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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新时代背景下袁 上海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所

带来的集聚优势尧上海建设野五个中心冶所带来的牵引优势以及建设全球著名体育

城市所带来的资源优势等机遇遥 同时袁上海竞技体育也面临着来自人口资源尧财政

资源尧土地资源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挑战遥 为了抓住这些机遇袁破解这些挑战袁进
而实现上海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袁建议院一是将上海竞技体育发展融入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曰二是建设政府尧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多元主体参与的竞技

体育治理体系曰三是提升竞技体育发展的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曰四是构建以学校为

中心的多元化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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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elite sports is faced

with opportunities such as agglomeration advantage brought by the integr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raction advantage brought by Shanghai's construction of five centers

and resource advantage brought by construction of a world-famous sports city. Meanwhile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from population, financial and land resources. In order to seize these opportunities

and meet these challenges so as to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elite sport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integrate the development of elite sports into the develop-

ment strateg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o build an elite sports governance system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social and marketing organizations; to

enhance the cross-sect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elite sports; and to build a diversified

school-centered elite sports talent train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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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叶体育强国建设

纲要曳袁提出院到 2050 年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体育强国袁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尧体育综合实力

和国际影响力居于世界前列[1]遥在体育强国的评价维

度中袁竞技体育处于重要地位袁对带动群众体育的广

泛开展以及刺激体育消费袁 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起着重要的引擎作用遥近年来袁上海也根据党中央

对其发展的总体定位袁提出了野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

市尧世界一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尧国内外重要的体

育资源配置中心尧充满活力的体育科技创新平台冶 [2]

的战略目标遥 事实上袁不管是野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冶
的建设袁还是野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冶的建设袁均离不开

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遥为此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于 2019 年专门印发了叶关于构建本市竞技体育发

展新体系的实施意见曳袁并提出院围绕 2025 年上海基

本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目标袁形成具有领先性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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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性尧 开放性尧 国际性的都市型竞技体育发展格

局袁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更具活力袁竞技体

育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袁 率先走出竞

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上海道路 [3]遥 然而袁进入 21 世

纪以来袁上海在全运会上的奖牌排名均未进入前三袁
最近一次的全运会奖牌排名为第六 [4]袁这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上海竞技体育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遥那么袁
在新时代背景下袁 上海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着哪些机

遇和挑战钥应采取哪些对策实现高质量发展钥这些是

本研究着重探讨的问题遥

2018 年袁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宣布院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将

其上升为国家战略 [5]遥 2019 年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了 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曳袁指
出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

作用袁要紧扣野一体化冶和野高质量冶两个关键袁带动

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的发展 [5]遥 随后袁上海尧
江苏尧浙江尧安徽也出台了相应的落实方案遥 长江三

角洲区域是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袁也
是率先进入世界级城市群行列的区域遥 2018 年袁长
江三角洲区域以约占全国 4%的土地面积袁 汇集了

全国约 16%的常住人口袁 贡献了全国约 23.5%的经

济总量 [6]遥
基于经济与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袁 长江三角洲区

域的体育场地尧 组织尧 人力资源也处于全国领先水

平遥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院长江三角

洲区域共有体育场地 338 885 个袁 占全国体育场地

总量的比重为 20.6%曰长江三角洲区域四省渊市冤体
育场地平均拥有量为 84 721 个袁是全国各省渊市冤平
均拥有量的 1.7 倍 [7]遥 2014 年袁长江三角洲区域共有

地方性体育社会组织 9 687 个袁占全国各省渊市冤地
方性体育社会组织总量的比重为 25.4%曰 长江三角

洲区域共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392 820 人袁 占全国社

会体育指导员总量的比重为 22.6%[8]遥 另根据 2014

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院 长江三角洲区

域除安徽之外的上海尧江苏尧浙江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的人口比重分别为 40.4%尧35%尧35.8%袁均高于全国

该比重的平均水平渊33.9%冤[7]遥 此外袁长江三角洲区

域也是我国体育产业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袁据
统计院2017 年袁 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体育产业总规模

达到了 7 473.57 亿元袁 占当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

的比重为 34.6%曰2014要2017 年袁长江三角洲区域的

体育产业总规模年均增长幅度为 20.2%袁 远高于全

国 16.9%的平均水平 [9]遥
根据国际经验袁一个国家或地区竞技体育的发

展与其总体的经济水平和相关的体育场地尧 组织尧
人力资源以及群众基础尧产业基础密切相关遥 正如

前面所举证的袁长江三角洲区域在这些方面均拥有

较大的优势袁这也较好地促进了该区域竞技体育的

发展遥 比如院2014 年袁长江三角洲区域共有各类职业

运动技术学院尧体育运动学校尧竞技体校尧业余体校

单项运动学校尧 体育中学以及训练基地 232 个袁占
全国总量的比重为 12.5%曰 长江三角洲区域共有优

秀运动队运动员 4 207 人袁 占全国总量的比重为

17.8%曰长江三角洲区域共有一尧二尧三线专职教练

员 4 156 人袁占全国总量的比重为 17.1%[8]遥 在职业

体育发展上袁 长江三角洲区域也拥有较好的基础遥
比如院 在参加 2019 年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的 16

家职业俱乐部中袁长江三角洲区域占了 3 家曰在参

加 2019要2020 年中国职业篮球联赛的 20 家职业俱

乐部中袁长江三角洲区域占了 5 家遥 在全运会上袁根
据刘杰对第七至第十三届全运会各省渊市冤奖牌排

名情况的整体性分析得出院 在金牌榜的排名上袁江
苏尧山东尧北京尧上海尧广东尧辽宁尧浙江七省渊市冤位于

第一梯队[10]遥 从这一统计可以看出院除安徽外袁长江

三角洲区域的其他三省渊市冤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均

位居全国前列遥
根据区域经济学理论袁 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

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袁主要表现为劳动市场共享尧
投入共享和技术溢出三方面遥 迈克尔窑波特在叶国家

竞争优势曳一书中也强调院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

势源于其产业的竞争优势袁 而其产业的竞争优势则

来源于产业的集群 [11]遥在产业集群内袁企业间可以形

成上下游的配套关系袁减少交易与运输成本袁而且有

利于信息的累积与传递袁 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升

级[11]遥事实上袁区域发展的一体化也会给竞技体育的

发展带来集聚优势遥 比如袁 吴黎等的研究显示院在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上袁我国所获得的奖牌分布

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趋势袁主要集中在辽中南尧京
津冀尧山东半岛尧长三角尧长江中游尧成渝尧珠三角七

大城市群袁 这 7 个城市群输出的运动员所获得的奖

牌数量占我国奖牌总量的比重为 71.6%[12]遥 魏德样

等的研究也显示院1959要2013 年间袁 我国省域竞技

体育实力的空间分布并非完全随机袁 而是呈现出显

著的空间集聚趋势袁 空间关联性体现出 野高-高冶

上海竞技体育发展的机遇尧挑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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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低-低冶的集聚分布特点 [13]遥 以上研究也说明院依托

长江三角洲区域良好的经济基础袁 以及群众体育和

体育产业基础袁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发展优势袁区域一体

化发展进程的推进可以为上海竞技体育的发展带来更

充分的人尧财尧物支撑袁并形成更明显的集聚优势遥

近年来袁 根据党中央赋予上海的战略定位和任

务袁上海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了建设国际经济尧金融尧
贸易尧航运尧科技创新中心渊简称野五个中心冶冤的战

略目标遥 2018 年袁中共上海市委印发的叶关于面向全

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意

见曳也对野五个中心冶建设的主攻方向与重点任务进

行了布局袁并提出院到 2035 年袁把上海基本建成与我

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卓越全球城市袁令
人向往的创新之城尧人文之城尧生态之城袁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袁 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引领城市 [14]遥 一个国家

或地区竞技体育的发展袁 不仅取决于是否拥有良好

的内部条件渊比如运动员尧教练员尧科研人员等冤袁还
取决于是否拥有良好的外部条件渊比如经济尧制度尧
交通尧科技等冤遥

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技体育发展而言袁 经济

发展水平是基础遥以里约奥运会为例袁排在金牌榜前

8 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尧英国尧中国尧俄罗斯尧德国尧
日本尧法国尧韩国遥 除中国尧俄罗斯外袁其他均为发达

国家遥 中国尧俄罗斯虽然不是发达国家袁但其经济体

量却位居世界前列遥 龚小红等基于第十二届全运会

各省渊市冤竞技体育成绩进行的统计分析得出院经济

发展状况对于各省渊市冤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袁经济发展渊以人均 GDP 为计算指标冤每
增加 1%袁竞技体育发展水平能提高 0.79%[15]遥 曾鸣

的研究也显示院我国各省渊市冤在第十二届全运会上

的综合得分尧 奖牌合计数和金牌数 3 个变量与其生

产总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83尧0.80尧0.79袁说
明省渊市冤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与其经济总量之间存在

较强的相关关系[16]遥
在科技创新与竞技体育发展的关系上袁从 20 世

纪 20 年代首台功率自行车的问世袁 到鲨鱼皮泳装

的出现袁再到基因选材的运用袁科技创新助力竞技

体育发展的效益正日益凸显袁有效地促进了运动选

材和训练的科学化 [17]遥 各大竞技体育强国也高度重

视科技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作用遥 比如袁英国

于 2002 年成立了英国体科所 渊English Institute of

Sport冤袁英国体育理事会每四年为其提供 6 000 万英

磅的经费支持袁英国各单项体育协会也会每四年为

其提供 2 760 万英镑的购买服务费 [18]遥 在里约奥运

会备战期间袁英国体科所为 93%的英国运动员提供

了科技服务袁涉及 31 个运动项目尧67 枚奥运会奖牌

以及 147 枚残奥会奖牌 [18]遥 俄罗斯体育部成立了科

学革新教育处袁 以加强对本国竞技体育的科技保

障袁还为每支国家队配备了流动的医疗中心袁以确

保运动员能够更安全尧更充分地参与运动训练与竞

赛 [19]遥 美国启动了运动科学与医学计划袁让国家队

教练员和运动员接受科技专家的专业会诊袁 很好地

保障了美国在奥运会等世界重大赛事中的摘金夺银

的实力[19]遥德国组建了科技备战服务体系和野创新想

法冶计划袁借助优秀的科技成果为本国教练员尧运动

员提供服务 [19]遥 我国也高度重视借助科技力量以提

升竞技体育的发展质量遥 早在 1958 年袁我国就建立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家体育科研机

构要要要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渊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科学研究所冤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 我国先后制定了

叶1991要2000 年体育科技发展规划曳叶2001要2010 年

体育科技发展规划曳叶国家体育总局中长期体育科

学与技术研究指导纲要渊2011要2020冤曳等文件遥 叶体
育强国建设纲要曳中共设置了 9 个重大工程袁其中

有 2 个重大工程 渊国家体育训练体系构建工程尧科
技助力奥运工程冤聚焦于科技创新对竞技体育的支

撑与保障作用 [1]遥
事实上袁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尧贸易以及航运的

发展袁不仅有助于其体育产业袁还可以促进职业体育

的发展袁也有助于吸引高水平的运动员尧教练员以及

科研人员袁 这些均会对竞技体育的发展产生良好的

促进作用遥 因此袁上海加快建设国际经济尧金融尧贸
易尧航运尧科技创新中心的进程袁势必会显著提升上

海整个城市的能级尧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吸引力尧创造

力和竞争力袁 而这也将会给上海竞技体育的发展带

来强有力的牵引优势遥

2015 年袁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叶关于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曳袁 明确指出院
到 2025 年袁 基本实现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建设目

标袁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尧国内外

重要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尧 充满活力的体育科技创

新平台[20]遥 2016 年袁叶上海市体育改革发展野十三五冶
规划曳再次指出院围绕 2025 年基本建成全球著名体

育城市的奋斗目标袁 到 2020 年形成体育氛围浓烈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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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事业繁荣尧体育产业发达尧体育品牌凸显尧体育

人才辈出尧体育交流活跃尧体育要素集聚的全球著名

体育城市基本框架[2]遥
近年来袁 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进程也

为其竞技体育发展带来了很多政策尧赛事尧场地设施

等方面的资源红利遥 比如袁在政策层面袁上海专门印

发了 叶关于构建本市竞技体育发展新体系的实施意

见曳袁并提出了野各级体校人员工资待遇逐步达到教

育系统同等学校工资水平冶野设立竞技体育发展基

金袁 实行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尧 开放式的项目申请制

度冶野优秀退役运动员经培训考核后袁 可直接招录为

中小学体育教师冶野深化教练员职称制度改革袁 拓宽

各类教练员上下流动的职业发展通道冶 [3]等支持性

政策遥除此之外袁叶上海市体教结合促进计划渊2016要
2020 年冤曳 分别明确了教育部门与体育部门在体教

结合工作中的主要任务袁 以更好地推进竞技体育人

才培养机制的改革遥
在赛事层面上袁 上海为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体

育赛事之都袁 近年来积极举办了各类高水平体育赛

事遥 据统计院2018 年袁上海共举办国际国内重大比赛

175 个袁其中国际赛事约占四成 [21]遥 未来袁上海还将

举办 2021 年世界赛艇锦标赛以及足球世俱杯等重

大国际赛事遥 高水平体育赛事的举办一方面可以促

进上海职业体育的发展袁 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上海运

动员提供参与或观摩高水平体育赛事的机会遥此外袁
上海近年来也强化了大型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遥 比

如袁崇明体育训练基地目前已建成启用袁总占地面积

达 558 970 m2袁包括了篮球尧手球尧乒乓球等 14 个运

动项目的场地以及运动员食堂尧宿舍尧教学楼尧医疗

康复以及科研等配套设施遥未来袁上海还将推进徐家

汇体育公园尧浦东足球场尧临港帆船帆板基地尧上海

自行车馆尧马术公园等项目建设 [22]袁这将为上海竞技

体育的发展提供更为优质的场地设施遥
事实上袁像伦敦尧纽约尧巴黎等全球著名体育城

市具有一些共同的元素院举办过类似奥运会尧足球世

界杯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体育赛事袁 而且每年会举

办一定数量的尧与城市品牌相符的体育赛事曰拥有一

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职业俱乐部袁 而且是重要国际

或国内体育组织的总部所在地曰 拥有完善的体育场

地设施以及深厚的体育文化氛围袁 而且具有良好的

体育人口基础 [23-24]遥这些元素均与竞技体育的高质量

发展密切相关遥 上海在对标伦敦尧纽约尧巴黎建设全

球著名体育城市的过程中袁 势必会进一步夯实在以

上元素中存在的短板袁 进而为竞技体育发展带来更

为全面的资源优势遥

人类的生产主要包括三种院人口生产尧物质生产

和精神生产 [25]遥其中袁人口生产是其他两种生产得以

维系的前提遥正如马克思所言院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

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26]遥 对于竞技体

育这类直接面向人尧依靠人的社会实践而言袁人口资

源袁 尤其是青少年人口资源的数量与质量起着基础

性的作用遥同样袁以里约奥运会金牌榜排名前 8 位的

国家为例袁根据联合国 2019 年对全球 233 个国家或

地区人口总量的统计排名袁中国位居第 1 位袁美国位

居第 3 位袁俄罗斯位居第 9 位袁日本位居第 11 位袁德
国位居第 17 位袁英国位居第 21 位袁法国位居第 22

位袁韩国位居第 27 位袁均为人口大国[27]遥陈颇等基于

叶中国人口年鉴曳以及第九届全运会上六大区域的竞

赛成绩进行的多元回归分析也得出院 各地区在第九

届全 运会 上 的 竞 赛 成 绩 与 其 0~14 岁 人 口 以 及

15~64 岁人口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袁 相关系数分

别为 0.81尧0.91[28]遥 王国凡等通过对 20 个社会经济

发展指标与各省渊市冤在第十二届全运会上的竞赛成

绩进行统计分析也得出院野0~14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冶在 20 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中的相对重要度排

名为第 4 位[29]遥
长期受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袁 上海青少年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整体呈现出萎缩的态势遥 如图1

所示院在 2004 年上海户籍人口中袁17 岁及以下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2.5% 袁 到 2011 年已下降至

10.3%遥 虽然袁受国家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袁近几年

上海市青少年人口比重有缓慢上升的势头袁到 2017

年已达到 11.9%袁但仍低于 2004 年 [4]遥 而且袁根据全

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院在上海户籍人口中袁14
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 8.6%袁而同一时

期全国的该比重为 18%袁 美国的该比重为 20%袁日
本的该比重为 13%[30]遥事实上袁根据全球人口变化的

规律袁经济越发达尧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国家或地

区袁其出生率则相对越低 [25]遥 所以袁即使国家放开生

育政策袁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尧教育资源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袁 其户籍人口的出生率也很难有强势反

弹的空间袁 这也意味着在上海户籍人口中青少年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将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

平袁 而这也对竞技体育人才储备形成了较大的刚性

约束遥 据统计院2010 年袁上海共有国家二级及以上运

动员 2 099 人袁到 2016 年该数量已减少至 1 824 人袁
6 年内减少了 275 人 [4]遥

上海竞技体育发展的机遇尧挑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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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院根据 2005要2017 年叶上海统计年鉴曳的数据

整理

图 1 上海户籍人口中 17 岁及以下人口的占比渊%冤

上海为了对冲青少年人口占比下降所带来的竞

技体育人才资源萎缩的负效应袁 采取了引进外省籍

运动员的举措袁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遥 比如袁在第

九届全运会中袁 上海所获得的奖牌中有 14%是由引

进的外省籍运动员取得的袁 在第十届以及第十一届

全运会的奖牌中外省籍运动员所获得的奖牌数比重

甚至分别达到了 38%尧36%[31]遥 然而袁引进外省籍运

动员的策略也存在着诸多的弊端院 一方面大量引进

外省籍运动员袁 势必会占用较多的竞技体育人才编

制袁 致使各级体育运动学校在自主培养竞技体育人

才上产生消极情绪曰 另一方面引进大量的外省籍运

动员还会进一步恶化目前已经严重的退役运动员就

业安置难的问题遥而且袁国内一些经济强省也加大了

对竞技体育的财政支持袁 加入到引进外省籍运动员

的竞争中来袁 使得引进外省籍运动员的成本日益提

高遥 此外袁受城市土地空间的限制袁同时也为了防范

野城市病冶带来的诸多负效应袁不管是党中央还是上

海市人民政府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会严格限

制上海总人口规模袁 这同样会对引进外省籍运动员

产生较大的政策壁垒遥

正如前面所论述的袁经济发展水平是基础袁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家或地区对竞技体育发展的财

政投入水平遥 本文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两大

核心指标渊GDP 和人均 GDP冤为参考值袁将在第七至

第十三届全运会上位居金牌榜第一梯队的江苏尧山
东尧北京尧上海尧广东尧辽宁尧浙江七省渊市冤作为对标

区域袁进行分析遥 根据叶中国统计年鉴曳的数据显示院
2009要2017 年袁上海的 GDP 增长了 2.04 倍袁北京增

长了 2.31 倍袁广东增长了 2.27 倍袁江苏增长了 2.49

倍袁浙江增长了 2.25 倍袁山东增长了 2.14 倍袁辽宁增

长了 1.54 倍 [32]遥 上海 GDP 增速在七省渊市冤中位居

倒数第 2 位袁仅高于辽宁遥 在 GDP 总规模上袁上海

2017 年的 GDP 总规模为 30 632.99 亿元袁 在七省

渊市冤中不仅远低于浙江尧山东尧江苏尧广东袁而且与

辽宁尧北京的优势也在缩小 [32]遥 在人均 GDP 方面院
2009要2017 年袁上海人均 GDP 增长了 1.83 倍袁北京

增长了 1.93 倍袁 广东增长了 2.05 倍袁 江苏增长了

2.42 倍袁浙江增长了 2.10 倍袁山东增长了 2.03 倍袁辽
宁增长了 1.52 倍 [ 32 ]曰上海人均 GDP 增速在七省

渊市冤中位居倒数第 2 位袁而且在人均 GDP 上较除辽

宁之外的其他五省渊市冤的优势也在逐渐减少遥 甚至

2012 年上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保持的人

均 GDP 全国第一的地位也被北京所反超遥 这两组

数据表明院相较于其他竞技体育强省渊辽宁除外冤袁
上海竞技体育发展之前所依赖的经济优势正在逐

渐消失遥
虽然袁上海 2017 年的竞技体育财政支出 揖注 1铱为

110 314.36 万元袁在七省渊市冤中位居第 3 位袁整体位

于中上游水平[33]渊图 2冤遥 然而袁对于上海竞技体育发

展而言袁 还需考虑上海市政府未来到底有多大意愿

和能力延续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袁
即主要依靠财政投入驱动竞技体育发展遥 以人口老

龄化率渊65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

例冤为例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院2017 年上海

的人口老龄化率为 14.3%袁 不仅高于全国的平均水

平袁 而且在 7 个竞技体育强省中也是人口老龄化率

最高的渊图 3冤 [32]遥 在反映人口养老负担的老年抚养

比上渊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冤袁上海 2017

年的老年抚养比为 18.82%袁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3% 袁 而且在 7 个 竞 技 体 育 强 省 中 仅 低 于 江 苏

渊19.19%冤袁位居第 2 位[32]遥老年抚养比不断提高意味

着养老金费用的逐渐增长袁进而会导致政府财政野吃
紧冶遥 此外袁上海目前的疾病发生模式已完成了从传

染性疾病为主向慢性疾病为主的转变遥 比如袁2017
年排在上海居民疾病死亡原因前 4 位的分别是循环

系统疾病尧肿瘤尧呼吸系统疾病尧内分泌营养代谢病袁
均为慢性疾病[4]遥 与传染性疾病相比袁慢性疾病的治

疗周期更长袁所消耗的医疗费用也更多遥 而且袁根据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院 上海居民的预期

寿命为 82.26 岁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5.4 岁袁位居

全国各省渊市冤的首位遥 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也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医疗费用支出遥 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数

据显示院 社会保障与医疗卫生两大类公共预算支出

占上海公共预算总支出的比例由 2010 年的 15.8%

上升至 2017 年的 19.6%袁相应地包括体育在内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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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占比由 2010 年的 6.8%下降至

2017 年的 4.2%袁 教育预算支出占比也由 2010 年的

12.6%下降至 2017 年的 11.6%[34]遥 另根据李燕领等

对全国体育事业财政支出情况的统计分析院 上海体

育事业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由 2011 年的

0.59%下降至 2015 年的 0.18%[35]袁上海市该比例在七

省渊市冤中的排名由 2011 年的第 1 位下降至 2015 年

的第 7 位曰上海人均体育事业财政支出在七省渊市冤中
的排名也由 2011 年的第 1 位下降至 2015 年的第 2

位遥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院养老费用与医疗费用的不断

增加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上海市政府用于竞技体育

发展上的财政投入遥

数据来源院叶体育事业统计年鉴渊2017 年数据冤曳
图 2 2017 年我国竞技体育强省的竞技体育财政支

出情况渊万元冤

数据来源院根据叶中国统计年鉴渊2018冤曳的数据整理

图 3 2017 年我国竞技体育强省人口的老龄化率情

况渊%冤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院 上海竞技体育发展之

前所依赖的经济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袁 而且受人口老

龄化率高以及居民疾病发生模式转变等因素的影

响袁上海的养老与医疗费用也将不断增加袁这也致使

上海市政府通过财政投入驱动竞技体育发展的意愿

与能力在减弱遥 这种情况背景也倒逼上海要积极转

变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袁 主动吸纳

体育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的力量与资金袁 走开放办

竞技体育的可持续性发展道路遥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技体育发展而言袁土
地资源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遥 广袤的土地不仅

有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建设更多的公共体育场地袁
促进群众体育的发展袁 进而为竞技体育发展打下坚

实的群众基础袁 而且也有利于建设更多的竞技体育

训练场地袁 为运动员的训练与竞赛提供良好的场地

支持遥此外袁丰富的地形地貌也有利于一个国家或地

区发展不同的运动项目袁 进行针对性的运动项目训

练袁进而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发展水平遥以里约奥运会

金牌榜排名前 8 位的国家为例袁根据世界银行 2018

年对全球 230 个国家或地区总面积的统计排名袁俄
罗斯位居第 1 位袁 中国位居第 3 位袁 美国位居第 4

位袁法国位居第 48 位袁日本位居第 63 位袁德国位居

第 64 位袁英国位居第 80 位袁韩国位居第 107 位袁大
部分国家拥有较广袤的土地[36]遥

在我国的 7 个竞技体育强省中袁 上海的土地面

积是最少的袁仅为广东土地面积的 3.5%袁甚至不到

北京土地面积的 40%[37]遥 然而袁上海 2017 年的城市

人口密度却达到了 3 814 人 / 平方公里袁 是北京的

3.3 倍袁在七省渊市冤中城市人口密度最高 [32]遥而且袁相
较于其他竞技体育强省袁 上海的地形地貌也较为单

一袁基本上是坦荡低平的平原遥受制于土地资源的限

制袁2017 年上海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8.19 m2袁仅
为北京的 50.6%袁位居全国倒数第 2 位 [32]遥 根据叶中
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渊2015冤曳的数据显示院上海的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1.72 m2袁少于北京尧广东尧江苏尧
山东袁但高于辽宁尧浙江袁在七省渊市冤中整体处于中

下游水平 [38]遥 在 2017 年运动训练基地拥有量上袁上
海共有 3 个训练基地袁而江苏有 9 个尧广东有 7 个尧
浙江有 5 个尧山东有 3 个尧辽宁有 3 个 揖注 2铱袁在七省

渊市冤中也整体处于中下游水平 [33]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院受土地面积小尧人口密

度大等因素的影响袁再加上地形地貌相对单一袁上海

竞技体育的未来发展也会面临土地资源越来越紧缩

的挑战袁不可能像广东尧江苏尧山东尧浙江尧辽宁那样

利用良好的土地资源优势进行体育场地以及运动训

练基地的大规模建设袁 这也倒逼上海竞技体育发展

要走土地资源集约型的发展道路遥

上海竞技体育发展的机遇尧挑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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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目前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整体上呈现为

野大政府袁小社会冶的状态袁即政府在竞技体育发展上

处于强势地位袁社会组织尧市场组织处于弱势地位遥
这种管理体制对政府财政投入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袁
一旦政府的财政出现紧缩或政府对竞技体育的投入

期望减弱袁 就容易出现竞技体育发展保障不足的情

况遥 这也要求上海要积极进行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

革袁 将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吸纳至竞技体育发展的

治理框架内袁以分担政府的管理压力与财政压力遥而
且袁 上海体育社会组织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

势袁仅市级体育社会组织就从 2012 年的 116 个增长

到 2018 年的 160 个袁增长率达到了 38%[39]遥 2013 年

以来袁 上海市体育总会及所属市级体育社会组织共

参与和承办了 1 630 次市级以上赛事活动袁其中全国

性以上赛事活动 798 次[39]遥 在上海 2016 年举办的第

二届市民运动会中袁全市共有 47 个体育社会组织参

与了项目承办[39]遥 此外袁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与贸易

中心袁其体育产业的发育程度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遥
2018 年袁 上海体育产业的总规模已达到 1 496.11 亿

元袁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的比重为 1.7%[40]袁是
全国 2017 年该比重渊0.95%冤的近两倍 [41]遥 体育社会

组织与市场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袁 也使其参与竞技

体育发展尧分享竞技体育资源的期望日益增强袁导致

体育社会组织尧 市场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增

加袁 这其实给政府主导型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带来

了较大的运行压力袁 这也倒逼着政府要向社会组织

与市场组织放权遥
上海目前的竞技体育发展仍主要依靠体育部门

进行管理与推进袁 尚未形成较完善的多部门协同参

与竞技体育治理的体制框架遥然而袁从世界竞技体育

发展的规律上看袁竞技体育的发展是一个复合性尧系
统性工程袁不仅需要政策尧财政尧场地和人员等方面

的支持袁还需要情报尧科技尧医疗等方面的支持遥 因

此袁单纯地依靠体育部门的力量是难以长久尧全面地

发展竞技体育的袁还需借助文化尧教育尧卫生尧科技等

多部门的力量遥事实上袁现阶段上海竞技体育发展遇

到的很多难题袁均带有复合性尧跨界性的特征遥比如袁
运动训练的科技保障问题袁 单靠体育部门的力量是

不行的袁还需借助科技部门的协助遥 再比如袁大型体

育赛事的承办与举办问题袁 也需要体育部门积极与

文化尧卫生与交通等部门进行协同合作遥类似的问题

还包括复合型教练员团队的组建问题尧 运动训练场

馆或基地的建设问题尧 体育信息情报的收集与分析

问题等遥
此外袁 上海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竞技体育

人才培养机制袁主要包括院体育部门主导的野业余体

校→省市专业队冶的人才培养机制渊可称其为野政府

培养机制冶冤曰由教育部门主导的各类普通大尧中尧小
学校构成的人才培养机制 渊可称其为 野学校培养机

制冶冤曰 由职业体育俱乐部各梯队构成的人才培养模

式渊可称其为野俱乐部培养机制冶冤曰由家庭出资支持

其子女参与竞技体育的人才培养机制渊可称其为野家
庭培养机制冶冤遥在这 4 种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中袁
野政府培养机制冶 占据主导性的地位袁野学校培养机

制冶 已嬗变为消化退役运动员的主要场域曰野俱乐部

培养机制冶对投入较多尧周期较长的青少年梯队建设

重视程度不够曰野家庭培养机制冶 更多地集中在少部

分投资较少尧训练条件要求不高的非奥运项目上 [42]遥
然而袁野政府培养机制冶正面临着两大难题院一是竞技

体育人才的文化教育问题袁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很好

解决的话袁 就很难让家长把孩子送到体育运动学校

进行训练袁尤其是在家庭野少子化冶程度加深的背景

下袁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与未来预期逐渐提高袁更
倾向于让孩子进入普通学校进行学习与发展袁 而不

是在高淘汰率尧高风险的竞技体育领域发展曰二是退

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问题袁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很好

解决的话袁 不仅会进一步削弱青少年从事竞技体育

的积极性袁 而且大量的退役运动员待安置也会影响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梯队的有序更替以及引发社会舆

论对竞技体育发展的负面评价遥这两大难题也倒逼上

海必须对目前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进行改革遥

目前袁叶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渊2018要2020 年冤曳已把野共享普惠便利的公共服务袁
建设幸福和谐长三角冶列为 7 个重点领域之一袁并把

野共同促进体育产业联动发展冶 纳入三年行动计划

内 [43]遥 2018 年袁叶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渊2018要2020 年冤曳也审议通过袁并确定

了 22 个重要合作项目遥 就上海竞技体育发展而言袁
也应当积极抓住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所带来

的集聚优势袁同时利用江苏尧浙江尧安徽三省人口多尧
土地广的有利条件袁 破解上海竞技体育发展所面临

的人口资源与土地资源紧缩的问题遥 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要求的院 上海要在长江三角洲区域更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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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发展中进一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袁 把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文章做好[44]遥
在充分借助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袁

促进上海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上院 一是加强组织保

障袁建议由上海市体育局牵头袁联合江苏省体育局尧
浙江省体育局以及安徽省体育局成立 野长江三角洲

区域竞技体育发展联盟冶袁就四省渊市冤竞技体育协同

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商议遥 二是参照长江三角洲区

域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经验袁 联合制定长江三角

洲区域竞技体育一体化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袁 并列

出具体的合作清单遥在具体的合作事宜上袁需要重点

考虑的是院能否合理地优化四省渊市冤竞技体育运动

项目的布局发展袁做到互补互促曰能否推进四省渊市冤
运动员尧教练员尧裁判员尧科研人员的有序流动曰能否

推进四省渊市冤高水平运动训练基地的开放与共享曰
能否定期举办面向四省渊市冤各阶段竞技体育人才的

联赛或比赛等遥 三是为了避免地方政府在落实长江

三角洲区域竞技体育一体化发展行动计划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野搭便车冶行为袁建议成立或委托第三方机

构定期对四省渊市冤落实行动计划的情况进行独立评

估袁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督促改进措施遥

2013 年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野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冶[45]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袁国家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被视为我国发展的第五

个现代化遥 2019 年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以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袁 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冶为主题袁进行了总体布局遥 就

上海竞技体育发展而言袁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遥 在推进上海竞技体

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袁 关键是着力建设

政府尧 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多元主体参与的竞技体

育治理体系袁 这不仅是充分利用上海建设 野五个中

心冶所带来的牵引优势的重要抓手袁也是应对上海经

济优势式微所带来的财政资源挑战的应然之举遥
在建设政府尧 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多元主体参

与的竞技体育治理体系上院一是根据叶体育强国建设

纲要曳所提出的野坚持开放办体育袁形成国家办与社

会办相结合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冶 [1]的

目标袁解放思想尧敢于放权袁积极借鉴英国竞技体育

管理的经验袁 组建类似英国体育理事会性质的半官

方体育社会组织作为承接政府竞技体育具体事务管

理的主体与枢纽袁 探索出符合我国与上海实际的竞

技体育管理新路径曰二是根据国家发改委尧民政部尧
中央组织部等十部委印发的 叶关于全面推开行业协

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实施意见曳袁基于野去
行政化冶野应脱尽脱冶的原则以及野机构分离尧职能分

离尧资产财务分离尧人员管理分离尧党建外事等事项

分离冶[46]的要求袁大力推进体育社会组织的实体化进

程袁真正让其野有权尧有财尧有人尧有事尧有实冶曰三是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叶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

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曳 以及上海

市人民政府印发的 叶关于加快本市体育产业创新发

展的若干意见曳精神袁坚持市场主导尧政策引导的原

则袁推进官办分离尧政企分离袁营造法治化尧国际化尧
便利化的市场环境袁 将适合由市场组织提供的竞技

体育服务袁通过委托尧购买尧特许经营等方式交由市

场组织承担袁促进体育产业规模与质量的共同发展袁
尤其是要大力发展职业体育遥 此外袁需要注意的是袁
为了保持上海竞技体育发展的连续性尧稳定性袁在竞

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上应走渐进式改革的道路遥

2018 年袁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指出院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一场深刻变革 [47]遥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袁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野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冶的
原则袁并提出院加强相关机构配合联动袁避免政出多

门尧责任不明尧推诿扯皮袁使党和国家机构设置更加

科学尧职能更加优化尧权责更加协同尧监督监管更加

有力尧运行更加高效[47]遥 此外袁不管是野五个中心冶的
建设袁还是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建设袁均需要上海进

一步打破政府部门间的壁垒袁坚持问题导向袁聚焦发

展所需袁站在全局视角统筹发力遥比如袁叶关于面向全

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意

见曳就要求院各部门要把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袁积极作为袁密切配合袁加强

统筹协调袁创新工作方法袁推动各项任务全面实施[14]遥
叶上海市体育改革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也指出院建立

大体育管理体制袁注重与文化尧教育尧旅游尧绿化尧卫
生尧科技尧商业和金融等方面的跨界融合袁制定融合

发展行动计划[2]遥 叶关于构建本市竞技体育发展新体

系的实施意见曳也强调院建立完善市体育局尧市发展

改革委尧市财政局尧市教委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尧
市卫生健康委尧市科委尧市规划资源局等多部门合作

的竞技体育发展工作协调机制 [3]遥 这些宏观层面的

政策规划以及建设举措也将为多部门参与上海竞技

上海竞技体育发展的机遇尧挑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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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治理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遥
在提升上海竞技体育发展的跨部门协同治理能

力上院 一是加强政府体育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合

作袁健全相应的跨部门议事机制遥 目前袁上海已经建

立了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和体育产业发展联席会

议议事机制袁 考虑到竞技体育在整个上海体育发展

中的重要性以及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需要袁建
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牵头建立竞技体育发展联席会

议机制袁 以更有效地协同各部门解决竞技体育发展

面临的一些复合性尧跨界性难题遥二是在竞技体育发

展联席会议机制的基础上袁 可以借鉴欧美发达国家

解决跨部门联合行政问题的行政缔约制度袁 通过联

合签署合作协议或备忘录等形式袁 厘清各部门间的

权责袁 进而保障其能积极参与竞技体育发展的协同

治理 [48]遥 三是借助信息技术袁优化电子政务平台建

设袁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袁可以针对竞技体育发展

的重大问题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平台袁 以更有效

地加强协调治理的能力遥

正如前面所论述的袁上海竞技体育人才的野政府

培养机制冶 目前正面临着竞技体育人才的文化教育

难题以及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难题袁 而且受青少

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的刚性制约也愈发明显袁
再加上引进外省籍运动员所面临的成本逐渐提高尧
户籍政策日益缩紧等诸多挑战袁 这促使必须对目前

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进行改革遥 对于此袁叶上海

市体育改革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指出院建立多元化的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袁 促进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主

体的多元化袁调动社会组织尧市场力量以及家庭渊个
人冤主动投入竞技体育人才培养 [2]遥 叶关于构建本市

竞技体育发展新体系的实施意见曳也强调院由较为封

闭的单一办队模式向开放多元的办队模式转变[3]遥
在进一步推动上海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改革

上院一是明确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未来方向袁即构建

以野学校培养机制冶为主袁以野政府培养机制冶野俱乐

部培养机制冶和野家庭培养机制冶为辅的多元化竞技

体育人才培养格局遥现阶段袁主要可根据上海竞技体

育发展的运动项目布局以及运动项目的群众基础尧
市场化运行适应度袁 将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主要任

务分项目尧分步骤地转移给学校尧职业俱乐部和家庭

等主体袁 而政府体育部门应着重抓一线运动队的选

拔与训练遥二是重视竞技体育人才的文化教育袁可以

借鉴俄罗斯的经验袁 将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划分为若

干个阶段袁 并对各阶段竞技体育人才的最高训练时

数以及接受文化教育的最低时间要求进行明确 [49]遥
三是提高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选材成功率袁 在竞技

体育人才资源萎缩的现状下袁 提高选材成功率是非

常重要的遥 对于此袁一方面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袁借
助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机遇袁 构建不同运

动项目的选材指标参照体系曰 另一方面要基于信息

技术建立竞技体育人才信息库袁 跟踪竞技体育人才

相关指标的发展[4]遥

揖注 1铱叶体育事业统计年鉴渊2017 年数据冤曳所统计的政府

体育支出条目包括 10 个袁分别为行政运行尧一般行政管理

事务尧机关服务尧运动项目管理尧体育竞赛尧体育训练尧体育

场馆尧群众体育尧体育交流与合作以及其他体育支出遥 本研

究所分析的竞技体育财政支出以体育训练尧 体育竞赛尧体
育场馆 3 个与竞技体育发展直接相关的条目为统计范围遥
揖注 2铱叶体育事业统计年鉴渊2017 年数据冤曳没有统计北京

市运动训练基地的情况袁但考虑到北京作为首都的区位优

势袁而且也是大部分国家队长期驻训的地区袁其运动训练

基地数应该会更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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