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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采用文献法和数理统计法等，以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梳理我国体育俱乐部的研究轨迹，展

望未来研究发展趋势。研究将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研究历程划分为三个研究阶段：起步阶段(1997~2004
年)、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2年)和稳定增长阶段(2013至今)。由于现实中体育俱乐部的开展实践需

要，当前“机制研究”、“模式研究”、“治理研究”、“评价体系”等成为研究热点议题。并提出三

点建议：加大理论研究力度、科学运用研究方法、完善体育俱乐部研究体系，为体育俱乐部相关研究提

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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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inly using literature method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combing the research track of 
sports clubs in my country with a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research development trend, the research divides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youth sports clubs into three research stages: the initial stage (1997~2004),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2005~2012), and the steady growth stage (2013~present). Due to the practic-
al needs of sports clubs in reality, the current “mechanism research”, “model research”, “gover-
nanc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system” have become research hot topics, putting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intensify theoretical research, scientifically use research methods, improve the 
sports club research system, providing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sports club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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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以下简称体育俱乐部)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更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化青少年体育组

织”[1]，已经越来越成为提高我国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在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体育俱乐部发展较晚，缺乏一定的经验，在创建、运行管理、绩效评价以及

服务意识和组织服务能力等方面暴露出许多问题，所以应该加强俱乐部的研究，为俱乐部的发展找准方

向。研究立足时代背景和我国体育发展的转折点，借助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以检索到的

1997~2020 年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以量化和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梳理我

国俱乐部的研究轨迹，并总结研究的现状、特征及展望未来研究发展趋势，为促进俱乐部的理论与实践

探索提供有益启示。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通过中国全文数据库(CNKI)获取数据，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为核心

词汇进行模糊匹配检索，限定时间范围为 1997~2020 年。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我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演进脉络 

1997～2020 年期间，我国俱乐部的相关研究文献发文量总体上呈增长态势，从整体上来看，1997 年

开始出现相关主题的研究，但发文量仅有两篇，2005 后相关主题研究的发文量较之前有了较大突破，2012
年以后俱乐部的文献发文量逐年稳定增长(见图 1)。 

3.1.1. 起步阶段(1997~2004 年) 
起步阶段体育俱乐部研究的发文量较少，1997 年至 2004 年间发文量不连续，且长达 8 年的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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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关主题论文 25 篇，仅有 6 篇以体育俱乐部为篇名的论文。随着国家体育总局下发《1999 年度体育

彩票公益金用于扶持创办体育俱乐部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就试点选取、创建步骤、资金分配等问题作

了明确规定[2]。我国体育俱乐部的创建逐步提上日程，同时相关主体研究也开始零星出现。学者王景明

(2000 年) [3]在其著述中初步阐述了创建体育俱乐部的指导思想、组织形式、管理方法及组织机构，是第

一篇研究体育俱乐部的文献。唐国梁(2002 年) [4]指出：青少年健康体育俱乐部是全民健身走产业化道路

的切入点，是全民健身计划按产业化方式推进的有益尝试。随后白志红(2003 年) [5]在其研究中阐述了体

育俱乐部发展应解决的主要问题有组织机构、管理制度以及场地设施等。以上研究大多是从宏观上对体

育俱乐部的创建、运营、管理等进行阐释。此外，崔景辉(2004 年) [6]则进一步阐述了在我国开展青少年

体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研究起步阶段，体育俱乐部处于创建的探索阶段，为促进我国体育俱乐部的

有效开展和建设，这一时期研究主要是宏观上的理论探索和体育俱乐部的开展现状的研究。 
 

 
Figure 1. The number and trend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clubs in my country from 1997 to 2020 
图 1. 1997~2020 年我国俱乐部研究文献数量与趋势 

3.1.2.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2 年) 
这一时期，我国体育俱乐部研究的发文量逐渐增多，相较之前，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均有了

长足的突破。2006 年之后，我国体育俱乐部在前期的创建中取得了在规模和数量上的重要突破。该阶段

有关体育俱乐部的研究内容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更多研究开始关注体育俱乐部的评价体系、监管机制以

及体育俱乐部性质等方面，相关对策研究也逐渐增多。这一阶段新的理论视角不断出现，如刘芳梅(2009
年) [7]和霍兴彦、林元华、肖林鹏(2010 年) [8]等学者以平衡记分卡为新的理论视角，以及资源相互依赖

理论[9]、组织核心胜任特征理论[10]等不同的理论视角为体育俱乐部的绩效评估与良性运营提供了有益

参考。此外韩会君(2006 年) [11]对体育俱乐部运行机制的研究和刘芳梅、丘刚(2010 年) [12]对资金来源和

融资困境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了体育俱乐部的研究。与以往相比，本阶段随着我国体育俱乐部创建数量的

不断增加，对体育俱乐部的创建、审核、管理、评估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的理论研究为我国体育

俱乐部的规范化管理以及法制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3.1.3. 稳定增长阶段(2013 至今) 
2013 年至今，我国体育俱乐部的研究趋于稳定上升，研究发文量持续增加，发文总量达到 411 篇，

占总发文量的 69.8%。这一阶段体育俱乐部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研究内容更加细化，研究范畴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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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拓展。这一阶段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的理论视角用来检视体育俱乐部的运行和管理。这一阶段我国体

育俱乐部创建在前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为促进体育俱乐部的规范性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2011、2012
年国家体育总局连续颁布了《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管理办法》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服务标准》等重要的

决议，成为这一时期体育俱乐部运行和管理研究的催化剂。在此背景下刘海燕(2013) [13]等学者开始从公

共服务的视角出发，以探寻体育俱乐部发展的长效机制。钱俊伟等(2014 年) [14]则另辟蹊径，从国家治

理理论视角来审视体育俱乐部规范化的主体构建。这些新的理论视角不断地推动了我国体育俱乐部研究

向纵深发展。 

3.2. 我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研究热点演进 

根据体育俱乐部文献的研究历程来看，2005 年之前的研究主要围绕体育俱乐部创建工作和开展现状

等层面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指导思想、组织形式、管理制度等的初步探索与活动内容与形式等现状的分

析。2006 年之后，随着体育俱乐部创建数量的增多，检查评估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2]，更多研究开

始关注体育俱乐部的评价体系、监管机制以及体育俱乐部性质等方面，相关对策研究也逐渐增多。２012
年之后，为了进一步规范体育俱乐部的管理的现实需要，学界关于体育俱乐部的“机制研究”、“模式

研究”、“治理研究”、“评价体系”等主题的研究成为新增长的研究热点问题(见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on different research topics 
表 1. 不同研究主题文献数量分布情况 

主题词 同类别主题词 文献数量(篇) 

发展研究 对策；建议；可持续发展；实体化 123 

现状研究 现状调查；现状研究；发展现状；基本现状；开展情况 110 

管理研究 管理模式；管理制度；体育管理；经营管理 93 

机制研究 体制；监管；长效机制；体育管理体制；项目设置 61 

模式研究 发展模式；运行模式 60 

活动研究 课外体育活动；青少年体育培训；后备人才培养 55 

体系研究 评价指标体系；管理体系；绩效管理体系 47 

运营研究 经营；市场运营；运营状况；运营模式；平衡计分卡 35 

治理研究 内部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协同治理；体育治理 31 

资金 融资；资金运行；市场运作；资金筹集 20 

性质研究 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服务；体育组织 11 

4. 结论 

1) 我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主要为三个阶段演进，起步阶段(1997~2004 年)该阶段是我国体育俱乐部

创建的探索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探索和开展现状层面的研究；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2 年)我国体

育俱乐部相关研究的发文量逐渐增多，对体育俱乐部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对体育俱乐部

的创建、审核、管理、评估等方面；稳定增长阶段(2013 至今)我国体育俱乐部的研究趋于稳定上升，开

始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来审视体育俱乐部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体育俱乐部的理论研究。 
2) 当前，为了进一步规范体育俱乐部绩效管理和监管评估的现实需要，关于体育俱乐部的“机制研

究”、“模式研究”、“治理研究”、“体系研究”等成为新增长的研究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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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议 

从 1997 年至 2020 年，学术领域对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青少年体质及青少年

体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特别是近十年的研究得到了不断深化和发展。青

少年俱乐部是一个复杂的事物且我国尚处于“试办”阶段，由于缺乏经验，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

的暴露出了问题和不足[15]，而现有理论研究存在许多陈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难以科学指导现阶段体

育俱乐部实践工作，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5.1. 加大理论研究力度 

我国体育俱乐部发展较晚，至今仍处于“试办”阶段，相关研究始于 1999 年国家体育总局用体育彩

票公益资金扶持创办体育俱乐部决议，相对应的国内关于体育俱乐部的研究起步较晚，与国外相比理论

研究相对滞后。从数量上来看，国内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为主题的研究在整个体育俱乐部的研究中

所占比例不够高。从研究质量上来看，研究主要停留在对不同地区体育俱乐部发展现状、组织性质以及

后备人才培养等现状层面的探讨为主，缺乏深入探讨俱乐部内部运行规律和治理理论等的审视，如非营

利性质的俱乐部如何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特别是结合政府简政放权以及政府购买青少年体育

公共服务背景下的前沿研究缺失。众所周知，理论研究可以很好的指导社会实践。显然，我国在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不利于指导我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社会实践，亟待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相关理论研究。其一拓展研究内容，纵观学术界对体育俱乐部的研究，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对现状层面

的调查研究，而鲜有深入研究体育俱乐部适用政策法规、社会状况等[16]；其二要不断拓宽研究范畴，当

前我国体育俱乐部的相关研究在国家、城市、县域等空间尺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也有文献介绍了欧美发

达国家体育俱乐部发展的成功经验，但与中国体育俱乐部发展的对比分析较少。通过不断加强理论研究，

形成全面系统性的体系研究，以夯实体育俱乐部研究的理论基础。 

5.2. 科学运用研究方法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主要有实证研究、思辨研究以及两者相结合三类研究方法[17]。纵观

现有体育俱乐部研究成果，思辨类研究是我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研究最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其次是实

证研究，而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相对少见。总的来看，我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研究

以静态的研究为主，相对的动态研究则较为少见，如缺少对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具体措施践行、竞技人才

培养以及青少年健康促进等效果的纵向对比研究。特别是国内外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差异对比研究以及

不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之间的差异对比等研究，我国体育俱乐部发展较晚，而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创建

经验、管理模式以治理论等正是完善和发展我国体育俱乐部建设的有效途径。此外，文献资料法与调查

统计法是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研究所运用的较为普遍的研究方法，究其原因，文献资料法对于研究者来说

简单易行，且预期成果快。然而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性研究往往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会被

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对于调查研究法而言，通过对问卷调查将调查对象进行“量化”处理可以得出一些

关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场地、规模等现象层面的认识。但是，想要更深层次的把握和揭示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内部运行规律，这种外在表征的量化研究往往是差强人意的，因此有必要进行大量的实证类研究，

不断探寻体育俱乐部内在的机理，从而不断升华研究成果。 

5.3. 完善体育俱乐部研究体系 

当前平衡记分卡、资源相互依赖理论以及组织核心胜任特征理论等不同的理论是研究体育俱乐部常

见的几种理论视角，体育俱乐部是一种公益性的群众体育组织，而且还是民办非企业的重要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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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物，而当前的体育俱乐部研究仅局限在各省市不同地区具体开展的情况，

一方面这种以地域为界限的研究本身不具有普适性，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基本停留在体育俱乐部开展

现状、运行模式、组织结构等研究层面上，在总体上更不具代表性。这就明显导致了体育俱乐部研究尚

未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作为非营利性质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需要落实到提高青少年

体质健康上来，作为社会组织实体，一切的管理理念和运作模式等也终需落实到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管

理和建设中去。因此，为进一步完善体育俱乐部研究体系，首先，有必要将体育俱乐部从社会体育组织

中单列出来进行“麻雀剖析”，不断深挖其内在运行规律和俱乐部内部结构。其次，加强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研究，实证类要充分反映体育俱乐部现实需求且能够切身指导体育俱乐部实践工作。此外，体育

俱乐部研究还要兼具国内外视野，不断探索国外体育俱乐部先进的理论和经验。通过不断完善体育俱乐

部研究体系，不断提高人们对体育俱乐部的认知，进而促进体育俱乐部的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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