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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顾与总结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基本状况。结果表明,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是内因、外因交

互作用的结果。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良性运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

模式。目前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呈现鲜明的过渡型特征。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实效, 但也存在着

某些问题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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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Research of Chinese Sport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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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hinese sport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Some results as fo-l

lows: inner and outer factors interaction could as the reason of Chinese sport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Chinese sport manage-

ment system innovation aimed to found a good function sport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accord with Chinese situation. Chinese sport

management system takes on the obviously characteristics. Some problems had still exists though it had made mu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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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管理体制是体育管理的机构设置、权限划
分、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是实现体

育总目标的组织保证。[ 1]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体育管

理体制往往受该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

家制度、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体育管理

体制可以是自然发育形成的, 也可以是人为选择设

计形成的,或者还可以是以上两种方式的结合而成。

不言而喻, 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就是以第三种方式

建立的。进而言之,中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其实

就是对中国体育管理体制进行人为选择、取舍及规

划的构建过程。建国以来,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构

建与发展始终与中国体育发展的实践亦步亦趋, 而

研究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基本状况及发展

态势,便可管窥中国体育及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发展及探索过程的一些基本脉络。

1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因

为什么要改革?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发轫于

何处? 这是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实践者们需要回

答的首要问题。从对此问题进行较深入研究的一些

专家学者的观点看, 运用系统的、历史的观点来分析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因问题则显得比较客观

且全面:体育体制的形成、发展、成熟和衰亡都是由

体育发展的内外环境动态调适的客观规律所决定

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2]中国体育管理体制

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

的速度、文化与传统特点以及体育自身的性质与发

展程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以来,中国体育管理体制开始发生了某种

程度上的本质变化。[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改

革开放大潮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 已

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有的专业体育体制的基础与存在

依据。
[ 3]
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

标的建立,更加要求我国体育以自身的创新为基础,

实现与国际体育的全面接轨。[ 4]

由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 外环境的变化是中

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外因0, 作为/随动系统0的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似乎只能选择/应时而动0。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 /内因0才是中国体育管理体制

改革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些内因又是什么呢? 在过

去几十年中,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

中的体育管理体制及在这种体制下产生的一些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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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问题和矛盾,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

展。[ 5]这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则表现为:中国体育管

理的权限过于集中、各级组织权责不明、管理制度、

法规不健全、法制化程度低、资金保障体系不健全、

社会化程度低。[ 6]其最大的弱点是体育运动不能顺

应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 以及竞技体育与群众

体育不能协调发展。
[ 7]
从我国现行体育管理体制的

结构看,各系统的纵向结构较为明显,而横向结构紊

乱,各系统之间缺乏有效联系。从功能方面看,无论

是纵向还是横向,各层次权力分配不突出,职责不明

确,因而缺乏有效的管理,使体育管理体制内部存在

着巨大的功能内耗。[ 8]从社会体育管理体制看,政府

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体育管理体制下,社会体育本身

缺乏/造血0功能, 经济上不能自我创收。社会体育

的发展不能呈现良性循环的局面。[ 9]从竞技体育管

理体制看, /政事不分,管办一体, 统得过多, 管得过

死,从而抑制了社会办竞技体育的积极性,造成资金

投入渠道单一, 加之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力量分散,

宏观调控不力。0[ 10]我国著名体育学者卢元镇教授

则把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因归结为两股潮流

的作用:第一股潮流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相应

的经济体制不可遏止的变革; 第二股潮流是世界体

育运动的发展和它自身躁动着的改革倾向。[ 11]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在内外因素的交织影

响及作用下,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便顺乎逻辑地

发生了。显然, 这绝不仅仅是某一方面因素的单独

作用,而更符合系统各要素相互影响、作用、牵制所

导致系统发生变革的规律及特征。中国的体育管理

体制改革更是一种博弈, 正如前面所述,由于改革是

一种人为的设计及构建过程, 同时限于中国的国情,

现实中的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似乎更复杂, 即中

国体育管理体制即便是具备了改革的内外因动力,

而这种改革是否能上升到实际操作层面以及改革的

结果如何等等则更取决于改革的推动者、策划者的

/意志0及/能力0。

2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

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目标是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及目标性问题。早在 90年代,原国家体委就提出过

/五化五转变0(体育法发布后改为/六化六转变0)的

改革目标,从观念层次、操作层次和行为层次提出了

改革的要求与改革任务。1993年5关于深化体育改

革的意见6中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 国家调控, 依托社

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

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

合的格局。力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 12]进入 21世纪, 52001-

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6进一步提出: 新世纪

前 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总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符合体育发展规律的体

育体制和运行机制, 初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体育组织体系。
[ 13]
我国体育学者于善旭教授认

为:到 2010年, 基本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和社会全面进步相适应、保障国家和社会共同兴办

体育事业、符合现代体育发展规律、促进各类体育协

调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组织与结构科学有序、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14]

不难看出,不论是官方还是学者,均提出了中国

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符合中国实际

情况的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那么, 这种愿望

或构想顺利实施的关键性问题是什么呢? 笔者认

为,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问

题是政府、社会及市场之间的博弈及利益分权。这

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体育领域内的权力和利益通

常归政府或社会(以各种社会体育组织为代表)所

有,或者由它们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归属,决定了体

育及其管理体制的性质和形态。[ 1]因此,中国体育管

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必然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有些

学者较明确地提出了事关中国体育管理体制目标实

施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如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

目标是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统包统配, 国

家集权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向以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宏观调控、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竞争有序又充

满生机与活力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过渡。
[ 15]
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举国体制的重要特征在于既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 又不排斥社会和市场的作用, 并通

过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来鼓励、引导和调控社会和

市场来办体育,最终形成政府主导、社会自治、市场

自主三者之间的协调运转和有机融合。[ 16]深化我国

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政事分开, 建

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体育事业自身发

展规律相适应的现代体育事业制度等等。[ 17]可见,

我国体育管理体制迈向更加完善、合理、良性运行的

目标,需要的是: 政府行为必然要缩减, 社会行为必

然要增多,社会性的管理、调节居于主导地位,只有

如此,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才能在国家观念、市场逻

辑的博弈过程寻求到良性发展的路径。

3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特色

当前,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如何以及

呈现哪些特征等问题, 已成为我国学者广泛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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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总体而言,当前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体现

出明显的中国特色 ) ) ) 具有鲜明的过渡型特征: 如

有学者提出,由于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 多

元化管理体制将保持相当一个时期。中国的体育管

理体制改革将滞后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1]在相

当一个历史阶段内,中国的竞技运动将很可能维持

职业竞技、业余竞技和专业竞技 3种体制和模式共

存互补的现象。[ 3]中国现行社会体育管理体制也处

于政府管理体制向政府与社会结合型管理体制改革

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18]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项

目管理中心既不同于我国传统体制下政府在竞技体

育宏观管理与具体事务间的双重身份, 又与国外运

动项目协会存在着较大区别, 是一种基本符合我国

现阶段国情的过渡性管理机构。
[ 6]
有学者认为,现阶

段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现象, 即

社会结构在改革后发生了剧烈深刻的分化, 但各类

社会组织不但没有随着分化程度的加深和速度的加

快使其功能更加专门化、单一化, 反而出现了全面

/经济化0或/企业化0的趋势。[ 17]加入WTO的中国,

将快速地融入高度分化的世界大经济潮流之中, 多

种经济成份并存将成为它的永恒主题, 如果体育组

织结构过于机械单一, 就很难适应变化的经济环

境。[ 19]更有一些学者则直接提出,我国体育管理体

制的根本转变并没有完全实现。就目前进行的体育

管理体制改革而言不彻底。在责、权、经营、环境、管

理、利益、对外关系、运行机制等方面仍存在许多问

题,主要表现为各管理部门功能重叠、管办难分、藕

断丝连,腐败现象严重。[ 20]

4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绩效

国内大多数学者对这一问题大多持比较客观的

态度。如对于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看法,一般认为,

20世纪中后叶以来, 由于各种内外因素作用, 中国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专业竞技体育体制(举国体制) ,

并至今仍在中国的竞技运动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举国体制是我国的特色和优势, 是我国在经济尚不

发达的情况下, 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成绩的基础和

保障。[ 17]尽管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接轨的过

程中, 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0在运行中必然遇到了
不少新的问题, 这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调整和完

善,并在创新中得到发展。毫无疑问, /举国体制0是

我国竞技体育高速发展的制胜法宝和成功关键。[ 21]

它使得/在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下发展的体育运
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0[ 22]有学者进而提出: / 由于

实施/举国体制0使我国竞技体育在国力尚不强大的

情况下,迅速地确立了在亚洲和世界的领先地位, 这

对于一个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

没有先例的0。[ 23]我国体育学者郝勤教授提出应当

历史的、客观的、辩证的看待中国的专业竞技体育体

制。当代中国的专业竞技体育体制的出现有其复杂

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其一,中国的历史情结与大国

心态是中国专业竞技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其二,

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成为中国专业竞技的基本动因。

其三,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专业竞技体制的经济基

础。其四,战争时期/战斗队0的组织模式对中国当

代专业竞技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五, 全

运会成为专业竞技体制的最高形式。这就是出现在

中国的专业竞技体制的客观性和现实性。[ 3]必须看

到, 80年代以后,在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模式下,我国

采取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 但它是对竞技体育

发展实行的倾斜之策, 是以牺牲群众体育的发展为

代价的。[ 24]可见, 尽管中国体育管理体制在特定历

史条件下发挥了绩效, 但这种绩效却是局部的, 甚至

是一种/病态0的发展。虽然有学者对当前中国体育
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某些过渡性负面因素表示遗

憾,但/可以肯定的是, 体育改革带来的观念变革、管

理范围的拓展、管理手段的创新等显著成绩。0 [ 25]
如

对于率先实行职业化改革的足球而言, 中国足球改

革使中国足球运动的整体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

高,增强了同亚洲和世界强队的抗衡能力。同时,中

国足球改革也为其他运动项目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等等。[ 26]显然,肯定成绩是应该的, 但更应该看到不

足与挑战,在/两股潮流0面前,谋求中国体育管理体

制改革的最佳路径, 实现中国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仍

然是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

5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景

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

的道路是相通的。从世界历史来看, 所谓现代化道

路其实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而制度创新则包含三

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

易,三是政府改革。
[ 27]
这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中国体

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向。但半个世纪以来的中

国体育与西方发达国家体育是在两种不同的经济体

制条件下发展的。归根到底,这些差异是两种不同

的发展模式造就的。西方发达国家体育发展模式可

以说基本上是一种市场逻辑的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的

发展模式, [ 28]中国体育发展模式则可以说基本上是

一种国家观念指导的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是中

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必须重视的历史与现实相统一

的交点。可以设想, 未来我国社会经济体制越来越

完善,社会必将呈现高度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最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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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就是社会高度的分化性。[ 19]所以我国体育管

理体制应主动适应这种分化。积极地探索建立由国

家宏观调控的、各体育组织组成的水平的组织结构。

过去的条块矩形的体育管理组织结构将向垂直分化

整合的组织结构转化。[ 29]中国体育管理体制的产

权、政府职能定位、社会体育组织创建, 依然是 21 世

纪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重点。
[ 30]
同时,我们不能将

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过程简单地归纳为是/六

化六转变0或某一因素和某一范围。它实际上还包

含着人们的体育思想、体育观念、体育意识、体育审

美和体育行为等一切体育领域的变化。
[ 5]
中国当今

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一个与世界体育接轨的过

程。中国体育体制的革命性转轨必定是不同于东欧

转轨、东亚方式和西欧的发展模式,中国体育体制的

变革过程和体育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必定是一场

复杂的、系统的、长期的、全国性大范围的,并且又一

定是有阶段性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改革过程。展

望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 的确, 中国的

体育管理改革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社会集体利益冲突

的过程,是一个动力与阻力、改革与保守力量相互抗

衡、较量、斗争的过程。我们期望也坚信,在世界体

育广泛交融,在中国体育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大势面

前,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拒绝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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