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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我国优秀运动队、体育运动学校及业余体校等单位的教练员、运动员作为研究对象 , 运用文献资料、

走访座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 , 对我国竞技体育人才交流管理工作发展的基本情况 ; 竞技体育人才交流的类

型、形式以及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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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Exchange of Competitive Personnels in Our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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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oaches and sports players in elite teams and sports schools were used as research object. Using information , interview2
ing and investagation methods , authors made a research on the exchange of competitive personnels in our country , especially in the

flowing aspects : management work , types of personnels , ways omd paths of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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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技体育人才的交流既是体育人才交流的重要组成部

分 , 也是竞技体育人才管理的重要内容。从世界各国体育

人才交流情况看 , 引进或输出教练员、运动员已成为一种

十分普遍的人才现象 , 通过跨地区、跨国界的竞技体育人

才交流活动 , 不仅确保了一些体育发达国家在世界竞技场

上的优势地位 , 也促进了人才的成长、开发与使用 , 推动

了世界竞技运动水平的发展。国内外大量事实证明 : 通过

广泛的竞技体育人才交流活动能够迅速改善本国、本地区

或本单位原有的人才结构 , 促进运动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

这已成为许多世界体育强国成功的共同经验。

多年来 , 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 , 我国竞技体

育人才交流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不协调的因素 , 既无科学的

人才交流制度 , 也没有强有力的法律条文 , 基层训练工作

者的利益不能得到充分保证 , 训练者的积极性受到不同程

度的挫伤。这样不仅影响了后备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开

发与使用 , 也造成了我国优秀运动员队伍人才结构不合理 ,

一些项目“青黄不接”, 世界水平的尖子运动员断层现象 ,

以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竞技体育水平高速发展的进

程 , 使得不少运动项目距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很大差距。针

对这种现状 , 国家体委予以高度的重视 , 曾于 1987 年制订

出《开展体育后备人才交流的暂行办法》 (讨论稿) 和《教

练员管理工作暂行办法》 (草案) 等项文件 , 组织召开了全

国体育人才交流及教练员队伍建设工作会议 , 不少的省、

市、自治区体委也制订了体育人才交流的计划、设想及管

理办法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各地的竞技人才合理流动创

造了条件 ,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竞技体育人才交流工作的

开展。但是 , 从当前我国体育改革的形势和竞技体育发展

的客观需要来看 , 我国竞技体育人才交流的问题仍未从根

本上解决 , 还面临许多矛盾与困难。如何尽快地理顺我国

优秀运动员与后备人才培养单位之间的关系 , 促进优秀运

动员与后备人才之间的交流 , 使之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运

行机制 , 已成为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宏观管理中一个迫切需

要解决的课题。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1 　研究对象

以中国国家队 , 部分省、市优秀运动队的教练员、运

动员及体育运动学校 , 竞技体校 , 业余体校 , 体育中学 ,

传统体育项目学校的运动员作为研究对象。

112 　研究方法

11211 　文献资料研究法

11212 　走访座谈调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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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了国家体委、山东、山西、北京、河北、河南、

四川、广西、湖北、广东、海南、陕西、宁夏等省、市体

委、优秀运动队、体育运动学校 , 业作体校 , 传统体育项

目学校 , 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校等单位。

11213 　问卷调查法

采用封闭式 , 半封闭式问卷进行调查 , 并分为教练员、

运动员类问卷和专家类问卷。共发问卷 300 份 , 回收 239

份 , 有效回收率 7917 % , 其中男性 121 人 , 占 5016 % , 女

性 118 人 , 占 4914 %。共发教练员问卷 50 份 , 回收 36 份 ,

有效回收率 72 %。发给体育领域的专家 , 人事部门的领导

干部、管理人员的专家类问卷 49 份 , 回收 37 份 , 有效回收

率为 9213 %。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1 　我国人才交流管理机构的发展情况

我国的人才交流管理机构是随着经济体制、科技体制

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而诞生 , 并随之发展起来的。根据国

务院国发 [1983 ] 11 号《关于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若干规

定》的文件精神 , 当时的国家劳动人事部于 1984 年创建了

全国人才交流中心 , 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才流动工作。1988

年 , 国务院对直属机构改革 , 国家人事部建立以后 , 明确

了内设机构 , 成立了流动调配司 , 同时组建了全国人才流

动调节中心。与此同时 ,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

先后成立各级各类人才交流管理机构 4 千多个 (截止 1993

年底) , 较广泛的开展各类人才交流工作 , 许多地方建立了

人才市场 , 常年举办各种人才交流的服务工作。1993 年 10

月 10 日由国家人事部和全国人才交流中心在北京举办 , 了

首届全国人才技术交流大会 , 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的人才交

流活动 , 促进了各省、市 , 各系统人才交流工作的制度化

和规范化。

为了加强体育人才的合理交流 , 国家体委于 1987 年在

北京召开了全国人才交流及教练员队伍建设工作会议 , 在

会上国家体委领导作了重要讲话 , 会议组织学习和讨论了

《开展体育后备人才交流的暂行办法》及《教练员管理工作

暂行办法》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 各省、市体委有关部门也

分别制定了人才交流的条例、规定及设想、对策等 , 各省、

市在竞技体育人才交流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 对人

才交流工作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 随着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体育改革步伐的加快 , 竞技体育

人才交流工作与当前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不相适应 , 竞技人

才交流中不同程度存在的无章可循 , 无法可依 , 自发交流

状况所带来的一些矛盾日显尖锐突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

题就是组织管理机构不健全 , 法规制度不配套 , 人才交流

渠道不畅通 , 因此 , 尽快建立健全我国各级各类竞技体育

人才交流管理机构已势在必行。

212 　我国竞技体育人才交流工作的基本情况

从我国竞技体育人才交流现状看 , 由于长期受到计划

经济体制和狭隘地区观念影响以及竞赛制度的制约 , 使得

挖掘人才 , 进行人才交流主要限于本地区。省市之间的交

流还不普遍 , 只是个别、少量的交流 , 且不同程度存在一

定的难度和障碍。但从我们调查和已掌握的有关材料看 ,

近年来 , 一些省市根据各自的需要 , 与其他省市进行的一

些竞技体育人才交流工作 , 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河南省

体委从外省聘请了柔道、网球、手球、自行车、武术教练

后 , 这些项目的水平都有了很大的起色。山东省体委曾向

陕西、青海、宁夏、江西、广东省市及解放军支援了后备

人才 ; 同时从北京、上海、吉林、江西、黑龙江聘请了一

些教练员 ; 还与济南部队共建排球队 ; 与上海淀山湖基地

签订协议 , 山东出运动员 , 上海代训。贵州省政府通过辽

宁省政府要求支援 25 名后备人才 , 辽宁省政府指示省体委

要保证对贵州省的支援 , 促成了两省之间的体育人才交流。

辽宁省从 1981 年到 1986 年的六年期间 , 向兄弟省、市输送

了 221 名优秀运动员和后备体育人才 , 向部队输送 47 名后

备人才 ; 与此同时 , 也从外省市引进游泳、棋类等项目运

动员近 30 名。黑龙江省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游泳

项目向外省及解放军支援后备人才达 100 多人 , 篮、排球

项目还支援了四川、贵州省多人。吉林省近些年横向交流

的运动员近千名 , 还支援了湖北自行车教练员。甘肃省体

工队 14 个项目 , 从 14 个省市共引进 99 名运动员 (占运动

员总人数的 4515 %) , 从 3 个省市引进 10 名教练员 (占教练

员总数的 3313 %) 。从运动成绩看 , 仅古典式、自由式摔

跤 , 男子柔道项目就有 21 名引进的运动员取得六运会的决

赛资格。上海支援新疆自行车队教练员 , 全运会自行车预

赛 , 新疆的成绩比上海还好 ; 同时 , 上海从山东、武汉部

队和上海体院 , 南京部队引进运动员。北京市与内蒙古三

大球教练、每两年 1 期 ; 内蒙古支援北京摔跤项目后备人

才。还决定 , 将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扩大到 2 千人的编制 ,

每年由市优秀运动队先调入 (每年大约需 1002200 人左右) ,

从 1988 年下半年起 , 将富裕人才进行“开放性输送”, 即 :

向部队、行业体协、大专院校发通知 , 邀请兄弟单位来选

才。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竞技体育人才交流 , 支援兄弟单位 ;

同时也促进市优秀运动队重视选才工作 , 关心业余训练单

位。上述情况说明 , 省市人才交流工作早已突破了地区界

限 , 与兄弟省、市地区 , 互相支持、互相补充 , 进行人才

交流已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

实践证明 : 合理的竞技体育人才交流不仅十分必要而

且切实可行。它反映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有组织、有

秩序的人才流动 , 将会比自发、单个及隐蔽的进行交流更

能有效的促进竞技体育人才的开发与使用 , 加速竞技体育

水平的提高。

213 　竞技人才交流的类型与形式

人才的流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人才流动 , 是

改变人才隶属关系的流动 ; 广义的人才流动 , 除了改变人

才隶属关系的流动 , 还包括各种不改变隶属关系的智力交

流活动。在我国 , 竞技体育人才的交流工作尽管主要是自

发、局部进行 , 且存在较多矛盾和问题 , 但也形成了一些

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人才交流类型与形式。

21311 　自愿免费的交流

·01·

　第 3 期 　第 17 卷 　　　　　　　　　　　　　　　　　西 安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主要是专业或业余运动员 (后备人才) 在一定时期所

进行的单项流动 , 这类人才一般在原单位的作用不大 , 属

于较富裕人才或被认为发展前途不大的 , 所以单位一般采

取开放式流动。

21312 　协作交流人才

一般多为地区、省、市之间的竞技人才协作性交流 ,

即通过一定形式相互达成交流协议 , 这种交流 , 经常是与

智力、技术、报酬为条件进行 , 尤其是智力、技术援助性

交流。

21313 　人才的互换交流

不同的省、市优秀运动队 , 人才分布情况不一样 , 通

过人才交流 , 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

21314 　有偿服务性交流

由于竞技人才成长过程中 , 国家或单位均花费了一定

的财力和代价 , 因此在人才流出时 , 收取必要的培训费也

是合情合理的。而实质是一种有偿服务性的人才交流。这

样做 , 一方面避免了培养人单位由于人才、经济方面的损

失而产生的心理不平衡 , 减少对人才流出实施的“管、卡、

压”现象 ;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调动基层工作者的积极性。

例如 : 在优秀运动队和业余训练单位选调所需的人才或由

训练水平较高的单位委托培养专业或业余后备人才时所交

纳的补偿费、委培费等。

21315 　优劣人才搭配交流

人才的培养必然有一个优劣的结果 , 作为基层训练单

位 , 在为优秀运动队输送后备人才时 , 希望将培养的人才

尽量多的送出 , 尤其已建立的人才基地 , 将后备人才的输

送率作为训练、管理效益的重要标志 , 同时也有利于扩大

后备人才培养单位的招生生源 , 取得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为此 , 一些地方采用优劣搭配的办法进行人才输送 , 这样

搭配的办法往往比收费更易于被用人单位接受。

214 　人才流动的形式与途径

人才的流动有诸多的形式与渠道 , 如按人才流动方向

可分为平行流动 , 交叉流动 , 横向流动 , 纵向流动 ; 按人

才流动性质又可分为强迫流动 , 自由流动 , 在编流动 , 动

编流动等等。但不论哪种形式的流动都可根据流动后所产

生的结果分为合理性流动和不合理性流动。

从目前我国竞技人才流动情况看 , 已形成一定的交流

体系。即纵向与横向 , 顺流与逆流 , 也有从高到低 , 还有

专业到业余、业余到专业 , 但最高层次的国家专业队的人

才顺流现象不多 , 这也是人才智力交流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

它对于提高下属各层次的运动人才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3 　结束语

我国竞技体育人才的合理流动和重新配置是我国优秀

运动队建设的重要内容 , 通过合理的人才流动能够加速竞

技运动水平的迅速提高 , 有利于开发培养、使用人才、改

善体育队伍的人才结构 , 避免人才浪费。人才的流动问题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它既包含复杂的管理活动 , 又带

有十分显著的社会性特征 , 就目前我国各领域在此类问题

的研究情况看 , 还处在探索尝试阶段。由于时间和经费原

因 , 本研究也仅作为系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有些问题还

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 为此 ,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

(1) 成立全国体育人才交流性机构 , 制订配套的政策

法规 , 建立体育人才市场和人才数据库 , 加强对全国的体

育人才交流工作实施宏观调控和科学化管理。

(2) 实施竞技体育人才交流方案 , 必须考虑我国经济

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 应着重考虑方案实施的地区性布局与

阶段性划分。

(3) 为确保人才交流工作顺利、健康、有序的发展 ,

国家体委有关部门可以有组织的先在一些地区或单位进行

试点工作 , 待取得经验后再扩大范围 , 逐步将人才交流工

作引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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