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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serving for politics has been weakening, which makes China's current talents training of competitive 

sports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facing new challenges in the period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transition. To this end, exploring college-and-enterprise joint running high level sports 

team has become a viable way to present at the moment. In this thesis，documentation method，
questionnaire method, interviewing metho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method are used to expound The obstacl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ge-and-enterprise 

joint running high level sports team, hope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thi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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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竞技体育

为政治服务的价值已日趋淡化，使我国现行

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与运行机制在我国社

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面临新的挑战。为此，

探讨校企联合高水平运动队模式日趋前沿。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问卷法、访谈法、

数理统计等方法阐述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

动队的阻碍因素及对策，以期从理论层面加

速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队的进程。 

关键词：校企联合；阻碍因素；对策  

1.前言 

当前，我国现行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与

运行机制，仍沿用计划经济模式，国家行政

机构高度集权，由各省市体育局系统集群管

理，管理手段是直接的行政手段和干预，这

种既办又管的格局难以使体育真正走向社

会化、产业化，暴露出高投入低产出、重运

动成绩忽视文化教育、运动员退役就业难等

弊端，使“举国体制”在我国社会转型、经

济转轨时期面临新的挑战。 

“校企共建”计划的实施，是将竞技体

育融入厚重的文化和资本实力雄厚的健康

路径正途，势必是竞技体育的发展之本、进

步之源。伴随着世界大学生体育运动的不断

普及，大学生体育竞技运动发展迅猛，如何

使大学生竞技运动水平达到一流，并创办出

有自身品牌的特色运动队，已是国内外诸多

高校的孜求。它不仅能推动各高校体育运动

的广泛开展，同时也为学校的名片知名度起

着巨大作用。反观之，通过梳理发现企业亦

对校企联合高水平运动队模式存在期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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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基于以上多面观，笔者认为本研究可

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健康发展和推进校

企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持，是进一步

加速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实现。 

2.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普通高校与企业共建特

色运动队的可行性。 

2.2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中国期刊网、维普资源数据

库、上海市图书馆及互联网google搜索引擎

等检索，搜集相关文献，并对文献进行分析

整理，以了解当前校企共建特色运动队相关

研究的研究现状。 

2.2.2 问卷调查 

主要采用问卷的形式，对上海市部分普

通高校和高水平运动队进行抽样，了解和调

查普通高校及高水平运动队办队的需求情

况。共发放问卷30份，回收30份，有效问卷

30份，回收有效率为100%；其中发放普通高

校教师问卷20份，回收20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发放高水平运动队管理人员问卷10

份，回收1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2.2.3 访谈法 

通过访谈部分企业、普通高校教师、高

水平运动队管理人员，了解他们对校企联合

办高水平运动队的意愿及要求。 

(4) 数理统计法 

将问卷调查的结果输入统计软件，运用

社会科学软件SPSS11.0对问卷调查的各项

指标进行分析。 

3.结果与分析 

3.1 校企联合高水平运动队模式的阻碍因

素分析 

3.1.1 现行法律对于校企联合高水平运动

队模式的空白状态 

在目前的教育法律法规中，对于校企联

合办学的法律条文较少涉及，可操作性强的

法律法规，仅在《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

的部分条文中提及指导性的规定，带来了法

律实施的巨大空间差异性和随意性问题，导

致在实际操作中纷争不断。由此对校企联合

办运动队的法律条文呈现较大的寻究盲区，

且对于政府的法律地位界定模糊，缺位具体

条文的政府法律责任和义务，使得校企联合

办运动队难以引起学校和企业重视，增加了

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难度。 

在调查结果中显示，100%的调查者认为

目前对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队的法律法

规比较缺乏。认为在校企联合办学在我国实

施这么多年以来，出台的相关国家政策寥寥

可数。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处于民间活动状

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责、权、利的规

定比较模糊，双方无法建立长期、稳定、互

利互惠的合作机制，制约了校企联合办学的

深入、持续、健康发展。学校和高水平运动

队认为没有刚性指导文件，实施起来难度很

大。而企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相对淡化，

对他们而言，缺乏合作平台和合作契机则是

比缺乏法律法规更大的现存问题。 

表1：调研对象认知统计表 

题

项  

 

结

果 

目前，您认为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队的法律法规

建设情况符合哪种情况？ 

很缺乏 较缺乏 一般 较完善 很完善 

人

数 

％ 人

数 

％ 人

数 

％ 人

数 

％ 人

数 

％ 

教

师 

12 60       7  35     1  5     0  0     0  0     

管

理 

7  70    3  30     0  0     0  0     0  0     

 

3.1.2 高水平运动队自身实力不足的掣肘 

校企合作必须是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才能健康的发展。对于企业来说，校企合作

办队要么给他们培养后备人才，要么高水平

运动队的实力相当强，在国内、甚至于国际

上都具备一定的影响力，能够为企业带来知

名度。但是，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自身实力不

足加大了校企合作的失败率。追究个中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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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一是缺乏经营性的中介组织，无法为高

校校际体育开拓市场；二是水平低，比赛少，

宣传力度达不到而导致社会影响力差，不利

于吸引商家介入；三是高校运动队多采取学

校行政式的管理，匮乏高水平运动队商业开

发模式。根据现场调研发现，部分公司认为

校企联合运动队的准入门槛应以对方的国

家级水平为先。当然，诸多从事体育产业、

娱乐文化类的公司则注重校企结合模式所

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双方洽谈的合作条件。

由此可见，探索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队的

模式不应拘泥于单一化，而应当针对企业和

学校的具体需求对症下药。 

3.1.3 经济发展对校企联合办队的内在牵

动力不足， 市场的引导作用还未真正体现 

由于我国正处在转型期， 市场经济体

制还不完善， 区域间、行业间、企业间经

济发展很不平衡，许多企业仍处于国有经济

的保护之下，企业与学校合作的积极性不

高。另一方面， 我国的高水平运动队还没

有真正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来，优秀的运动

队、运动员还在国家的保护下成长，发展竞

技体育事业更多的是政府行为，由国家统一

下拨经费供高水平运动队使用，由专门的体

育管理部门安负责其中的训练、比赛，甚至

安排运动员就业。这种现象的存在使高水平

运动队的校企合作空间几乎成为理论上的

乌托邦。实际调查结果表明，多数调研对象

认为发展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队是未来

市场经济逐步成熟之后的一种必然产物，将

会凸显带中国体育竞技特色，并且会在产生

后形成由高校主导性的合作模式。但这种办

队形式的出现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和运动

队的有序三结合，其摸索过程显然漫长而无

固化模式可循。此外，被调查的教师和管理

人员群体则希望能够尽早实践这种合作模

式，以积累一些基础经验，便于将来的衔接。

如何开好这个头已成为摆在竞技体育发展

道路上的一个难题。 

3.2 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队对策研究 

3.2.1 设立专属组织机构为校企合办高水

平运动队搭建桥梁 

由表4可见有93.3%调查对象选择了设

立专门组织机构为校企合办高水平运动队

搭建桥梁这一题项，反映出调查对象对这一

对策有着一致的认同度。通过与企业管理人

员的交谈，可以了解到在我国试办校企联合

高水平运动队运作模式可由行业协会起到

搭建桥梁的作用。行业协会是对一个国家、

地区乃至世界经济起着重要作用的权威性

的社会中介机构，是代表成员企业利益，在

企业与政府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

用的民间组织。 

高等院校往往根据自己设置的专业加

入若干行业协会，而企业也是协会的会员。

如果高等院校或企业向协会提出和对方合

作的意向，那么通过协会的居间沟通，校企

之间的合作就会比较顺利。尤其是校企之间

互不相识，没有可以联系的渠道之时，行业

协会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在校企之间搭建

一个合作的平台。除此之外，校企合办高水

平运动队还涉及到政府和体育管理部门的

法规、制度，企业希望能够得到政府和体育

管理部门的支持和协作，共同打造一流运动

队，为国家、学院和企业带来共同利益。 

3.2.2 选择适当的高校和企业作为切入点，

进行大胆尝试 

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队是未来的发

展趋势，是高水平运动队走向成熟的必由之

路。在调查中，高校教师、高水平运动队管

理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都有比较一致的认

识，既然这是一种可以共赢得做法，则应当

选择合适的高校、企业和运动队进行互建的

尝试，从中总结经验与实施，进而有利于校

企合办高水平运动队工作的改进和完善。这

势必需要学校、运动队、高校三方的共同利

益为出发点，建立比较完善的法规、制度，

让合作有法可循、有据可依。在初步尝试的

过程中，逐步修缮这些法规、制度，总结积

累经验，又谋求进一步的壮大发展。高校教

师和运动队管理人员也在这点上给与了很

高的认同度，认为尝试是校企合办高水平运

动队的首要任务。无论成功与否，这将都是

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队的有意义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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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扩大校企合办运动队的宣传工作 

校企联合办运动队需要通过宣传这种

方式，把重要的信息传达给高校、企业和高

水平运动队了解。把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

队的先进理念传达给高校、企业和高水平运

动队，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达

到宣传工作的目的。有鉴于目前阶段对于校

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队这种做法，高校、企

业和运动队还不是很熟识，更没有政府、机

构作过相关的宣传工作。因此，在具体到操

作模式上，应加大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队

的宣传工作，让高校、企业和高水平运动队

意识到这种办队模式为三方带来的良好效

益。 

3.2.4 制定专门而具体的法律法规，规范校

企联合办运动队 

高校教师、企业和运动队管理人员一致

反映出对于如何开展校企联合办队感到迷

惘，因为缺乏专门实施细则指导，很难在实

践中开展。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需要制

定专门而具体的《校企联合办队办法》及《实

施细则》，对学校和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做出

指导性和限制性的规定， 用法律的形式规

范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队。应该就校企联

合办高水平运动队制订统一的《校企联合办

队办法》，该法应该包括总则、校企双方的

权利义务、管理模式、资金投入比例和限制、

人才培养模式、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责，以及

相应的惩罚机制和法律责任等，避免以往研

究中口号式宣传式的弊病。一旦落实了制

度，就具备了实践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队

的首要条件。 

4.结论 

4.1 目前阶段，阻碍校企联合办高水平运动

队的主要阻碍因素为：现行法律对于校企联

合办高水平运动队的规定处于空白状态；高

水平运动队自身实力不足制约了校企联合

办队的开展；经济发展对校企联合办队的内

在牵动力不足， 市场的引导作用还未真正

体现。 

4.2 我们认为应该从四方面出发进行校企

联合办高水平运动队的构建工作：设立专门

组织机构为校企合办高水平运动队搭建桥

梁；选择适当的高校和企业作为切入点，进

行大胆尝试；扩大校企合办运动队的宣传工

作；制定专门而具体的法律，规范校企联合

办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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