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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调研、访谈、数理统计以及计量分析等法，对１５年来与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体育学立项有关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归纳和总结。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

立项的总体情况、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３个方面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在搭建高级别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平台、拓宽研究视野、关注解

决体育运动中的热点问题以及培养后备研究队伍４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存在着基础研

究薄弱、重复立项比较突出、结题拖延现象较为严重以及成果应用不足等问题；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体育学项目在评审中应杜绝重复立项，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研究过程管理，使项目能够

按期结题，及时将研究成果推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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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社会科学是体育事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量，对体育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繁荣体育社会

科学事关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全局［４］。１９９６年，我国体育

社会科学正式进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系列，１９９７年

开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体育学项目。１５年来，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共资助５８５个项目，资助金额６０００

余万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将体育社会学科纳入资助序

列，不仅是对体育社会科学的肯定，而且对体育社会科学

的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然而，国家将体育社

会科学纳入资助系列，投入巨额经费，作为国家人文社会

科学最高级别的研究项目，１５年来立项的总体状况如何？

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上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发展走

向如何？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又存在着什么问题？这些

问题不仅是把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总体状况

的焦点，也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同

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有助于从总体上了解我国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动态，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

学项目的选题提供导向，为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参

考，进而进一步推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１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调研、访谈、数理统计以及计量

分析等方法，以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

学立项课题为研究对象，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５



网站［６］及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１１］为资料依据，对

１５年来与国家社会科学体育学立项有关的数据、资料进

行统计、归纳和总结。同时，针对无法通过网络查询的数

据、有异议的数据，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相关

人员进行求证；针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评审制

度、评审程序、质量等问题进行专家访谈。

２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２．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总体情况

２．１．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数量

国家级立项课题的数量是反映学科研究发展速度与

质量的基本指标［２］，也是反映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状况

的指示器。表１显示，１９９７年至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

育学项目１５年来立项数量呈逐年增加态势，偶有波动，最少

时只为１０项，最多时达到８７项。１９９７年，作为第１个设立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的年份，虽然只有２１项，占全

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总数的３．９０％，但却是至今立项比例

最大的一年。接下来的两年逐年减少，１９９９年只有１０项，

仅占社会科学基金全年立项总数的１．７０％，也是至今立项

比例最小的一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立项数量又有增加，到

２００３年又减少到２９项，此后逐年增加，但是占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总立项数的比例却有升有降，２０１１年立项数虽然达

到历史最高（８７项），但是占当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

量的比例却下降到３．０２％。统计表明，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数量的逐年增加是与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立项总体数量的逐年增长相伴随的。

表１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数量统计一览表

年份 重点项目 ％ 一般项目 ％ 青年项目 ％ 自筹项目 ％ 合计 占总比％

１９９７ ０ ０ １６ ７６．１９ ５ ２３．８１ ０ ０ ２１ ３．９０

１９９８ ０ ０ １２ ８５．７１ ２ １４．２９ ０ ０ １４ ２．５０

１９９９ ０ ０ ９ ９０．００ １ １０．００ ０ ０ １０ １．７０

２０００ ０ ０ １７ ８９．４７ ２ １０．５３ ０ ０ １９ ２．６０

２００１ ２ ６．４５ ２３ ７４．１９ ５ １６．１３ １ ３．２３ ３１ ３．６６

２００２ ２ ６．２５ ２１ ６５．６３ ８ ２５．００ １ ３．１３ ３２ ３．１４

２００３ ２ ６．９０ ２４ ８２．７６ ３ １０．３４ ０ ０ ２９ ２．９４

２００４ ３ １０．００ ２１ ７０．００ ６ ２０．００ ０ ０ ３０ ２．７８

２００５ ４ １０．８１ ２６ ７０．２７ ７ １８．９２ ０ ０ ３７ ３．１０

２００６ １ ２．３８ ３１ ７３．８１ １０ ２３．８１ ０ ０ ４２ ３．２０

２００７ ３ ６．５２ ３０ ６５．２２ １３ ２８．２６ ０ ０ ４６ ３．０９

２００８ ０ ０ ４１ ７４．５５ １４ ２５．４５ ０ ０ ５５ ３．４６

２００９ ２ ３．３９ ３９ ６６．１０ １８ ３０．５１ ０ ０ ５９ ３．４３

２０１０ ４ ５．４１ ４６ ６２．１６ ２４ ３２．４３ ０ ０ ７４ ３．２４

２０１１ ３ ３．４５ ５５ ６３．２２ ２９ ３３．３３ ０ ０ ８７ ３．０２

合计 ２６ ４．４４ ４１１ ７０．２６ １４７ ２５．１３ ２ ０．３４ ５８５ １００

　　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类别来看，一般项目

是主体，１５年来占立项总数的７０．２６％，而且历年来所占

份额都超过６０％，１９９９年达到９０％。青年项目数量远低

于一般项目，仅占２５．１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

目从１９９７年设立以来就设有青年项目，设立当年的青年

项目占体育学立项总数的２３．８１％，１９９９年只有１项，仅

占１０％。青年项目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呈逐年增多的态势，

２０１１年比例最大，占到３３．３３％。可以看出，在体育社会

科学研究发展的过程中，体育社会科学后备人才的培养和

成长得到了关注和重视。在重点项目的设立上，设立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之初的４年间都没有重点项目，

直到２００１年才设立了２个重点项目，此后除了２００８年

外，每年都有重点项目获批，但历年来都没有超过５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重点项目数量少，虽然可以使一

般项目及青年项目的立项数增加，能给更多学者创造主持

国家级课题的机会，但重点课题立项减少，多少也影响了

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产生。

２．１．２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主持人情况

２．１．２．１　项目核心主持人情况

项目核心主持人是科学研究队伍中的领军人物，对学

科的发展和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项目核心主持人是指主持国家项目较多，在本学科领域具

有较大影响的主持人。核心主持人数量依据文献计量学

学者普赖斯（ＰＲＩＣＥ·Ｄ）提出的公式Ｎ＝０．７４９×槡η来计

算，Ｎ为核心主持人的课题立项数，η为所统计年限中主持

频次最多的主持人课题立项数，只有那些主持Ｎ次以上者

方能成为核心主持人［８］。在本研究所统计的年限内，主持

项目最多的是４项，即η＝４，根据公式计算得出，Ｎ＝１．５。

按照取整原则，本研究确定主持过２项以上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体育学项目的主持人为核心主持人（表２）。

如表２所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核心主持

人共有５４人，其中获得立项最多的有１人，共主持过４个

项目，有８人获得过３次立项，其余４５人均获得过２次立

项。１５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核心主持人占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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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主持人数（５２１人）的１０．３６％，共主持１１８个项目，占体

育学项目总数的２０．１７％，平均每人立项２．１９个。这与

普莱斯教授提出的１０％的主持人承担５０％左右课题的理

想值有很大差距，表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核心

主持人不论是人数还是平均主持项目数都明显偏少。从

表２还可以看出核心主持人的单位分布情况，北京体育大

学共有９位、华南师范大学共有５位、国家体育总局共有４

位、清华大学共有２位，这四个单位分别代表了我国承担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的四种类型，即体育专业院

校、普通高校体育专业院系、体育系统科研院所、普通高校

体育部，是各类单位中承担项目的翘楚。核心主持人的单

位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体育专业院校、普通高校

体育专业院系、体委系统科研院所以及普通高校体育部体

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实力和科研水平。

表２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核心主持人统计一览表

序号 姓名 立项时间 立项数量 　所在单位 序号 姓名 立项时间 立项数量 　所在单位

１ 胡小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４ 华南师范大学 ２８ 杨铁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２ 首都体育学院

２ 黄汉升 １９９８、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３ 福建师范大学 ２９ 白君玲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２ 解放军体育学院

３ 池　建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３ 北京体育大学 ３０ 祝　莉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２ 国家体育总局

４ 秦椿林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３ 北京体育大学 ３１ 鲍明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２ 国家体育总局

５ 张　林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３ 上海体育学院 ４４ 于文谦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２ 辽宁师范大学

６ 于善旭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３ 天津体育学院 ３２ 李益群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２ 国家体育总局

７ 陈　宁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３ 西华师范大学 ３３ 崔乐泉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２ 国家体育总局

８ 白晋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３ 吉首大学 ３４ 陈　希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２ 清华大学

９ 田雨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３ 南京师范大学 ３５ 仇　军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２ 清华大学

１０ 王家宏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３ 苏州大学 ３６ 陈少坚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２ 集美大学

１１ 杨　桦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２ 北京体育大学 ３７ 郑旭旭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２ 集美大学

１２ 任　海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２ 北京体育大学 ３８ 卢元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２ 华南师范大学

１３ 熊晓正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２ 北京体育大学 ３９ 周爱光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２ 华南师范大学

１４ 王　莉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２ 北京体育大学 ４０ 谭　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２ 华南师范大学

１５ 蔡有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２ 北京体育大学 ４１ 邓星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２ 华南师范大学

１６ 孙葆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２ 北京体育大学 ４２ 王大超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２ 沈阳师范大学

１７ 肖淑红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２ 北京体育大学 ４３ 邹　师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２ 沈阳师范大学

１８ 肖焕禹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２ 上海体育学院 ４５ 孙晋海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２ 曲阜师范大学

１９ 姚家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２ 天津体育学院 ４６ 李艳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２ 湖南师范大学

２０ 肖林鹏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２ 天津体育学院 ４７ 饶　远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２ 云南师范大学

２１ 孙汉超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２ 武汉体育学院 ４８ 武　杰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２ 新疆师范大学

２２ 高雪峰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２ 武汉体育学院 ４９ 陈　青 １９９７、２００５ ２ 西北师范大学

２３ 王广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２ 成都体育学院 ５０ 杨　军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２ 河南大学

２４ 陈　琦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２ 广州体育学院 ５１ 易剑东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２ 江西财经大学

２５ 谭建湘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２ 广州体育学院 ５２ 李建设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２ 宁波大学

２６ 吕树庭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２ 广州体育学院 ５３ 丛湖平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２ 浙江大学

２７ 陈树华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２ 广州体育学院 ５４ 王永盛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２ 青岛大学

注：本表统计结果不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前后有变化的，表中以当前所在单位统计。其中，杨桦２０００年

课题所在单位为成都体育学院；陈宁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１年课题所在单位为成都体育学院；姚家新２０００年课题所在单位为武汉体育学院；

陈琦２００４年课题所在单位为华南师范大学；谭建湘２００１年课题所在单位为广州体育学院；卢元镇２０００年课题所在单位为北京体育

大学。

　　通过中国知网的检索，５４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

学项目核心主持人至今共发表论文２７５０篇（包括会议论

文），最多的发表１５６篇，最少的发表１４篇，平均每人发表

论文数为５１篇。可见，这些主持人中绝大多数是学术上

有所建树并在国内体育学术界具有影响的学者。

２．１．２．２　项目主持人增复量情况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网站”公布的资

料，每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都拥有一批核心主

持人，同时也涌现出新的主持人。新主持人的增加和核心

主持人的稳定是确保国家课题质量和活力的重要因素［９］。

反映主持人增量和复量状况可通过洛特尔公式来定量化

地计算，公式如下：Ｃ／Ｎ＋Ｂ／Ｎ＝１。其中Ｎ为某一时期内

立项课题总数，Ｃ为新主持人立项数，Ｂ为核心主持人立

项数。Ｃ／Ｎ值反映了新主持人的涌现情况，称为主持人增

量，Ｂ／Ｎ值反映了核心主持人重复主持课题的情况，称为

主持人复量。如果增量Ｃ／Ｎ值过大（趋向于１），表明课题

大多数是新主持人获准立项，复量Ｂ／Ｎ值过小（趋向于

０），表明核心主持人立项数量少。根据洛特尔定律，Ｃ／Ｎ

的理论最佳值为０．６４。表３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

项目主持人增复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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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体育学项目主持人增复量统计一览表

年份
总数
（ｎ）

核心主持
人数（Ｂ）

新增主持
人数（Ｃ）

增量
（Ｃ／Ｎ）

复量
（Ｂ／Ｎ）

１９９７ ２０ ８ １２ ０．６０ ０．４０

１９９８ １４ ５ ９ ０．６４ ０．３６

１９９９ １０ ５ ５ ０．５０ ０．５０

２０００ １９ ４ １５ ０．７９ ０．２１

２００１ ３１ １４ １７ ０．５５ ０．４５

２００２ ３２ １０ ２２ ０．６９ ０．３１

２００３ ２９ １２ １７ ０．５９ ０．４１

２００４ ３０ ８ ２２ ０．７３ ０．２７

２００５ ３７ ７ ３０ ０．８１ ０．１９

２００６ ４２ ５ ３７ ０．８８ ０．１２

２００７ ４６ １０ ３６ ０．７８ ０．２２

２００８ ５５ １２ ４３ ０．７８ ０．２２

２００９ ５９ ５ ５４ ０．９２ 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７４ ７ ６７ ０．９１ 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８７ ７ ８０ ０．９２ ０．０８

犡 ３９ ３．６ ３１．１ ０．７４ ０．２８

　　从表３可以看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主持

人增量在０．５０～０．９２之间，平均为０．７４，表明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主持人增量平均值超过了洛特尔定

律的最佳值，且增量波动较大，最高达到了０．９２。表３还

显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主持人复量在０．０８

～０．４１之间，平均值为０．２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

项目主持人增量（Ｃ／Ｎ＝０．７４）超过其理论值（０．６４）而趋

向于１，主持人复量Ｂ／Ｎ值（０．２８）趋向于０，表明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主持人队伍庞大，更新过于频繁，

核心主持人偏少，主持人队伍不尽合理。这种情况的持续

存在将不利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研究的发展，不利

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质量的提高。

２．１．２．３　项目主持人职称结构

表４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主持人职称情

况。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主持人绝大多数来源

于高校或科研院所，几乎所有主持人都具有高等教育专业

技术职称。从表４可见，正高级职称的主持人占大多数，

达到６０．５１％；副高级职称主持人占２９．７９％；中级职称主

持人占９．２４％。所有主持人中有２人无专业技术职称，为

国家体育总局的行政管理人员。中级职称的主持人都来

自于青年项目，由于其科研能力和研究的积累有限，申报

论证水平欠缺，加上立项中青年项目比例小，从而导致中

级职称主持人数量偏小。

２．１．３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分布

２．１．３．１　立项区域分布

努力争取承担更多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力争多

出一流成果和一流人才，对于加强本地区、本单位的社会

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更好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事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都十分重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表５列

出的是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获得１０个以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体育学项目的省（市）分布情况。

表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主持人职称情况统计一览表

年份 正高级 ％ 副高级 ％ 中级 ％ 无职称 ％ 合计

２００１ ２０ ６４．５２ ９ ２９．０３ ２ ６．４５ ０ ０ ３１

２００２ １９ ５９．３８ ９ ２８．１３ ４ １２．５ ０ ０ ３２

２００３ ２３ ７９．３１ ６ ２０．６９ ０ ０ ０ ０ ２９

２００４ １７ ５６．６７ ７ ２３．３３ ４ １３．３３ １ ３．３３ ３０

２００５ ２５ ６７．５７ １１ ２９．７３ １ ２．７０ ０ ０ ３７

２００６ ２７ ６４．２９ １１ ２６．１９ ４ ９．５２ ０ ０ ４２

２００７ ２４ ５２．１７ １５ ３２．６１ ７ １５．２２ ０ ０ ４６

２００８ ３４ ６１．８２ １８ ３２．７２ ３ ５．４５ ０ ０ ５５

２００９ ３５ ５９．３２ １２ ２０．３４ １０ １６．９５ １ １．６９ ５９

２０１０ ３８ ５１．３５ ３１ ４１．８９ ５ ６．７６ ０ ０ ７４

合计 ２６２ ６０．５１ １２９ ２９．７９ ４０ ９．２４ ２ ０．４６ ４３３

注：由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网站”上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以及２０１１年没有主持人职称的数据，因此，本研究中主持人职称情况统计以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数据为依据。

表５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省（市）分布情况统计一览表

１９９７年 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 合计

北京 ７ ４ ３ ３ ８ ７ ８ ６ ７ ５ ９ ８ ６ １３ １１ １０５

上海 ３ １ ２ ４ ３ ３ ３ ４ ６ ５ ５ ６ ３ ６ ５４

广东 ３ ３ ３ ４ ４ ３ ３ ２ ５ ３ ７ ３ ５ ５ ５３

湖北 ２ １ ３ ２ ３ １ ２ ４ ３ ４ ３ ５ ５ ５ ４３

江苏 １ １ ２ ３ ２ ２ ２ ２ ３ ４ ６ ６ ３４

辽宁 １ １ ３ ２ ４ ２ ４ ３ ３ ５ ６ ３４

四川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１ ２ ２ ２ ２ ４ ４ ５ ３１

湖南 １ ２ １ ２ ２ ２ ２ ２ ４ ３ ５ ５ ３１

山东 １ １ １ ３ ２ ３ ２ １ ５ ４ ３ ２６

浙江 １ １ ２ １ ３ ２ ２ １ ３ ４ ３ ２３

天津 １ ３ ２ ２ １ １ １ ２ ２ ２ １ ２ １ ２１

福建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３ ３ ３ ３ ２０

河南 １ １ １ １ ３ １ ３ １１

江西 ２ ２ ２ １ ２ ４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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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分布情况统计结果表明，虽然立项遍布除港、澳、台之外的

所有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但其分布是很不均衡的。

表５显示，北京是获得立项数最多的地区，自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体育学项目设立以来，累计立项达到１０５项，占总

立项数的１７．９５％，除２００６年被上海超越、２００９年与上海

持平以外，其余１３年每年立项总数都居首位。这一方面

与北京集中了较多的高等院校及体育科研机构，是全国科

学研究的重镇有关；另一方面，反映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体育学立项的竞争性有待加强。上海、广东、湖北立项总

数分别为５４、５３、４３项，列第２、３、４位，是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体育学项目具有竞争力的地区。江苏、辽宁、四川、湖南

４省立项总数均超过３０项，年均立项数均超过２项。进一

步统计表明，陕西、新疆、云南、贵州、重庆、安徽６省（自治

区）立项总数均在６～１０项不等，青海３项，内蒙古、西藏、

河北、广西、海南各２项，宁夏仅有１项。立项数量少的地

区，固然和该地区科研实力薄弱有关，而更深层次的原因

是和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体育发展水平有关。在

区域分布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水平与各地区

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科技、文

化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也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最高、研

究成果最多、立项课题最多的地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

育学项目也表现出了这一特征。

２．１．３．２　立项主持单位分布

一个科研单位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多少，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单位的研究能力、学术地位和科研

管理水平［４］。

图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主持单位分布情况示意图

　　图１显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设立以来，

高校体育专业院系立项数最多，占总立项数的４５．１３％，

其次是体育专业院校，占立项总数的３７．７８％，大大超过

了体育系统体科所、高校非体育专业院系、高校体育部的

立项数总和。进一步统计表明，北京体育大学是体育专业

院校中立项最多的单位，累计达到４２项；华南师范大学是

高校体育专业院系中立项最多的单位，共有１９项；国家体

育总局共有２３个项目，其中，１１项被体育科学研究所获

得；清华大学体育部是高校体育部中获得立项最多的单

位，共有６项。高校体育专业院系立项数最多，与高校体

育专业院系数基大有关，而体育专业院校立项数量大，是

由于其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研究

的资源及水平占较大优势决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高校非体育专业院系对于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体育学项目也给予很多关注，１５年间共有３２个项

目立项，平均每年２．１３项。项目负责人的专业呈现出多

样化，其中有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专

业，这些学者将自身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应用到体育学科的

课题研究中，能够从更深层次探讨体育社会实践问题。哲

学社会科学是体育社会科学的上位学科，与体育社会科学

具有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要遵循哲学

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和文化传统，就必然要吸收或借鉴哲

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因此，非体育学科的

学者申报和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对于提高

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２．１．４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学科分布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个学科群，其研究的主要范

围包括：群众体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

学、奥林匹克研究、体育史学、体育新闻传播学、竞技体育

学、体育教育学、体育信息学、体育法学、民族传统体育研

究、体育社会心理研究、比较体育、体育文化学、体育哲学、

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人类学等［１］。表６反映的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的学科分布情况。

表６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

学科分布情况统计一览表

　　学　科 立项数量 ％

体育社会学 １３６ ２３．２５

群众体育学 ７１ １２．１４

体育经济学 ７１ １２．１４

竞技体育学 ５５ ９．４０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 ４４ ７．５２

体育教育学 ３９ ６．６７

体育管理学 ３６ ６．１５

体育文化学 ３５ ５．９８

奥林匹克研究 ２２ ３．７６

体育法学 １８ ３．０８

体育史学 １７ ２．９１

比较体育 １１ １．８８

体育社会心理研究 ９ １．５４

体育哲学 ５ ０．００９

体育信息学 ５ ０．００９

体育新闻传播学 ４ ０．００７

体育伦理学 ３ ０．００５

体育人类学 ３ ０．００５

体育美学 １ ０．００２

合计 ５８５ １０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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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显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分布具有以

下特点：

１．体育社会学立项数一枝独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体育学项目中，体育社会学共有１３６项，占全部立项数的

２３．５％，远远高于其他学科，除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之外，其他１０个年份体育社会学的立

项数都明显高于其他学科，２０１０年，立项数目最多达到１７

项，占该年度体育学立项总数的２２．９７％，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

年，体育社会学学科虽然分别只有５项、３项，但在该年度

总立项数中却占到３５．７１％、３０％，远远高出其他学科的

立项数。

２．群众体育学和体育经济学占总体立项比例很大。

１５年来，群众体育学和体育经济学各有７１项，各占体育

学立项总数的１２．１４％，立项数在所有学科中并列第２

位。群众体育学、体育经济学是１９个学科中每年都有立项

的学科，立项数在多数年份都超过除体育社会学之外的其他

学科。群众体育学立项数名列前茅，这和《全民健身计划纲

要》发布以及人们闲暇时间增多、经济条件改善、健康观念改

变、群众体育有很关，同时，也与发展中迫切需要通过科学研

究解决实际问题密切相关。而体育经济学立项数多，表明在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体育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实践

中的重要性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

３．竞技体育学、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教育学立项数

呈增加趋势。１５年来，竞技体育学累计立项数为５５个，

占总立项数的９．４０％，除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之外每年都有立

项，２００８年立项数更是首次超过除体育社会学之外的其

他学科，达到９项，占当年体育学立项总数的１６．３６％。

民族传统体育学合计立项数为４４个，占总立项数的

７．５２％，从２００５年开始，除２００９年只有３个项目外，其他

年份每年都有５个以上项目立项，２０１１年达到１０项，占

当年立项总数的１８．１８％。体育教育学共立项３９个，占

总立项数的６．６７％，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１年立项数量呈明显增加

趋势，共计３３项，占体育教育学１５年来立项总数的

８４．６１％。

４．体育哲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人类学受到

研究者的重视。体育哲学在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各有一个项

目立项，在２０１１年立项数增加到３项。体育人类学只是

在最近两年才有立项，具体是２０１０年１项、２０１１年２项。

而体育伦理学及体育美学只在２０１１年获得过立项，分别

是２项和１项。这四个学科的研究，既有基础理论研究，

又有应用研究，对于丰富体育社会学科理论及解决实际问

题具有双重作用，是值得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

２．２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研究的成就检视

２．２．１　形成了高级别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平台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目前我国惟一的国家级的哲学

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它面向全国高校、社科院、党校、

党政机关的科研部门、军队院校等５大系统，是我国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最高级别的研究课题，代表着我国社

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

无疑是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级别最高的科研基金

项目，代表了国家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层次和水

平。１５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在发展中逐

步形成了点面结合、覆盖全国的整体性研究网络，研究者

们以独特的视角，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高屋建瓴地探索

体育社会热点问题，形成有价值的体育理论观点，提出推

动体育发展的策略，对解决体育实践问题提供有益的对

策。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为载体，形成的高水平体育社会

科学研究平台，不仅为广大体育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同仁

提供了研究和发展的平台，而且客观上体育社会科学研究

成果的取得也促进了体育运动的良性发展。

２．２．２　多学科交叉渗透，研究视野逐渐拓宽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设立之初，选题上主要

集中在体育社会学、群众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

这四大学科领域。随着体育运动的发展，竞技体育学、体

育教育学、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文化学越来越受到学者

的关注，受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和举办的影响，奥林匹克

学科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同时，体育法学、体育史学、比

较体育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在立项数上也有较大增长。

截至２０１１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在学科覆盖

面上已达到１９个，很多课题的研究，注重学科交叉渗透，

拓宽研究视野，从多角度、多方面寻找解决体育实践问题

的途径。经过１５年的发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

目形成了以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和群众体育学为主干

学科的研究格局，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借鉴其他学

科的研究方法，寻求解决体育实际问题的对策。

２．２．３　关注体育运动中的热点问题

从每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立项指南可

以看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历来都将体育运动

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作为主要关注点，每年都有让人耳目一

新的选题。从研究主题来看，都能够围绕体育领域的发展

主旨，关注体育与经济、体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解

决体育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如：体育强国战略提出后，研

究建设体育强国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成为学者们关

注的焦点，先后有６个相关课题立项；２００１年我国取得奥

运会主办权以及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成功举办后，奥林匹克与

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以及奥运会发展相关问题的研

究成为热点，先后共有４０项以奥林匹克、奥运会为主题的

项目立项；２００６年，国家下发《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

光体育运动的决定》，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３年间，有６项以学

生阳光体育运动为主题的课题立项。

２．２．４　培养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后备人才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建设是高等体育院校繁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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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社会科学中的基础性工程，同时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统筹规划，重点突破。其中，青年学者的培养是关键。青

年学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决定着体育社会科学

研究队伍能否后继有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

对青年项目实行了倾斜政策，规定了相应的立项比例。体

育学科认真贯彻坚持扶持的导向，在整个立项中给予了相

当的重视［８］。１５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共有

青年项目１４７项，占总立项数的２５．１３％。２０１１年，青年

项目的立项数达到２９项，占当年体育学立项总数的

３３．３３％，达到历史最高，而且资助额度也达到新的高度，

单项课题经费额度首次与一般项目持平。这对鼓励青年

学者参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后备

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２．３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２．３．１　基础研究薄弱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揭示和分析体育社会现象、规律

及相互联系的创造性科学活动。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

育学项目申报中，将课题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综合研

究、其他研究４类。

图２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研究分类示意图

　　统计结果表明，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以来，基础研究只有３５

项，仅占６％；应用研究２１１项，占３６％；综合研究数量最

多，共有３３９项，占５８％；其他类研究为零。这些年来，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研究虽然在解决实践问题上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出版了数十部专著，但是，还十分缺

乏就体育学本质特征、内在关系、特殊规律进行的深层次

的理论探究，绝大多数研究往往还停留在将母学科的理论

机械地套用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凸显其牵

强、生硬，研究缺少内涵和鲜明的学科个性。造成这一现

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基础性研究成果作为精神产品不能直

接为体育运动的现实服务，在强调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实用

主义驱使下，基础研究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基础研究对

思辨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多学科知识的整合能力以及撰

写能力等方面要求较高，这对于绝大多数体育专业出身的

学者来说多少会显得力不从心。重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

与实践的结合、重视社会科学的应用价值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过于功利，更不能浮燥，应当更有

理性、更有远见和更有深度。

２．３．２　重复立项比较突出

曾经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重复研究‘吃掉’不少

科研投入”。的确，我国的科学研究存在比较突出的重复

研究现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中类似的现象也

比较明显。比如：１５年来，关于体育学科建设问题的研究

共有８个项目，其中，２００４年的项目是《新时期我国体育

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与方法论探索》；２００６年有２个项

目，分别是《新时期我国体育学学科体系的重构研究》、《体

育学科体系研究》；２００９年的项目是《现代体育科学学科

体系研究》，这４个项目的名称相近，重复立项痕迹明显；

２０１０年有３项以体育非盈利组织为主题的项目，分别是

《建设体育强国进程中非营利体育组织统筹发展研究》、

《促进我国体育非盈利组织健康发展研究》、《我国社区体

育非盈利组织建设与发展研究》，从题目上看似有一些区

别，但研究内容难以体现出差异性；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２年竟

然有２个一模一样的题目获得立项，即《２０１０年中国社会

体育发展战略研究》。在同一年、邻近两年、短时期内出现

２个以上相似项目甚至重复的项目，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的形象和权威性，而低水平重复更

是对国家经费和资源的极大浪费。重复立项至少反映出

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课题申报者的学术素养需要进一步

地养成，学术道德需要进一步地强化修炼；二是课题立项

评审机构要加强工作责任心和评审机制需要改进和加强。

２．３．３　延迟结题情况严重

按期结项是主持人在申报课题时的承诺，超期结项则

势必会打乱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部署，同时，也会损

害研究队伍的学术信誉。

在每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申报时，各地、

各单位的学者们都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然而，一旦获

得立项，似乎成功大半，最终造成研究投入不足，每每到期

不能结项。作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具有严格的

管理规定，正常情况下，应当严格履行。表７显示，１９９９－

２００８年批准的３３１个项目中，已结项为２２４个，占项目总

数的６７．６７％，有３２．３３％的项目至今尚未结题。而在已

结题的项目中，仅有８项（占２．４％）正常或提前结项，延

期１～６个月的有２６项（占７．９％），延期２～３年的有３７

项（占１１．２％），而延期最多的是１～２年共计７０项占

２１．１％，延期７个月～１年的共计４９项占１４．８％，延期３

～４年、４～５年、５以上的合计达３４项占１５．１８％，延期时

间最长的高达６年零８个月。由此可见，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体育学项目延期结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不能不

引起足够的重视。

２．３．４　研究成果的应用性较差

研究成果能否及时、有效地应用，是衡量一个科研项

目社会效益的重要指标，对于应用性研究课题更是如此。

一般来说，研究成果应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上公布的信息统计结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包括研究

报告、论文（集）、专著等类型，此外，还有专著性工具书、专

著性软件、软件论文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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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结题拖延情况统计一览表

年份
正常提
前结题

延期１～６个月
（含６个月）

延期７个月～１年
（含１年）

延期１～２年
（含２年）

延期２～３年
（含３年）

延期３～４年
（含４年）

延期４～５年
（含５年）

延期
５年以上

未结题
立项
总数

１９９９ １ ０ ４ ３ １ ０ ０ ０ １ １０

２０００ ０ ０ ３ ７ ３ ２ ０ １ ３ １９

２００１ １ １ ８ ９ ２ ２ ３ ３ ２ ３１

２００２ ２ ４ ２ ８ ３ ５ ３ ２ ３ ３２

２００３ ０ ３ ５ ３ ８ ３ ０ ２ ５ ２９

２００４ ０ ４ ３ ７ ３ ２ ２ ０ ９ ３０

２００５ １ ２ ４ ７ ９ ３ １ ０ １０ ３７

２００６ ０ ５ ６ １０ ４ ０ ０ ０ １７ ４２

２００７ ３ ２ ７ １０ ４ ０ ０ ０ ２０ ４６

２００８ ０ ５ ７ ６ ０ ０ ０ ０ ３７ ５５

合计 ８ ２６ ４９ ７０ ３７ １７ ９ ８ １０７ ３３１

比例 ０．０２４ ０．０７９ ０．１４８ ０．２１１ ０．１１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０．３２３ １

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网站”上没有公布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的课题结题时间，而２００９年以后立项的课题结题时间都在２０１１年９月之

后，所以，本研究的课题结题时间情况以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以来的数据为依据。

图３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的成果形式示意图

注：由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没有公布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课题的成果形式，所以，本研究的成果形式统计结果以１９９９－

２０１１年数据为依据。

　　统计结果表明，研究报告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

研究成果中比例最高，其中，研究报告又包括３种形式，即

研究报告、研究报告与论文（集）、研究报告与专著。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年总共５５０个项目中，研究报告达到１６２项，

占２９．４５％；研究报告与专著共１４８项，占２６．９１％；研究

报告与论文（集）达到９１项，占１６．５５％，三者共计４０１

项，占总数的７２．９１％。专著是体育学项目选择较多的成

果形式，包括专著与论文（集）、专著两种形式，分别有７２

项、５０项，各占１３．０９％、９．０９％。以论文集为结题形式的

仅有１７项，占３．０９％。此外还有专著工具书、专著软件、

软件论文等形式，共１０项，占１．８２％。

科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在于应用，但很多研究视

成果结项为课题进程的终点。从科学发展的全过程来看，

许多课题结项仅仅是科学研究进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尚没

有实现由成果产生到实际应用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科研立

项的国家目标———应用并推动实践的发展。由于缺乏强

有力的成果应用推广机制，缺乏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桥梁，

因此，为数不少的研究还处于“半截子”工程状态。从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的成果形式来看，专著、论文是

最主要的推广方式，目前，已有几十种成果以同名专著或

非同名专著的形式出版发行，在已结项的２２４个项目中，

能以同名检索到的论文为１７９篇，占结项总数的７９．９１％，

不能以同名检索到论文的成果为４５项，占结项总数的

２１．０９％，其余几种形式在成果推广方面都非常有限。如研

究报告，因其不是正式出版作品，只是在结题评审时与相

关评审专家见过面，在课题所在单位备案、课题组成员中

传阅。论文集虽然可以出版，但是检索结果表明，以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的论文集形式出版的寥寥无几；

专著工具书、专著软件、软件论文的针对性强，但是价格比

论文、专著、论文（集）高，因此，也影响了在实践中的应用。

３　结论

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１５年以来，立项数

呈逐年增加态势，而且随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总体数

量的增加而增加。一般项目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

立项主体，作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后备队伍建设的青年项

目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的重视，其立项数

呈逐年增加态势。

２．１５年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在支持体

育社会科学研究，构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平台，拓宽体育

社会科学研究视野，回应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大问

题，培养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促进了以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群众体育学、竞技体育

学为主体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群的发展；提升了体育社会

科学的学科地位。

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的区域差异明显，东

部地区省、市在立项中具有区域竞争优势，西部省、市处于

竞争劣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的区域差异与

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数量以及研究队伍的规模有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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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与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体育发展水平有关。

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项目主持人众多，更新过

于频繁，核心主持人数量及核心主持人主持项目数偏少，

主持人队伍不尽合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中

基础研究薄弱、重复立项、结题拖延等现象仍然未有改观。

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研究选题与课题指南密

切相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的制定应根

据体育社会科学发展规律，进一步加强战略思考和宏观审

视；进一步突出体育社会科学的学术理性、学术品位、学术

特质；进一步明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问题特

质，使课题指南在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中更好地发

挥出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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