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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经营人才培养
①

———我国体育产业专业化发展的关键
刘　威

(北方交通大学 研究生部 , 北京 100044)

摘 　要 : 随着体育产业职业化步伐的加快 , 体育产业已成为继 IT产业之后的另一朝阳产业。而体育专业人才的素

质决定了该产业的市场环境。我国在体育产业专业人才方面的缺乏已经成为体育产业迅速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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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manager

———The Key for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LIU Wei

( Graduate school North Jiaoto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 As sports industry goes down to the orbit of professional sports , it has become another rising - sun industry after IT in2
dustry1 While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managers or experts of sports decide the market circumstance1 In fact lack of sports experts

is the bottleneck of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ports1
Key words : sports industry ; specialization ; professional expet ; cultivation of expert

1 　专业化分工是解决我国体育产业现存问题的必

由之路

我国体育产业虽然发展迅猛 , 但在市场化过程的深入 ,

也使得体育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日益显现。首先 , 目

前许多体育组织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计划体制 , 即使形

式上改为公司制 , 但由于产权不清 , 并没有成为独立的市

场主体。其次 , 市场体系不健全 , 发育程度低 , 离真正意

义上的体育劳务市场、体育竞赛市场、体育技术市场与体

育金融市场等各种完善的职业化细分市场相距甚远。第三 ,

市场经营观念落后。许多体育市场经营者的观念并没有从

计划体制下的“生产观念”向“市场营销观念”转变。当

前体育产业的发展态势表明 , 在宏观上必须形成制度创新 ,

在微观上则应从经营内容和经营方式两个方面重点突破。

20 世纪末我国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体制

改革 , 尤其是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突破。但是 ,

它所产生的推力和助力 ,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衰减 , 产

业发展面临进一步体制改革。

体育产业虽然有其特殊性 , 但也符合产业发展的普遍

规律 : 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知识积累的效率 ,

并提高专业技能进步速度 , 繁荣市场。斯密在《国富论》

中写道 :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 , 以及运用劳动时所

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 , 似乎都是分工的结

果。”马克思也曾说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 最明

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达程度上。”经济发展被看作是

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 , 而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这种变革

的主要特征。抛开专业化分工这一线索 , 对经济发展的解

释就是空洞的、没有内容的。

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劳动者

的专业化分工是指劳动者减少其生产活动中的不同职能的

操作的种类 , 或者说 , 将生产活动集中于较少的不同职能

的操作上。正如赖宾斯坦所分析的 : “所谓专业化的增进 ,

是指生产要素向较少种类的活动上增大其集中度而言的。

⋯⋯当专业化增进到极端状态时 , 某一个人便要始终不断

地重复从事于一项活动。”

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 , 或者说分工和专业化给体育

产业带来的利益 , 可以分为直接的经济性和间接的经济性

两种。直接的经济性就是采用一定程度的分工和专业化的

生产方式 , 较采用这种方式以前能带来工作效率的提高或

各种资源的节约。大致表现在五个方面 : 它有利于相应的

经营人才积累专业经验 , 较快地提高其所从事活动的熟练

程度 , 从而提高运营效率 ; 能使参与者节约或减少时间成

本 ; 可以节约举办活动或体育比赛所使用的物质设备投入 ;

使人们的工作在既定的设备水平条件下由复杂变得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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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的专业化分工还可以降低企业管理工作的复杂程度 ,

从而提高管理效率。间接的经济性是指分工和专业化的发

展为体育活动或体育赛事的组织方式的其它创新提供了条

件 , 而同期体育产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

行业内部的分工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

2 　体育产业的专业化与专业经营人才

体育产业的专业化是指体育产业中体育管理、体育经

营、体育竞技等各领域的分工和专业化。尤其是要下决心

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会制和俱乐部制 , 培养专业

化经营人才 , 通过体制创新来保证我国体育产业实现跨世

纪的、可持续的发展。同时 , 在微观上我们还应在体育产

业领域内推行现代企业制度 , 明晰产权观念 , 力促市场主

体在经营内容和方式等方面实现科学化、国际化和特色化。

所有的体育经营企业 , 都要树立服务营销的观念 , 在消费

的引导、市场的定位与细化、营销手段的组合、企业形象

和理念的构建等方面潜心研究、大胆探索 , 不断提高自身

的专业化服务才能。

体育产业专业化的特点 : 第一 , 专业化是对特定个人

或特定活动而言的 , 这是因为转化效率来自熟能生巧和个

人在特定专业中的经验积累 , 而这经验和熟能生巧获得的

技能并不能在人际间轻易转移。比如一名专职经纪人通过

实践获得的经纪技能并不能简单通过语言传给他的朋友。

如果他的朋友要获得此项技能 , 必须专门用一些时间来实

践。第二 , 专业化经济不同于规模经济 , 它与每个人实践

活动范围的大小有关 , 而不是经营规模大小的经济效果。

专业化效率是随着一个人活动范围的缩小而提高的 , 与他

的时间约束和他能进行的所有活动中的生产函数有关。

专业化分工是职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 而专业化经营

人才则是前者的基础。

专业化经营人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协会、俱乐部等

的专业经营人员 , 这些经营人员不但懂体育 , 熟悉体育产

业的发展规律和经营特点 , 而且熟悉市场经营。我国传统

的体育事业是由国家投资兴办 , 体育事业是一种社会公益

事业。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 , 体育事业也由过去的公益性

逐渐走上产业化道路。各项目的管理中心已脱颖而出 , 成

为体育产业独立的经济实体。然而 , 体育界与商业界连接

起来 , 并产生经济效益 , 就必须由专业经营人员这座桥梁

来沟通。专业经营人才的另一个方面是体育经纪人 , 体育

经纪人作为体育市场发展的行为主体之一 , 直接参与体育

比赛、体育经济活动及运动员的流动等。同时作为体育中

介 , 它可以有效地发挥服务、沟通、推广等作用 , 有利于

体育商业信息的传播、传导、流通。目前 , 我国经济已步

入市场轨道 , 体育市场已开始启动 , 像足球等项目已开始

实行职业改革 , 体育产业日渐红火。因此 , 为推动体育经

济快速增长 , 创造更多体育商机 , 开发巨大的体育无形资

产 , 都需大量高素质体育经纪人才。

3 　关于人才培养

体育产业的发展 , 不仅仅需要运动员 , 还需要“三

才”: 一是跨世纪的科技人才 , 二是运动项目的后备人才 ,

三是谙熟体育产业与经济管理的综合性人才。体育产业要

想发展 , 必须具备这三种人才。从目前情况看 , 我国体育

市场发育正处在关键时刻 , 不是完全按市场机制进行资源

配置 , 谙熟体育产业与经济管理的综合性人才尤其匮乏 ,

使体育产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比如说 , 让一个经济管理

学博士去从事体育产业的经营管理 , 人家就要讲条件。

首先看一看相关国家的经验是有益的。以体育产业最

发达的美国为例 ,该国主要依托不同种类的大学培养三类体

育经营人才 :第一类是依托商学院培养高层次体育经营人

才。这种培养方式在课程设置上采取的是 MBA 课程加体育

学课程的组合 ,培养目标是为跨国公司和大企业的运动行销

部门输送专门体育经营人才。第二类是依托各大学的体育

学院培养中高级体育经营人才。第三类是依托各大学的体

育学院或社区学院培养专项体育经营人才。我国目前还没

有专门培养体育经营人才的机构。几所著名体育学府虽设

有体育管理专业 ,但这一专业主要是培养行政管理干部 ,而

不是专门培养体育经营人才 ,且这一专业在新颁布的专业目

录中已经被合并到社会体育专业。因此 ,构建我国体育经营

人才的培养体系 ,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现状看 ,目前急需体育经营人才的机

构 ,主要是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职业俱乐部、体育中介机构和

从事健身娱乐业经营的企业 ;从人才类型看 ,当前我们既需

要体育经营的通才 ,即懂得多种项目经营之道的人才 ,也需

要体育经营的专才 ,即主要擅长某一项目经营开发的人才 ,

专业经营人才人必须熟悉各项法律知识 ,特别是体育方面

的法规、经济方面的基本知识 (包括经济谈判、合同签约 ) ,

还需懂外语。

据此 ,笔者认为以下几种培养途径和方式可以考虑 :一

是依托体育专门学院和部分有实力的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培

养中高级体育经营人才 ,将体育学课程与工商管理课程相结

合来设置。体育院校和综合大学的体育院系要利用各自的

优势 ,有重点的转移培养方向 ,向国内企业和政府输送合格

人才。体育行业现有的一些人才要转变原有的就业观念。

二是采取合作办学和委托培养方式 ,由用人单位与体育院系

或商学院合作 ,培养某一项目的体育经营人才。三是在国内

著名学府设立体育经纪人培训中心 ,并可与国外相关机构合

作办学 ,经权威机构考核合格 ,取得资格证书后才能上岗。

第四 ,鼓励部分高水平运动员转变行业 ,从事与体育产业有

关的经营开发活动 ,利用其知名度开拓国际市场。

体育专业经营人才的培养质量要高、规模不要太大。切

忌一哄而上 ,要根据市场的要求有计划、有目的占领体育专

业经营人才的市场。在培养体育专业经营人才的能力上除

了注重他们运用体育、经济类知识外 ,还要培养他们的市场

意识、竞争意识、自谋生存的意识 ,使他们尽快适应市场的机

制 ,寻求发展壮大。体育经纪人的培养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

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因此要得到有关主管部门

的重视 ,加大研究深度和广度。

(下转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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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NC组 (a) 与 TC组 (b) 的电镜观察结果

3 　分析与讨论

本实验选用大鼠的左腿腓肠肌进行生物力学和组织学

方面的检验 , 是因为大鼠的腓肠肌较大 , 容易取材 , 且又

是运动的主要肌肉 , 因而可以通过大鼠腓肠肌的生物力学

指标和组织学形态结构的变化情况反映出大鼠进行 6 周训

练后其运动能力的变化情况。因为极限强度、最大伸长量、

弹性刚度、断裂能密度等指标可从生物力学方面反映映肌

肉的功能[11 ] 。另外 , 本研究还从组织学方面更直观地通过

电、光镜观察到大鼠腓肠肌组织结构的细微变化 , 所以能

够综合反映腓肠肌经过 6 周训练后肌肉的运动能力变化。

从实验结果看出 , 其极限强度、最大伸长量、弹性刚度、

断裂能密度等指标均较对照组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 P <

0101) , 分别为 139123 %、170126 %、61155 %、240190 % ,

这一结果同刘波等人在对 6 周大强度训练兔胫骨前肌的断

裂强度和能量吸收指标均为对照组的 122102 %和 133157 %

( P < 0101) 的研究结果相似[12 ] 。表明经过 6 周训练使大鼠

腓肠肌的功能得到明显提高。

肌肉极限强度与断裂能密度可反应肌肉内纤维结缔组

织 (如肌内膜、肌束膜和肌外膜和肌纤维排列紧缩紧密

(肌纤维增粗) 的状况。而实验结果中 , 肌肉极强强度与断

裂能密度均提高 , 这可反映肌肉的强度和应变能经过训练

后得到显著提高。需要注意的是 , 在被动拉伸中 , 肌纤维

的抗拉力为胶原纤维的 1/ 2[13 ,14 ] 。同时肌肉的最大伸长量

增大和弹性刚度减小 , 说明肌肉的弹性良好 , 这些情况可

反映出肌肉对训练的适应性变化中是以肌纤维增粗为主并

且与肌肉内结缔组织同步增强。

4 　结 　论

(1) 经过 6 周循环水游泳训练 , 成功地建立了运动训

练模型。

(2) 在生物力学特性方面 , 骨骼肌在强度极限、最大

伸长量、弹性刚度、断裂能密度的指标测试表明 , 经过 6

周游泳训练 , 骨骼肌的生物力学特性发生改变 , 运动能力

达到一定水平。

(3) 在组织学方面 , 通过光镜与电镜可观察到肌肉内

肌纤维和结缔组织结构的细微变化情况 , 可直观地观察到

TC组与 NC组相比肌纤维结构整齐 , 结缔组织增多并排列

有规律 , 因而光镜与电镜观察可作为综合反应肌力的一项

比较直观的研究手段 , 应进一步推广使用。

(4) 今后从其他角度还如何建立动物模型 , 以及建立

动物模型后的深入研究还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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