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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人文社会学

广东等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状况

的比较研究
Ξ

刘庆山 , 周洪珍 , 吴燕波 , 陆明辉
(韩山师范学院 体育系 , 广东 潮州 521041)

摘 　要 : 广东、辽宁、上海、江苏、北京、山东六省市是我国的传统竞技体育强省 , 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的状况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今后几年整体竞技体育在国际上的表现。笔者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数

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 , 对六省市的二线、三线的体育后备人才数量、质量、项目布局、培养途径和社会学因素进

行了分析研究 , 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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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tive Research on Reserve Talents of Athletic Sports in Six Provinces of China

LIU Qing2shan ,ZHOU Hong2zhen ,WU Yan2bo ,LU Ming2hui
(Dept1 of PE , Hanshan Teachers College , Chaozhou 521041 ,China)

Abstract :Guangdong , Liaoning , Shanghai , Jiangsu , Beijing and Shandong are national traditional Athletic sports provinces1 The

training of reserve talents of athletic sports in these provinces will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thletic sports in some de2
gree1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 , interview , and statistics are adopted in this article1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reserve talents ,

events arrange , training methods and sociologic elements of the second - level and the third - level in the six provinces are ana2
lyzed , which could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oncerned departments1
Key words :reserve talents of athletic sports ; quantity ; quality ; events arrange ; training methods

　　袁伟民局长在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

话 (2001 年 4 月 21 日)指出 :“当前竞技体育程度不同地存在

着不可持续的因素。相当一部分运动项目后备力量严重不

足 ,如果现在不抓好梯队建设 ,就会丧失时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也要

求“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关系到竞技体育的持续发展 ,要认真

抓好业余运动队伍训练 ,注意发现和培养新的人才”。广东、

辽宁、上海、江苏、北京、山东六省市是我国的传统竞技体育

强省。九运会上 ,广东等六省市的金牌总数达到了 20915 枚 ,

占金牌总数的 51 % ,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状况

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今后几年整体竞技体育在国际

上的表现。因此对它们进行较为深入研究对于我国竞技体

育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1 　研究对象

以广东、辽宁、上海、江苏、北京、山东六省市的二线、三

线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为研究对象。

112 　研究方法

1121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了近年来有关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相

关文献和政策法规以及体育事业统计年鉴 ,了解六省市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现状及整体的数量、质量和项目布局情

况。

11212 　访谈法

分别走访了省市体育局和体育运动学校的管理人员和

教练员 36 人 ,深入了解了六省市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方面的招生、训练、比赛、文化学习、输送以及面临的问题等

情况。

2 　结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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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数量结构比较分析

体育后备人才的数量是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

础。由表 1 可看出 ,各省市一线运动员数量差距不算很大 ,

而二、三线运动员的数量山东、广东、辽宁三省份占有明显优

势 ,都超过了 2 万人 ,上海和北京处于劣势。六省市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数量的结构特点说明 :一、适龄青少年人口是决

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数量的首要因素。我们不难看出 ,六省

市二三线运动员数量上的排序基本与各省市总人口的排序

一致 ;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数量的结构还与各省市的竞技

体育传统和发展模式有关。山东、广东和辽宁是我国传统的

竞技体育大省 ,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 ,基层训练网点较多 ,长

期以来丰富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资源决定了三省较为粗放

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 ,因此也都程度不同地一直存在着“尖

子不尖”的尴尬状况 ;三、上海和北京作为大都市 ,经济和文

化都比较发达 ,拥有较好的软硬件环境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他们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资源上的不足。从历届的国

际和国内比赛成绩来看 ,上海和北京一直处于全国竞技体育

的前列 ; 四、改革开放以来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交流的逐步

放开也是导致六省市一线队员数量基本均衡 ,二、三线队员

数量差距较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对广东、辽宁等一些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比较充裕省份的部分基层教练员的访谈

中得知 ,把进入本省一线队无望而又有发展潜力的运动员交

流到其他兄弟省份是他们解决运动员出路的一种普遍做法。

表 1 　六省市一二三线队伍情况统计表 单位 :人

一线在

队人数

二级在

队人数

三线在

队人数

二三线

合 　计
一二三线比

北京

辽宁

上海

江苏

山东

广东

718

959

876

883

631

1 263

869

2821

903

1 955

4 839

3 089

6 465

17 469

9 262

15 438

21 499

22 067

7 334

20 290

10 165

17 393

26 338

25 256

1∶112∶9

1∶219∶1812

1∶110∶1016

1∶212∶1917

1∶717∶3411

1∶215∶1919

3 数据来源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体育事业统计年鉴》

(2000 年)

212 　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质量的比较分析

竞技体育是以比赛成绩来衡量的 ,因此与数量相比 ,运

动员的质量对竞技体育来说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已经进入

一线队的少年运动员和二线中一级以上的运动员无疑将是

未来几年竞技体育比赛的主力 ,是各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的精英 ,二者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各省市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队伍的质量。由表 2 可知 ,2000 年江苏省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中 ,这二者之和达到了 293 人 ,为六省市中最多的 ,说

明江苏省已经开始为将在本省召开的“十运会”进行人才储

备。广东省一线队伍中 16 岁以下的运动员和二线中一级以

上的数量之和达到了 257 人 ,从总体上处于第二位 ,但与山

东的 240 人相比优势不明显。山东从优秀运动员的数量上

看处于第三位 ,但进入一线队的少年运动员却是六省市中最

少的 ,这可能与山东省竞技体育一向以体能和球类项目为

主 ,运动员成熟较晚有关。上海市虽然二三线运动员的数量

较少 ,但其一线中的少年运动员却与广东相差无几 ,反映了

上海竞技体育结合本市特点 ,走少而精的发展理念。辽宁省

优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数量与上述四省相比稍处劣势。

在六省市中 ,北京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质量最不容乐观 ,

尤其是二三线队伍中优秀选手的数量大大落后于其他五省

市。照此发展下去 ,北京很可能在未来几年被挤出六强之外。

表 2 　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质量状况统计表

单位 :人

16 岁以下

一线运动员

二三线运动员

国际

健将

运动

健将
一级二级

二线一级以上和一

线少年运动员合计

北京 93 0 0 22 29 115

辽宁 81 0 0 78 111 159

上海 100 0 8 86 293 194

江苏 166 1 6 120 398 293

山东 38 2 34 166 308 240

广东 109 0 10 138 385 257

　3 数据来源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体育事业统计年

鉴》(2000 年)

213 　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项目布局的比较分析

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已经达到 30 多个大项 ,300 多个小

项 ,全运会项目的设置正逐步与奥运会接轨 ,因此合理的项

目布局已成为在综合性运动会上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综

观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项目布局 (见表 3) ,我们可以

发现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一些金牌大户项目 ,如田

径、游泳 ,是六个省市共同的重点项目 ,纷纷布下“重兵”,再

次印证了“得田径、游泳者得天下”这句竞技体育界的至理名

言 ;二、我国一些在国际上具有优势的项目 ,如射击、举重、乒

乓球 ,也得到了各省的普遍重视 ,保持着良好的人才梯队 ;

三、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项目和我国的传统体育项目 ,如足

球、篮球和武术 ,由于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各省的后备人

才队伍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除了上述共同项目 ,六省市还

都结合本省实际布局了自己的重点项目 ,这些项目主要表现

在后备人才的数量和等级运动员的数量与本省其他项目或

者与兄弟省市同一项目比较中占有优势。北京是体操、摔

跤、柔道、手球、曲棍球、棒垒球 ;辽宁是赛艇、皮划艇、摔跤、

柔道、拳击、自行车、跆拳道、击剑、网球、帆板 ;上海有击剑、

羽毛球、网球、棒垒球、技巧 ;江苏是拳击、摔跤、柔道、击剑、

自行车、排球、羽毛球 ;山东有拳击、摔跤、柔道、排球、手球、

跆拳道 ;广东是跳水、体操、拳击、柔道、击剑、摔跤、帆船、帆

板、跆拳道、技巧。从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项目布局

状况我们可以发现 ,各省市基本是围绕全运会来进行的 ,雷

同较多 ,特点还不够鲜明 ,国际竞争着眼不够。另外 ,我国近

年来在国际上取得突破的项目 ,如曲棍球 ,垒球 ,还没有得到

各省应有的重视 ,后备人才明显不足。

214 　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途径分析

目前 ,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仍然主要依赖

“三级”训练制度 ,所有二线运动员全部在体育运动学校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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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运动员绝大部分也在重点业余体校和普通体校 (见表 4) ,

反映了“三级”训练网络在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

依然发挥着绝对主渠道作用 ,培养渠道相对单一。

表 3 　六省市竞技体育二三线运动员分项目统计表 单位 :人

　　北 京 　　 　　辽 宁 　　 　　上 海 　　 　　江 苏 　　 　　山 东 　　 　　广 东 　　

二线 三线
等级

人数
二线 三线

等级

人数
二线 三线

等级

人数
二线 三线

等级

人数
二线 三线

等级

人数
二线 三线

等级

人数
田 　　径 93 1420 1045 6019 101 164 1641 109 621 4266 240 1855 6705 238 466 5228 176

游 　　泳 33 1079 33 50 1407 3 82 1395 53 57 1211 27 156 1265 54 119 3032 54

跳 　　水 20 19 3 84 60 32 236

体 　　操 62 126 17 240 6 28 416 413 21 292 42 931 4

举 　　重 35 305 127 685 5 66 432 45 150 636 69 346 1227 90 236 1042 75

拳 　　击 7 21 85 151 7 46 47 266 11 74 413 11 90 103 6

摔 　　跤 68 331 140 298 4 8 144 73 330 40 387 1091 79 148 389 38

柔 　　道 55 352 153 565 4 19 213 29 93 401 46 336 956 77 174 517 41

击 　　剑 47 12 69 129 5 50 150 19 102 360 24 5 148 286 25

射击/ 箭 93 207 127 692 8 134 449 132 125 502 46 314 653 12 140 688 62

自 行 车 28 67 24 109 34 34 22 98 155 21 29 43 22

赛/ 皮艇 45 35 6 190 343 4 216 23 196 1 61 106 16 76 284 6

帆船/ 板 18 58 19 2 20 47 111 14

足 　　球 51 522 239 2191 8 73 1095 4 141 1520 53 222 1156 7 507 2419 39

篮 　　球 473 273 2225 17 58 836 9 270 1117 61 331 1438 53 217 2335 68

排 　　球 46 241 84 431 28 42 515 7 56 664 23 127 581 2 79 402 12

乒 乓 球 57 482 35 925 26 571 21 1096 6 133 1128 46 89 1258 21

羽 毛 球 16 4 24 94 2 33 243 7 405 2 8 65 50 535 3

网 　　球 16 53 18 92 1 10 109 2 121 2 30 17 6 69

手 　　球 36 101 12 126 33 49 4 93

曲 棍 球 11 1 31 9 6

棒 垒 球 23 184 3 41 101 30 1 151

跆 拳 道 16 37 44 116 4 65 61 225 4 210 90 6

技 　　巧 18 1 12 97 5 54 3 43 291 15

武 　　术 31 352 24 398 4 107 64 801 40 318 3924 37 110 762 4

其 　　它 60 14 250 304 745 18 72 2 46 809 3

合 　　计 869 6465 51 2821 17469 208 903 9262 429 1955 15438 713 4839 21499 767 3089 22067 677

　注 : 3 数据来源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体育事业统计年鉴》(2000 年)

　　竞技体育产业化和社会化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

展竞技体育工作的发展方向。依托社会 ,动员各种社会力量

进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是缓解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投入不足的有效途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

制度的逐步完善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了体育

后备人才的培养中来 ,如北京的清华大学跳水队和人大附中

BTV 三高足球俱乐部 ,上海的丛学娣篮球俱乐部和上海交大

乒乓球队 ,广东的中山大学田径队等社会力量训练单位都已

在全国的比赛中崭露头角。但令人遗憾的是 ,我们从体育主

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没有发现这些单位的数据 ,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体育主管部门还没有对这些社会力量训练单位进

行有效的管理。高水平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是成千上万的

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传统训练体制的主要弊端就在于

各级体校占用了过多的体育资源 ,如场馆、器材和教练等 ,造

成了体校和广大中小学在培养体育后备人才方面处于不平

等的竞争状态 ,大大挫伤了普通大中小学开展青少年业余体

育训练的积极性 ,不利于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社会化。因

此 ,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尽快转变观念 ,改变过去直接办青

少年体校 ,为高水平竞技体育提供后备人才的做法 ,转变为

通过宏观手段和市场机制引导、鼓励各大中小学开展业余体

育训练 ,有效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表 4 　六省市竞技体育三线运动员分类统计表

单位
重点体校 普通体校 　中学 　 　其他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合计

北京 2466 38114 3999 62186 6465

辽宁 4304 24164 11987 68162 1178 6174 17469

上海 2143 23114 7119 76186 9262

江苏 3357 21175 11329 73138 752 4187 15438

山东 5149 23195 13683 63164 2667 12141 21499

广东 2440 11106 19627 88194 700 3117 22067

　注 : 3 数据来源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体育事业统计

年鉴》(2000 年)

215 　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的社会基础分析

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体育也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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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更多的政治功能 ,因此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基本上

是由国家包办的。进入 90 年代以后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改

革的逐步深入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社会环境发生了巨

大变化 ,主要表现在 :一、随着经济上的巨大成功 ,体育的政

治功能逐步衰退 ,原来的社会就业机制已经被打破 ,国家包

办竞技体育的社会基础逐步消失 ;二、素质教育的提出标志

着我国对人才多样化的认识和教育理念都有了很大转变 ,素

质教育改革的深入 ,使广大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有所减轻 ,

课余时间增多 ,给学生参加业余体育训练提供了更大空间 ,

而业余体育训练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 ,也普遍得到了学

校的重视 ,给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带来了新的契机 ;三、

独生子女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的主流 ,独生子女现象已对六省

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带来了重大影响。

从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相对单一的现状

来看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还相对滞后 ,

但是从国内外几十年竞技体育的发展可以看出 ,“举国体制”

仍不失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 ,完全放弃现有

的“举国体制”是不明智的。广东等六省市作为我国传统的

竞技体育强省 ,是我国群众体育基础最好的省份 ,当前紧要

的任务是认真研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面临的新形势 ,

积极转变思想 ,转变观念 ,与时俱进 ,开拓进取 ,采取灵活多

样的组织形式 ,探索市场经济下的“举国体制”之路 ,有效地

扩大基层的在训人数 ,开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新局

面。

3 　结 　论

(1) 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数量看 ,山东、广东、辽宁三

省份占有明显优势 ,上海和北京处于劣势。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数量的结构主要与适龄青少年的数量、各省的竞技体育传

统和发展模式等因素有关。

(2) 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的质量看 ,江苏在六省市

中最好 ,广东省从总体上处于第二位 ,山东第三位 ,北京市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的质量最不容乐观。

(3) 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项目布局基本是围绕

全运会来进行的 ,雷同较多 ,特点还不够鲜明 ,国际竞争着眼

不够。对我国近年来在国际上取得突破的项目 ,如曲棍球 ,

垒球 ,还没有得到各省应有的重视 ,后备人才明显不足。

(4) 六省市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仍然主要依赖原来的“三

级”训练制度 ,培养渠道相对单一。

(5) 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六省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 ,都面临着转变思想 ,转变观念 ,与

时俱进 ,开拓进取 ,探索市场经济下的“举国体制”之路的共

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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