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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历届夏季奥运奖牌获得者中袁大学生运动员比

非大学生运动员比例更高遥如图 1 所示袁从 1992 年的巴塞

罗那奥运会到 2012 年的伦敦奥运会袁 英国 65%的奥运金

牌袁66%的奥运银牌和 49%的奥运铜牌都是由大学生运动

员获得的遥 大学生运动员们的优异表现也使得英国以 29

金 17 银 19 铜的优异成绩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奖牌榜上

高居第三位袁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遥

图 1 英国大学生运动员在历届夏季奥运会奖牌获得者中

所占的比例渊数据来源院BUCS 2012 年度报告冤

美国大学生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同样出色袁以伦

敦奥运会为例袁 共有 132 名来自 NCAA渊美国大学生体育

联合会袁The 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冤的现役

美国大学生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袁其中 19 所高校的 30 名运

动员获得了 9 个奥运项目的 36 枚奖牌 渊18 金尧7 银和 11

铜冤袁 并且仅斯坦福一所大学的 40 位运动员就收获了 16

枚奥运奖牌渊12 金尧2 银和 2 铜冤遥 这些惊人的数据还没有

包括 NCAA 的毕业生们在奥运会上的惊艳表现袁 比如伦

敦奥运会冠军美国男子篮球队的大部分运动员就都曾在

NCAA 效力过遥
1899 年袁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渊Thorstein B Veblen冤在

其著名的叶有闲阶级论要要要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曳一书中

认定现代体育给年轻人带来的不是竞技精神尧服从力和领

导力袁而是一种原始的野蛮的本性袁他宣称这种对战争精

神的宣扬将毁掉现代高等教育遥但是袁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袁
大学生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优异表现充分展示了英美现

代高等教育和大学体育的和谐健康发展袁这也让凡勃伦的

断言成为了一个笑谈遥
我国的大学生数量世界排名第一袁但我国的专业运动

员多是在获得优异成绩以后才进入大学深造袁这与英美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生运动员的概念不尽相同袁反映了

中国与英美国家有着不同的大学体育教育理念遥从英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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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际竞技体育野业余性冶核心理念的角度出发袁笔者尝试

探讨英美高校竞技体育体制健康发展的原因袁并期望为我

国的高校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遥

业余体育运动最早起源于英国的高等院校和私立学

校遥早在 16 世纪袁剑桥与牛津两所高校的大学生就参与到

板球尧网球尧橄榄球尧马术和划船等体育运动中遥 1827 年袁
英国举办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校际体育比赛要要要剑桥和

牛津之间的板球对抗赛袁 而 1829 年剑桥和牛津在泰晤士

河举行的首次划船比赛就此掀开了两校著名而悠久的校

际划船对抗赛的序幕 [1]遥 美国的哈佛和耶鲁两所高校则在

1852 年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校际划船竞赛遥 英美两国的

大学校际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就此开始[2]遥

野业余性冶渊Amateurism冤 一词起源于英国贵族的阶级

优越感遥 在社会等级森严的中世纪袁富裕的贵族阶级认为

自己野代表着更优秀的人种袁而这种高贵的地位是与生俱

来的冶 [3]遥 但是在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圈地运动中产生的新

兴资产阶级对这种固有的社会秩序提出了挑战袁 其表现

形式为打破了贵族阶级对教育资源的垄断遥 1700 年只有

17%的平民学生能够进入伊顿公学渊Eton College冤尧哈罗

公学渊Harrow School冤尧温切斯特公学渊Winchester College冤
和西敏公学渊The Royal College of St. Peter in Westminster冤
等 4 所私立贵族学校袁 而到了 1780 年这个比例上升到

了 72%遥从 19 世纪的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起袁以牛津

大学和剑桥大学为首的英国高等院校和以上述 4 所贵

族学校为首的私立学校开始推广以 野公平竞争 冶 渊 fair

play冤 理念为核心的现代体育精神遥 公平竞争理念意味

着不仅需要遵守比赛的规则袁还需要尊重比赛本身的内

在精神遥 在体育竞争中不仅要表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袁
还要体现出优雅的气质袁 这种 野平和而无恶意的竞争

渊strife without anger, art without malice冤冶[4]推崇人才培养中

智力与体力的相结合袁史称培养新绅士的野业余主义思潮冶
渊Amateurism Ethos冤 [5]遥

在业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袁 英国人普遍认为借助专

业化的训练提高比赛成绩并取得比赛胜利的行为是缺

乏道德的袁 体育运动不应该像职业体育那样娱乐大众袁
而应该是注重身心全面协调发展的绅士教育中的关键

组成部分遥 英国的教育旨在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袁而体

育教育的目的就是了解和参与体育运动尧 提升运动技

能袁而不是强调精通某一项运动项目 [6]遥 因此袁对于英国

的学生来说袁运动不能被当作纯粹的观赏品袁它是一项

鼓励亲身参与并从中体会快乐的活动遥 学生是运动的参

与者袁学生才是比赛的中心袁这是英国大学校际竞技体

育的业余思想的精髓 [7]遥在今天的英国教育体系中袁业余

体育精神一般被引申为野所有的学生都有权利参与和投

入到体育运动中去冶要要要享受体育和其他活动的乐趣比

从中谋利更为重要遥

现代美国的政治尧文化和教育的思想遗产都野源起英

格兰冶[8]遥 1640 年袁受过英国高等教育的哈佛大学首任校长

亨利窑邓斯特渊Henry Dunster冤将剑桥大学的部分经典课程

引进到成立仅 4 年的哈佛大学袁引领了向新英格兰自由教

育理念学习的风潮遥
早期美国的高等体育教育来源于对英国高校的自由

教育和业余性体育理念的移植或传承袁 众多的美国高校

都遵循英国教育所推崇的业余性体育运动理念袁 比如

1852 年举行的首届哈佛要耶鲁校际划船比赛便很好地

诠释了这一点遥两支队伍都没有聘请教练袁也没有进行专

业化的赛前训练袁 学生们只是把这个比赛看作校园生活的

一部分[9]遥
业余性体育精神在 20 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0]遥

被誉为美国现代体育之父的野新体育冶学说奠基人克拉克窑
威尔逊窑赫瑟林顿渊Clark Wilson Hetherington冤依据实用主

义教育哲学理论袁推崇野教育既不是纯粹为身体袁也不是纯

粹为精神袁 而是要发展由教育活动来实现的人的所有能

力冶 [11,12]遥 在这种野新体育冶学说的推动下袁1920 年袁美国大

学体育主任委员会把美国大学体育的首要目标定义为野培
养服从尧谦让尧自我牺牲尧合作尧友善尧公平以及具备运动

道德的青年冶 [13]遥 教育家们认为业余性体育肩负着塑造年

轻人身心全面发展与完善的重要使命袁年轻人可以从参与

业余性体育活动中学习到丰富的社交技巧尧多样化的文化

理念和处事方式袁强化公民意识袁逐步完成社会化的过程遥

工业革命中的城市化对现代体育最大的影响是以组

织体育渊Organized Sports冤为首的现代体育形式开始出现遥
1863 年 10 月 26 日袁 世界首个足球协会要要要英格兰足球

协会渊England Football Association, FA冤在英国宣告成立袁
英格兰足球也因此被称为世界足球的鼻祖遥 1869 年 MLB

渊美国职棒大联盟袁Major League Baseball冤在美国成立袁在
北美四大联赛中率先走上了历史的舞台遥这些体育协会和

联盟是现代体育组织化建设的主要特征袁其商业价值以及

所引发的产业链条使得体育的组织化建设成为了保证现

代体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要素袁为现代体育的健康

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遥
现代体育的组织化也影响到了大学体育的组织化建

设遥 在美国袁由于没有一个高效的管理机构来制订统一的

比赛规则袁早期的美国大学校际间的橄榄球竞赛中的执法

问题成了困扰大学校际竞技体育的一大难题遥 1873 年和

1876 年袁 普林斯顿大学两次牵头并完成制订了一套统一

的比赛规则袁这直接促使了 IFA渊校际橄榄球联合会袁Inter-

collegiate Football Association冤 在 1876 年 11 月 23 日的成

立遥 从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早期袁美国大学还陆续成立

了田径尧击剑尧足球尧长曲棍球和高尔夫球等高校体育运动

的单项联盟袁 这个时期是美国大学竞技体育的起飞阶段袁
史称野组织化时代冶 [2]遥 1918 年 2 月袁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

的第一届英国大学校长论坛一致决定成立全英第一个校

际体育管理机构要要要IVAB渊英格兰和威尔士校际董事会袁

英美大学校际竞技体育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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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学校际竞技体育 

管理机构发展史 

美国大学校际竞技体育 

管理机构发展史 

年份 名称 事件 年份 名称 事件 

1918 年 IVAB 第一个全国管理机构“英格兰和威尔士校际董事会” 

成立 

1906 年 IAAUS 62 所高等院校联合成立了美国校际运动协会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3 年 WIVAB 女子校际管理机构 WIVAB 成立 1910 年 NCAA IAAUS 更名为全国大学体育协会（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1930 年 UAU IVAB 改名为大学体育联盟（the Universities Athletic 

Union） 

1929 年 CCCAA 加里福尼亚社区学院体育协会（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 Athletic Association）成立 

1952 年 BUSB 英国大学体育董事会（the British Universities Sports 

Board）成立，负责管理英国大学生国际赛事的参与 

1938 年 NJCAA 全国大专校际体育协会（the National Junior College 

Athletic Association）成立 

1960 年 UPEA 大学体育协会（the Universities Physic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成立以规范大学的体育教学管理 

1940 年 NAIB 全国大学校际篮球联赛（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tercollegiate Basketball）成立 

1962 年 BUSF BUSB 更名为 the British Universities Sports Federation 1952 年 NAIA NAIB 更名为全国校际体育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s），其涵盖的

体育运动扩展至高尔夫、网球和户外运动等 

1972 年 BUPEA UPEA 更名为英国大学体教协会（British Universities 

Physic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73 年 NCAA NCAA 重组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分会（Division I, II, 

III） 

1979 年 UAU 大学体育联盟（Universities Athletic Union）成立，男

女校际管理机构合二为一 

1978 年 NCAA 
NCAA 一级分会又被分为 I-A 和 I-AA 两级子分会 

1993 年 BUCPEA BUPEA和专科体育管理协会APPEL （the Association 

of Polytechnic Physical Education Lecturers）合并 

1981 年 NCAA 
NCAA 开始举办女子体育赛事 

1994 年 BUSA USU 和 BUSF 合并成立英国大学体育协会（British 

Universities Sports Association） 

2001 年 USCAA 美国校际体育协会（The United States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成立，负责管理小型、社区

型学校体育 

2000 年 UCS BUCPEA 更名为大学体育（University and College 

Sport） 

2007 年 NCAA I-A 和 I-AA 两级子分会分别更名为橄榄球超级碗

子分会（the Football Bowl Subdivision, FBS） 和橄

榄球锦标赛子分会（the Football Championship 

Subdivision, FCS） 

2008 年 BUCS 最新成立的全国性大学体育管理机构英国大学体育

管理协会（British Universities & Colleges Sport） 

  
 

 
成立于 2008 年的 BUCS 渊英国高等院校体育协会袁

British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Sport冤 负责统一组织和管

理英国的大学校际竞技体育袁其核心宗旨是野增进学生对

体育的参与冶袁 致力于为全英 162 所高校的 230 万名大学

生提供平等地参与 48 项体育赛事的机会袁 包括为残疾学

生提供参与帆船尧箭术等户外运动以及田径尧游泳和水上

运动等室内运动的机会遥
BUCS 总部设在伦敦袁 董事会监管 BUCS 的全面运

作袁BUCS 的管理组织架构如图 2 所示遥
董事会下设的咨询顾问部由公开选举出来的 4 位学生

代表和 4 位教职员工代表构成袁其不具备决策功能袁仅是在

董事会和下设的其它机构之间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沟通作

用遥 英国各大学按照地域被划分为 12 个大区渊比如牛津大

学被划入东南区袁而剑桥大学被分到东区冤袁并相应地设立

了 12 个区域办公室以负责 BUCS 的日常业务袁其工作人员

由各大学的学生和非学生代表等比例构成袁接受国际部尧发
展部尧纪律委员会尧竞赛部与财务部的统一监督和管理遥

图 2 BUCS 管理组织架构

The Inter Varsity Board of England and Wales冤 以促进大学

体育的发展袁其核心目标是促进英国大学的学生运动员建

立一种对体育的野重在参与冶的理念遥这些处于雏形阶段的

松散的体育组织为英美未来的全国性大学校际体育管理

机构的成立打下了伏笔[14]遥表 1 简单列出了当代英美两国

的大学校际竞技体育管理组织的百年演变发展史遥
表 1 英美两国大学校际体育管理机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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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S 举办的校际间的各级尧各类体育比赛都是由区

域办公室主办袁各高校的校学生会负责组织尧运作和承办遥
根据体育项目的不同袁赛事等级也不尽相同袁比如篮球联

赛分为 3 个等级院超级联赛渊Premier League冤尧甲级联赛

渊Tier 1冤和乙级及更低级联赛渊Tier 2 & below冤遥 而曲棍球

在英国非常受欢迎袁 联赛的等级也更多袁 包括超级联赛

渊Premier League冤尧甲级联赛渊Tier 1冤尧乙级联赛渊Tier 2冤袁
丙级联赛渊Tier 3冤尧丁级联赛渊Tier 4冤及低级联赛渊All Oth-

er Tiers冤遥 所有 BUCS 的 48 项体育运动一共被划分为 503

种不同类别和级别的体育赛事遥各个高校根据球队水平的

不同袁可能会有不同的球队征战同一个体育项目的不同级

别的联赛遥 比如牛津大学就有 105 支球队参加全部 48 项

体育运动遥

美国大学体育组织是通过多种形式存在并发展而来

的遥按管理范围划分袁有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曰按成员学校类

型划分袁有本科院校尧专科院校和社区院校等遥比如 NCAA

主要负责 4 年制大学的校际体育管理曰NAIA渊全国校际体

育协会冤主要负责小型学校的校际体育曰USCAA渊美国校

际体育协会冤主要负责社区学校的校际体育曰NJCAA渊全
国大专校际体育协会冤 主要负责专科学校的校际体育曰以
及 CCCAA渊加里福尼亚社区学院体育协会冤主要负责加州

地区学院的校际体育等遥
在这些体育管理组织当中袁NCAA 是当今美国国内规

模最大尧职能最健全尧会员数量最多尧最具代表性的非盈利

性校际竞技体育管理组织袁它的主要宗旨是野通过开展校

际体育比赛以促使具有运动特长的青少年完成高等教

育冶遥 2012 年有来自 1 281 所大学尧组织和协会的 453 347

名大学生运动员参加 NCAA 旗下的 23 项体育运动的 89

项各类全国锦标赛遥
根据成员学校的规模尧 运动水平尧 场地设施等因素袁

NCAA 把会员高校分为第一等级 渊Division I冤渊包括 340 所

院校袁2007 年各会员高校按照橄榄球运动的竞赛水平高低

又被分为 FBS袁FCS 和 Non-FB3 个等级冤尧 第二等级渊Divi-

sion II冤渊包括 290 院校冤和第三等级渊Division III冤渊包括 436

所院校冤3 个等级袁各会员高校相应地参加对应等级的比赛遥
NCAA 由一个执行委员会来监督各等级赛事的正常

运作袁 包括监督预算的执行情况袁NCAA 执行委员会是由

来自所有 3 个等级的会员高校的校长代表组成的袁其分别

下设了 3 个等级委员会以负责各自等级赛事的日常运作袁
包括竞赛规则尧纪律监管尧预算编制和学生运动员管理等遥
图 3 展示了 NCAA 的纵向管理组织架构遥 另外袁 整个

NCAA 一共有 120 个跨等级的管理委员会负责为各项体

育赛事制订政策和规则袁其成员由来自全美近 1 000 所会

员高校的代表组成遥

英美大学校际竞技体育之所以能够存在一百多年并

实现健康的发展袁关键在于其核心理念院坚持业余性遥笔者

将其具体表现总结为野政府与社会共管尧业余性理念下的

市场化运作尧学术与体育运动共存冶3 个核心因素遥

图 3 NCAA 管理组织架构

英国政府认为院野体育是一个强大的工具袁有计划地提

升大众体育的参与率可以帮助政府实现经济复兴尧改善国

民健康状况尧增强社会向心力尧减少犯罪尧促进社区稳定和

青少年培养等雄心勃勃的目标冶 [15]袁 但这一观点并没有使

得英国政府强行干预体育的健康发展遥 恰恰相反袁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袁英国政府对体育职能部门进行了以野分权冶
为核心的将决策权与执行权分开的机构改革袁把体育职能

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转移到公共管理机构[16]遥
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把服务职能转移到社

会民间组织袁其具体措施是把英国体育理事会渊UK Sport冤
和英格兰体育理事会渊Sport England冤等非政府公共管理机

构渊Non 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冤定义为体育政策的执

行机构遥 而 BUCS 与英国体育理事会渊UK Sport冤和英格兰

体育理事会渊Sport England冤密切合作袁负责监管全英高等

教育体育渊Higher Education Sport冤的运作并组织校际比赛遥
当代英国体育发展模式的演变袁其本质是一项兼顾公

平与效率的变革遥英国体育发展的成功与其坚持提升全民

体育参与机会的价值观念是密不可分的 [16]遥
而 NCAA 的运作也不受政府行政手段的直接干预袁

政府并不规定或限制体育市场的各种运行要素袁而是利用

法律法规袁运用经济政策和手段对体育市场的运行进行宏

观调控袁在总体上规划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袁建立大

学竞技体育运作的基本框架和准则袁从而引导大学竞技体

育向着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17]遥
同时袁NCAA 的非营利性法律地位为美国大学竞技体

育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遥NCAA 享受一定程度的反垄

断豁免权袁从而能够获得更大的商业运作空间来筹集社会

资本并用来实现公益性目标曰 秉承业余性理念的 NCAA

非常重视大学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袁因此被美国劳动法认

定大学生运动员与所在学校之间属于教育学术关系袁从而

有效地规避了劳动法对相关收支的限制曰同时袁联邦税法

也认定坚持业余性原则的 NCAA 及其会员高校享受收入

税豁免地位袁 不需要支付与大学竞技体育相关的收入税袁
这些都大大降低了 NCAA 的运行成本 [18]遥

英美大学校际竞技体育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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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袁19 世纪 40 年代以及 20 世纪

初的两次大的移民迁徙奠定了美国社会包容尧开放的文化

特征袁而这种特征与现代体育所具有的娱悦身心尧教育培

养尧社会交往尧社会包容的价值信条不谋而合袁体育得到了

美国社会普遍的认可遥 但是袁这个社会大融合过程中所形

成的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要要要野自由冶和野平等冶 [19]的

思想让美国人拒绝接受英国人野命由天定冶的出身论和野绅
士般的平和而无恶意的竞争论冶 [4]袁达尔文主义的野适者生

存冶的竞争理念才是美国人奉行的体育指导思想遥 也就是

说袁相比于英国人强调竞技体育重在参与袁美国人既重视

参与的过程袁也重视参与的结果要要要倡导野胜利不是全部

的意义袁而是唯一的意义冶的野伦巴迪思想冶渊Lombardian

Ethic冤 就是对美国竞技体育竞争精神的最好体现遥
同时袁美国联邦尧州尧地方渊县尧市冤政府均没有设置专

门管理体育的机构袁政府主要通过制定法规对体育的发展

进行宏观调控遥除了针对一些健身计划的实施和部分体育

场馆的建设外袁政府很少动用公共财政对体育尤其是竞技

体育给予直接的支持遥不仅营利性的职业体育必须通过市

场运作获得充足的资金来源袁非营利性的大学竞技体育也

要通过市场运作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20]遥
综上所述袁这就是为什么秉承业余体育理念的 NCAA 却

走上了一条职业化的商业运作道路的原因所在要要要激烈的

市场竞争带来的优胜劣汰才能够最好地体现对胜利的渴望遥
NCAA 大部 分 的收 入来 自于 和 特纳 体 育 渊Turner

Sports冤以及 CBS 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袁Columbia Broadcast-

ing System冤签订的对全美大学男篮锦标赛渊the Division I

Men爷s Basketball Championship冤 长达 14 年价值 108 亿美

元的电视转播合同遥 2011要2012 赛季 NCAA 的总收入达

到了 8.71 亿美元袁其中 90%来自于电视转播遥 图 4 展示了

NCAA 2011要2012 赛季的收入来源示意图遥

图 4 2011要2012 赛季 NCAA 收入来源比例示意图

渊数据来源院NCAA 2012 财年审计报告冤

NCAA 的会员高校都设有运动部渊系冤袁各个高校的竞

技体育收入包括创收收入与学校补贴渊即学校财政拨款冤
两大类遥 美国大学体育组织的财政运作遵循野取之于会员

高校袁用之于会员高校冶的原则遥 以 2012 财年为例袁
NCAA 年收入的 63%总计 5 亿美元返还给了一级联盟的

会员高校遥 表 2 分析了一级联盟的 3 个等级会员高校的

平均收入情况渊以中值平均值计算冤遥

表 2 NCAA 一级联盟会员高校平均年收入情况渊美元冤

资料来源院NCAA 2012 财年审计报告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袁政府的拨款为 0袁而橄榄球运动

的收益对于美国高校的竞技体育财政状况起到了决定性

作用袁FBS 的会员高校的收益明显比 FCS 和 Non-FB 的高

校收益要好遥收益越高袁学校支付的补贴就越低袁省下来的

钱就可以投入到体育发展基金尧 体育场馆的升级与维护袁
以及学校的教育计划等其它方面袁从而带动了学校的整体

发展遥学校发展地越好袁就越容易吸引社会资金的投入袁进
一步提升学校的比赛成绩袁这是一个良性的体育与教育相

结合的办学循环遥
另外袁虽然第二尧三级联盟的会员高校没有转播收入袁

受关注度低袁 每年获得的 NCAA 年收入返还率也仅有

4%和 3%袁但是因为低级别联盟的会员高校开支相对较

少袁通过运动队参加比赛与校内其他体育资源的商业开

发和多种经营所取得的资金袁再加上学校的补贴袁总的

来说袁NCAA 的各级会员高校都能够承担竞技体育维持

与发展所需要的各类开销遥 由此可见袁NCAA 完善的产

业链为美国大学体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遥
而 BUCS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一套 野志愿者体系冶

渊System of Volunteerism冤 来维系体育赛事的运作袁有超过

2 000 名志愿者为所有的 BUCS 赛事提供全方位的免费服

务袁BUCS 没有为这些志愿者支付任何费用遥 比赛所需的

体育场馆都是由各承办高校提供袁获胜学生运动员也没有

任何物质或金钱的奖励袁所有这些措施都最大限度地降低

了 BUCS 举办体育赛事的开支遥 表 3 列出了 2011要2012

赛季 BUCS 的收支情况遥

 指标说明 

FBS 会员 

高校 

收入平均值 

FCS 会员 

高校 

收入平均值 

Non-FB 

会员高校 

收入平均值 

1 平均创收收入    

1.1 门票收入 9 064 000 418 000 22 900 

1.2 NCAA及联盟返还收

入 

7 306 333 647 000 447 000 

1.3 抵押投资收入 931 000 570 000 181 000 

1.4 毕业生等捐赠收入 8 332 000 860 000 517 000 

1.5 第三方收入    

1.5.1 特许权 998 000 47 000 18 000 

1.5.2 转播收入 16 000 0 0 

1.5.3 广告/赞助等收入 2 913 000 308 000 239 000 

1.5.4 训练营等活动性收入 72 000 19 000 14 000 

1.5.5 基金等投资性收入 245 000 17 000 25 000 

1.5.6 其它收入 697 000 159 000 100 000 

 平均创收收入总计 40 581 000 3 750 000 2 206 000 

2 平均分配性收入    

2.1 学校直接补贴 3 662 000 5 998 000 6 775 000 

2.2 学校间接补贴 33 000 1 113 000 804 000 

2.3 学生缴纳年费 1,787 000 1 089 000 600 000 

2.4 政府直接拨款 0 0 0 

 平均分配性收入总计 11 002 000 10 306 000 10 085 000 

3 平均总收入 55 976 000 13 761 000 12 75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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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1要2012 赛季 BUCS 收支情况

数据来源院BUCS 2012 年度报告

从表 3 中看出袁BUCS 百万英镑级别的年度收支实在

无法与 NCAA 动辄上亿美元的商业化运作相提并论 遥
NCAA 的年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电视转播费用袁并且野取
之于民袁用之于民冶袁充足的资金能够为学生运动员提供高

额的奖学金袁从而吸引优秀的运动员就读本校袁并源源不断

地为职业体育输送人才袁 其良性循环保证了美国大学校际

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遥 而 BUCS 的商业化运作则要逊色得

多袁赞助费用也少的可怜遥 与 NCAA 相比袁BUCS 没有电视

转播收入袁 也没有向学生提供体育奖学金遥 其原因在于

BUCS 担忧过度商业化带来的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的两级

分化可能会伤害到大学联赛中的更多大众化尧 低级别体育

赛事的生存袁 从而损害 BUCS 的核心理念要要要为所有的学

生提供平等的参与体育的机会遥 但是近年来英国学者也在

不断地质疑袁为了提高整个英国的竞技体育水平袁是否应该

学习美国的经验去运作英国的大学校际竞技体育遥

体育比赛与高等教育相结合的管理模式是英美大学

竞技体育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遥BUCS 和 NCAA 都认为校

际体育运动是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袁体育运动应该真

正走进并影响大学生的生活袁大学体育比赛必须与职业体

育竞赛相互分离以保证大学体育比赛的纯粹性 [21]遥
NCAA 将其 100 多年的发展经验归结为 野参加大学

体育竞赛的运动员来自于学生袁将大学竞技体育与高等教

育相融合冶 [22]遥 高校把开展校际体育竞赛当作不仅是向广

大师生提供参与和观看比赛的一种文娱途径袁也是高校扩

大知名度袁提高生源和获得资金帮扶的一个重要方面 [23]遥
参加竞技体育的运动员来自于学生袁既是大学竞技体

育与高等教育相融合的必要条件袁也是实现大学竞技体育

运动自身意义的根本所在遥大学竞技体育运动是大学教育

的一部分袁大学生运动员的身份首先是一名学生袁这是发

展大学竞技体育运动的基本原则 [24]遥
体育比赛与高等教育相结合的体制保证了大学生在

发展中不仅能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袁还能获得全面的竞

技体育方面的教育袁同时兼备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袁拥有

健康的体魄并追求完美的人格[25]遥 BUCS 通过各高校的学

生会为学生们提供平等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袁 而 NCAA

更是从录取政策尧学术水平尧上课与训练的时间安排等方

面详细制订了对学生运动员学习利益的保障条款袁严禁损

害学生运动员的学习利益遥
因此袁严格坚持业余性核心理念袁保证大学体育竞赛

在平等尧安全和友善的氛围中进行袁将体育比赛与高等教

育有效结合袁是英美大学校际竞技体育在高等教育母体环

境中实现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遥只有为学生运动员提

供终身受益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袁保证其作为学生的基本素

质和能力袁才能确保学生运动员在不从事专业领域的状况

下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安身立足袁 并开创出一条稳

定尧持续的发展道路遥为学生运动员提供优质尧公平的教育

机会是最终目的袁 将体育比赛与高等教育有效结合是手

段袁野业余性冶核心理念则是实现手段的有力保障[26]遥

探讨野业余性冶核心理念在英美大学校际竞技体育中

的具体表现袁借鉴其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袁能够帮助我

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大学体育的价值内涵尧大学体育应坚持

的道路与方向遥 当今社会不仅需要参与型尧健康发展型的

大学体育袁还需要拼搏型尧创新型的大学体育遥大学体育做

大做强袁对实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教育强国尧体育强国

的宏伟目标具有现实意义[27]遥通过对英美大学校际竞技体

育秉承野业余性冶核心理念的讨论袁笔者从以下 3 个方面对

我国大学校际竞技体育提出意见和建议遥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袁我国大学在看待大学体育对个

人的价值时普遍存在明显的倾向袁或偏重于物质价值渊身
体锻炼冤或偏重于精神价值渊精神培养冤 [28]曰而英美两国大

学则考量全面袁 其偏重关注大学体育所具有的综合价值袁
力图探寻物质与精神价值的最佳结合点 [29]遥我国大学竞技

体育价值定位不清袁发展理念模糊袁运动员虽成为了大学

生袁却很少出入校园或教室袁只是到毕业时领到一份野注
水冶的文凭遥 体教结合的教育方式袁到最后只存在野体冶不
存在野教冶袁体育和教育互不沾边[30]遥所以袁笔者认为应该变

革过去那种重竞赛成绩尧运动技术袁轻学术知识尧学生兴趣

和需求的大学体育教学模式遥 重在参与尧与时俱进的大学

体育必须以野学生为核心冶尧以野参与者为核心冶袁调动学生

等参与主体的热情和积极性袁把大学体育真正转变成落实

素质教育尧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的重要途径[31]遥

英美国家的竞技体育体制以学校为中心袁大学是培育

优秀运动员的重要基地 [18,32]遥 英美大学的竞技体育人才培

养体系体现了很强的系统性袁通过健全完善的组织管理机

构袁采取法律手段袁制定规章制度管理大学生竞技体育袁是
一个稳定的尧健康发展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系统遥 而举国

体制下袁我国的大学生体育协会在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依

靠政府供养与运作的发展模式 [33-35]遥 旧的体制下形成的训

练和管理模式至今仍然存在袁并日渐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

凸显矛盾 [36]遥比如科学文化教育缺失的专业体育人才回归

社会后就业能力受到挑战袁而体育专业队伍人员的科学文

收入来源 金额/英镑 支出款项 金额/英镑 

赞助及商业行为 454 000 国际赛事报名费 693 000 

捐赠性收入 89 000 国内赛事费用 1 698 000 

补助 365 000 活动费用 384 000 

会员费 900 000 其他 27 000 

国际赛事报名费 693 000   

国际赛事参赛奖励 239 000   

联盟会员费 126 000   

其他 25 000   

总计收入 2 891 000 总计开支 2 80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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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素养不高又相应地制约了竞技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等 [37]遥
由此笔者认为袁在适应我国国情的前提下袁大学生体育协

会应该在协会实体化的基础上袁理顺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各

种关系遥大学生体育协会成为我国高校竞技体育的管理主

体不仅符合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袁还更容易与世界进行接

轨袁符合国际惯例 [38,39]遥 只有具备综合管理与系统调配各

类资源的能力袁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大学生体育协会对我国

大学生竞技体育的管理服务工作遥

市场经济环境尧大学体育文化传统以及业余性体育理

念的核心价值观袁是英美大学校际竞技体育得以在创收和

学校补贴两大资金来源的强有力支持下获得迅速发展的

必要条件[40-42]遥 我国高校的竞技体育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袁
笔者认为高校体育组织在现实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必由

之路应该是通过组织优化和提升竞赛管理水平来提高运

动水平与社会影响力袁以逐渐拓展经费来源袁并最终走上

成熟的商业化运作道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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