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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乒协近期提出“养狼计划”，旨在帮助提高全世界乒乓球运动员水平，以促进乒

乓球运动在世界范围的整体发展。研究认为，在中国打造顶级乒乓球超级联赛是“养狼计划”实

施的前提；制定长效机制，培养“狼群”是“养狼计划”实施的基石；普及和推广乒乓球运动，

是“养狼计划”实施的土壤；“狼自强”是“养狼计划”实现的保障。4 个方面构成了“养狼计划”

整体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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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Wolf Breeding Program” (WBG) worked out by the Table Tennis Association of 

China is to help table tennis players in other table tennis associations worldwide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s, so as 

to boos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able tennis worldwide. In their study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establishing a topnotch super league tournament in China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BG; working out a long-effective mechanism to breed “wolf packs” is the foundation stone for the implementa-

tion of the WBG; popularizing and promoting table tennis is the soi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BG; “wolves 

becoming stronger independently” is the assura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WBG. The four aspects constitute the 

strategies fo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W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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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2 月，蔡振华接任中国乒协主席一职，随

即推出了“养狼计划”——采取“走出去、请进来”

的办法，帮助其它协会乒乓球运动员提高水平，以促

进这项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均衡发展。这是一项着眼于

中国竞技乒乓球未来发展的长远计划。作为世界竞技

乒乓球运动水平 高的国家，这一发展策略无疑具有

积极意义。在对“养狼计划”实施的背景和现阶段实

施效果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尝试构建“养

狼计划”的发展策略，旨在为进一步制定具体详尽的

措施指明方向，为权威部门实行该计划献计献策。 

 

1  “养狼”计划实施的背景 

1.1  中国竞技乒乓球运动“一枝独秀” 

继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囊括了乒乓球比赛的

所有金牌之后，在 2009 年刚结束的第 50 届横滨世乒

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再度垄断了所有项目的金牌。这

已经是中国健儿第 7 次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包揽全

部单打项目。然而媒体似乎都没有太多兴趣关注这个

优异的成绩，观众的反应则更是平静，网络上甚至有

网友不耐烦地将世乒赛称为“世界上 没有悬念的比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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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际球员星光黯淡 

在如今的乒乓球重大赛事上，真正能和中国选手

对抗的国外运动员已不多见，且主要集中在亚洲少数

几个国家。曾经的乒乓球强国瑞典、德国、比利时等

欧洲国家如今都已风光不再，个别国家仍然依靠老将

担纲。于是就有了年过 4 旬的瑞典老将佩尔森征战北

京奥运会的事例。偶尔出现的一两位新星往往因为技

术上的差距而与中国军团无法抗衡。这一现象暴露出

竞技乒乓球在欧美国家青黄不接的严峻现实。国际球

员竞技水平上不去，国际球星日趋减少，也直接影响

到乒乓球项目在世界的受欢迎程度。 

1.3  规则修改效果不佳 

    近几年，国际乒联屡推新规，致力于世界乒乓球

运动整体水平的提高，以“遏制”中国队动辄包揽金

牌的“独大”现象，但收效甚微[1]。中国队总能在新规

则实施后的较短时间内通过集中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教

练员、运动员及科研人员的智慧，举全国之力，很快

就掌握了新规则下乒乓球运动的新特征，始终站在乒

乓球运动的 前沿。与此相对应的是，更多的国家基

于体制上的限制，无法为运动员提供良好的科研、技

术以及训练环境，导致不少优秀运动员成为了新规则

的“牺牲品”。规则不断修改后，中外运动员之间水平

差距反而越发悬殊。 

1.4  国内关注乒乓球运动的人数下降 

即便是在中国，被上升到“国球”高度的乒乓球，

由于没有了当年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其参与者和关

注度也呈下降趋势。它所吸引的受众群主要集中在有

一定年纪或时代记忆的“中老年人”。青少年群体中的

乒乓球普及度令人担忧。虽贵为“国球”，乒乓球运动

很少能步入中小学体育课堂。在青年人群 集中的高

校里，受其它运动项目的吸引，关注乒乓球运动的人

群比例也在明显下降。对于“国球”的理解，更多的

只是从竞技体育带给国家的荣誉这一角度出发。因此，

乒乓球运动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国外选手的缺失，还

有国内对其热情的衰减。如何保持竞技体育和群众体

育双轮驱动，如何在青少年人群中普及乒乓球运动，

激发人们对乒乓球运动的热情，已经成为摆在乒乓球

管理者眼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1.5  竞技乒乓球比赛关注度走低 

2009 年横滨世乒赛结束之后，央视公布了一组乒

乓球比赛电视收视率数字，除了两场中外高水准选手

的对决场次接近 1%，其余场次均未能达到这一数位，

甚至连男女单打决赛的场次都未能达到 0.5%[1]。转播

乒乓球比赛一向是央视体育频道具有稳定收视率的节

目之一，以往的收视率仅次于 NBA 的转播。2007 年

萨格勒布世乒赛前夕，央视转播国家乒乓球队队内选

拔赛的收视率达到 3％以上；在乒乓球重大国际比赛

上，焦点场次的收视率更是在 5％以上。而本届世乒

赛，由于中国队优势太大，国际比赛早早地演变成国

内对抗赛，金牌早已经有了归属，比赛全无悬念，导

致电视转播收视率直线下滑。 

 

2  “养狼”计划实施的理性思考 

2.1  “养狼计划”实施的必要性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对于“包揽”两

个字的感受和诠释迥然不同。过去，乒乓球比其它体

育项目承载了更多的政治使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多一个世界冠军则多一分国力强盛的自信，多一个世

界冠军则多一分民族尊严的提升，冠军在很大程度上

满足的是国人的深层心理需求。随着我国政治地位、

经济地位在国际上的日益提升，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

上斩获 51 枚金牌，领先于美、俄等国，中国人有底气

以强者的视角重新审视乒乓球运动——它不过是一项

游戏而已。 

因此，对中国近来在乒乓球比赛上“压倒性胜利”

的反思，表明中国人对体育比赛的认识已逐渐趋向理

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乒赛的空前大包揽，才

有可能被从另外的角度去解读：“一个人的游戏不是不

好玩，是根本没法玩下去”。没有更多观众的关注则会

失去更多企业的赞助，从而影响全球乒乓球运动的发

展。不论奥运会还是世乒赛，如果只见中国人，观众

难免兴趣大减。正是基于改变世界乒乓球运动整体发

展的极度不平衡现状，“养狼计划”应运而生，其目的

只有一个——通过系统的规划和一系列具体、有效的

措施改变乒乓球运动在全球的失衡状态。 

2.2  “养狼计划”实施的绩效分析 

1)“养狼”效果不佳。其实，早在“养狼计划”

提出之前，中国就已经通过多种 “走出去”和“请进

来”的方式帮助其他国家发展乒乓球运动。然而在当

时，“奥运争光”是我国乒乓球运动开展的第一要务。

在援外的思想上还处于较为谨慎和保守的状态，帮助

对手是以我们在大赛上确保金牌为前提的。如今，“养

狼计划”实施已近一年，就目前所取得的效果来看并

不是很好。在近期国际乒联举办的欧亚对抗赛，乃至

世界一系列对抗赛中，双方实力依旧悬殊。排除可能

因为“养狼计划”运行时间短效果不明显，特有的体

制优势等因素，还在于对“养狼计划”的整体把握不

足。欲通过选派国家队队员赴欧洲充当短期陪练等临

时性措施，以此提高对手的训练水平，进而使其能与

中国队抗衡，目标显然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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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赛让球实不足取。在第 50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

赛上，中国乒乓球在男双比赛中全部起用新组合，女

双组合仅保留李晓霞/郭跃一对老搭档，混双比赛更是

全部以新面孔出现，姑且不论 终比赛成绩，单从乒

乓球比赛的排兵布阵上看，中国队这种做法已经有了

某些“让球”的痕迹。必须说明的是，主动削弱自己

的实力，在大赛中“放水”，以便让对手有机会获得奖

牌，这一做法只能算是特殊形势下“养狼”的权宜之

计，并不利于乒乓球运动的健康发展，也有违竞技体

育“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实不足取。 

2.3  “养狼计划”策略构想的可行性思考 

“养狼计划”的 终目的是促进乒乓球运动在世

界范围内的整体发展。从目前乒乓球运动的发展现状

来看，这一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长期、系

统的工程。可见，“养狼计划”也应设计长远发展计划。

那些短期性的、速成性的措施往往有急功近利之嫌，

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基于以上分析，“养狼计划”应先

把握整体运行策略，然后制定较为具体的措施。在制

定策略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有效性原则。即

该计划中的具体措施应具备可操作性，效果应显著。

二是长效性原则。根据竞技乒乓球在全球的开展现状，

期望短期解决存在的问题不太现实，需要制定长期、

稳定的帮扶计划。三是兼顾性原则。在乒乓球运动的

总体发展上，竞技水平提高离不开大众普及，在乒乓

球运动员的培养上，既要着力打造顶尖运动员，同时

也要关注后备力量的培养。 

    在实施计划的时候，首先需要寻求供国外高水平

运动员与中国运动员经常交流的平台，打通雄厚基础

与一线尖子之间的渠道，这是确保“养狼计划”顺利

实施的前提。与国际乒协此前提出的组织世界各国优

秀运动员同中国运动员一起训练这一思路相比较，在

中国通过举办乒乓球超级联赛(简称乒超联赛)为“养

狼”搭建平台显然更加切实可行。在联赛的平台上，

海外球员可以持续有保证地获得与中国顶尖球员直接

对抗的机会。此外，其它运动成功开展的经验表明，

乒乓球运动的扩张既需要淡化国家意识，海纳百川，

又必须在多个国家打造出颇具公众影响力的球星，以

此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项运动，而这两点要求只

有在世界顶级联赛的平台上才能得到满足。 

但仅凭借搭建“乒超联赛”这一平台来解决竞技

乒乓球运动失衡现象显然还不够，只能治标不治本，

毕竟能参加到中国乒超联赛的国外运动员人数有限，

且只能是少数国家的顶尖运动员。与培养国外高水平

运动员的迫切性相比较，中国帮助其他国家培养乒乓

球后备人才问题也同样重要。目前，除了中国、德国、

韩国等少数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乒乓球后备人才匮

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竞技乒乓球运动的整

体水平。从这一点上来看，利用乒乓球大国自身的优

势，通过与国际乒联密切合作，悉心培育“小狼群”，

这一策略应成为“养狼计划”得以长期实施的基础。 

竞技乒乓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不平衡还与乒

乓球运动在许多国家普及和开展程度不足有密切关

系。由于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乒乓球运动在这些

国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环境，从事职业乒乓球运动

员的数量少之又少，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更是不切实际。

此时，“养狼计划”还应当将目光投向乒乓球运动的普

及和推广方面，它是“养狼计划”得以顺利实施的土

壤。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

过内因而起作用。竞技乒乓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整

体发展不能完全借助“养狼计划”来实现，各国乒乓

球协会应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普及本国乒乓球运动，

营造乒乓球氛围，为乒乓球人才培养积极创造条件，

依靠自身的力量着力发展乒乓球运动是该项目得以整

体发展的根本，是“养狼计划”得以顺利实施的保障。 

 

3  “养狼计划”的实施方案构想 

3.1  打造世界顶级乒乓球联赛，搭建“养狼平台” 

“举国体制”下的中国竞技乒乓球始终把奥运争

光作为发展该运动的第一要务，“乒超联赛”创建初衷

也是放在提高球员的待遇，稳定军心，更好地为国争

光这一思路上。“乒超联赛”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养

狼计划”发出了另外一种声音——中国愿意担负起乒

乓球大国的责任，与国际乒联密切合作，把普及、推

广和提高乒乓球运动与“奥运争光”作为同等重要的

大事来看待。做到“一面全力争冠，一面悉心‘养狼’”，

彰显出乒乓大国的气魄和胸襟。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联

赛，为“养狼计划”的实施搭建平台就显得极其重要，

它是“养狼计划”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 

1)提升乒超联赛地位。把开展职业联赛和奥运争

光放在同一层面上。首先，延长联赛时间，将职业联

赛的开展当作乒乓球运动的头等大事来做，积极开拓

乒乓球市场，取消国家队长期训练体制。在世界大赛

前夕，临时组建国家队，国家队队员的选拔依据本赛

季的比赛成绩而定。其次，各个俱乐部应担负起经营

联赛的重任，积极开拓市场，增加联赛的商业元素，

争取获得更多赞助。延长联赛时间容易吸引商家的注

意力，因此更容易获得商业赞助。第三，球员把更多

时间投入俱乐部的训练比赛中，可以增强其归属感、

形成职业意识。第四，国外球员长时间与中国球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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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训练、比赛，有助于切实提高其竞技水平。 

2)推动赛事改革，为“狼”搭建学习平台。国际

乒联的战略思路必须有所革新。原先，国际乒联总是

把目光和精力全部集中在世乒赛、世界杯、奥运会等

顶级大赛上，使代表国家队参加世界大赛成为乒乓球

选手登上名利顶峰的“独木桥”。现在，它应该致力于

培育和壮大乒乓球的职业市场，给潜在的“狼”搭建

学习平台。比如，在世乒赛、世界杯等需要由国家队

参赛的大赛之外，创立类似欧洲足球冠军联赛、世界

足球俱乐部联赛的乒乓球俱乐部国际赛事，并将其提

升到与世乒赛、世界杯同等的位置上来，给球员同样

或更高的荣誉和奖励，鼓励各国各地区协会和选手同

样重视俱乐部的国际大赛。国际乒联可以考虑把现有

的世乒赛延长到 4 年一届、世界杯 2 年一届，亚洲、

欧洲的俱乐部冠军联赛和世界俱乐部联赛则每年都

有，鼓励大家去办高水平的俱乐部，培养有潜质和市

场价值的各国运动员。 

3)普及“国球”，为联赛的发展奠定基石。在后奥

运时代，中国体育应该转变唯金牌论的观念，让竞技

体育和全民健身两个轮子一起转起来。在这一点上，

我们应该学习一下日本的“国球”——棒球。日本的

棒球真正做到了全民普及，很多小学生放学之后就会

三五成群去打棒球，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球”。要

改变目前现状，需要国手们的配合，通过下“基层”，

和普通的乒乓球爱好者进行沟通交流和指导，提高他

们的兴趣，普及乒乓球运动；基层学校通过建风雨操

场引进乒乓球课，在中小学生群体普及乒乓球运动。 

4)提高球员的职业素养。中国乒乓球的辉煌成绩

是以牺牲年轻球员们宝贵的学习机会为代价。由于中

国的乒乓球人才济济，因此有机会进入国家队，在世

界比赛中露面的几乎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球员在年

纪还不大的时候就只能选择退役，然后到大城市中的

球馆担任教练，因为除乒乓球之外，他们别无所长，

社会竞争能力较低。这是现有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一

大通病。如果能够让球员从小就一边训练一边学习文

化，也许会暂时影响他们乃至整个中国乒乓球的成绩，

但从长远来看，必然利大于弊，因为学习文化知识和

体育运动技能对于运动员今后的个人发展、提高其运

动技术和职业素养都大有裨益，学习型球员有成为乒

乓球“巨星”的更大潜力。 

5)借鉴成功联赛营销策略，打造世界级球星。中

国球员的实力顶尖，但很多时候他们都显得千篇一律。

要具有观赏性和商业价值，个性化的球员必不可缺[2]。

蓬勃发展的运动需要的不仅仅是明星，而是具有个性

的明星，“比如 NBA 的科比、奥尼尔都有着自己的个

性，网球中的费德勒、纳达尔也是如此”。相比之下，

虽然我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技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

可台下一张口，却是三言两语，乏善可陈。球迷喜欢

的是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立体化的人物。中国不缺

少冠军，缺的是乒乓球偶像[3]。同样是中国文化的重要

名片，“国术”在全球的“营销策略”就值得“国球”

借鉴。李小龙、成龙、李连杰这些功夫明星和他们的

功夫电影，无疑是武术在世界范围内走红的因素之一。

“国球”也需要这样的文化营销和形象使者。 

3.2  制定长效机制，悉心培养“狼群” 

1)建立优秀教练员援外制度。中国乒乓球竞技水

平高，与中国拥有众多的高水平教练员密不可分。优

秀教练员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多年前王大勇执教比

利时国家队，培养出了大、小塞弗等世界顶尖运动员，

他们多次在世界大赛中取得佳绩，乒乓球运动在比利

时掀起了热潮。刘国栋执教新加坡女队，让多年难觅

对手的中国女队有了 为强劲的“敌人”。特别是近期

国际乒联对“海外兵团”的身份做出更为严格的限定，

因此，鼓励各国协会培养本土运动员成为一种发展趋

势。通过“海外兵团”带动乒乓球在各国开展的作用

会逐渐减少。为了涌现出更多的“狼群”、使培养出来

的“狼”更具有杀伤力，定期向国外输送高水平教练

员就显得更为必要。相关部门、应取消对教练员年龄、

执教现状等因素的限制，甚至可以将在职教练员援外

的时间和次数作为制度确立下来。 

2)在中国成立国际乒乓球训练中心。利用乒乓球

运动在中国特有的优势地位，在中国成立国际乒乓球

训练中心。国际乒联每年从世界各地挑选一些有天赋

的年轻球员到中国训练，国际乒联对于不发达地区有

发展潜质的年轻运动员应予以资助，教练员由国际乒

联委派。中心通过组织中外比赛，中外共同训练等方

式增加相互交流的机会，进而提高年轻运动员竞技水

平；定期召开高水平教练员培训班，有效提高乒乓球

运动不发达地区教练员的执教和训练水平。 

3.3  普及和推广乒乓球运动，打造“养狼”氛围 

1)加大乒乓球运动本身的宣传力度。乒乓球运动

若要持续发展，需要世界范围的体育爱好者积极参与。

乒乓球是一项老少皆宜的体育运动，场地设施要求简

单。之所以没有掀起世界范围的乒乓球热潮，宣传力

度不够是主要因素。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让世界上

更多的人了解 NBA、喜欢美国篮球，NBA 联盟每年都

会组织世界级球星到全球做巡回表演，这一活动直到

现在仍在延续。乒乓球运动也应如此，中国乒协有必

要和国际乒联密切合作，通过一系列具体手段，让更

多国家的人群参与到乒乓球运动中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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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乒乓球文化推广的力度。在努力使联赛更

国际化的同时，应注意乒乓球运动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加大中国乒乓球文化向海外扩张的力度，进而达到宣

传乒乓球运动的目的。在世界各地开设乒乓球馆，使

乒乓球馆成为继中国餐馆和中国武术馆、孔子学院之

后的又一海外中国文化的代表。日本的动画片《灌篮

高手》、《网球王子》一度在中国青少年中掀起了篮球

热、网球热，中国乒乓球协会可以效仿日本的做法在

世界各地大力宣传，推广乒乓球运动[5]。 

3.4  “养狼”还需“狼”自强 

近期，国际乒联主席沙拉拉建议中国进一步开放

训练环境，允许国外运动员同国家一队一同训练，但

该建议遭到拒绝。中国乒协拒绝开放国家队，并非缺

乏诚意。退一步讲，假如国家一队真的彻底开放，这

种做法也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避开投入不说，运

动员和教练员的国籍意识和国家观念首先是不可回避

的问题。而且，此前德国队和韩国队就有通过合练共

同提高的打算，可 后由于各自利益没法达成统一，

合练也就无从谈起[6]。“养狼”还需“狼”自强。“养狼

计划”只是外在的一种帮助，给“狼群”提供一个更

好的发展平台和生存空间，并不能代替“狼”们自己

的成长和壮大。各协会不能把人才的培养全部寄托在

中国，那样的心态，既不健康，也不现实[7]。各国家(地

区)协会对于开展乒乓球运动所持有的态度和发展策

略决定着乒乓球运动的走向。现阶段，在借助外力的

同时，依靠自身的力量扎实而有成效地开展本国乒乓

球运动应该是“狼群” 终成长和壮大的根本。 

“养狼计划”是中国乒协在竞技乒乓球运动全球

发展失衡，大众乒乓球普及程度低的现状下及时提出

的具有战略意义主张，旨在促进乒乓球运动在世界范

围内整体均衡发展。制定这一长期发展战略可以从打

造顶级乒乓球超级联赛、制定长效机制悉心培育“狼

群”、普及和推广乒乓球运动以及“狼自强”4 个方面

构建。权威部门可依据这 4 个方面制定稳定、详实的

措施，确保“养狼计划” 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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