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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竞技体育承载着俄罗斯总统和民众的强国之梦。为拯救竞技体育水平下滑的局面，使俄罗斯回归体育强国的位置，俄政府于 2009 年推出

《俄罗斯联邦 2020 年前体育发展战略》，重点是完善高水平运动员后备力量培养体系；加强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社会保障措施；发展大学生体育运

动，完善高水平运动训练体系；完善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和资金保障工作。2011 年，是国家《2011－2020 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颁布实施的第一

年，也是我国进行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的重要阶段。俄罗斯作为举国体制“鼻祖”之国，分析其 2020 年前竞技体育的发展战略，对于我国竞技

体育发展方式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与启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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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carry the President and people of Russian's dream of power. In order to save the decline level of sports in the world，and help Russia re－
turn to sports power position，the Russian government launche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ports Development Strategy by 2020" in 2009. 2020 Russia's
strategic focus on improve the high-level athletes training system of reserve forces；to enhance the social security measures of athletes and coaches；devel－
op college sports，improve the high-level sports training system；perfect sports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and funds security work. This year is the first year
of promulgated "2011-2020 Olympic Glory Plan"，and also an important stage for the Reform of China's sports. As "originator" of nationwide system，study
of Russian 2020 sports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reform of China's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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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曾是世界公认的竞技体育超级大国。1996 年之前的

历届夏、冬季奥运会，金牌总数始终处于前 2 名。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竞技体育出现了下滑趋势。最近两届奥运会，只获得金

牌总数第 3 名，温哥华冬奥会更是兵败而归。
竞技体育承载着俄罗斯总统和民众的强国之梦。为拯救竞

技体育下滑的局面，使俄罗斯回归体育强国的位置。普京上任

后，首先从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进行改革，实行富民强国的国家政

策，让居民休养生息。8 年间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了 1.5 倍，失业

和贫困水平降低了 50%，GDP 增加了 72%[1]。国家积累了大笔的

资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政治、经济逐步走上正

轨，扭转竞技体育水平下滑的局面就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
2006 年俄体育、运动与旅游署制定了《俄罗斯联邦 2006~

2015 年体育运动发展计划纲要》[2]，2009 年再度推出《俄罗斯联

邦 2020 年前体育发展战略》（简称《战略》）[3]。该战略确定了未

来 11 年俄体育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为俄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
校体育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近几年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为世界所

瞩目。然而，辉煌之后，国人亦在反思，当今中国竞技体育的发

展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举国体制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社

会各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思想碰撞与大讨论。今年是国家

《2011－2020 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颁布实施的第一年，也是进

行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的重要阶段。作为举国体制“鼻

祖”的俄罗斯，解读与研究其 2020 年前竞技体育的发展战略，对

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与启示

效应。

1 2020 年前俄罗斯竞技体育发展的战略目标

俄罗斯竞技体育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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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角色。冷战时期，为显示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竞技体育

成为苏联大力发展的对象，一度雄踞世界顶尖位置。叶利钦时

期采用“休克疗法”让俄罗斯“回归欧洲”的政治、经济变革，使得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俄罗斯竞技体育的发

展出现了徘徊不前和竞争力下降的趋势。但是，近年来由于社

会经济状况逐步好转，俄罗斯国民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在逐渐抬

头，竞技体育再次成为俄政府重振俄罗斯世界大国地位和高扬

国威的重要政策手段。
在《战略》中，俄当局确定了 2020 年前竞技体育发展的战略

目标：建立高效的高水平运动员和后备力量的培养体系，应用先

进的科研成果，通过对运动训练系统的现代化改造，争取在夏季

和冬季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提高俄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力[3]。

2 2020 年前俄罗斯竞技体育发展的战略重点与措施

继 2014 年索契冬奥委会和 2013 年喀山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成

功申办之后，俄罗斯又获得了 2018 年世界杯足球赛的主办权。一

系列重大国际赛事的申办成功既有助于俄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和

现代化改造，也对 2020 年前俄竞技体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俄 2020 年前竞技体育发展的战略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完善高水平运动员后备力量培养体系，提高俄罗斯竞技体

育的竞争力

俄对高水平后备力量的培养和选拔的重视由来已久。前苏

联时期形成的后备力量三级培养体制沿用至今。苏联解体后，

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后备力量培养工作也受到较大冲击，导致部

分项目后备力量出现了断层现象[4-6]。
近几年，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俄在发展竞技体育的同时，

更加重视高水平后备力量的培养，将其作为保持竞技体育持续

发展的有效动力。《战略》明确了未来 10 年俄拟采取的措施：对

青少年体育和高水平后备力量培训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包括

完善天才运动员的选拔体系和完善教练员的奖励制度；设立运

动训练管理联邦机构；扩大在专业运动机构中从事体育运动的

儿童、少年的人数，进行青少年后备人才的训练理论和医学—生

物学基础研究；研究不同运动学校的教学和训练大纲；制定专项

运动学校的组织章程；为吸引更多的少年儿童从事体育运动，完

善不同运动项目全国性运动竞赛；采取措施发展冬季残奥会项

目等[3]。
2.2 加强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社会保障措施

在加大高水平后备力量培养的同时，俄政府也加强了教练

员和运动员的社会保障措施。从 2002 年起，全国范围内 3 000
名顶尖运动员及教练员从“总统基金”中得到每月 500 美元的津

贴[7]，2010 年此款项已达 1 000 美元[8]。此外，运动员的工资与运

动成绩挂钩，每个月最高可达 4 000 美元，教练员最高可达

4 660 美元[8]。同时，俄政府还开始着手研制国家队运动员的医

疗保险制度。这些为教练员和运动员提供的保障措施，其最终

目的是解决运动员的后顾之忧，鼓励运动员、教练员全身心地进

行运动训练。
2.3 发展大学生体育运动，完善高水平运动训练体系

由于成功申办喀山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俄在《战略》中明确

提出了发展大学生体育运动。具体措施是：发展青年体育社会组

织；发展俄联邦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包括创建体育俱乐部和提供

信息支持；进行每 2 年 1 次的全俄大学生夏季和冬季运动会；举

办全俄大学生体育节活动；进行全俄高校迷你足球赛[3]。
由于前几届奥运会上俄罗斯国家队的表现不佳，俄成立了

专门机构负责伦敦奥运会、喀山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索契冬奥会

的备战工作。创建所有奥运项目国家队后备队伍，研制训练大

纲，建立针对训练过程效果的分析和监控体系；在联邦和地区建

立国家队训练基地和训练中心，为运动训练提供训练装备和

器材；进行训练方法、医学生物学的科学研究；对运动训练管理

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建立教练员、队医、裁判员等长期培训体

系；研制措施防范运动违禁品，强化责任。
俄发展大学生体育运动和完善高水平运动训练的最终目标

是在 2013 年喀山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 2014 年索契冬奥会上取

得团体总分第一名。
2.4 完善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和资金保障工作

前苏联体育管理体制的核心内容是将体育事业纳入到国家

的计划经济之内，体育管理权利高度集中在政府机关，并以计划

和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与领导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事业经费高

度依赖于国家的财政拨款[9]。
苏联解体后，国家体制出现了根本的变化，由计划经济转变

为市场经济，体育体制也由举国体制全面推向市场化管理。由于

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下子就能建立起来的，因此，竞技体育运行

和管理也陷入了一种混乱发展状态，方向不是十分明确和稳定，

交叉管理严重，竞技体育管理机构职责不清，相互扯皮，各行其

职的现象时有发生[10]。
竞技体育管理的问题是俄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难点问题。《战

略》明确提出加强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工作。俄政府拟通过以下

措施，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1）完善体育领域联邦权力执行

机关和其它体育主体之间的合作。这里既包括俄体育、旅游、青
年政策署与俄奥委会协调合作的问题，也包括俄体育、旅游、青
年政策署与俄科学、教育部之间密切配合的问题；既包括联邦中

央权力机构与各地区政府及体育运动委员会之间的协调问题，

也包括俄体育、旅游、青年政策署与各项运动协会之间的配合问

题。（2）完善地区级和市级体育管理工作。俄各项目国家队和奥

运后备力量队伍、各种运动训练基地、体育运动学校和奥运后备

力量学校等遍布俄联邦共和国 89 个行政主体，完善地方体育管

理对于竞技体育管理是至关重要的环节。（3）研究制定有关俄联

邦各级行政单位体育主管部门工作指导意见。

3 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启示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历史性突破，标志着

我国竞技体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1 到 2020 年，是我国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是推动

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重要阶段。我国竞技体育的

发展既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 [11]。
俄罗斯 2020 年前体育发展战略对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给予了

一些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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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完善“举国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的重点

是否继续坚持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广州亚运会后的大

讨论将我国竞技体育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举国体制”最早来源于俄罗斯。苏联时期，采用高度集中

的中央管理体制，几乎一切都有政府行为的烙印，发展到后期，

竞技体育被作为了一种政治工具，其功能被异化。竞技体育失

去了积极进取、诚实守信、规则至上、团结友爱、健康自然的精神

和理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又将体育体制全面推向了市场化

管理。曾一度撤销了国家体委，将竞技体育管理的所有职能转

交给俄奥委会，竞技体育发展完全依靠市场化运作，从一个极端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撤销国家体委以后，俄竞技体育大幅度

滑坡，大量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外流，动摇了俄竞技体育的基

础。经过十年的检验，效果并不理想，俄罗斯又在 1999 年恢复了

国家体委[12]。俄体育管理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痛苦摸索和挣扎之

后，重新回到了政府管理轨道上来。目前，俄政府对竞技体育的

控制呈现出逐步加强的态势。表现为：（1）国家对竞技体育的

财政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在财政预算中预留出“体育”项目。资

金分别来源于俄联邦预算、俄联邦行政主体预算和预算外资金。
2010 年俄体育、旅游、青年政策署获得了 427.066 亿卢布的俄联

邦预算资金，比 2009 年增加了 9.3%[8]。（2）国家将支持重点放在

了青少年体育、奥运后备力量的培养、国家队的训练和运动员与

教练员的保障措施上。（3） 俄政府加强了对体育基础设施的建

设。拟建 10 个地区级训练中心、6 个国家级训练中心、5 个奥林

匹克训练基地、20 个校内国家级体育场馆[2]。（4）设立运动训练

管理联邦机构。
当前，竞技体育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普遍重视，全

球竞争日益加剧。我国和俄罗斯一样是一个地域辽阔、经济欠

发达且发展不均衡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要保持和提高竞技体育

的竞争力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调控。虽然举国体制存在着诸多

的弊端，但是举国体制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13]。目前来看，我国

竞技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完善“举国体制”上，

俄所采取的措施对于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完善具有借鉴与

启示效应。
3.2 高水平后备人才的培养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纵观国际竞技体育发展史，以及俄竞技体育发展的经验，一

个国家能否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竞技体育舞台上保持常胜不

衰，关键在于这个国家青少年体育的发展和国家高水平后备人

才的数量、质量和源源不断的输送能力。完善的青少年体育和

高水平后备人才选拔和培养系统是国家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
张新萍指出我国竞技体育面临的矛盾之一就是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资源逐渐萎缩[14]。虽然我国取得了北京奥运会的胜利，但

是青少年体育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许多项目面临后继乏人的

境况。学校体育中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普遍下降也影响到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的选拔。
保持竞技体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探索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

社会发展现状的高水平后备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体系应借鉴俄竞

技体育的发展经验，大力支持高水平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首

先，增加学校数量，扩大从事体育运动的青少年人数。俄在《战

略》中明确提出了量化目标：到 2015 年，将在专业运动机构中从

事运动的 6~15 岁儿童的数量扩大到同龄人总数的 30%，2020
年扩大到 40%；2015 年在运动学校进行冬季项目训练的人数扩

大到 38 万人，2020 年达 43 万人[3]。截止到 2010 年底，俄拥有青

少年奥运后备力量学校有 783 个[15]、中等职业奥运后备力量学

校 41 个[16]、奥运训练中心 25 个[17]。其次，加强运动员和教练员

的社会保障措施，制定法规保证运动员的文化知识学习。俄将运

动寄宿学校、运动专项训练中心纳入教育部管辖是一个值得借

鉴的措施。第三，研究不同项目的教学训练大纲，制定运动员选

材模型，提升青少年运动训练和选拔的科研水平，常年进行天才

运动员的选拔。最后，理顺多级训练和选拔体系，保证输送渠道

畅通。俄采取的措施在操作层面上将会给我国青少年体育的发

展和高水平后备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提供有益的借鉴。
3.3 提高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是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

关键

中国竞技体育的训练体制是一种广种薄收的模式[12]，国家

为运动员的训练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但由于训练的

科学化水平不高，组织管理效率低下，中央与地方组织体系条块

分割严重，致使我国竞技体育必须采取人海战术，以大量的人力

资源成本打造竞技体育塔尖的极少数精英运动员，从而引起国

人对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诟病。
俄罗斯在高水平运动训练方面采取的措施和方法值得我们

借鉴：首先，俄非常重视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为此，建立了教

练员的长期培训体系，建立针对训练过程效果的分析和监控体

系，充分运用多学科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获取最佳训练效果。
其次，对运动训练管理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建立运动训练的国

家保障体系，与俄联邦行政主体签订运动训练目标。最后，建立

国家级和地区级运动训练中心和奥林匹克训练基地，在基地和

中心配备有教练员、各学科科研人员和医务人员，还配备有各种

科研仪器和运动训练设备，为运动员提供医疗、康复、技术保障

和各种创新手段等。俄罗斯为提高训练效益采取的措施和方法，

对于我国训练体制的改革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是完善竞技体育

举国体制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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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使其更能适应目前学校教育的需要。但由于我们的体

育教育缺乏一种主体文化的支撑，也没有一个理性的起点，所以

对一些“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主义思想指导”改革者来说，

我们的体育教育仅仅是从欧、美、日到苏俄，再从苏俄到欧、美等

引入的问题，对我们历史传统的关注少之又少，形成了“历史是

在进步的；传统的就是过时的；现代的优于传统的；现代的要替

代传统的”等等诸如此类错误的“预设观念”，并在此“预设观念”
统领下，做出了“轻易地推翻，简单、盲目甚至错误地重建”这一

“大胆”举措。

4 结 语

比较体育研究是在充满差异性的文化环境中，研究体育本

质、体育关系、体育价值、体育目标、体育文化等的一个复杂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要保证研究健康、深入地进行，使之能够成为

推动我国体育科学研究不断进步的重要方法，研究者必须做到

在面对纷繁复杂、真伪难辨的信息时，在面对不同民族、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体育文化时，保持更多的理性，以科学的、审慎的态

度使研究确立正确的“预设观念”，具有科学的“思想逻辑”，只有

这样才能确保国家利益至上，也才能做到以科学理性和忧患意

识，克服功利主义、实力主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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