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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我读大学到任沈阳市体育局局长的20多年时间，正是我国体育事业开始探索改革的时期，理论
界虽然有些成果，但对改革实践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一直不明显。
我在沈阳市体委和体育局担任主要领导的十几年间，不断探索、实践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事业发展之
路，从全员聘任制的人事制度改革到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场馆管理运行模式；从不靠
财政投人而靠市场扶持政策的场馆改造到依靠社会力量举办“亚洲体育节”、“世界棋牌节”、“十
强赛”，沈阳的体育事业蒸蒸日上，不仅取得了全国城市运动会的第一、省运会的第一和助推中国男
子足球队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佳绩，沈阳的体育人也开始懂得市场的体制、机制和理念。
然而，实践中无法开解的问题与迷茫还是让我下决心参加全国统考进入最高学府深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的三年博士学业引导我开始从宏观上思考中国体育经济政策、
中国体育资源配置效率和中国体育制度的分析与设计三大问题。
200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首部专著《中国体育经济政策研究》，此书填补了我国体育经济政策
系统研究的空白，成为体育经济政策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
在研究体育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体育资源配置问题逐渐成为我关注的重点，但由于研究主题的限制，
只好把体育资源配置研究作为体育经济政策研究的续篇。
即将着手研究的中国体育制度的分析与设计问题，将在前两本书的基础上就中国体育改革目标的总体
框架和制度设计进行深入的分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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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所谓政策客体，就是指在体育资源配置政策发挥作用时所指向的对象。
公共目标能否实现，除了受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影响外，与政策客体也有直接的关系。
体育资源配置政策客体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体育资源配置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所要
改变的状态；第二个层面是体育资源配置政策执行中所要直接作用的对象；第三个层面是体育资源配
置政策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所谓政策目标，是指制定体育资源配置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目标一般来说都不是单一的目标，
而是由多种目标构成的总体目标。
从总体上说，体育资源配置政策目标必须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相一致、相协调。
②当前，我国体育资源配置政策目标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第一层次是从经济角度而言，体育资源配
置政策的目标是提升人力资源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资源配置不仅仅具有经济效益，更在提
高人们身体素质和劳动率方面有着积极作用；第二层次是从政治角度而言，体育资源配置政策的目标
是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当今日社会以和平和发展为时代主题时，国际体育比赛成为国家之间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体育资源供给的多少肯定会影响国家整体体育的发展。
因此，重大国际体育比赛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十分巨大；第三层次是从文化角度而言，体育中所蕴涵的
竞争意识、协作精神和公平观念对弘扬民族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能产生积极影响；第四层次是从
终极目标角度而言，体育事业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发展在身体潜能和心
理素质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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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资源配置效率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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