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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上海在历届全运上竞技运动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 5~10 届全运会比赛上，速度力量

性项群、准确类、难美类和格斗对抗性项群能稳定地发挥其竞技实力，而速度、隔网对抗、同场对抗与耐力

类项群竞技实力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名次的变迁；举重、划船、射击、乒乓球、花样游泳等项目有望成为上海

全运会新一轮的制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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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 of Shanghai 
GAO Hong-hui 

(College of Chinese and Culture，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10,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carried ou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study on the compet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hai 

in previous Nationals Game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n the competition in the 5th to 10th National 

Games, Shanghai was able to exert its competitive strength steadily in the event groups of speed and power, 

accuracy, difficulty and beauty, and grapple; while the change of its competitive strength in the event groups of 

speed, net involved competition, same court competition, and endurance, had directly affected the change of its 

position; in addition, it is hopeful for events such as weight lifting, boating, shooting, table tennis and water ballet to 

become a new group of winning events of Shanghai in National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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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运会各省市之间的长期激烈竞技运动中，上海作为

一个独立的竞技体育整体，表现出竞技实力雄厚且竞技布局

独具特色。但关于上海竞技体育特征的研究资料较为少见。

为了解其整体竞技体育实力，进一步完善其竞技体育布局，

本文以全运及奥运成绩为依据，全面分析上海的竞技体育特

征，并对上海竞技体育的布局和资源配置提出建议。 

 

1  上海在全运会上竞技体育的特征 

1.1  历届全运会上各比赛项群竞技实力的变化特征 

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第 5届全运会为起点，对全运会

的主要夏季奥运项目按项群分类进行分数统计，为了更好地

反映上海的整体竞技体育潜力，故在进行分数统计时，取前

8名并采用全运会的记分方法(1~8 名分数为 13、11、10、9、

8、7、6、5分)进行赋分，把第 5~10 届全运会各项群成绩与

历届全运会奖牌名次进行等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从宏观

上可以看出，体能主导类项群与名次的等级相关程度明显高

于技能主导类项群，且全运会的成绩平均值明显高于技能主

导类。可见体能主导类项群成绩在整体竞技体育实力中占了

很大比重，其成绩的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到名次的变迁，因此

可以把体能主导类项群看成是影响名次变化的主要因素，理

应加强对体能主导类各项群的投入力度。而技能主导类项群

则随着名次的跃进，其竞技实力却呈加强之势(与名次的变

化呈等级正相关)，提示该项群竞技实力的发展有很大的挖

掘潜力。 

体能主导类中的快速性项群、耐力性项群以及技能主导

类中的隔网项群、同场对抗类项群对名次的变化较为敏感

(尤以耐力类项群为甚)，说明这些项群成绩的好坏直接和名

次相关，因此以上各项群的竞技实力已成为了上海队克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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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的关键。其它各项群(速度力量类、准确类、难美类和格

斗对抗类)与名次变化的相关程度不高，一方面可归纳为该

项群竞技实力薄弱，其项群的成绩不能影响整体名次的变

化；另一方面，也可认为该项群已有足够雄厚的竞技基础，

是整体竞技实力的支柱，在历届全运会上发挥稳定并不受名

次变迁的影响。耐力类项群与隔网类项群竞技实力的变化与

名次的变迁呈完全负相关(R=-0.812，R=-0.754)，可见其在

历届全运会上有着较为强劲的竞技优势，但从八运会后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出现下滑趋势，有下降趋势的还有速度类、同

场对抗类与隔网对抗类，它们的竞技实力与名次的相关性明

显高于其它项群，这种下降趋势说明上海竞技体育实力开始

削弱，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为了进一步分析上海队整体竞技体育实力，对其竞技体

育布局作更为科学的安排，故把第 5~10 届全运会上 8 个项

群分为 3个亚项群，并算出它们在整体竞技潜力中的贡献率

(贡献率=历届全运会各亚项群得分和/历届全运会体能类与

技能类得分和×100％)的大小。其中第一亚项群为快速、同

场对抗、隔网对抗和耐力类亚项群(贡献率为 66.24%)；第二

亚项群为速度力量、格斗对抗类亚项群(贡献率为 21.17%)；

第三亚项群为准确类和难美类亚项群(贡献率为 12.59%)。 

第一亚项群是上海队竞技体育潜力的重要保障，只有在

保持该项群竞技优势的前提下，才能保证上海的竞技体育地

位的日益巩固，而关于第一亚项群的投入与关注理应是摆在

第一位的。因此在安排上海竞技体育布局时，应做到在保持

传统制胜项群（速度力量、格斗对抗、准确和难美类项群）

竞技势力的基础上，充分发展和巩固同场对抗类、隔网对抗

类和耐力类项群的竞技实力显得至关重要，因为隔网对抗类

与耐力类亚项群既是整体竞技实力的主要体现又是对名次

变化极为敏感之因素，是所有项群中的重中之重，可见加强

该项群的投入力度对上海整体竞技体育实力的提高，显得尤

为关键。第二、三亚项群是构成整体竞技潜力不可分割的部

分，因此对它们的经济投入和关注程度，应放在第二和第三

位。而相对于名次变化而言，竞技实力日益消减的项群(耐

力类项群)和日趋增长的项群(准确类、难美类和速度力量类

项群)应给予充分的保护和扶持。以保证在提高整体竞技实

力的基础上防止原有竞技实力的退步。 

1.2  全运会竞技体育的现实对比 

(1)十运会上海竞技体育潜力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了解上海队在国内整体竞技实力中所处的

地位，本文取十运会奖牌榜上上海队前 3名、后 1名代表队

(北京、辽宁、浙江和福建)作为上海队的比较对象，以各项

目得分的百分比(取前 8 名，计分方法同前)为指标，分析上

海竞技体育的现状特征。 

从表 1可看出，上海与其它各队相比，在体能主导类的

各项群中，除短距离游泳与径赛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外，其它

各项目如长距离游泳、田赛都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可见，上

海队体能主导类各项目的整体竞技实力不容乐观，提示除游

泳外对体能主导类各项目关注的必要性，这一点与上海体能

主导类项群的历史特征相符；在技能主导类的各项群中，与

其它代表队相比，只有手球、垒球、水球、射箭、击剑、跳

水和蹦床具有明显优势(尤以新增项目蹦床最具有优势)，而

其它各项目如摔跤、篮球、网球、柔道、羽毛球和体操等都

表现出明显不足；虽除羽毛球外其它项目都优于下位代表

队，但篮球、射击、摔跤、柔道与上位代表队的北京、辽宁

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另外，羽毛球弱于辽宁；网球弱于北

京。整体而言，上海除田赛、羽毛球、自行车差于下位外，

其余各项目均比下位队强，说明上海的整体实力高出福建很

多。与上位的浙江相比，除田赛、长距离游泳及体操外，其

余各项目均强于上位的浙江队，这说明上海的整体体育实力

也高于上位浙江队，所有这些都与上海竞技体育实力的历史

特征相吻合，从其竞技实力的历史和现实特征可知，提高各

弱势项目竞技实力有着较大的难度，但竞技实力明显不足的

各项目的提高，是赶超上位各代表队和提高上海整体竞技体

育实力的关键所在。 

 

  表 1  各项目现状比较（十运会成绩比较）     分 

项  群 北京 辽宁 浙江 上海 福建 

径赛 6.57 0 1.64 8.4 5.99 
速度 

游泳 4.54 9.27 10.83 14.3 4.06 

田赛 4.43 10.32 5.07 3.71 6.43 快速 
力量 举重 1.52 7.64 0.53 7.55 4.67 

径赛 9.13 12.17 3.33 12.17 0 
游泳 9.24 0 28.9 3.62 0 
划船 3.82 5.73 7.06 7.12 15.86

 
 
 
体

能  
耐 
力 

自行车 4.14 5.52 0.53 4.14 4.67 

足球 7.92 12.8 1.21 12.8 0 
篮球 6.09 9.64 2.03 4.06 0 
手球 6.99 2.02 0 7.36 0 
垒球 7.76 1.9 0 10.67 0 
曲棍球 7.28 13.9 2.64 7.28 0 

 
同 
场 
对 
抗 

水球 7.24 0 0 18.8 0 

射击 9.29 8.29 2.84 7.52 5.52 准确 
射箭 5.43 6.52 0 7.6 0 

摔跤 5.17 5.02 1.06 4.18 0.6 
柔道 8.62 12.6 2.07 4.31 0 

格斗 
对抗 

击剑 1.59 8.52 0 18.63 0.79 

羽毛球 1.49 7.23 2.99 3.82 10.48
网球 12.18 0 1.06 4.18 0 
乒乓球 8.91 11.82 0.96 10.07 0 

 
隔网 
对抗 

排球 1.35 9.96 5.06 8.44 4.22 

跳水 5.54 0 0 11.59

花样游泳 10.5 0 0 8.67 

3.5 
0 

体操 8.63 3.8 4.9 4.43 0.7 

 
 
 
 
 
 
 
 
技

能

 
难 
美 

蹦床 0 0 0 10.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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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上海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运会竞技中，逐

步形成了以体能主导的短距离游泳、短距离跑、现代五项和

技能主导的足球、手球、垒球、水球、射箭、击剑、跳水、

马术为主要制胜项目的竞技格局，且以其明显的优势表现出

重点突出的特点。与历届全运会的优势项目比，游泳与射击

继续上升的空间还较大，但其余项目上升的空间较为细小，

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上海队要想在优胜劣汰的全运会竞技

中继续保持前沿地位，就必须保持其原有优势项目并开辟新

的制胜项目。 

(2)有待成为新一轮制胜项目的挖掘。 

除前面提到的各制胜项目外，体能主导项群的举重、长

距离径赛、划船和技能主导项群的射击、摔跤、乒乓球和花

样游泳与其它各项目相比，在十运会上表现出较为强盛的竞

技实力，为保持上海队前沿的竞技地位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可以把这些项目看成是上海队新一轮的制胜项目。另外，纵

观这几个项目在第 5~10 届全运会的表现(各项目得分和，赋

分方法同前)，乒乓球和花样游泳的竞技实力基本上随时间

的变化呈递增的趋势，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举重、划船、

射击这些项目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说明其具有挖掘的潜

力。 

另外，从训练学的角度审视这些项目，不难发现各项目

与现有的制胜项目有着特殊的项群渊源，从而提示在训练方

法和手段上可借鉴现有制胜项目的训练方法和手段[2]，如同

属快速力量类的跳跃和举重、格斗对抗类的摔跤和击剑以及

表现难美类的花样游泳和蹦床，均可依其项群的归属，在各

方面借鉴现有的制胜项目，在投入足够人力和物力的前提

下，有望成为新一轮的制胜项目。上海队要巩固自己前沿竞

技地位，这一点应充分予以重视。 

1.3  上海队历届全运会获得奖牌变化特征 

竞技体育中，前 8 名的成绩表现出一个整体的竞技潜

力，而奖牌数量更体现其竞技实力[1]，为充分了解上海队的

竞技实力变化情况，以历届全运会上上海队所获得不同奖牌

的数量来对上海整体竞技实力的发展进行分析(采用金、银

和铜牌分别取 4、2、1分的方法计分)。 

第五届全运会上海队充分显示了其竞技体育实力，奖牌

占全运会奖牌总数的 11.7%，但此后，奖牌数量呈递减之势；

在第八届全运会上上海凭借主办全运会天时、地利和人和的

优势，在足够重视和投入的前提下，达到名次的巅峰；之后

又出现了下滑，在第十届全运会上奖牌整数虽然出现了历史

性突破，但金牌数比八运会少了 16 枚，从而影响了上海的

金牌榜的名次，这说明全运会上别的代表队夺金势力越来越

强，竞争日趋激烈。从整体上看，上海竞技体育布局日趋完

善，竞技实力日益巩固，在全国的竞技体育地位始终位于前

沿。估计在下一届全运会上，上海队在合理安排自身竞技格

局，在保持足够重视以及投入的前提下，凭借其大量具有夺

金潜力的优势，其金牌数量有可能较大程度地增加。 

 

2 结论与建议 

(1)体能主导项群是上海整体竞技体育的强势所在。 

(2)速度力量类、格斗对抗类、难美类和准确类为上海队

整体竞技实力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而快速类、耐力类、

同场对抗和隔网对抗类项群是影响上海在全运会上名次变

化的关键项目。 

(3)相对于名次的跃进而言，耐力类的竞技优势日趋消

退，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而速度力量类和难美类的竞技实

力表现出逐步增长势头，须大力扶持。 

(4)举重、划船、射击、摔跤、乒乓球、花样游泳项目具

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有望成为上海队新一轮制胜项目，并

将成为上海队获得新的竞技体育实力的源泉。 

(5)上海队应根据各项目的竞技现状合理地安排资源，做

到重点突出而又统筹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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