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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投入与产出效益研究》共分八章。
第一章主要对研究背景进行阐述，提出研究总体框架和技术路线的设计；第二章主要提出了竞技体育
人才概念、投入概念、产出概念和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投人等一系列概念和定义；第三章介绍竞技体育
人才培养投入产出效益及风险评估方法，如收入函数法和模糊综合评估法的应用；第四章分别研究了
在第27、第28届奥运会周期国家对国家队优秀运动员培养投入，各省市在第九、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周
期对各省市优秀运动员、后备运动员培养的投入现状；第五章分别从人才效益、奖牌效益、政治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五个方面对各省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引用大量数据说明产出效益问题；第六章
是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投入产出效益实证研究，分别对五个效益相关的调查问卷进行了分析；第七章是
投人风险研究，分别提出了风险概念、风险指标分类，还对风险指标进行了评估和比较，认为目前我
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投入处于高风险状态；第八章分别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提高产出效益的应对措施。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投入与产出效益研究》可供体育科技工作者、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人员、体育
院系师生、体育行业人员、经济工作者等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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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洪珍，女，1953年10月出生，江西省樟树市人。
现为韩山师范学院体育系教授，体育重点学科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
家，全国社科基金项目体育学科通信评审专家。

　　从1999年起主持完成研究课题13项，其中国家级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6项。
先后在国内报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7部。

　　曾获省优秀体育教师，两次获省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潮州市
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曾获全国体育科学学会优秀会员，多次获校教学、科研先进个人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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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回顾体育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为主的体制下，体育组织系统更多地
是以集权化的形式出现，政府管理型，即“国家办一切”的体制一直被沿用，虽然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由于受旧体制根本性问题的约束，导致了权责不分、经费不足、管办不严等弊端。
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投人特征表现为：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是最主要
或唯一的经费来源，政府承担了从训练到竞赛、从运动员工资福利到场地器材、从国家队到基层少年
体校的一切开支。
它有助于政府从全社会的最高利益出发，规划资源的配置，保证竞技体育及各级运动队的迅速发展；
有助于政府对竞技体育的责任和义务形成明确的规定，排除各种可能的干扰，使竞技体育紧紧围绕着
政府的意志运转。
各级运动队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国家，并对加大投入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投入模式的选择受到极大的限制，在政府包办一切事务的制度框架内，
竞技体育只能是靠政府，而要形成社会、个人、政府共同办竞技体育的模式是不可能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竞技体育的改革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开始启动。
针对“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方针”，即
在政府办竞技体育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提倡社会团体、集体、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的发展
。
具体是：鼓励有条件的城市、行业、厂矿企业、高校投资办高水平运动队；专业运动队向社会寻求经
济赞助，缓解训练竞赛经费不足的矛盾；竞赛参与主体与竞赛资金社会化。
这些措施的实质是试图打破竞技体育由政府一家独揽大权的模式，积极争取政府财政之外的资金来源
。
但由于认识的误区，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目标与社会偏好不一致，以及竞技体育资源主要集中在政府等
，导致竞技体育过分依赖国家，政府独家办运动队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性改变，依附于竞技体育投入
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投入状况不可能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体育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改革取
向，我国以足球为代表的部分竞技体育项目相继推行了职业体育俱乐部制度，运动竞赛社会招标及商
业性比赛不断涌现，为竞技体育向社会筹集发展资金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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