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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对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运行机理进行了解析，分析了中国竞

技体育体制存在的路径依赖负效应，并从加强竞技体育体制的理论研究、加快构建与完善体育法

制、引导各利益主体回归以民族凝聚力为核心的价值理性、充分尊重各主体的利益走渐进式多元

化和社会化的制度变迁道路等方面，就如何形成路径超越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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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path dependence theory by Douglass C. North, the author dissected the running mechanism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in China, analyz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path dependence existing in the competi-

tive sports system in China, and probed into how to form path crossing over in terms of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sports, 

guiding various main bodies of interests to return to the value rationality that bases its core on national cohesion, 

fully respecting the interests of various main bodies, and going the way to change the system in a gradually devel-

oped, multi-element involved and socialize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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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竞技体育体制作为存在了 60 年的一种实践

制度，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其产生必然性、存在合

理性及其改革的前景等问题尤显突出。本文面对历史，

面向现实，在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考察中，试图用诺斯

的路径依赖理论去衡量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成败得

失，进而察悟其发展走向。 

 

1  路径依赖理论对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理

论解析 

1.1  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

一个重要概念，路径依赖是指制度在变迁的过程中存

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一旦形成，

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

后的制度选择，就会使制度变迁依据其初始条件沿着

某一特定的路径承袭下去。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路

径依赖有两种极端形式，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

和政治制度的变迁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

即正效应；一是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

“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即负效

应[1]474。 

路径依赖理论从两个方面满足了中国竞技体育体

制变革的实际需求：一是路径依赖理论的思考范式和

分析方法说明，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代替效率较低的

旧制度的转型过程中，多种因素制约着体制改革的动

力和实践。二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渐进式改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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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充满复杂性，需要引入复杂、非线性的分析方法进

行客观的研究，才能对中国竞技体育体制实践具有更

强的揭示与分析。 

中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结果依赖于制

度的历史发展。一个初始性制度安排往往会影响制度

变迁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更会严重影响制度的选择

和超越。诺斯[2]告诉我们，历史是最重要的，因为“路

径依赖的研究主题就是过去的历史是如何和现在、将来

相联系的。路径依赖与其说是一种‘惯性’，还不如说

是过去的历史经验施加给现在的选择的约束。要想理解

变迁过程，就必须理解路径依赖的本质，以确定在各

种环境中路径依赖对变迁所施加的限制的本质。” 

1.2  路径依赖理论下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运行机理 

制度的“路径依赖”运行机理可以概括为给定条

件、启动机制、形成状态、退出闭锁 4 个过程。 

建国初期，新中国在“延安模式”的引导下、在

“苏联模式”的效应下，选择竞技体育体制是大多数

人对前景充满希望的体现，积贫积弱的国家现实状况

就是中国竞技体育体制形成路径依赖的初始给定条

件，并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路径依赖槽。我们看到，

这种体制力图追求体育强国与实现人民体质的增长。

竞技体育体制的制度安排达到了这一目的，在经济文

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在虎狼环伺的国际环境中，竞

技体育体制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极大激励了全

国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向全世界表现了中华民族顽

强的生命力，由此形成了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路径依

赖槽。一个国家或社会，起初制定的制度选择或制度

安排必定会深刻影响以后的制度变迁。正如儒家思想

制度自从被汉代统治阶级顶礼膜拜后，虽然在中国这

块广袤的土地上经历了多次的换代改朝，虽然出现蒙

古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数百年统治中原的情况，但

起初制定和执行的儒家思想制度仍然对中国 2000 多

年的制度变迁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不为个人所控制的

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竞技体育体制同样遵循这

个规律。 

1978 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提出了侧重发

展竞技体育、瞄准奥运会的工作思路，竞技体育举国

体制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同时，使得竞技体

育体制路径依赖运行过程的“启动机制”和“形成状

态”开始建立。“启动机制”指系统中的正反馈机制随

给定条件的成立而启动，“形成状态”指正反馈机制的

运行使系统出现某种状态或结果。奥运金牌的正反馈

机制是其启动并形成路径依赖的关键因素。金牌数量

和金牌本身已经超出体育自身的价值范围，而成为了

中华民族重塑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的重要精神平

台，其在国民心中形成的正反馈机制使得竞技体育体

制的运行产生了高效率。虽然 1988 年兵败汉城，但竞

技体育体制并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1995 年，国

家制定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2000 年中国体育代

表团在悉尼奥运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再一次使得竞技

体育体制正反馈机制获得了递增收益，从而竞技体育

体制进一步得到巩固。正是如此使得竞技体育体制的

路径依赖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决定于报酬递增、不

完全市场、交易费用、利益等 4 个因素[1]475。中国竞技

体育举国体制的坚持与完善，首先依赖于数次奥运会

金牌数量和世界排名的不断提升，带来了报酬递增效

应；其次不完全市场告诉我们，人们不可能事先掌握

准确而又全面的信息，制度变迁不可能总是按照初始

设计的方向前进，尽管 1993 年《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

育改革的意见》已经要求国家一级机构直接管理运动

项目过渡到由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管理，但由于高额的

交易费用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得竞技体育制度

陷入“锁定”状态。 

 

2  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路径依赖负效应 
60 年来，竞技体育体制使得我国运动技术水平收

益递增，在世界大赛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发展速

度之快、成效之显著，令世界刮目相看，助成了极具

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增强了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尤其是北京奥运会的成绩连西方都为中国的竞技

体育体制惊叹不已，纷纷效仿。 

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在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方面，我们所采用的是一条渐进

式改革路径。但这种具体体制的制度安排所暴露的矛

盾，使它在新条件下不能进一步满足各利益主体的利

益要求，导致路径闭锁并产生了路径依赖的负效应。 

1)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发展失调。 

公共经济学根据产品的特征将其分为“公共产品”

和“私人产品”，产品性质决定了产品的生产费用由谁

提供的问题。公共产品就是在消费上同时具有非排他

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公共产品又可分为纯公共产品

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指的是严格满足非竞争性

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其生产费用完全由政府提供；准

公共产品可以说是同时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和私人产品

性质的产品，包括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却可以轻

易排他的产品和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但却无法有效

排他的共同资源，其生产成本由政府和受益的企业或

个人共同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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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品属性上讲，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学校体

育作为现代体育的 3 个最基本组成部分，都是准公共

产品，其生产费用都应由政府和社会共同负担。目前，

竞技体育实行“举国体制”，政府将竞技体育作为公共

产品来看待，举全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高水平竞技

运动成为国家的重点，从业余训练到专业训练都得到

了强化，资源配置严重倾斜，国家政策、资金大多流

向“金牌战略”、“奥运战略”。“虽然体育决策部门也曾

经提出要‘一手抓竞技，一手抓群体’，但是事与愿违，

经常是一手硬、一手软，‘软任务’常让位于‘硬任

务’……这就是体制上‘一头沉’造成的恶果”[3]，从

而使得学校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迟缓。 

2)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方向明确，但预期目标还

很模糊，“划桨”与“掌舵”不分。 

1993 年以来的文件都将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方向

确定为“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竞技体育体制

和运行机制”，但是具体改革实践中，目标却很是模糊。

近年的改革实践中，行政职能以多种“变脸”的方式

存在于调整后的机构中。“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各

项目管理中心本身兼具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双重性

质，同时又具有部分行政职能，导致协会管理仍然有

名无实。体育职业化改革是最具突破性体制改革，虽

然足、篮、排、乒等项目组建了多种类型的俱乐部，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职业联赛，具有了职业化的基本特

点，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体制和运行机制并未形

成。 

“划桨”与“掌舵”不分，严重地束缚了各利益

相关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也极大地阻碍了竞技

体育社会化的进程，与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

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距甚

远，也无法满足人们对体育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 

 

3  中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路径超越 
1)加强竞技体育体制的理论研究，明确改革目标，

指引举国体制的超越与完善。 

胡锦涛主席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

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举国体制在北京奥

运会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出了积极挖掘潜力、优化

结构、提高效益，推动竞技体育内部各门类均衡发展，

进一步继续完善竞技体育体制，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

创新体育发展体制的要求。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成长的体制采用的是“金字

塔”式三级训练举国体制。但是综观我国竞技体育体

制的研究，对于塔基的组成、塔尖的高低判别并没有

进行深入的探讨，这就使得我们对于竞技体育体制模

型的成长缺乏较为理性的认识[4]。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

加强“以人为本”的竞技体育体制的理论研究，打破

认知锁定，创新竞技体育体制的理念，以先进的理论

武装头脑，才能明确竞技体育发展的目标。体育制度

创新需要体育思想的创新，需要体育理论的创新，需

要体育手段和方法的创新，更需要实际的创新行动，

所有这些创新对体育人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科

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高水平竞技运动科学发展

的中心也是人，因而我们要在“人”字上做好文章。

竞技体育要发展，最终要靠从事体育的人来完成，对

人的知识加强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知识创新，

进而实现体制创新，这既是包括竞技体育运动在内的

发展追求的目标，也是体制变革的最高目标，更是人

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 

2)加快构建与完善体育法制，引入外生变量，依

法推动竞技体育体制改革。 

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

要脱身就变得十分困难，要改变这种状态，往往要借

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来实现路径替代。依法

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法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要解决问

题就要靠各主体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并使这些权利义

务有序地实施运行，即要靠合理的体制及其运行。法

律规定表现为明确各个主体参与解决问题的权利、为

解决问题而必须履行的义务，并规定各个主体行使权

利、履行义务的程序，也就是建构有效运行的体制，

并由此形成社会法律关系。社会法律关系的运行，各

主体权利义务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冲突和衔接，就构

成了社会体制。后奥运时代，我国体育的改革与发展，

必然要求弘扬光大法治奥运的理念与精神，必定形成

对体育法治更加紧密的制度依赖。现代法治在推动我

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奋进中是必不可少的外生变量。目

前，我国体育法治在体育立法和实施方面存在滞后状

态，《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于 1995 年颁布实施，

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立法思路的局限，与当前体育

改革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明显，在实施中，全国各地

在体育行政执法检查监督方面的权力与范围十分有

限，尚未形成一定制度体系[5]。总之，目前的体育法治

对于竞技体育体制的改革推动作用不够，不能适应建

设体育强国的发展要求。 

3)引导各利益主体回归以民族凝聚力为核心的价

值理性，构建政策支持联盟。 

文化为民族之根、体制之母。同时，民族的思想

文化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崛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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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讲：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

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我们各民

族在长期交流融合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秩序、社会体

系方面的聚合力，是民族共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

的集中体现，从最高层次上说，是团结、维系民族生

存与发展的伟大精神和物质力量[6]。中国的民族精神基

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即“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著名

哲学家、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一点就是刚健有为。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与刚健有

为的进取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这

种内化的精神要素使得运动员在竞技场上产生民族自

尊心和自豪感，从而尽最大努力创造佳绩。因此，民

族凝聚力可以说是我国举国体制产生和延续的重要文

化因子[7]。制定、实施任何公共政策都需要政策联盟的

支持，而构成政策联盟的 3 个必备条件是：“基本的共

同的‘政策信仰’、隐形或显性的共同利益、正式或非

正式的组织联系”[8]。只有让竞技体育中的各利益主体

回归到以民族凝聚力为核心的价值理性中，才能处理

好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

系，追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构建政策支持联盟。 

4)以市场为先导，充分尊重各主体的利益，走渐

进式多元化和社会化的制度变迁道路。 

历史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体制必然是举国

体制，举国体制的制度变迁必然是渐进式的而不会是

激进式的，但举国体制的完善必须要以市场为先导。

竞技体育的权力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体育

协会、项目管理中心、运动员、教练员等。在坚持竞

技体育举国体制下，真正变“划桨型政府”为“掌舵

型政府”，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充分尊重各主体的

利益，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一个和谐社会的体育必

须选择一条多元化的发展道路，竞技体育多元化的操

作性概念是它的社会化。竞技体育本身是一个多元化

的文化丛林，运动项目多元化、运动主体的复杂化、

运动员成才道路的个性化、运动目标的分层化。运动

训练体制要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支持社

会各界有能力、有魄力的单位开展运动训练。运动竞

赛体制要建立一种公平竞争的机制，逐步完成长期集

训制向竞赛选拔制的过渡，逐步完成向社会化、市场

化程度较高的多元体制的转换。管理体制要走协会实

体化的道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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