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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重视技术创新理论问题的研究，研究范围包括技术创新的模式、机制，国
家创新体系、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创新政策等诸多方面。
将创新理论引入体育研究领域，尤其是对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的研究，已经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视为
保持竞技体育长盛不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中国竞技体育承担着“为国争光”和发展体育产业的双重任务和目标。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及其运行机制的建立，对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当今世界，竞技体育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世界竞技体育的激烈竞争，竞技运动水平更加接近，各国政府也更加重视。
我国竞技体育在奥运会等重大比赛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跃居世界体育大国的行列，但与世界体
育强国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此，必须深入研究竞技体育发展的规律，以技术创新作为应对挑战的基本对策。
    在我国竞技体育技术含量低、总体竞争能力不强时，技术创新尤其是核心技术创新成为提升我国竞
技体育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在运动技术本身的内容上包括：技术原理创新、技术结构创新、技术功能创新、
技术方法创新和技术应用创新等几个主要方面。
在指导思想上应贯彻“科教兴体”战略和依靠、面向、攀高峰的方针，紧密围绕奥运争光和体育市场
发展的总目标，以改革为动力，以竞赛和市场为导向，以运动队为主体，与体育科研部门和体育院校
密切合作，组织协调体育科技力量，优化配置体育科技资源，推进“队一学一研”的进一步结合，立
足于重点项目的技术创新体系、机制和能力的建设。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总体上说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在竞赛和体育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将发明的新设想
通过研究开发和试验，转化为具有竞争优势的新技术的过程。
认识竞技体育技术创新运行过程模型和特性，并选择合适的创新模式，是实现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的基
本途径。
因此，应针对技术创新的特点，加强对技术创新过程和要素的管理，并且选择适当的管理方法。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为实现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的技术创新
战略，其目的是解决竞技体育长远发展的问题。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来自运动队内外的多种动力因素的作用。
竞技体育运动队是运动技术创新的主体，它对技术创新的热情、投入和所付出的努力决定竞技体育的
技术创新能力。
成功的技术创新实质上是技术管理和管理制度两方面创新的综合体现和必然结果。
管理体制一直是影响竞技体育竞争力不强、技术水平不高的重要因素。
面对日趋激烈的竞技体育竞争也要求改革体育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水平是我们增强竞技体育技术创新
能力的条件。
在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队，由于体制、规模、资源获取、政策支持和生存环境等问题，其技术创新和
跨越的后天动力不足。
因此，应建立恰当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加速技术创新步伐，以提升竞争力。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进行技术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持续技术创新的问
题。
本研究提出了正视不确定性现实：确立竞技体育技术创新基调；冲破传统束缚：构建技术创新型运动
队；战略选择：超越现实，竞争未来；策略方法：突破难关，快速追赶；完善治理结构：促进技术创
新管理体制合理化等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概括地说，本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体现在：我国竞技体育担负着奥运争光和发展体
育产业的两大目标任务，面对着运动竞赛和发展体育市场两条战线的竞争，要实现社会和经济两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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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因此，在构建竞技体育技术创新运行机制时，应从国际竞技体育发展格局和国内竞技体育发展现实两
方面出发，兼顾国家和创新主体两方面的利益，利用社会和体育两方面的资源，改革政府宏观管理和
竞技体育微观管理两种体制，调动竞技体育管理者和教练员、运动员、科技人员两方面的积极性，构
建一个既能满足当前竞技体育目标任务需要又能竞争未来的持续技术创新运行机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管理>>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中国竞技体育的使命或目标　三、研究竞技体育技术创新运行
机制的意义　四、研究的相关概念　五、研究的基础理论第二章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现状分析　一、
世界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分析　二、我国竞技体育综合技术水平与实力水平分析　三、世界竞技
体育发展现状的比较分析　四、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与世界体育强国存在差距的原因分析第三章  我国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的经验与启示——以中国乒乓球队技术创新为例　一、我国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的现
状分析及评价　二、我国竞技体育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三、中国乒乓球队技术创新的形成机
制与规律　四、我国竞技体育技术创新成功经验的启示第四章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　一、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的内涵　二、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的内容　二、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　四、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的必要性　五、实施技术创新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六、我国竞技体育技术创新
的目标第五章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能力分析　一、竞技体育技术创新能力的慨念　二、竞技体育技术
创新能力的基本特征　三、竞技体育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　四、竞技体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
素及作用机制　五、提高我国竞技体育技术创新能力的对策措施第六章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过程模型
分析　一、竞技体育技术创新运行过程模型　二、竞技体育技术创新运行过程的特性　三、竞技体育
技术创新运行过程的模式选择第七章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管理机制分析　一、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管理
的含义和特点　二、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管理的内容　三、实施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管理政策的原则　四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与管理方式变革　五、建立竞技体育技术创新基础平台　六、建立竞技体育技术
创新人才管理机制　七、建立和完善竞技体育技术引进管理机制第八章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战咯分析
第九章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分析第十章  构建以利益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第十一章  构建
竞技体育持续性、永久性技术创新运行机制的建议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管理>>

章节摘录

本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体现在：我国竞技体育担负着奥运争光和发展体育产业的两大
目标任务，面对着运动竞赛和发展体育市场两条战线的竞争，要实现社会和经济两种效益。
因此，在构建竞技体育技术创新运行机制时，应从国际竞技体育发展格局和国内竞技体育发展现实两
方面出发，兼顾国家和创新主体两方面的利益，利用社会和体育两方面的资源，改革政府宏观管理和
竞技体育微观管理两种体制，调动竞技体育管理者和教练员、运动员、科技人员两方面的积极性，构
建一个既能满足当前竞技体育目标任务需要又能竞争未来的持续技术创新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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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运行机制研究》是2005年度获准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
：05BTY021；结项证书号：20080466。
最终成果名称为《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管理》。
项目负责人：李万来；项目成员：张培峰、范佳音、朱琳。
该研究项目经过课题组成员一年多的艰辛努力，完成了全部研究工作，并于2007年1月申请结项评审
，2007年6月反馈回评审专家意见，课题组对评审专家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对研究成果作了修改
。
2008年7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审核批准结项，该项目的研究任务圆满完成。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要求及反馈的专家意见，在正式出版前对研究成果进行了再次修
改。
这次修改主要是对“第一章导论”中的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删节；将原来的“第七章竞技体
育技术创新管理”和“第十章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的组织与管理机制”合并，在内容上进行了整合。
本研究项目由李万来教授进行总体设计，提出研究思路、体系结构和基本观点，撰写、修改和订正全
部内容，负责统稿、定稿。
参加本研究项目的人员有：课题组成员张培峰教授（中国篮球协会成都篮球学校、成都体育学院运动
系）、范佳音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体育部）、朱琳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体育部）。
参加本研究项目的人员还有：成都体育学院的王小安副教授，成都体育学院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苗
玉根硕士、吴战宗硕士。
本项目在研究过程中，吸收、借鉴了国内外的有关优秀研究成果和著述，除注明者外，限于篇幅，恕
不一一注明。
在本课题研究完成之际，对所用资料，特向作者、出版商致以诚挚的谢意，并请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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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管理》由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竞技体育技术创新管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