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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变革与变革的模式 

中国体育体制和运转机制变革的研究 

凌 平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体育系．浙江 杭州 31(3028) 

摘 要：文章以世界体育发展趋势的学术立场为出发点，以当代世界体育发展所赋予的那种不同于中国 

传统体育文化的观念框架、范畴体系和意义网络为视角，以当代体育所提供的价值标准为理论依据，力图探索 

中国传统体育观念向现代体育观念的“转型”和演变，中国传统体育体制向现代体育体制的“转型”和演变的历 

史过程和发展机理。文章认为：将传统的集中型国家行政垂直协调体制的体育发展模式，改为有宏观控制的 

社会 自我协调体制的发展模式，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所需要达到的目标模式。 

关 键 词：体育体制；东欧转轨；东亚方式；西欧模式 

中图分类号：G812．0；G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1)O1—0001—04 

The developing models and the cllan l mod els 

— — Res蝴In on the reform of sport management system and its mechanism in China 

UNG P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Zhejiang University，nangzhou 31(XF28，China) 

Ab ：From the world sport point of view，the author ofthis paper try to find out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sport iTlan~e- 

ment system and its mechanism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basic coneeption and me a~ g as well as the value in the contem- 

po rary world spo rt．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combination model between macro-control and management by society itself 

will be the goal objecting model for China sport from reforming the traditional hig}Ily centralizing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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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 of Western European coun tries 

我们已经跨入了21世纪。回顾近百年的历程，中国体 

育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国家和民族在这个世纪所赋予的文 

化任务，中国体育已经全面冲击亚洲、走向世界；中国体育巨 

人在不到 15年 的时间里从洛杉矶奥运会上零 的突破到实现 

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和团体总分名列世界前茅 

的目标。然而，完成了这个世纪的文化任务并不等于说已经 

就实现了从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的完全转变。实际上，传统 

体育观念与现代体育观念的冲突、传统体育体制与现代体育 

管理体制的碰撞，仍然是当代中国体育的主要矛盾。这就是 

说，体育观念和体育体制的“转型”并没有完全实现。现在可 

以估计，彻底地实现从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封闭的、条块分割 

的传统体育体制向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开放的，依托社会、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体育管理体制“转型”，建构起完整的 

中国现代体育管理体系大厦，将是 21世纪中国体育的文化 

使命和文化责任。 

我们在“中国体育体制转轨”的研究中，从世界体育发展 

趋势的学术立场为出发点，以当代世界体育发展趋势赋予我 

们的那种不同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观念框架、范畴体系和 

意义网络为视角，以世界体育发展趋势所提供的标准为价值 

判断和基本依据，力图探索中国传统体育观念向现代体育观 

念的“转型”和演变，中国传统体育体制向现代体育体制的 

“转型”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和发展机理。 

1 当今世界体育体制的发展和变迁 

1．1 世界体育体制变迁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1．1．1 “东欧转轨 ’ 

它是指80年代末发生巨变以后的东欧各国在政治和经 

济转型过程中采用的基本方式。尽管有多种细微差别，但在 

各国推行时总体上是相似的。先是被称为“休克疗法”的一 

揽子激进经济变革措施，包括它的内容和成效；其次是剧烈 

迅猛市场化的政治前提，包括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和面向西 

方的“回归欧洲”纲领的确定；最后是现有方式的历史联系， 

包括二战以前的特殊的政经结构，冷战时代斯大林主义及模 

式的强行植入及后果，还有经济改良阶段的成就和问趴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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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各国体育体制的转轨于此完全吻合，前苏联和民主德国、 

波兰和捷克、保加利和匈牙利均以“休克疗法”为特征，进行 

大刀阔斧的体育体制改革，以“休克”举国体育体制为代价， 

伴随着阵痛强行执行体育的市场化、商品化改革，至今已经 

取得 了极为明显的效果。 

1．1．2 “西欧模式” 

这是以当今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以市场 

化为基础的社会运转和管理模 式。尽管各国采取 的方式不 

尽相同，但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 ，以商品交换为前提 ，在有宏 

观控制的条件下完善社会自我协调和发展机制。在社会体 

育的发展和运转中，则多以俱乐部为基础，以等级联赛为杠 

杆，以社会化、商业化为支柱的自我协调管理形式。 

1．1．3 “东亚方式” 

在这里主要是指 70年代末 以后逐渐定型的东亚“四小 

龙”(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它 的主要 内容包括开 明专 

制的政府 ．注重权力和民生的官方哲学 、儒家伦理 的精神支 

柱等，当然，不可忽视美国的巨大影响和东亚起飞时的特殊 

条件。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和韩国竞技体育的先盛 

后衰以及大众体育的迅猛发展，无疑为我国体育体制的改革 

提供了某些经验和思路。而 日本和韩 国体育上 的这一变化 

又与其经济的腾飞形成明显的对照和反差，它昭示 了这样 一 

种现象：即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升和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时 

期，其竞技运动也作为相应的某种社会心理的情绪表露即上 

升，而一旦达到国家现代化水准，竞技运动的象征作用也便 

宣告消退 、弱化。 

1．1．4 “中国道路” 

在这里主要是指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为中国社 

会描绘的发展图景，即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 

济体制改革模式。在界定中国体育发展道路这一概念时，不 

可忽视以下方面：(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竞技体育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2)中国体育发展进程中明显的波动性；(3)中国 

体育历来与政治和经济保持着联系，尤其是近几年的变化更 

不同|二前 1O年的特殊联系。 

1．2 东欧转轨和东亚方式的启示和教训 

1．2．1 东欧转轨——痛苦的回归 

1．2．1．1 “回归欧洲”。自 1989年以来的东欧地区各国，尤 

其是前苏联和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 

国的变化，是采取所谓 的“回归欧洲”，即去除斯大林 主义 的 

东方模式插入的种种影响，复归中欧与西欧及北美的昔日密 

切联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实现彻底“西化”。 

本质上讲，它要求一种与过去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轨迹完全不 

同的哲学、价值观及社会制度，它也决定了新的变化必然是 

迅猛的、革命性的、全新式的，从而预示着不可避免的中断、 

无序、茫然和痛苦。 

1．2．1．2 “休克疗法”(the shocked therapy)。它是这一变化的 

典型表现。其在体育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主要特征是：(1)按 

市场经济要求培育和开发体育市场；(2)按经济发展规律导 

向体育运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3)体育活动 的财源不再 主 

要依靠政府预算拨款，而是主要依靠社会自我筹集；(4)完善 

统一的体育人才交流市场 ，与国际体育大市场接轨；(5)彻底 

改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动训练和竞赛体制，变举国体制为 

全民体育体制；(6)将体育服务推向社会，并尽最大限度地争 

取西方国家的援助和合作。这一揽子措施是在尽可能短的 

时间内完成的，它的最大优点是避免了“开倒车”的可能。使 

体育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迈进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它的弊 

端及问题亦与此有关：原有体育管理体制的各种好处或优越 

性荡然无存，如强大的国家财政手段、超越时空和经济发展 

的行政措施、不可思议的政治待遇以及竞技体育的高速发展 

等等；市场化国家早期通常会遇到的各种麻烦在体育的变革 

和转轨过程中也同样暴露无遗。 

1．2．1．3 “非国家化”目标。东欧国家和地区推行体育变革 

的主导思想是恢复体育的社会化风气 ，最大限度地实现体育 

“非国家化”；这与沿用几十年的体育哲学命题形成 了尖锐 的 

对立和冲突。一方面它强化了体育社会化的进程 ，提高了大 

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弱化了体育 

主管部门和有关政府机构本来应当具有的部分职能 ，也导致 

了原有的训练体制、竞赛体制、人才体制、资金拨款体制、对 

外交流关系以及上下纵横 、条块分割 、区域壁垒、各 自为政 的 

关系紊乱： 

1．2．1．4 “{中摆现象”。近几年来，东欧地 区各 国由明显的 

“钟摆现象”这一动荡不安的特殊转型过程逐渐变得平衡。 

“钟摆现象”是各国政府为实现激进的改革方案所不得不咽 

下的一-N社会不稳定的苦药。“所谓钟摆现象。指的是从一 

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一种崇拜转为另一种崇拜，从一 

种失重变成 另一种 失重 ；由于钟摆反 弹在 一些方面过 分剧 

烈 ，加剧了社会的紧张 ，增加了转型过程的痛楚。”El J由于体 

育转型中的教练员失业、运动员流失、体育行政部门的解体、 

社会福利待遇的降低、国家定向拨款的减少等，使得在推翻 

传统的体育体制之后不能自行产生新的社会体育运转机制 

和秩宁，尤其不会立即产生。因此，要缔造一个新的体育运 

转机制和社会化体育运转秩序，要使社会大众承认并支持体 

育变革的方向和所要追求的 目标，也需 假以时 日。然而 ，我 

们认为：跨入 21世纪的今天，东欧地区各国在体育方面的改 

革已经开始进入了实质性的“着陆”阶段。尤其是前民主德 

国、匈牙利、捷克和保加利亚，由于有联邦德国的大力援助和 

现有体制的参照和借鉴，有匈、捷、保等国改良阶段卓有成效 

的成果，使得这些国家在体育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紧张程度和 

体育内部的动荡过程不太剧烈和严重。 

1．3 东亚方式——东方式的革命 

1．3．1 日韩二元结构的政治体制。曾几何时日本和韩国在 

政治上是多么的专制，“但其在经济领域却始终享有相对充 

分的自由；价格的自发波动，企业的自由进退，市场的自主运 

作等，很少受到政局的波动、政治方针的变化和政治家个人 

的沉浮左右。”_1 J日本和韩国竞技运动的兴盛、失落和再度繁 

荣以及大众体育的蓬勃发展则首先受制于政治体制和上层 

建筑的意识形态，但最终却服从于市场规律和商品交换原 

则。 

1．3．2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日本和韩国政府都推崇儒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探素与争鸡 Jo mal ofPhvsieal Educa石。n NO．1，2001 2001年第J翮 体育学刊 3 

家伦理精神，强调历史与现实的不可割裂；在发展过程中它 

们也有意识地寻找二者的结合点，使本民族本国的东西发扬 

光大。因此，东方传统社会的一些价值形式竟然化腐朽为神 

奇，成为创造这两个国家体育奇迹的重要因素。比如日本的 

武士道精神曾经造就了“东洋魔女”；韩国的重集体主义、抑 

制个人主义强化了团队的合作精神，在泰陵这一神秘的训练 

“集中营”中创造了汉城亚运会和奥运会上的双重奇迹。国 

家的权威主义有助于对运动队严 明纪律的贯彻和实施 ；忠孝 

观念培养了运动员对国家的忠诚和在运动竞赛中的奉献精 

神；民主自由观念的淡薄反倒有利于“泰勒制”传统管理方法 

在运动训练中的实施 。但必须看到 ，这种以上层建筑意识形 

态为最高宗旨的竞技体育转化过程仅仅是政治对体育提出 

的阶段性任务，它只能成为体育改革的中途半端，若不继续 

推进。由体育的国家化转为体育的社会化、商品化、产业化、 

职业化，由物的层面转到更高的精神层面，由体育为政治服 

务转到体育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满足人民大众基本的健身 

娱乐消遣等诸多需要和目标并重，势必造成体育体制社会化 

改革道路上的梗阻和迟滞。 

1．3．3 体育改革的市场化、商业化在前，体育与政治的脱壳 

在后。观察日本和韩国的体育发展，不难得出上述结论。就 

市场化而言，日本和韩国的体育发展均经历了三个阶段：第 

一 阶段是国家统治时期，它与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主义的高 

度集权体制有类似之处，国家政权机器的控制相当严厉，私 

人和企业开设和承办的体育俱乐部和娱乐消遣场所尽管仍 

存在，但受到遏制；第二阶段是形成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迅 

猛发展，人民大众对体育运动需求的 日益提高，加之生活水 

平的提高和余暇时间的增加，体育市场初具雏型，但远不健 

全；第三阶段是体育市场大发展期，在日本出现于 80年代初 

期，在南韩出现于现政府当权始。虽然头两个阶段亦有静悄 

悄的体育市场化、商业化的改革，但真正意义上把体育推向 

市场、推向社会却发端于第三阶段，目前仍方兴未艾。日本 

已经基本完成从权威主义政体对体育的统治向体育社会化、 

市场化的转轨或“脱壳”。而韩国目前正处于这一转变或“脱 

壳”的震荡、变幻、冲击的重要时期。它预示着有着特殊而修 

久的政治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的体育现代化发展道路。 

1．4 西欧模式——当今中国体育关注的焦点 

1．4．1 中国体育关注焦点的转变 

自l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为中国社会描绘的发展 

图景，即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模 

式后，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也开始迈向商品化、社会化、产业 

化、职业化和市场化。在这些背景下，正像极其需要科学地 

研究前苏联等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举国体育体制垮台的复杂 

原因一样。人们更迫切需要透彻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 

化体育运转机制的内中实情。 

1．4．2 西欧体育发展模式的特点 

一 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体育体制，人们 自然首 

先想到的是美国和德国的发展模式。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体 

育人口众多，竞技水平又高；体育俱乐部体制完善 体育产业 

化基础扎实；体育竞赛市场既活跃，体育法规又健全；老百姓 

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既高涨，体育场馆池的活动内容又丰 

富；新闻电视广播媒体既重视关注，老百姓的体育价值观念 

意 叉现代新颖。诚然，人们往往比较注意它们之间的不同 

点，这确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一项课题。但我们认为，对 

于美国和德国这两种体育发展模式来说，更重要的是应该注 

意它们的共性。美国和德国这两种体育发展模式的_主要共 

同点可以概括为以下 5个方面：(1)在体育管理体制方面，都 

采取民办官助，主张体育自治；(2)在社会体育运转机制方 

面，都以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学校体育、社区体育等为基 

本活动单位开展各种形式的娱乐、健身和体育竞赛；(3)在社 

会体育运行调控方面，都以法律为准绳，以竞赛规则为依据， 

以等级联赛为杠杆实施调节和控制；(4)在体育资源配置方 

面，都以体育市场的大小为依据，根据体育商品的价值和体 

育服务的性质来确定和配置；(5)在国家体育的政治职能、目 

标、战略、政策和手段方面也奉行有宏观控制的社会自我协 

调。但近几年来这两个国家在宏观控制方面都在不 同程度 

地加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它们在考虑奥林匹克运动 

的开展和世界体育大赛时所提出的目标都大大提高了。 

2 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新视野 

2．1 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可供选择的目标模式 

根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 

一

、二十年进行体育体制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结 

合我国近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国的体育体制改革，可供选择 

的至少有以下四种目标模式。 

2．1．1 将传统的集中型国家行政垂直协调体制的体育发展 

模式，改为改良型的国家行政管理模式。这种形式的转轨主 

要是通过对体育管理权限在各省、市、县、区内部进行适当的 

调整和分工，作一些行政性的分权。对体育组织管理机构， 

可以适当增加和裁减，或者按项 目性质成立专门的权力机 

构，进行归口垂直管理。对基层体委也可以适当给予一定权 

限和刺激因素，如减少一些指令性项 目布局要求，适当照顾 

该地区的传统项 目和民间体育项目，提高输送队员的培养费 

和贡献奖。但对整个体育的管理 ，仍然以指令性垂直控制为 

主，以国家拨款分配为主，以文件计划等行政手段调节为主。 

国家体委与地方体委的关系仍然是按条条块块的行政隶属 

关系，省市地区之间仍然主要是依靠纵向的联系，很少有横 

向的协作交流。一些东欧国家对体育体制的改革，也曾采用 

这种办法，如前苏联和保加利亚。 

这种模式，从实践来看，效果是很不理想的。最关键的 

问题是国家对体育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各级基层体育部门 

缺乏生机和活力，体育的整体投人和产出效益欠佳。按照这 

种模式改革的国家，一般竞技体育的发展速度虽然不算太 

低，尤其在奥运会项目上可快速起飞，但投资大、收益小，基 

础薄弱 ，资金短缺 ，使“马太效应”在“尖端”与“基础”两端越 

演越烈，从而导致竞技体育发展的恶性循环。所以，这些国 

家先后对这类体育体制模式进行了新的根本改造。 

2．1．2 将传统的集中型国家行政垂直协调体制的体育发展 

模式，改为间接的国家行政管理模式。即国家垂直指令性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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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以取消，基本上全部改为指导性计划控制，但对基层体 

育部门的体育发展，继续靠国家行政体育部门纵向的管理和 

集中化的拨款的决策来进行，仍然不强调主要依靠社会力 

量 ．仍然没有形成～个完整的、充满生机和活力 的社会化 体 

育体系；基层体育部门与国家体育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隶属 

关系；基层体育部门在项 目设置、后备人材培养和输送问题 

上 ，仍然是一只眼睛盯着上级体 委，一 只眼睛盯着社会上 的 

工矿企业和大专院校以解决退役运动员的出路问题，从而形 

成对上级体委部门和社会团体的双重依赖。而且，前～种依 

赖往往是主要的，因此在财务上，基层体育部门主要靠国家 

行政拨款。因此，基层体育部门的盛衰与存亡，仍然依赖于 

纵向的国家行政保护与照顾 ，县区乡镇乃至省市体育部门仍 

然缺乏 自觉提高和拓展地方 体育整 体效 益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 

这种模式同第一种模式相比较 ，是一大进步。从有的国 

家体育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在一定时期内有着比较良好的 

效果，比如前民主德国 7O年代的快速崛起无不体现了这种 

模式的效果。但核心问题是：体育与政治的关系考虑过多， 

基层体育部门仍然受到国家行政部门的过多干预，没有一定 

的自主权力。竞技体育的社会化体系仍然没有真正形成，工 

矿企业和机关院校仍然很难界人竞技体育系统展开全面的 

竞争。 

2．1．3 将传统的集中型国家行政垂直协调体制的体育发展 

模式，改为基本上无宏观控制的社会 自我协调模式。在美 

国、日本及西方一些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类体育 

的社会协调模式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管理体制。它在宏观上 

基本没有国家行政权力的界人 ，即是有也仅仅是一个层层 汇 

总的报告或方案，对主管体育的政府部门、基层单位、社会组 

织和体育俱乐部都没有约束力。 

这种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发展模式，对传统的社会主义 

国家体育发展必须实行国家行政协调的理论和方法，是一种 

事实上的否定。从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的实践经验看 ，在这 

种模式下．体育的社会化作用发挥的比较充分，各种体育团 

体、协会、运动俱乐部的活力和竞争力比较强、体育基础雄 

厚、体育人才众多、体育交流频繁，能较好地满足社会上各阶 

层人士对竞技体育的需求，基本上克服了某些国家政府部门 

“独家经营”体育的现象，但由于放弃了必要的国家集中统一 

领导和决策，没有有效的调控手段和调控能力，在宏观上很 

容易发生不平衡。因此，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现在也正 在探索 

如何在坚持运用体育社会自我协调机制的同时，适度加强有 

效的宏观调节与控制。 

2．1．4 将传统的集中型国家行政垂直协调体制的体育发展 

模式 ，改为有宏观控制的社会 自我协调体制的发展模式。这 

就是宏观上由国家体育行政权力机构制定科学的符合实际 

的发展规划进行有效控制，微观上主要由社会各级体育部 

门、各类体育固体和 会化体育“市场”机制来协调。通过国 

家行政体育部门综合平衡后所确定的关系体育发展的重要 

规划，如竞赛制度的规定、运动员参赛资格的确定、运动员年 

龄的划分等，可以是指令性的，有关部门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但主要不是依靠层层下达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制定必要的政 

策，以间接方法去实现。对于社会上各类体育团体、体育协 

会和体育俱乐部的运动训练、竞赛活动及经费开支等，除极 

少数体育团体由国家行政部门专门拨款、统一调配予以重点 

管理和控制外，基本上由各类体育团体根据当地的民俗民风 

和社会化基础及本身的情况 自行安排。国家体育行政部门 

主要是采用竞赛制度的杆扛作用和法律手段来调节，以促进 

和保证整个体育的基本平衡和协调发展。 

这种模式的特点 ，是既要有 控制 地发展体育 ，又要 比较 

充分地发挥体育为社会服务的作用，把宏观控制与社会自我 

协调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制定 

的体育发展规划的全局性来制约社会自我协调过程中所可 

能产生的某种盲目性；另一方面，又运用社会 自我协调机制 

的客观规律性来制约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制定体育发展规划 

所可能产生的某种主观性，使宏观控制与社会自我协调互相 

取其所长，补其所短，推动体育的健康发展。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体育体制改革所需要达到 

的目标 ，应当是第四种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有 中国特色 的社 

会主义体育体制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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