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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资料尧专家访谈尧实地调查等方法袁对中美竞技体育运

动员服务保障尧项目资金保障尧科技保障三方面进行比较遥 结合我国竞技体育发展

规律和实际袁认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可借鉴美国成功经验袁包括院树立野以人为本冶
理念袁完善运动员服务保障体系曰优化项目资金来源渠道与分配机制袁扩大资金产

出效益曰加强跨区域交流合作袁提升科技研发能力曰等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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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conducts a Sino-American comparison in service support, financial suppor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competitive athletes by using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expert interview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athletic sports de-

velopment in China, it's held that China can draw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thletic sports, including, to create a "people-oriented" philosophy, to improve

the athlete service support system, to optimize the sports funding source channel and allocation

mechanism, to maximize the benefits of capital output, to enhance cross-regional exchange and co-

oper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capabiliti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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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一直都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遥
作为世界公认的竞技体育强国袁美国在竞技体育发

展战略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袁均彰显出较

高的实力和水平遥 反观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袁在后备

人才培养与服务保障尧运动项目资金投入尧赛事训

练备战尧科技支撑等方面同美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1-3]遥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 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
明确提出野我国将以运动员为中心袁以训练效益为

导向袁合理分配体育项目资金袁构建跨学科尧跨地

域尧跨行业尧跨部门的体育科技协同创新平台袁打造

耶训尧科尧医尧教尧服爷一体化训练基地袁加快科技助力

奥运步伐冶等一系列举措 [4]袁这一政策也强调了发

展竞技体育在我国建设体育强国过程中的重要地

位遥据此袁本研究从竞技体育保障三要素着手袁通过

对中美运动员服务保障尧 竞技项目资金投入保障尧
科技保障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袁以期发现我国目前

存在的短板袁为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

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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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实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资源

保障基础之上的袁其中袁运动员保障是基础袁资金保

障是重点袁科技保障是未来竞技体育发展的趋势 [5]遥
体育竞赛成绩的突破离不开运动员竞技水平的

提高袁 而国家对运动员专项训练与服务保障的重视

和投入是运动员安心训练的基础遥 美国将 野以人为

本冶的培养理念融入到运动员服务保障体系中 [1]袁通
过国家管理机构体系和社会支持体系二者相互合

作袁在政府尧社会机构尧企业尧学校等协同作用下袁为
美国运动员提供了充足的福利和职业发展机会袁全
方位保障了运动员的权益 [6-7]遥 其中袁美国体操界大

规模性侵案促使美国全面认识到运动员权益保护的

重要性袁并倒逼美国进一步深化运动员权益改革 [8]曰
美国奥委会通过了包括 叶业余体育法 曳 渊Amateur
Sports Act冤 在内的一系列法规保护运动员合法权

益袁通过国家管理机构尧美国安全体育中心等袁加强

对侵权违法行为的法律约束与制裁 [9]遥 学者们从不

同层面对我国运动员的继续教育和发展路径进行研

究[10-12]遥 总体上看袁我国正在探索建立促进运动员全

面发展的保障机制袁主要包含文化教育尧社会保险尧
退役安置尧就业培训尧工会维权尧劳动救济等 [13]遥 其

中袁 运动员产权交易制度是运动员保障体系中的重

要改革内容[14]遥
在资金保障方面袁美国遵循市场化尧社会化的发

展模式袁主要依靠公司赞助尧社会捐赠尧自主经营等袁
维持竞技项目资金需求遥 朱毅然聚焦于政府购买公

共体育服务领域袁 清晰描绘了美国政府在竞技体育

投融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15]遥 除美国精神文化和世

界政治格局变化之外袁 成熟的体育市场体系和多元

化资金来源渠道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

支撑[16]遥 中国竞技体育在选材尧训练尧备战等方面离

不开政府的财政扶持 [17-18]袁存在着投资主体单一尧成
本过高尧资金分配不透明等弊端 [19]袁导致我国竞技体

育不同环节的资金需求未能得到有效保障遥
科技助力竞赛成绩提升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

点遥袁守龙认为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袁更多

的数字化尧智能化服务将不断覆盖竞技体育领域 [20]遥
备战期间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的提升对提高竞技成

绩具有重要作用袁 科技补短板已成为各国竞技训练

的主要攻坚内容 [21]遥 美国通过商业化尧公司化尧跨界

合作等方式推动了前沿体育科技改革袁 为运动员训

练尧康复等提供了全方位的科技保障 [22]遥陈小平从运

动员训练角度切入袁 指出当前我国科技助力奥运需

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袁构建科学化训练团队袁探索

竞技训练的科学化发展之路等 [2]遥 冯连世提出中国

需要通过构建复合型训练团队等措施袁 有效保障科

技攻关和科技服务袁野跨领域冶野跨学科冶 将成为体育

科技的主要改革方向[23]遥
综上袁中美两国均将运动员保障尧资金保障以及

科技保障作为提高竞技体育成绩的重要突破口袁但
现有文献针对三者的系统论述不多见遥因此袁本研究

通过查阅大量中外文资料和专家访谈袁 将中美竞技

体育运动员服务保障尧竞技项目资金投入保障尧科技

保障作为重点比较内容袁 以期区分中美竞技体育发

展保障的不同之处袁围绕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短板袁探
索保障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思路遥

美国始终遵循野以运动员为核心冶 的发展主线袁
在运动员训练期尧职业转换过渡期尧退役转业期三阶

段均设置了完备的服务保障体系遥
在早期训练阶段袁 为保障运动员训练和参赛的

顺利进行袁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渊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袁NCAA冤除了提供组织尧资金保

障之外袁 还通过学校体育部门或学校的健康 / 咨询

平台向所有学生运动员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和相关资

源袁缓解运动员在学习期间训练的心理压力袁为运动

员正常训练比赛营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24]遥 在运动

员职业转换过渡期袁 美国奥委会主要为运动员提供

各种教育和职业发展补贴遥 联邦政府尧州政府尧市政

府协调配合袁通过立法尧政策鼓励等方式增加了学生

运动员获取助学金的机会遥例如袁大学生运动员可以

延期毕业 1 年袁 并获得就业前的生活津贴以及 5 年

的医疗健康检查和保险等 [25]遥 数据显示袁2019 年美

国共有 173 位学生运动员获得了大学学费的资助袁
包括 52 位正在备战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尧49
位已退役的奥运会和残奥会选手以及 72 位有希望

参加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 [26]遥 在运动员退役阶

段袁美国通过再教育尧再培训的模式袁为运动员职业

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选择路径遥 1988 年美国开始实施

的 野运动员职业计划冶渊Career Programs for Athletes冤
为退役运动员提供了就业培训和职业咨询服务袁且
接受此项服务的运动员人数不断扩大遥 2019 年 10

月袁 美国奥委会推出了 野运动员职业与教育计划冶
渊Career and Education Programs for Athletes冤袁通过在

线平台帮助运动员检索就业信息和申请教育奖学金[26]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2017 年美国共投入 7 640 万美元用

于培养优秀运动员袁其中包括 620 万美元的津贴尧培

比较与启示院中美竞技体育发展保障研究要要要以运动员尧资金尧科技保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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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尧竞赛资源尧健康保险福利和 320 万美元的竞赛奖

金[27]遥为了吸纳更多的体育竞技人才袁美国进一步提

升运动员的奖金额度袁 部分州免除了运动员奥运会

奖金的地方税和所获奖牌收入的所得税 [28]遥 这些举

措不仅拓宽了运动员继续教育的渠道袁 也为运动员

提供了兼职工作机会袁保障了运动员权益袁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运动员的后顾之忧遥

近年来袁 伴随着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袁
我国不仅加强了运动员服务保障的顶层设计袁在实践

中也进一步加大了退役运动员再就业的培训力度遥
在政策制定方面袁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曳以

及 叶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

工作的指导意见曳明确规定院国家应给予运动员全方

位的保障袁强调了运动员综合发展的重要性遥2011 年

修订的叶运动员保障专项资金实施细则曳袁进一步完

善了资金预算方式袁并将运动员教育资助尧职业辅导

和就业服务纳入到野运动员职业发展冶项目中遥 2014 年

出台的 叶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曳袁 提出拓宽运动员就业安置渠道袁
创新就业安置方式等具体意见遥 2018 年开始实施的

叶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办法渊试行冤曳袁进一步加

大了对伤残运动员的保障和关爱力度遥
在实践方面袁 国家加大了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培

训力度袁 完善了运动员引进选调和退役安置的管理

办法遥 2019 年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为退

役运动员举办了 9 场专业培训袁 为运动员的转型发

展提供了新思路遥 地方体育局和运动员职业辅导部

门为运动员提供了大量的培训机会 院2012要2017

年袁 江苏省退役运动员平均每年参加职业转换的培

训比例达 74%左右曰辽宁省在开展健身教练尧大众跆

拳道尧运动康复等一些传统培训课程的基础上袁结合

了现代化野互联网 +冶的模式袁设置了网销尧新媒体推

广尧线上互动等项目袁拓宽了退役运动员职业选择路

径曰湖北省立足于市场需求袁将退役运动员职业选择

拓展为运动康复师尧体能教练尧健身教练等多方面袁
并针对这些岗位需要袁 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运动员的

培训曰香港野运动员教育及就业计划冶渊Career and Ed-

ucation Programs for Hong Kong Athletes冤以奖学金的

形式给予运动员教育支持袁 并通过加强职业配对和

增加实习机会等方式对运动员提供就业援助袁以野体
育大使计划冶和野奥梦成真计划冶为载体袁培养运动员

的生活技能和社会责任[29]遥
总体上看袁 中国正不断地从政策和实践方面袁探

索竞技体育运动员的服务保障机制袁但我国运动员的

基础性保障尧行业性保障尧发展性保障尧组织保障和资

金保障五方面的工作体系仍有待完善遥国家尧社会尧行
业尧个人等不同层级袁不同单位之间由于沟通不畅尧利
益不一等袁对运动员实施的服务保障难以做到高效落

实[30]袁再加上我国政府与社会资金对运动员的扶持力

度还相对较小袁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运动员服务保障工

作的开展[31-32]遥而美国在运动员激励尧运动员就业平台

搭建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遥中国在特有国情背景

下袁理应围绕奥运备战袁聚焦运动员这一主体袁进一步

设计尧完善尧落实运动员服务保障机制遥

美国竞技体育项目资金来源广泛且较为稳定袁
主要是通过各体育组织向社会进行筹集遥 美国以成

绩和金牌作为项目资金投入的原则与依据袁 其资金

的投入效益较为明显袁激发了其优势项目的发展潜力遥
美国竞技体育管理方式是社会主导式袁 政府及

管理机构仅给予运动队部分的财政支持袁 运作资金

主要来自捐赠尧赞助尧特许使用费尧商业经营等袁其自

主经营尧 精打细算的模式有效保障了竞技体育项目

的资金投入遥 在相关政策尧法规的引领与指导下袁美
国竞技体育项目资金投入分配制度得到了不断的完

善遥 叶金牌行动计划曳渊Gold Medal Campaign冤尧叶高水

平竞技运动计划曳渊High-level Athletics Plan冤等计划

的相继出台袁将金牌指标定为世界第一袁并根据不同

项目的具体情况调整备战政策遥
野投入与成绩挂钩冶是美国奥委会资金分配的主

要原则袁优势项目尧潜优势项目尧劣势项目等不同项

目的分配金额具有显著性的差异遥根据 2004要2014 年

美国各单项协会对其项目的资金投入情况袁 研究发

现院在游泳尧田径尧体操尧速度滑冰尧滑雪和雪上滑板

等夺牌大项上袁美国增加了资金投入力度曰对手球尧
乒乓球尧 羽毛球等夺牌无望项目则停止了资金投入

渊图 1冤遥 此外袁美国项目协会对现代五项等个别拥有

尖子选手的项目袁选择增加投入遥例如袁当 24 岁的伊

萨克森渊Margaux Isaksen冤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获

得第 4 名后袁 美国对现代五项的资金投入随着这颗

新星的升起而逐渐增加袁 达到了 58.9 万美元袁比
2009 年该协会得到的资金投入提高了 2 倍[33]遥 另外袁
美国对未来入奥的项目选择进行先期投入袁 包括于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入奥的橄榄球袁以及将于 2020 东

京奥运会入奥的垒球尧空手道等[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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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4要2014 年美国奥委会对各项目资金总投入及每枚奖牌总资金投入 [33]

野举国体制冶产生于我国计划经济年代袁具有鲜

明的计划性遥在该体制下袁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资金高

度依赖于计划手段和政府财政投入袁 对竞技体育项

目资金的总体布局不够清晰袁 仍未形成系统的管理

模式遥
在我国袁 中央与各级政府以财政预算和财政拨

款的方式袁 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各级体育部门的行

政经费和人员工资福利袁场馆建设费用袁国家与省市

两级专业运动队的训练比赛经费袁 以及运动员薪金

福利等遥 我国竞技体育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财政

投入尧社会筹集渊体彩尧企业赞助尧银行借贷尧捐赠

等冤尧经营创收尧利用外资等遥 其中袁2018 年体育彩票

公益金向竞技体育领域投入了约 17 550 万元袁50%
的公益金用于支持国家队备战国际综合性运动会袁

其余 50%则用于保障叶2011要2020 年奥运争光计划

纲要曳尧国家队训练津贴尧运动队文化教育与科研尧国
家队训练基地条件改善等方面 [34]遥 从近几届奥运会

金牌尧奖牌项目的资金投入比例可以看出院田径尧游
泳尧乒乓球尧羽毛球尧击剑尧摔跤尧举重等在内的 18 个

重点项目的经费份额占总数的 70%曰 其余的投入主

要用于有望夺冠的潜优势项目渊如花样滑冰尧自由滑

雪等冤[35]遥
近几年袁 虽然我国竞技体育项目资金分配制度

较过去更加科学袁但实际上由于管理机构冗杂尧监督

不严等袁 我国竞技体育项目资金的效益尚未得到充

分发挥遥中国竞技体育的公共支出绩效并不理想袁张
凤彪以我国 25 个省市区的 2002要2011 年的竞技体

育支出数据作为样本袁 结果表明我国竞技体育公共

支出绩效渊投入-产出-结果冤极为低下袁各地的绩效

比较与启示院中美竞技体育发展保障研究要要要以运动员尧资金尧科技保障为例

单项协会 资金总投入
渊单位院百万美元冤

2004要2014
期间奖牌数

每枚奖牌总资金投入
渊单位院美元冤

68.7
60.9
53.3
36.9
30.1
28.5
26.8
26.7
25.9
24.0
23.7
23.2
20.9
20.4
19.7
18.7
17.5
17.4
15.1
14.4
14.4
14.2
13.9
13.8
13.1
12.7
12.1
12.0
11.7
11.2
10.1
9.0
8.1
6.1
5.9
5.5
5.0
4.9
4.6

滑雪和雪上滑板
田径
游泳

速度滑冰
冰球
体操

雪撬和钢架雪车
赛艇
摔跤
排球
射击

自行车
足球
帆船
马术
篮球
跳水
水球

花样滑冰
拳击
雪车

冬季两项
击剑

皮划艇
曲棍球

花样游泳
冰壶

铁人三项
垒球
射箭
柔道

跆拳道
举重
棒球
手球

羽毛球
现代五项

网球
乒乓球

48
77
90
21
4

25
9
8

13
9

13
11
3
4
8
6
4
4
6
5
1
0
7
1
0
2
1
1
2
1
4
7
0
1
0
0
0
6
0

1 431 068
791 503
591 741

1 757 615
7 536 112
1 139 616
2 975 640
3 337 860
1 989 203
2 667 148
1 825 425
2 106 347
6 963 638
5 088 022
2 466 594
3 116 414
4 384 855
4 353 760
2 521 169
2 883 462

14 352 165
要

1 985 313
13 751 213

要
6 346 514

12 145 144
12 045 694
5 863 563

11 188 954
2 530 964
1 283 142

要
6 143 898

要
要
要

816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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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尚未出现优秀尧良好等级[31]遥
由此看出袁 我国竞技体育项目资金投入过多依

赖政府袁且分布不均衡尧比例不清晰尧规划不明确等袁
导致了我国竞技体育项目资金来源渠道少袁 产出效

益欠佳袁政府财政压力大等问题遥而美国的竞技体育

发展资金的来源渠道多样尧灵活袁且在项目资金分配

上有的放矢袁市场化尧经营化的筹资模式袁保障了竞

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

善袁我国需取长补短袁不断探索高效的竞技体育项目

资金保障模式遥

科研尧训练和保障渊恢复尧心理尧营养等冤野三位一

体冶的衔接与融合袁是近几年美国竞技运动训练发展

的一个显著特征 [2]遥 美国竞技体育发展广泛利用社

会资源袁吸纳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到野科技助力冶竞技

体育的工作中 [7]遥
美国大型体育企业积极投身科技领域袁 助力本

国的竞技体育发展遥美国 STATS 公司研制的无标记

智能化运动跟踪系统野Sport VU冶袁已经被运用到美

国职业篮球联赛 渊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袁
NBA冤尧 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 渊National Football

League袁NFL冤和北美职业冰球联盟渊National Hockey

League袁NHL冤 等多个职业联盟的比赛和训练中 [36]遥
美国 SPT 新开发的野SPT2冶运动员追踪系统袁不仅能

追踪记录运动员训练和比赛的最大速度尧跑动距离尧
强度和训练量等数据袁而且能够进行实时反馈袁以帮

助教练员尤其是体能教练制定更加科学可行的训练

计划[37]遥 Orreco 公司致力于生理指标的统计袁利用企

业的采血尧血检技术袁分析运动员身体状况和可能导

致受伤和疾病的诱因袁为运动员提供定制化的训练尧
恢复以及饮食的建议遥 Orreco 公司推出的名为 Fitr-

Woman 的应用程序袁 会根据女性运动员的生理周

期袁为其提供个性化的营养和训练建议袁优化女运动

员经期训练效果 [38]遥 NFL 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耗资

6 000 万美元袁通过工程尧生物力学和材料科学等多学

科交叉研发产品袁有效预防运动中产生的损伤等[2]遥
此外袁美国奥委会尧医疗中心尧高校等积极投入

到科技助力竞技体育中遥 美国奥委会内设了运动医

学尧运动科学和教育委员会袁并且通过举办国际高原

培训研讨会推动本国竞技体育的科技创新袁 例如美

国游泳协会利用泳道成像技术袁 检测游泳过程中出

现的动作问题 [39]遥 美国医疗中心通常设有私人研究

实验室袁 为运动员的身体检测及治疗提供了便捷条

件袁 比如通过肌肉发声技术测量运动员的身体活动

情况袁在 60 s 内利用超声波检测运动员特定的糖原

数据袁并形成综合性报告袁在运动恢复和损伤预防方

面提供了预先性数据 [40]遥 为保证高校的体育科技研

发能力袁 美国还将一些项目的训练基地设立在大学

中袁部分大学建立了面向全球聘请体育科研尧医疗尧
康复等专业人才的平台袁 为本国的体育科技创新发

展注入了新鲜血液遥

近年来袁 科技进步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贡献

正在加大袁体育科技成果不断丰富袁尤其是竞技体育

领域内的科技创新有了较大突破遥
我国教练团队和科研团队有机结合袁 开展竞技

体育训练工作袁通过提出周期训练板块化尧高原训练

平原化尧恢复手段动态化等理念袁以及建设智能化尧
数据化训练平台袁 迎来了竞技体育运动成绩的快速

提升渊表 1冤遥 近几年袁我国竞技体育领域内的科技创

新有了较大的突破袁 比如在滑雪服里加入了定位系

统和求救技术曰沿海赛艇项目得到了科技的助力袁科
研人员在实船生物力学参数测试尧 实船动力学信息

反馈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曰通过信息反馈与检

测系统对运动员动作的生物力学特征进行全面分析袁
辅助运动员完善技术动作[22]遥 此外袁伴随着大数据平

台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袁我国投入了大量的研发精

力袁实现了反兴奋剂工作与科技创新的有机结合遥
表 1 科技进步对我国竞技体育的贡献率统计一览表[41]

]

我国政府部门在开展竞技体育科技创新工作方

面取得了一定成就袁 且我国社会组织和企业也积极

加入到竞技体育科技研发行列中遥 如北京康桥诚品

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漂浮行业技术的研发和设备生

产袁服务于国家举重队尧游泳队尧摔跤队等遥博迪加科

技渊北京冤有限公司推出了以服装为载体的心电尧肌
电尧呼吸相关的检测产品袁应用于我国竞技体育的发

展袁并为运动员提出了科学的解决方案遥贝马体育科

技有限公司则通过业界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袁 结合

指标
1991要1996

/%
2001要2008

/%
2008要2012

/%

竞技体育产出年均增长率 15.02 19.21 7.93

体育科技人力年均增长率 1.81 4.71 0.14

体育科技事业经费年均增
长率

13.11 12.95 5.75

竞技体育科技进步率 3.27 9.14 4.14

竞技体育科技进步贡献率 21.74 47.60 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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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硬件采集大数据袁提高了运动训练的科学化遥
先进研发和分析策略的充分应用袁 有助于我国挖掘

运动员潜力袁优化训练计划袁提高运动成绩遥
虽然最近几年袁 科技助力竞技体育已经得到了

国家的高度重视袁 但是受制于传统体制和模式的影

响袁 大量新的训练理论和方法较少甚至未应用到训

练实践中袁在运动评估尧运动员选材尧伤病预防尧赛事

预测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挖掘价值 [42]遥 科技助力竞

技体育的资金主要依靠政府和体育部门拨款袁 尚未

能全面汇集社会力量投入到竞技体育科技研发中遥
这与美国大量社会资金投入竞技体育袁 从设备尧器
械尧环境尧场地尧数据等多方面攻坚击破的做法还存

在着较大差距遥

我国应继续坚持以运动员为核心的竞技体育发

展主线袁构建国家尧社会尧行业尧地方和个人共同承

担尧分级负责袁多层面尧全方位的运动员服务保障体

系曰完善政策法规袁加强体育部门与法律尧医疗尧教育

等部门的协同合作袁通过组织实施尧监督管理袁促进

运动员基础性保障尧行业性保障尧发展性保障尧组织

保障尧资金保障等体系的有效衔接曰此外袁还应优化

野体教融合冶人才发展模式袁拓宽运动员升学渠道曰指
导运动员建立科学的职业规划袁 建立因人而异的运

动员培养方案袁在职业转化期袁可将运动员纳入教练

员尧大中小学体育教师尧竞技体育管理人员尧各运动

单项协会工作人员等人才培养范围内袁 为其配备标

准的岗位培训体系曰加快完善运动员服务平台建设袁
拓宽运动员职业发展渠道遥

为扩大竞技体育项目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益袁缓
解政府财政压力袁我国须充分释放市场活力袁培养竞

技体育野自我造血冶功能袁不断拓宽与优化资金来源

渠道袁推动运动项目的分类管理袁应根据运动项目在

竞技体育中的国际地位尧公益性尧市场化尧基础性等

方面袁进行绩效评价袁合理安排政府财政投入曰加大

宣传力度袁 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尧 市场力量参与进

来袁稳定资金来源遥 在扩宽资金来源的同时袁我国还

应适当调整竞技运动的项目结构袁 不断完善资金分

配机制袁采取野重点优先尧专款专用尧缩短战线尧突出

效益冶的原则使用与管理资金袁并结合年度内各省级

体育部门运动项目创世界尧 亚洲记录的次数和在世

界重大比赛渊奥运会尧亚运会尧世锦赛尧世界杯总决

赛冤中取得的成绩袁全面衡量并制定分配方案曰利用

政策杠杆统筹协调区域竞技体育项目的资金投入袁
加强各级部门的柔性管理袁层层推进袁扎根落实竞技

体育项目资金的运用与管理遥

我国在发展竞技体育时袁应坚持野科体协同冶思想袁
积极鼓励社会力量袁激发市场活力袁充分发挥高校科研

力量强尧设备齐全尧智力密集的潜在优势曰加强顶层设

计袁构建复合型训练团队袁建立全国训练基地网络体系

框架袁着力打造一批高层次尧高水平的训练尧科研尧医务

及体能尧康复尧信息分析等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袁推进世

界先进设施设备在我国运动员训练中的运用曰 利用大

数据及智能分析系统袁 提高训练过程和体能恢复过程

中科学化尧信息化水平曰推进体育科研创新平台建设袁
加强与国际体育科技企业的合作袁 拓宽优势资源引进

渠道曰加大科研经费投入袁在运动装备尧训练检测尧医疗

康复尧预防损伤等方面借鉴美国经验袁加强科技成果的

实践运用袁提高体育科技的转换率遥

我国正处于备战 2020 东京奥运会和筹备 2022

北京冬奥会的关键阶段袁 结合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实

际水平袁将运动员服务保障尧资金保障尧科技创新保

障等内容作为侧重点和突破口袁 对促进我国竞技体

育资源整合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遥与此同时袁竞技体育

体系庞大袁 本研究仅聚焦于高水平竞技体育的保障

研究袁其他方面内容并未一一分析袁有关中国竞技体

育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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