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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路径的泛化应用提出要求，“三大

球”作为体育强国战略的主要阵地，面对社会变革对项目发展的需求，亟需转变其原有的发展思

路与结构形态，以更好应对社会极速变革带来的冲击与挑战。研究从生态系统理论渊源出发阐释

系统的协同演化机理与运行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 3 个层次构建出“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

的协同演化图景。基于国家体育总局调研数据，展现目前“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实践样态，

探究系统存在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组织内外牵制、市场逻辑与事业逻辑协同偏差、培养体系与发展

理念匹配不足的发展瓶颈，进一步提出系统“开放性-自组织性-稳定性”三位一体的整体发展路

径，整合“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外部环境、内部组织以及生态主体的智慧与力量，共同促进系

统的协同演化，以此促成新发展阶段“三大球”项目的发展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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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social problems puts forward requirements for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natural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aths. As the main positions of the leading sporting state with basketball, 

football and volleyball, facing the needs of social change for project development, urgently needs to change their 

original development ideas and structural patterns to better deal with the impact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rapid 

social change. From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e ecosystem, this study explains the mechanism of the system's 

synergetic evolu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also constructs the synergetic evolution picture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basketball, football and volleyball" ecosystem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first-hand information of the survey data from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udy aims to show the current practice pattern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basketball, football and volleyball" ecosystem,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 of the system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traints of the organization-market logic and business logic synergy 

deviation-training system and development concept mismatch", and also to further propos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paths of the system "openness, self-organization and stability" trinity, integrating the wisdom and strength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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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environment, internal organizations, and ecological subjects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basketball, football and 

volleyball" ecosystem, and jointly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the "basketball, football and volleyball"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Keywords: competitive sports；revitalization of basketball, football and volleyball；ecosystem；synergetic evolution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

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正如马克思所预见，基

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综合性特点，人

们对于科学技术进步的认识已然从观念上发生变革，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逐步趋同于内在逻辑上的

一致。生态系统理论的泛化应用正是顺应这种跨界融

合研究的新趋势[1]，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生态

系统理论早已跳出最原始的生物学领域，应用于社会

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复杂问题的解决。在这场

人类生态系统与方法论不断变革的浪潮中，体育生态

系统也势必发生系统变革与重塑。 

近年来，我国“三大球”项目在世界大赛上的表

现不尽人意，竞技成绩持续下降并出现累积疲软的现

象，国家层面逐渐意识到“三大球”项目改革发展的

紧迫性，先后出台一系列规划性的政策文件。2021 年

10 月国家体育总局颁布《“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

重点提出“三大球振兴”工程。面对复杂因素影响下

的“三大球”项目发展变革，必然要突破以往单向、

线性的研究框架，拓宽研究视阈。鉴于生态系统理论

与各领域深层次复杂问题的联动性解决，研究从复杂

系统科学的理论视域出发，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根基，

构建“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图景，在剖

析其演化的内在机理与实践样态的基础上，提出整体

战略与现实路径，以此促进系统外部环境、内部组织

与生态主体的协同创新、融合发展与演化重塑。 

 

1  “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内在

机理剖析 
生态系统概念最初由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爵士提

出[2]，着眼于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所达到的动态

平衡状态，学界普遍赞同生态系统是一种生命有机体

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的复杂系统[3]。美国心理学家布朗

芬布伦纳将儿童的个体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

环境系统之中，最早将生态系统理论引介到社会学研

究领域[4]。现代社会生态理论著名代表性人物查尔

斯·扎斯特罗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在其著作《理

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中将社会生态系统划分为 3

种基本类型：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5]。与布

朗芬布伦纳对微观系统的定义不同，查尔斯·扎斯特

罗进一步阐释个人的成长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微观系

统指代的不再仅仅是处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看似单个的

个人，而是在其生物性的基础上探讨心理因素的影响，

强调其社会性。随着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

的融合发展，生态系统的概念逐渐从生态学领域剥离

升华出来，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生态系统在解决复杂系

统问题时独特的思路和借鉴作用。 

在“三大球”甚至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以何种结构或类比阐释清楚体育项目发展的运行状态

是不同时期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也为过往研究打

下鲜明的认知与政策的烙印。传统举国体制、“奥运争

光计划”等国家战略的导向下，“三大球”传统发展体

系的评价相对单一，用锦标主义、金牌含量评判项目

发展的成败和体系的优劣，忽视运动员的成长性、后

备人才输送的通达性、项目发展体系的可持续性等软

性指标的考量。在引入生态系统理论后，何为“三大

球振兴”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

何发展和演化的？ 

“三大球”项目发展关涉的要素甚多并呈现出多

维度、多层次、开放、交互的特点，从生态系统理论

的角度剖析项目发展，是在整体性、融合性、交互性、

非线性等复杂特征的基础上探究项目发展生态的一种

有效方法。考虑到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之间及其内部

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耦合的“社会生态系统”概念已经

成为环境和社会科学及生态系统管理的一个焦点[6]22，

该理论认为系统的发展在遵循着自然生态系统演进规

律的同时着重强调人的生态学属性以及人的行为与周

围自然或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最终形成的是功能、

结构、行为过程与环境之间的思维互动演化[7]。作为人

类独有的社会生活方式，体育系统可被看作社会生态

系统的子系统。“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即为在一定的

地域空间范围内，各项目参与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通

过人才、赛事、技战术、信息、资本等要素的连接与

传递，产生协同演化、共生共荣、符合生态学规律的

动态发展网格结构。为达成项目改革发展的目标，该

系统首先要根据外部环境的需求和影响来决定变革的

方向，继而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共同作用，

促使各能动主体的成长与发展，最终突破旧的平衡实

现更高层次的系统稳态。由此，基于文献资料和项目

发展规律，本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 3 个层面构建

出“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图景(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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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图景 

 

1.1  宏观层面：“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外部驱动

与开放性 

克拉斯卢曼提出的“社会系统分化与演化”理论

以系统功能为标尺将具有整体功能的社会系统分化为

多个新的系统[8]，涵盖文化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

教育系统、体育系统等，各子系统按照“自我替代的

秩序”又“相互协作的模式”围绕着自身特有的为整

个社会履责的某一功能而演化，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同

时也无法独立于其他系统而存在。单一系统在与外部环

境的互动中从环境中输入能量，向环境外输出能量[6]7，

这种能量的流动决定生态系统的开放性。由此，从宏

观角度看“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除项目技战术的

发展对系统的变革驱动外，还存在系统外环境的间接

影响，且这种间接影响与以往的技术革命相比对系统

更具有冲击性[9]。 

“健康中国”时代背景下，追求美好生活、以人

为本的健康理念等生活方式与理念的变革对各行各业

都产生颠覆性的冲击，复合型的健康人才成为推动各

行业发展与前进的基本动力。这样的变革也为体育系

统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提出新的要求，社会需

要体育系统为其提供适应新时代高速发展的健康人

才。面对社会变迁下的人才需求、教育理念的变革以

及项目发展理念的转变，群众基础好、社会影响力大

的“三大球”项目在人才培养方面任务更重，在与其

他系统交互过程中，“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迫切需要

对原有的项目发展理念、训练的目标任务以及组织方

式等进行变革与重塑，从而支持社会层面应对来自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颠覆性冲击。 

1.2  中观层面：“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共生演化

与自组织性 

生态系统是开放系统，与系统外的环境共享信息

和能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系统的运行完全由外部环

境所控制，如果说开放性是生态系统演化从一而终的

系统思想，那么共生演化则是系统内各参与主体自我

进化与互动的基本法则。系统内各生物种群之间及种

群与环境之间通过物质交换或信息传递逐渐显现出一

种相互影响、彼此依赖的演化路径，即共生演化[6]29。

共生的演化路径使得系统在即使没有外部指令的情况

下，各组仍能按照一定的规划或默契形成有序的运行

结构，通过正负反馈机制的调节作用，系统内部完成

从无序到有序、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动态变化，呈现出

依靠内部进程而非外部约束或协迫而形成的秩序与格

局[6]86，也即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 

“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在宏观层面受到社会其

他系统在人力资本结构需求上的重要驱动，而为了应

对这种外部环境的强干扰刺激，各子系统需要通过相

互协作与良好的竞争博弈[10]构建服务平台以实现协同

演化网络。由此在系统的中观层面，按照组织方式和

参与人群的不同，大众篮足排球、校园篮足排球、竞

技篮足排球分别抢占 3 个生态位构成 3 个子系统，在

战略目标一致性的前提下，子系统围绕各自不同的目

标任务协调各要素通量(社会组织的成立、特色学校的

增加、项目运动队的组织、地设施的利用以及资本的

投入等)形成协同演化网络，促使系统从无序、混乱逐

渐演化为有序、稳定的自组织运行样态。要素的流通

一方面达成系统的目标(产出高质量的体育赛事、达成

一定的项目推广度、提升项目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

也搭建起系统内服务平台，平台成员跨越地域、级别

以及体量的限制，形成聚合的整体。以“三大球”各

单项协会为例，协会的实体化意味着协会组织要担负

起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调沟通，系统成果(资源、信息、

需求、红利等)向系统内成员共享并向系统外提供服务

(技战术的交流发展、项目文化的凝聚传播、健康理念

的构建传播等)。由此，围绕每个生态位点的项目协会

等组织通过信息和能量流动架构起服务平台，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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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共生(场地人才共享、项目交叉管理、健康目标一

致)、竞争进化(项目生态位扩张、项目政策扶持不一、

项目市场环境限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态位

的优化，构成系统的运行层；而系统外政府机构、社

会基础以及市场态势等外部环境通过提供政策、资本、

服务、税收等为生态系统提供动力和能量，构成系统

的动力层，运行的框架模型如图 2。

 

 

图 2  “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运行框架 

 

1.3  微观层面：大众、校园、竞技子系统中微观主体

的组织与结构 

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中，各子系统按照嵌套或包

含的关系，经过某种秩序关系逐渐分化为不同的层级

属性，由此构建出的层级结构促成了一个自上而下、

完整清晰的生态系统结构图。“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

中，以生态位为标尺[11]将系统各要素划入到相应的项

目亚生态圈(篮球、足球、排球)、项目生态丛(大众篮

足排球、校园篮足排球、竞技篮足排球)、项目生态簇

(社区单位家庭个人、大中小学、省市国家国际)，直

至划分为系统最低层级的各生态主体，公民、学生、

运动员等微观能动主体。每个生态主体都活跃于一个

复杂的生态网络之中，也正因如此，与跳水、游泳等

个人项目不同，“三大球”团队配合的项目属性决定其

系统演化的复杂性及自组织的稳定性。 

社会生态系统更多侧重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

的交互作用，因此落实人才培养、促进人的健康发展

成为“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根本出发点，也正因

如此公民、学生、运动员是系统的微观主体、实践主

体同时也是关键主体。在组织训练、参与比赛以及交

流反馈的过程中，各微观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进而导致其所属组织逐渐成长为具备动态适应能力的

组织。在外部环境不断变更的情况下，开放系统通过

信息的交互形成 3 个中观层级的耗散结构：即公民、

学生、运动员等微观主体通过信息的交互不断更新自

身的发展观和学习观，进而促使大众、学校、竞技系

统重塑已有的训练理念和环境载体，从而突破原有的

系统稳态，达成更高层次的系统进化。 

 

2  当前我国“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协同演

化的实践样态 
2.1  当前我国“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运行现状 

为全面了解国内“三大球”发展情况，国家体育

总局于 2022 年面向全国各省(市、区)开展书面专题调

研，调研共收到 31 个省(市、区)提交的数据，涉及“三

大球”注册运动员、专职教练员、裁判员、社会体育

指导员、各级社会组织数、体育场地数量、“三大球”

参与人数、自行组织开展的竞赛数量、举办全国性体

育赛事活动数量、专业运动队数量、特色学校数量等

指标。各项数据的统计时限均为 2021 年或截至 2021

年底。 

在对“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演化机理的剖析中

探讨其演化的应然状态，由此构建出的演化图景揭示

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相关统计指标显然无法完全体

现系统运行的现状。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及研究的阶

段性，在补充“宏观政策”这一指标后，依托 11 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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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数据指标对目前系统运行的现状进行探讨。 

1)宏观层面：系统外宏观政策引领“三大球振兴”

生态系统的演化趋势。 

社会政策实质上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导向

性策略，社会发展理念、体育强国战略、三大球振兴

战略间接或直接的影响“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发

展方向。首先，社会系统层面人才发展理念的根本驱

动。以人为本理念、人才强国战略、健康中国纲要等

提出社会人才发展、人才需求的新方向新理念。其次，

体育系统层面体育强国战略的间接驱动。《全民健身计

划纲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等纲领、政策的颁布具体

谋划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最

后，“三大球”系统层面项目振兴战略的直接驱动。《“十

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校体育工作的意见》《2011—2020 年奥运争光计划纲

要》等体育系统政策中关于三大球项目发展的规划，

各省市为推动“三大球”振兴工程颁布的《关于加强

足球篮球排球项目工作的意见》《“三大球”振兴发展

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等政策对“三大球”项目

发展在可操作层面作出直接规定。 

2)中观层面：系统内组织协同架构起“三大球振

兴”生态系统的运行层。 

中观层面是“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具体运行

层，因此这一层面在整个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目前

调研的 11 项数据指标中有 7 项指标(社会组织、项目

场地数、项目专业运动队、特色学校、自行组织赛事、

全国性赛事举办、参与人数)指向这一层面，基本能反

映出中观层面的运行状态。 

系统基础投入指标方面，首先，全国现有各级“三

大球”社会组织 7 736 个，其中四川省数量最多达到

1 083 个，而北京、重庆、海南、宁夏、青海、山西、

上海、西藏等数量均不足百个。其次，场地设施方面，

截至 2021 年末全国共有“三大球”体育场地 106 万余

个，篮球项目以 87 万余个达到 82%的占比，是排球 6

万余个的 14 倍多；省份差异上广东省以 122 554 个排

名第一，而最少的海南省仅 146 个，二者相差 839 倍，

数量在 5 万个以上的省市有 8 个，不足万个的省市有

7 个。最后，“三大球”项目专业运动队和特色学校两

个指标方面，由于各省市数据报送细化程度不一(部分

省市只报送传统特色学校总数量及运动队总数并未单

独列出“三大球”特色学校和运动队数量)，目前统计

到 18 个省市“三大球”专业运动队数量为足球 115

支、篮球 50 支、排球 34 支；13 个省市“三大球”特

色学校数量为足球 14 996 所、篮球 2 504 所、排球 505

所。项目产出指标上，一方面，全国“三大球”项目

参与人数达到一亿余人。四川、湖北、广东的人数破

千万，分别为 3 157、2 178、1 950 万，而海南、山西

两省份参与人数不足万人；另一方面，赛事举办方面，

各省市 2017—2021 年承办的国际、国内赛事，足球项

目以 2 262 场明显高于篮球和排球，数量最低的排球

项目不足 200 场。 

从调研数据看，中观层面现有的 7 项数据指标一

方面显示出“三大球”项目和地域发展极端不平衡，

另一方面指标的缺失或细化不足也显示出系统运行层

面没有完善的运行标准，各子系统协调不足。 

3)微观层面：生态主体多样性支撑起“三大球振

兴”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 

生态主体是保持生态系统活力的能动主体，然而

从调研数据看，现有“三大球振兴”生态主体的发展

现状表现出明显的数量不足、项目差异大甚至能动支

撑性差的问题。全国“三大球”注册运动员数量总量

为 423 141 人，足球注册运动员 261 742 人，距离“十

四五”规划足球注册球员达到 150 万人的目标仍有较

大差距；全国专职教练员的总数为 50 908 人，足球项

目 41 968 人，仅为“十四五”规划足球教练员 12 万

人目标的 1/3；裁判员数量为 139 952 人、社会体育指

导员 232 616 人。项目分布方面，足球项目的人才支

撑虽有缺口却明显优于篮球和排球。例如，在教练员

数量上足球项目是排球的 13 倍多。地域分布方面，相

关人才的分布地域差异较大且人数总量与省市的体量

和经济态势并不呈正比。例如，四川省注册运动员数

量最多 55 966 人，其次是浙江省 48 431 人、广东省

45 092 人、湖北省 33 726 人；内蒙古专职教练员数量

最多 16 263 人，上海市教练员与运动员比最大，达到

1︰6 的配比，山西省、西藏自治区、重庆市、河南省、

青海省、江苏省专职教练员数量均不足百人；裁判员

数量超过万人的仅有云南、贵州、广西三地；广东、

云南、宁夏、江苏 4 地“三大球”社会体育指导员人

数均达到 2 万人以上，宁夏足球和篮球社会体育指导员

数量达 26 000 人，而安徽、重庆、天津均不足 500 人。 

生态主体的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持续

性的基本保障。根据竞技、校园、大众 3 个子系统的

划分，对于微观生态主体的界定理应囊括运动员、教

练员、裁判员、组织者、老师、学生、家长、学校管

理者、个人、社工、社会体育指导员等指标。然而目

前国家体育总局的调研指标中仅注册运动员、专职教

练员、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 4 项指标指向微观层

面，且指标明显侧重竞技子系统而相对忽视学校和大

众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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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当前我国“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演化瓶颈 

1)宏观层面：外部环境震荡与内部系统自主发展

之间的多维冲突。 

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对系统内各层级的自我管理

给予更多空间，这同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向社会组织

赋予更多自主权的治理理念不谋而合。然而从目前“三

大球”发展历程看，依然存在外部环境的被动驱动与

内部系统主动发展之间的多维冲突问题。 

一方面，相对于系统内部各层级协同自治的涌现

效应，政策导向等外部刺激更容易对系统造成震荡性

冲击。“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就是政策”[12]，具体到“三

大球振兴”生态系统上，政策环境对系统演化发挥着

导向性的同时也束缚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反而使得

项目发展过多迎合外部环境需求而造成自身整体功能

的失调。政策的这种强有力刺激在足球子系统上表现

突出。调研数据显示足球在国家多项利好政策的刺激

下，各项数据指标均远高于篮球、排球项目。然而中

国男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历程常为国人所诟病，利

好的政策驱动并没有带来竞技成绩的显著提升，项目

的发展更多被赋予政治价值而相对忽略项目规律，究

其原因仍要归结为外部驱动与内部组织的协调不足。 

另一方面，传统管理模式的惯性思维与现代治理

理念的多维冲突。治理现代化语境下，“三大球”的职

业化进程逐渐由“一元”家长制的传统管理模式向“多

元”协同治理的现代化格局演变，然而受制于传统管

理模式的惯性思维，治理过程仍然表现出对政府的强

依赖性，这直接导致系统自组织性不足，系统内组织

架构不健全、规章制度不完善等，成为治理模式快速

转变的过程性羁绊。“三大球”职业化改革历经 20 多

年，已然成为国内职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

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过程中暴露出的各种纠纷矛盾甚

至违法乱纪行为，乱象的背后则指向了系统运行标准

及监管体系的缺失或不完善。其一，处于系统内部保

障层面的法律法规处于待建状态。运动员转会制度、

赛事转播制度、裁判制度、俱乐部财务管理制度以及

学校业余联赛管理制度等或缺失或不足，已有制度在

稳定性和灵活性方面都略显不足，缺乏一定的指导性

和可操作性，同时缺乏专门的法律对“三大球”职业

化进程中各利益相关方的行为进行规范与约束。其二，

处于系统外部环境层面的监管体系不完善。目前社会

层面仍无法实现公安部门、税务部门、银行、电信等

多家企业的联合监管，违法成本的低下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生态主体的“野蛮”生长。 

2)中观层面：各层级市场逻辑与系统事业逻辑之

间的协同偏差。 

系统复杂性重要标志即对组织从“机器”到“生

命”有机体的认知转变，在战略目标一致性前提下，

组分的相互作用往往会导致“整体大于部分”的效果。

然而从调研结果看，目前系统中观运行层面还存在两

方面问题。 

一方面，系统发展逻辑层面，市场与事业逻辑的

偏差造成子系统各自为伍协同不足。“三大球振兴”生

态系统的终极事业逻辑线即为完成“项目振兴”的国

家战略，振兴的标志一在于项目的基层推广即国民的

认可度、参与度，二在于项目的竞技成绩即通过国内

国际竞技成绩的“含金量”扩大项目影响力并最终推

动项目发展。从内生逻辑看，二者并不存在矛盾并最

终指向“项目振兴”这一战略目标，然而在实际运行

过程中各子系统职能侧重不同导致协同不足。大众和

校园体育更多表现出基层项目推广的公益职能，竞技

体育则更多关注竞技成绩的商业职能，公益职能的推

广主要依托国家政策的被动驱动及相应的制度保障，

而商业职能则更多的来源于职业体育的主动利益驱

动，驱动模式的不同造成各主体参与意愿的不同并最

终出现了公益职能的式微而商业职能的掠夺。 

另一方面，谈到市场化发展就不得不谈到系统中

观运行层面的另一问题，即社会基础薄弱与市场掠夺

并举造成的各生态主体发展的极端不平衡。严格意义

上讲，我国当前还缺乏成熟可遵循的国家发展“三大

球”的理论基础、社会基础、市场基础，系统的外部

环境尚无法支撑起大众、校园、竞技子系统的融合发

展。以“三大球”的职业化发展为例，多数职业队伍

是由省市运动队直接改制为职业俱乐部，导致职业联

赛的市场尚未经过培育就进入极速发展轨道，在经过

近 20 年的探索性发展后，缺少市场基础的职业赛事逐

渐暴露出众多被掩盖的问题。 

回顾我国足球俱乐部的运营现状，球员薪资、青

训梯队培养占据俱乐部支出的大部分，而主要收入“三

费两票”(电视转播费、广告费、转会费、门票和彩票)

并不足以支撑这些投入。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影响，广

告费用、转播费用和门票的骤减更是加剧投入回报差。

俱乐部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营利性企业，落回到足

球项目居然出现了所有俱乐部均无法实现盈利的尴尬

境地，而缺失可行的运营模式亦成为导致我国职业足

球俱乐部连年亏损的主要原因。而从职业化进程最低

的排球项目看，排球俱乐部的运营机制主要依托于体

育局和企业赞助两种形式，体育局掌握俱乐部的教练

员、运动员和训练场地的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等，

企业主要负责俱乐部的工商注册及运营。资金投入上，

排球球员的薪资仍以政府财政支撑为主，企业出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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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奖励或补贴，但由于联赛的赛程过短，为赞助企

业宣传的时间也就相对缩短，加之项目关注度低导致

俱乐部难以吸引更多社会资金。目前来看，“三大球”

的职业化进程无论快慢都表现出经营主体的单一化，

这种资金投入的单一在初期表现出项目发展繁荣昌盛

的景象，然而一旦投资主体发生资金链断裂就将对项

目生态造成毁灭打击，苏宁的突然撤资就造成江苏足

球项目生态系统几近崩溃。 

3)微观层面：后备人才培养与“以人为本”发展

理念的匹配不足。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于弘扬人本精神，一

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国家

体育事业逐渐由“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

实现由“为国家和政府服务”到“为人民服务”的转

变。因此，“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最初和最根本的出

发点依然要落脚到各生态主体身上。然而，从调研结果

看，各生态主体的培养机制和成长体系多维矛盾凸显。 

首先，体教融合壁垒与学训融合矛盾。从调研数

据和各省市报送的总结性报告看，目前“三大球”后

备人才培养在人才短缺、学训矛盾、学历层次、科学

化训练、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以及竞赛杠杆调节失灵

等方面问题凸显。针对此种学习、训练、竞赛体制协

调不足而导致的问题，国家层面出台一系列的纾困扶

持政策。政策的导向和出发点是致力于运动员的全面

发展，破除固有藩篱壁垒，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

然而目前全国多数地区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对运动员

管理仍然存在相互掣肘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运动员的

注册系统尚未打通。虽然体教融合政策严格规范了高

水平运动员的学分和学籍管理，然而教育系统赛事仍

对体育系统取得运动等级的运动员做出了诸多限制性

条件，大体协就对职业篮球运动员做出不允许参加大

学生联赛的规定，如此就导致大量高水平运动员无法

参加校园比赛，无法对校园体育文化形成良好的引领

示范和高水平带动。也正由于注册制度的限制，多数

运动员和家长在高中毕业阶段更倾向于选择学业，参

与教育系统赛事而放弃体育系统，虽然在大学毕业可

通过选秀大会进入国家队，但在输送数量上仍明显低

于体育系统。其次，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归属与流通

冲突。按照资本投入的不同，当前国内“三大球”职

业球员的人力资本归属体育局、高校以及个人，不同

类型球员共存是目前“三大球”后备人才储备的现状。

球员来源的多样化在拓宽后备人才培养路径的同时限

制了职业体育联赛运动员的流动，亦带来了球员转会

等职业发展的诸多矛盾。新修订的《体育法》赋予了

运动员选择注册和交流的权利，然而传统培养模式形

成的路径依赖仍然凸显，除商业化程度较高的男足外，

其他项目后备人才培养仍然是传统的体制内培养模

式，存在着即使是在竞技体育子系统的同一层级，球

员亦面临注册后无法自由流通的弊端。例如，球员一

旦在某个省注册后，基本就无法流通到其他省份，如

此一来就会出现优秀的教练与更有天赋的球员无法对

接的现象。更遑论教育与体育系统球员的相互流通，

球员流通的限制侧面印证了“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

中各子系统协同不足甚至相互掣肘。最后，教练员、

裁判员等人才的培养意愿与体系保障矛盾。在人才强

国等国家战略和“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对人才数

量质量等方面有明确要求，报送的调研资料显示各省

市相关人才队伍建设意愿强烈、态势良好，然而具体

到实践层面，人才队伍建设机制不明，主要体现在现

有人才管理模式缺乏标准体系、人才激励形式较为单

一、缺少完善的监督评估体系，相应的晋升标准不够

明确、人才支撑不足。 

 

3  “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现实路径 
不论是在自然界亦或是社会背景下，系统都是无

法独立存在的，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能量流动和信息交

互决定生态系统开放性和边界性的双重属性，然而很

难将这两种属性明确的区分开来，因为二者之间极大

可能存在多维边界[13]。也正是由于系统与环境以及系

统与系统之间的多维边界，社会生态系统才更加强调

人的发展与周围环境构成的若干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

和相互作用[14]。因此，只有将“三大球振兴”生态系

统置于更加宏大的叙事背景方能保障其方向性和稳定

性(见第 28 页图 3)。 

1)宏观层面：加强与外部环境的信息交互，实现

“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开放性。 

在尊重生态系统以及项目自身演化规律的基础

上，结合我国国情，对“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本

体属性、发展目标以及改革方向进行科学定位。将系

统发展目标定位在公共服务发展目标、校园发展目标、

竞技发展目标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产业目标、文化目标

和治理目标。大众、校园、竞技 3 个生态位在与其他

组织交流互动中构成系统内的 3 个子系统，分别对应

系统公共服务发展目标、校园后备人才发展目标和项

目竞技发展目标。 

一方面，植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创新“三大球

振兴”生态系统的发展举措。首先，不同于西方事业

的发展逻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我国在各项事业取

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政府的政策引领亦成为“三大球

振兴”生态系统演化的根本驱动。针对职业足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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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各种乱象，不论是行政管理单位还是俱乐部

层面都急需统一运营标准，用以规范球员的工资、企

业的投资回报、赛事体系甚至彩票市场秩序等，以营

造风清气正的项目生态；针对商业化进程较低的排球

项目，政策上的扶持包括项目进校园、激发市场活力

及必要的硬件场地设施等是提高项目推广的必由之

路。其次，尖端科技引领的创新路径。“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体制优势使得我国在多项产业上破解了国内外

双循环下的结构升级困境，实现“弯道超车”的发展

战略规划[15]，而这些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技术正是达成

“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向更高层次进化的创新路径。

以“三大球”项目涵盖的人员、组织、赛事等为前提

作为系统生产平台，以数字化信息为基础作为系统的

数据平台，以信息应用为核心作为系统的应用平台，

如此一来平台的集成效应加速系统内信息的流动，亦

增强系统的自组织性。最后，探索“精英校”等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从调研数据看，足球特色校数量居然

高出排球项目近 30 倍，然而项目竞技成绩却与如此大

的项目投入无法匹配，在经历项目进校园多年发展后，

校园子系统对政策的响应大于对项目自身发展规律的

遵从，政策标准的制定要切实以项目发展为基础，完

善学校系统内“普通校—特色校—精英校”金字塔式

的精英校培养模式，同时加大对篮球、排球项目进校

园的政策扶持，平衡项目差距，扩大篮、排项目后备

人才储备，为“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的路径突破提

供可能。 

另一方面，鼓励与其他相关系统的信息交互以实

现系统结构稳态。在“项目发展、人才培养、服务社

会”的系统功能定位下，“三大球”项目发展呈现出新

发展态势，即使是最为独立的竞技子系统也打破了政

府直接办队的单一模式，借助社会组织力量办队、管

队的机制逐步形成。如山西省“三大球”运动队建设

主要依托俱乐部、学校，采用省企共建、省校共建等

方式备战全运会，北京则更多借助协会力量办队，通

过协会吸引学校、俱乐部的后备人才。系统内各子系

统、各组分的相互协作提示新发展阶段，要充分利用

“三大球”项目深远的社会影响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提高与社会系统、教育系统、文化系统等相关系统的

协同演化，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资本的投入、社会力

量的自愿服务；释放项目生产力创造商业价值，实现

经济收益；传播和弘扬项目文化，提高项目影响力及

由此带来的凝聚力；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协同各级社会

组织做好项目基础配置和运行机制保障，打破利益藩

篱，优化治理模式，激发项目内生力。基于此，在与

相关系统的信息交互、协同演化过程中提高系统的经

济效益、文化教育效益以及治理效益，从而在增强系

统发展稳态的同时实现系统的产业目标、文化目标和

治理目标。

 

 

图 3  “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现实路径 



 
第 3 期 李晓琨，等：“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内在机理、实践样态及现实路径 29  

 

2)中观层面：捋清层级与系统的发展逻辑，提高

“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 

大众系统以增加项目参与人口、构建项目公共服

务体系为根本任务；校园系统以提升青少年体质、储

备项目后备人才为根本任务；竞技系统则是以形成完

善的训练竞赛体系、提高项目竞技成绩为根本任务。

然而生态系统各组分、层级关系并非简单一一对应的

线性结构，在一定外部环境下，由于各子系统内非线

性的相互作用，系统会出现整体大于部分的涌现效应，

系统同时具有各子系统无法单独具有的功能属性，“三

大球”的社会影响力、健康理念的传播、项目发展的

推动等都是单个子系统无法承担的功能属性，但却是

各子系统协同演化的最终结果。由此，厘清“三大球

振兴”生态系统的自身动态演化规律以及对外界刺激

响应的复杂性，有必要捋清系统内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

机制、反馈评价机制以及运行保障机制等。 

一方面，重视系统的反馈评价机制以实现系统自

我调节。正负反馈机制是系统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情况

下实现系统动态循环的重要调节机制，通过系统要素

的输出调节输入，调节的本质在于对输出要素的有效

评价。将项目参与人数和赛事举办两项指标作为“三

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输入指标，从数据看，中国女

排指标显著低于中国男足，女排奥运冠军的背后却依

然是市场反应的冷淡。体育活动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

其所体现的效益既有经济效益又兼具社会效益，这就

要求及时转变评价思路，在用较易量化的指标评价系

统发展态势的同时，兼顾项目环境的适宜、项目主体

的成长、项目文化的推广等软性指标的考量。另外，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对“三大球”项目的财政统

筹，实现俱乐部运营的混合体制以规避政府或市场调

节的失灵。“三大球”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市场机

制在项目发展供给上无法发挥全部作用，政府必须承

担必要的经费投入和供给责任。合理规划政府财政补

贴，加大集体项目的经费和编制，完善多元主体供给

机制，将个人、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资源引入项目发

展供给。以职业化高速发展的男足项目为例，在经历

市场失灵的重大挫败后，足球俱乐部不得不思考投资

模式的转变。苏州东吴足球俱乐部目前就采取政府统

筹、引入社会资源的运营模式，每年 8 000 万资金投入

由政府财政 3 000 万、4 家国企 4 000 万、体育彩票专

项基金 1 000 万来构成(数据出自江苏省足协访谈)。这

种俱乐部“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同时是“十四五”规

划里所提到的改革新模式，辽宁“三大球”俱乐部中

的辽宁男篮，亦采用政府、企业、社会“三支撑”的

发展模式，俱乐部的混合体制也为辽宁男篮带来竞技

成绩的突破[16]。 

另一方面，完善制度体系以保障各子系统的共生

演化，着重打造事关“三大球”融合发展的协会组织、

赛事体系等服务平台。其一，发挥“三大球”单项协

会的沟通协调作用，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明确同一行

政区内各级协会从属关系，重点解决各级协会在人才

培养和赛事组织上的不协调、不一致问题；依据上位

法规定，建立注册转会沟通机制；优化协同高效的协

会工作运行机制，形成发展合力。其二，持续完善“三

大球”校园和职业赛事体系，以赛事为杠杆撬动项目

的可持续发展。校园赛事是项目后备人才的培养皿，

宏观政策上要制定推动体教融合发展的意见或方案，

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对运动员的注册和参赛进行统一

设计，合理规划比赛时间和竞赛规程，打破参赛壁垒；

具体赛事安排上要充分考虑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与

学业要求，兼顾“三大球”项目团队特点，考虑到赛

事承办的成本与各参赛单位便利性，可利用节假日增

加校内及区域校际赛事。职业赛事体系的合理构建关

乎“三大球”项目竞技成绩的获取，是项目振兴的一

项重要量化指标。我国的“三大球”职业联赛开展较

早，与国际密切接轨，但已有的“三大球”职业联赛

仍然暴露出众多问题。鉴于此，构建科学合理的联赛

体系，打造职业体育多元赛事体系，合理分级各类职

业体育赛事，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牌赛事已然箭在

弦上。在举国体制下，一来要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

上坚持中国特色。例如，CBA 的限制外援上场节次制

度、独特的季后赛出线制度等皆为在适应国情基础上

做出的调整。二来要处理好联赛与国家队之间的关系。

“三大球”项目国家队成绩的获取需要大量召集各省

市俱乐部的优秀运动员，如此探索联赛与国家队集训

之间的有效衔接，在兼顾联赛连续性的基础上提高国

家队成绩就成为推动系统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 

3)微观层面：遵循各生态主体的成长规律，增强

“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在历史互动背景下产生的个人网络通常称之为关

系嵌入[17]，而关系嵌入正是生态系统复杂性的逻辑起

点，具体到“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中，公民、学生、

运动员等主体所形成的个人关系网络正是维持项目生

态系统复杂性和稳定性的基础。 

一方面，遵循生态主体的成长规律，合理构建多

元人才选拔、培养、输送机制。“三大球”项目除男足

外，其他项目后备人才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体制内，因

此传统的人才培养路径仍然重要，需要在强化体校管

理的基础上撬动更多社会资源，促进体校、俱乐部、

学校协同培养，夯实“三大球”的社会基础和市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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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例如，福建省依靠传统体校培养“三大球”人才

的同时，运用竞赛杠杆挖掘人才，促进人才选拔的多

元化和公平性；云南省男女足球梯队实行以年龄段为

依据的“培、训、赛、选、送”五位一体的特色青训

体系选拔机制，提高后备人才选拔的科学性。另外，

在校园子系统上大胆尝试项目“精英校”的创新培养

路径，构建多元、多样的培养体系，加强与传统体校

的协作互助，如此一来既强化了教育系统的人才培养，

也缓解了传统体校的生存危机。 

另一方面，复杂化生态主体的关系网络，从逻辑

起点上增强生态系统的结构稳定性。规范项目人才队

伍的培训体系和管理机制，数字赋能下利用大数据平

台建立各项目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的身份标识；

优化选拔结构和晋升培训，完善升降级制度，强化人

才队伍的分级分类培养；促进人才队伍在项目间、区

域间、性别间、年龄间的平衡分布，增加省市间交流，

促进区域间资源优化配置，协议合作，共享资源，加

快补齐制约“三大球”项目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短板弱

项，为构建“三大球振兴”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

必要的专业人才支撑。 

 

研究从生态系统的理论渊源出发剖析“三大球振

兴”生态系统演进的内在机理，基于国家体育总局调

研数据的一手资料，依托现有数据展现系统运行的实

践样态，对标系统的演化图景与应然路径，从宏观驱

动、中观协同、微观能动 3 个层次表征出系统与外部

环境、内部各子系统及各生态主体之间的非线性与层

次性的交互关系。研究认为我国“三大球振兴”生态

系统仍处于系统成长期，且存在外部环境与内部系统

内外牵制、市场逻辑与事业逻辑协同偏差、培养体系

与发展理念匹配不足的发展瓶颈，最终提出系统“开

放性-自组织性-稳定性”三位一体发展战略的现实路

径。综上，研究从生态系统视角探究“三大球振兴”

生态系统的变革与重塑等主题，对“三大球”甚至是其

他体育项目的协同发展与演化问题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后续可对单个项目子系统的协同演化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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