期,没有系统的

训练和比赛也会导致自身状态下滑,不能在训练

营中展现自己应有的水平。对于NBL球员来说,
选秀时间正好与NBL联赛冲突,也影响球员发

挥。另外选秀训练营只有短短5天时间,除去各

种活动,真 正 考 察 球 员 的 时 间 并 不 多。然 而

CBA各球队很少像NBA球队一样联系球员进行

单独试训,这样两方面因素导致俱乐部对球员的

了解不够,影响各俱乐部全面考察球员。
  

选秀球员的工资待遇对球员们的激励程度有

限,18—50万年薪对打出名堂的港澳台球员来

说没有多大吸引力,像台湾球员林志杰、刘铮的

年薪在100—200万之间,选秀球员的年薪与之

相差悬殊[7]。对于大学生球员的激励作用也不

大,大学生球员参加选秀更多地是完成自己的职

业梦想,如果他们代表社区、企业俱乐部参加业

余联 赛,年 薪 也 不 会 低 于 他 们 加 盟 CBA 的

年薪[8]。

2.3.4 选秀流程与制度存在漏洞

目前CBA选秀流程的设计导致俱乐部与球

员之间不能充分了解。大多数球员只能在为期5
天的选秀训练营中展现自己的实力,这么短的时

间内,任何不确定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运动员发挥

失常。球员落选虽可以第二年再次报名选秀,但

在年龄等方面已经不再占优势,被选中的希望更

加渺茫。像NBA的选秀大会结束后,落选秀可

以受邀参加球队试训,签署一份夏季联赛合同或

签约发展联盟球队,俱乐部可与表现优异者签约

从而正式进入NBA[9]。NBA联盟有很多落选秀

通过自己的努力抓住了通往NBA的第二次机会

并打出名堂,如林书豪、本华莱士等。另外,选

秀大会都在CBA夏季联赛之后举行,这对于刚

刚被选中的球员来说无疑错过了一次熟悉球队特

点、适应CBA比赛的机会。
  

CBA选秀现阶段的主要目的是优化人才配

置,其选秀球员主要来自CUBA和各CBA俱乐

部推荐球员。对于大学生球员而言,选秀无疑是

一个重要平台,虽然大学生球员水平逐年提高,
但有绝对实力的球员数量有限,尤其是目前还存

在一些高水平大学生球员绕过选秀直接签约俱乐

部的现象,这影响了CBA选秀大会的质量和关

注度,不 利 于 选 秀 大 会 的 持 续 发 展。其 实,

CBA选秀不单单是为大学生球员提供平台,也

会成为CBA球队实力制衡的手段。这样看来,
绕过选秀而直接签约的行为影响的将是整个联赛

的发展。俱乐部方面,尽管出台了培养费制度,
但CBA各俱乐部还是不会把适龄的优秀球员放

到选秀大会上。CBA选秀大会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必须从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选秀制度的优越性

两方面进行保障。

3 体教融合背景下CBA 选秀的机遇与

挑战

3.1 机遇:三级训练体系弊端显现,需要CBA
选秀搭建平台

CBA选秀实施以前,大学生球员很难有机

会成为职业球员。长期以来,我国篮球运动人才

培养采用的是独立于教育系统之外的体校、省

队、国家队的三级训练体系,选材范围相对单

一,虽然在特定时期培养了一大批顶尖人才,但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弊端也日益显现。竞技体育

淘汰率高,站在塔尖的人是极少数,其他运动员

因过早脱离了系统的文化教育,文化程度低,而

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篮球强国美国有一套完整的

校园篮球培养体系,所有的优秀运动员都来自于

学校,打篮球和文化课学习同等重要,这样即便

无法成为优秀的运动员也同样具有高学历。同为

举国体制的塞尔维亚近年来重返世界强队的行列

也是靠的以校园篮球为塔基、大学生和俱乐部二

线队为塔身的青训体系。我国篮球项目要想取得

进步,实施体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势在必行,

CBA联赛作为我国最高水平的篮球联赛,更是

国家队人才储备的基地,在实施体教融合培养模

式后,学校培养的优秀运动员必须通过CBA选

秀进入CBA联赛,让学校培养的优秀运动员能

够公平地被CBA俱乐部选择,避免出现优秀运

动员提前签约导致选秀大会沦为 “空壳”。

3.2 挑战:传统青训体系的冲击

CBA各俱乐部都有自己完整的青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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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俱乐部的球员90%出自于自己的青年队,各

俱乐部为完善青训体系会在全国寻找好苗子归自

己所有,通过自己的体系进行专业训练[10]。各

年龄段的优秀运动员几乎都被各俱乐部早早挖

走。换言之,进入校园的球员并不是同年龄段的

拔尖选手。此外选秀制度还规定:只要自行培养

的球员代表俱乐部打过至少两年全国青年联赛,
或者参加过

 

CUBA或大超联赛的球员凭借已满

三年的合同及发放工资的有效凭证,俱乐部可自

行与之签约。因此,俱乐部不会把青年队中最优

秀的运动员放到选秀大会上,从而导致优秀运动

员的数量少,俱乐部关注度低,没有真正发挥选

秀大会的预期作用。出自传统青训体系的球员人

事关系隶属于当地体育局,不论是现役还是退役

后都会有所保障,然而选秀球员没有天然的归属

权,退役后的保障问题也成为后顾之忧。

4 CBA选秀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对策

4.1 优化选秀流程,重视夏季联赛

参加选秀球员在报名成功后,立即进入为期

2周的CBA联合试训周,CBA具有选秀资格的

俱乐部可以邀请自己心仪的球员到自己的俱乐部

进行试训,选秀球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特点

选择自己心仪的球队参与试训,球员试训球队数

量不受限制,但俱乐部必须接收至少1名试训球

员 (除本俱乐部推荐球员),试训周结束后球员

所试训俱乐部必须出具球员报告统一上交CBA
公司。在选秀训练营中选秀球员要进行更多的实

战比赛,可以邀请港澳台俱乐部或CBA俱乐部

进行对抗。在选秀大会结束后再进行CBA夏季

联赛,被俱乐部 选 中 的 球 员 可 跟 随 球 队 出 征

CBA夏季联赛,为了给予CBA俱乐部替补球员

以及青年队、选秀球员更多的实战机会,CBA
夏季联赛可作出限制,球队中最多只有2名在联

赛中场均出场时间超过15分钟的球员 (出场次

数10场以上)报名参赛。对于落选球员推出夏

季联赛合同,如在球队表现出色可在夏季联赛结

束后直接签约。夏季联赛,对于落选球员来说相

当于获得了重生机会,对于选中的新秀球员来

讲,更是一次提前适应CBA联赛强度的机会,
有利于迅速融入球队。

4.2 开展多方合作,促进人员技术交流

2018年大学生球员的参加,给略显枯燥的

CBA全明星周末增添了新看点,大学生和CBA

CBA 推荐
NBL

大学生球员
港澳台球员
草根球员

报名成功

选
秀
训
练
营

选
秀
大
会

签
约

CBA
联
赛

CBA
夏
季
联
赛

落选秀以短约形式

试
训
两
周

图2 优化后的CBA选秀流程

一二年级球员谁能赢下比赛成为每年球迷讨论的

热点[11]。此举不仅提高了CBA全明星赛的关注

度,更给大学生球员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短

期的一两场比赛虽然谈不上提升大学生球员的水

平,但可以激励那些想成为职业球员的大学生。

CBA公司和大体协应深度长期合作,选派CU-
BA中优秀的球员组成明星队参与到CBA夏季

联赛中。CBA夏季联赛正值暑假,对大学生来

讲,不会耽误正常学习,还能提高球技;对俱乐

部来讲,能充分考察大学生球员;对于CBA公

司来讲,会增加赛事的关注度。因此是一个多赢

之举。
  

俱乐部与所相关中学、大学建立帮扶合作关

系,实施一队多校的帮扶合作方式,俱乐部为学

校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训练条件及教练员帮

扶。各学校在全国及省市比赛中的成绩与俱乐部

青年队成绩挂钩。每赛季结束后对青训成绩优秀

的俱乐部进行奖励。在每年寒暑假CBA公司可

联合大、中学体育协会举办全国精英篮球训练

营,各中 学、大 学 推 选 优 秀 球 员 参 加,接 受

CBA职业教练、球星指导和星级评定。CUBA
的教练员可到各俱乐部进修学习,CBA的教练

员可去CUBA球队中进行指导[12]。CBA公司可

以举办教练员星级评定让CUBA的主教练也作

为评价对象参与其中,这样也能一定程度上提高

CUBA教练员的水平。

4.3 完善保障措施,提高训练水平

现代篮球发展趋势表明,一支球队的成功背

后需要一支强有力的训练与保障团队[13]。近年

来,随着家长对教育的普遍重视,有天赋的青少

年更倾向流向教育系统,而教练员水平成为制约

国内校园篮球竞争力提升的瓶颈。虽然近年来有

白江、王磊等专业运动员出身的知名教练前往高

校执教,但是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进入教育系统

还是受到较高的门槛限制,迫切需要打通优秀退

役运动员进入校园任教的通道,如教育部门可为

优秀退役运动员设立教学岗位,通过考核竞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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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为高校篮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训练人员保

障。有了人员保障之后,需要对学生球员进行科

学的训练,首先要合理分配学生的训练与文化课

学习的时间,妥善处理学训矛盾。大体协也应学

习CBA的体测做法,在CUBA联赛开始前,对

球队球员进行抽测,除身体素质和专业水平外,
文化成绩也要达标。其次,测试要有明确的导向

性,比如要针对目前大学生球员力量弱的问题,
提高力量素质的要求,缩短与职业球员的差距。
再次,争取更多的与CBA俱乐部青年队对抗的

机会,如CUBA全明星赛可邀请CBDL联赛的

明星球员进行对抗,等等。甚至充分利用海外优

质的篮球资源,选拔适龄球员送入海外高校进行

教育及篮球训练,其学成回国后,将为CBA选

秀和联赛注入新鲜血液。

4.4 做好选秀包装,实现信息共享

NBA在选秀开始前的赛季就开始通过网络

或电视直播展示参选新秀的个人信息、视频集锦

等,甚至专家还会给予评价和预测。这些我们都

可以学习借鉴,并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创新。如邀

请篮球专家根据球员的身体、技术特点给出球员

模板,这不仅是对球员的一种肯定,更是对未来

参选球员的一种激励。此外增加对CBA选秀的

深度报道,展示选秀球员的成功经历,让更多的

人认识到这是一条进入职业联赛的切实可行的新

道路,在充分发挥CBA选秀的激励作用的同时,
还能吸引更多企业的赞助。加快篮球职业经纪人

建设,让更多的经纪人服务于各高校篮球队,帮

助大学生球员完成各球队的试训、选秀事宜。利

用大数据平台,对大、中、小各级别校园联赛球

员信息进行追踪整合,形成一份关于参选球员的

权威的球探报告,帮助球队对球员进行全面了解

和准确预测,避免将选秀训练营中的表现作为评

价球员的单一指标的弊端。

4.5 完善选秀制度,规范选秀行为

CBA选秀制度应与时俱进,更好地发挥激

励和导向作用。如出台政策对被选中球员的学

校、俱乐部给予奖励,以及对连续在CBA选秀

大会上签约球员的俱乐部给予奖励等等,不仅可

提升选秀大会的活跃度,赢得各俱乐部、各高校

的支持,也激励各高校加大对学生球员的培养投

入。CBA公司在2017年规定通过选秀签约的球

员不占用新赛季报名人数,使得一些球队倾向于

选择自己推荐的球员,对此可以出台限制性措

施,尽量避免 “自产自销”现象。对于选秀 “截
胡”现象,可以开启为期一周的选秀交易周,一

周内各俱乐部之间可以交易选秀球员的签约权。
为了减少弃权现象,可规定各俱乐部每年必须签

约1名选秀球员,否则核减经费。增加选秀球员

薪资,用优厚的福利待遇吸引更多优秀篮球人才

参与CBA选秀。选秀球员没有体制内球员的退

休保障,为此可根据选秀球员效力年限和选秀顺

位设计退休保障制度,解除其后顾之忧。针对绕

过选秀直接签约的情况,应明确规定凡是参加过

CUBA及其他国家大学生联赛的大学生球员必

须通过选秀进入CBA;俱乐部签约其他俱乐部

培养的球员,应当加倍支付对方培养费。避免经

济实力雄厚的俱乐部绕过选秀囤积优秀大学生球

员,有效制衡各俱乐部实力。

4.6 设立双向合同,发挥CBDL人才储备功能

完善CBDL联赛,给更多选秀球员实战机会,
可以为选秀球员甚至是落选球员提供CBA、CB-
DL联赛双向合同,签署双向合同的选秀球员既属

于CBA又属于CBDL,但限制其在合同期内参加

CBA的时间,大多数时间还是要在CBDL联赛中

训练比赛。如球队有球员受伤休赛,可从本俱乐

部CBDL联赛队伍中调取球员进入CBA,待受伤

球员复出后重新回到CBDL联赛中。双向合同最

长签约时间为2年,如果2年内该球员水平已达

到CBA球队的要求可以直接转为CBA正式合同,
反之则不再签约。签约双向合同的球员不占用该

俱乐部联赛注册的16名国内球员名额。这样一

来,那些有一定潜力但尚未达到CBA水平的选秀

球员可以通过CBDL联赛来锻炼提升自己。该制

度能提高各俱乐部参与选秀的积极性,通过签订

双向合同来储备更多未来之星,降低各俱乐部的

投资风险。作为保障措施,CBA公司应强制各队

报名组队参加CBDL联赛,并进一步重视CBDL
联赛成绩,如CBA常规赛排名相同者按CBDL联

赛成绩排名计算。

5 结语
  

CBA选秀打开了校园体育与职业体育的通

道,这不仅是中国篮球发展的历史性突破,也是

体教融合的有力实践。刚刚起步的CBA选秀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体育与教育融合的进一步

深入,随着制度设计的不断科学,CBA选秀必

将成为促进CUBA人才培养、CBA球员流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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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俱乐部竞争平衡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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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system
 

can
 

not
 

be
 

ignored.
 

The
 

following
 

points
 

are
 

put
 

forward
 

on
 

this
 

basis.
 

Firstly,
 

we
 

should
 

optimize
 

the
 

draft
 

process
 

and
 

pay
 

attention
 

to
 

sum-
mer

 

leagues.
 

Secondly,
 

CBA
 

Company,
 

Federation
 

of
 

University
 

Sports
 

of
 

China,
 

clubs
 

and
 

schools
 

to
 

carry
 

out
 

multi-party
 

cooperation
 

to
 

promote
 

personnel
 

and
 

technical
 

exchanges.
 

Thirdly,
 

to
 

im-
prove

 

security
 

measures
 

and
 

training
 

levels.
 

Fourthly,
 

to
 

do
 

a
 

good
 

job
 

in
 

draft
 

packaging
 

and
 

achieve
 

information
 

sharing.
 

At
 

last,
 

to
 

improve
 

the
 

system,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the
 

draft,
 

and
 

establish
 

two-way
 

contract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talent
 

reserve
 

function
 

of
 

CBDL.
 

It
 

aims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BA
 

Draft
 

and
 

even
 

CBA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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