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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产业学科建设，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和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国家对体育产业高度重视的背景下进行

的，对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采用文献资料调研、调查访问和综合分析等方法，对我国体育产业学

科建设背景、现状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对体育产业学科发展提出了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明确科

学的专业方向、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快课程和教材建设、强化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功能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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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industry was ongo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between sports
industry and other industries in our country’s national economy，and our count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ports industry．
That’s very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By using the method of documentary research，investiga-
tion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discussing the background，present situ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discipline con-
struction，on the basis of college sports industry subject development，trying to put forward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and system of
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onstruction; clear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direc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course and teaching material; intensify the function of sports scientific research to serve society and
other importa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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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体育产业是国民经济其他产业中最重要、最具

活力的产业之一。参考相关文献资料，体育产业的

概念可以理解为以社会需求和体育产业市场为导

向、以发展和繁荣我国体育事业为目标，借助现代先

进理念、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手段，从事体育生产和

提供服务的经营管理性行业。有关体育产业学科的

内涵目前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综观诸多专家的

观点，可以说体育产业学科是一门独立于其他学科

的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其主干课程主要包括

体育产业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文化学和体育市

场营销学等。
我国体育产业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价值。从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来

看，非常需要复合型、应用型的体育产业人才。体育

产业学科建设必须服务于体育产业发展的实践。从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迅猛的趋势来看，迫切需要各种

专业人才，譬如体育产业科技人才、体育产业经营人

才、体育产业管理人才等。这些专业人才都需要依

托现有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突出专业特色，培养出体

育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 再从学科发展的

具体条件来看，具有明显特色的体育产业学科建设

也是非常必要，并有着很大的实践意义。因为体育

产业学科建设不是凭空开始的，都是在已有的相关

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体育产业学科发展的

方向也会受到传统学科特点和优势的影响与制约。

2 体育产业学科建设现状

2． 1 体育产业学科建设的主要成绩

近十年来，我国部分高校如北京体育大学、上海

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等都设置了“体育产业经

营与管理”专业。这些高校在进行体育产业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完善

体育产业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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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基本形成体育产业理论体系
体育产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已成为广大学者

关注的热点问题。近些年来，我国体育产业理论研

究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研究队伍迅速壮大，

研究水平逐步提高，研究成果呈现“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新局面［1］。体育产业理论体系逐渐清晰，

研究方法日趋成熟，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体育产业的

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越来越紧密［2］。
高校对体育产业学科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作出

了重要贡献。例如体育产业学科的内涵和分类，体

育产业相关概念的争论，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体

育产业理论体系构建等方面，都是高校进行的。另

外对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进行总结，存

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了改进和完善的措施与

建议。诸如“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学科研究明显落后

于体育产业发展的实践，表现为理论研究较多、深入

体育产业实践的研究较少，不能满足体育产业发展

的需要。”［3］这些理性的意见对体育产业学科建设、
对体育产业本身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有力地促进

了我国体育产业学科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2． 1． 2 开设体育产业经营与管理专业，培养专业人

才
迄今为止，全国已有 10 多所高校开设了体育产

业管理、体育市场营销、体育经济等相关专业，培养

了许多较高学历层次的体育产业经营与管理方面的

人才，相当数量的毕业生深入社会实践，为体育产业

管理第一线服务。并招收了这些专业的本科、硕士、
博士研究生。体育产业管理专业毕业生为体育产业

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虽然目前数量不多，但已呈现

逐步增长的趋势。而且随着国家对于体育产业的重

视，这一专业将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欢迎。
此外，对体育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国家有关方

面十分重视并采取措施，如复旦大学的体育 MBA 项

目，它是复旦大学为中国奥委会和体育高层管理人

员特别开设的体育产业方面的 MBA 班，培养一批既

有较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又有较宽厚的理论基础

的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北京体育大学与中国青

年高级人才培训中心举办的体育经营管理专业在职

研究生课程班等等［4］。这些举措对缓解我国体育

产业管理人才缺乏的压力起了重要作用。
2． 1． 3 逐步建立素质高的师资队伍

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人才培养的关键。
由于体育产业学科是新兴学科，体育产业及其相关

专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因而开始很难有大量的

专业师资从事教学实践，不得不引进和移植许多相

关专业的教师进行体育产业专业教学，甚至还吸纳

一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体育产业从业者进入这个领域

从事教学与管理。可见，体育产业专业师资队伍整

体素质不高，教学水平较低，必然影响体育产业的建

设与发展。近些年来，由于国家高度重视专业人才

的培养和引进，涌现出了许多专门从事体育产业教

育和研究方面有影响力的专家。如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科研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教授，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体

育产业研究中心陈少峰教授，北京体育大学林显鹏

教授，上海体育学院管理学院院长张林教授，首都体

育学院杨铁黎教授等，这些专家学者一方面在高校

从事体育产业专业教学和研究，另一方面也是体育

产业学科带头人。他们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较

高素质和水平的优秀中青年教师，为体育产业研究

和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特别注重培养体育

产业研究及学科建设的后备力量，将一些致力于体

育产业科学发展的优秀本科生、研究生吸纳到教师

队伍中来，促进体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2． 1． 4 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部分高校体育院系基

本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育产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数量由少到多，结构层次由低到高，专科( 高职) 生、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机制已日臻完善。随着现代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体育产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和规格概括为: 掌握系统而又扎实的体育文化基础

知识、体育产业专业理论知识、体育产业实践应用技

能及相关专业的知识和规律，造就具备丰富的人文

知识和先进的产业理论，具有较强的组织策划和经

营管理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目前，体育产业

专业课程体系构成分为三大模块: 体育文化基础与

公共基础课类、体育产业管理类、体育产业资源与体

育产业经济学类课程。尽管现在使用的教材不完全

统一，但经过许多高校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研讨加

强专业教材建设，出版了一系列通用的、水平较高的

专业教材: 如谭建湘、马铁的《体育经纪导论》，吴超

林、杨晓生的《体育产业经济学》，刘勇的《体育市场

调查与分析》，杨晓生、程绍同的《体育赞助导论》，

陈融的《体育设施与管理》，肖林鹏的《体育管理学》
等。
2． 1． 5 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开展体育科研活动

综观这些年来，有关体育产业方面的科研成果

颇多，涉及体育产业方面的专著和论文数量急剧增

加。鲍明晓的《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曹可强的

《体育产业概论》，钟天朗的《体育经营管理 － －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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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务》，肖林鹏等人的《我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等，代表了体育文化产业学

术研究的最新成果。自新世纪以来，有关体育产业

方面的学术论文高达 8778 篇，与“高校体育产业”
相关的学术论文 215 篇，研究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

思维活跃，思路清晰，成效显著，有力地促进了体育

产业的发展。许多专家学者围绕体育产业进行科学

研究，如易剑东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

代中国体育用品企业的成长规律与发展战略”、肖

淑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体育产业

价值链管理理论与实证研究”、肖林鹏主持的国家

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体育经纪人国家

职业标准构建研究”等等，为体育产业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这些专家学者还积

极参与国家与地方的体育文化产业项目及体育产业

活动: 例如金元浦教授参与的“人文奥运”项目，鲍

明晓教授、易剑东教授参与的“中国国际体育产业

高峰论坛”活动，钟秉枢教授、秦椿林教授参与的

“价值工程与中国体育产业发展”高层论坛活动等，

一方面主动为社会服务，同时更有力地促进了体育

产业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2． 2 体育产业学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 2． 1 思想观念滞后，理论指导性不强
观念的转变是体育产业化和体育产业学科发展

的关键。目前对于体育产业的理解还停留在简单

的、科技含量低的体育用品制造和服务性的中小产

业层面，没有进入到高新技术型的、科技含量高的大

体育产业层面; 只停留在体育的事业层面，而没有进

入到体育的产业层面; 只重视传统学科，而对体育产

业这样的新兴学科还没有认真对待; 只着眼于精英

体育，而对影响巨大的大众体育缺少深入研究。正

是基于这些原因，体育产业学科尚未得到应有的重

视。
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学科研究远不能满足体育

产业发展的需要，还存在着脱离社会实践的现象，表

现为理论研究较多、实践研究的较少。因此，体育产

业学科不仅要重视从宏观上科学地指明体育产业的

发展方向，也要从微观上为体育产业的经营管理提

供理论指导; 不仅要科学地解释体育产业现象，还要

以开放的眼光、国际的视野、超前和创新的意识揭示

体育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3］。
2． 2． 2 复合型、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缺乏

目前，由于高校专业划分过细，各个院系与专业

缺少交叉融合，造成现在培养的人才懂体育的不懂

经济，懂经济的不懂体育; 懂技术的不懂产业文化，

懂产业文化的不懂技术。学科专业单一，文化知识

面窄，应用能力欠缺，不能适应体育产业发展的需

要，无法与社会市场对接。体育文化创意人才、体育

产业管理人才、体育营销人才、体育投融资人才缺

乏，是影响我国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 2． 3 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有待完善

现在由于体育产业学科体系没有解决，课程体

系也就显得有点零乱。设什么专业方向、办多大规

模、办几个层次、开哪些课、开多少课等，都缺乏科

学、严密的论证，没有规范的要求和标准。产业专业

课程开设的随意性、盲目性比较明显。现在全国还

没有统一的体育产业教学大纲，缺乏规范的体育产

业专业教材，体育产业专业课程的设置基本上是以

本专业所具有的师资力量来安排，与原有所在专业

的课程重复较多，严重影响人才的培养质量。
2． 2． 4 教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急需改进

目前，高校体育产业教学形式较单一，教学方法

简单，教学内容枯燥。有些在课堂上纯粹讲授理论

知识，使学生容易乏味、失去兴趣; 有的仅是传授些

实用的技术性知识和技能。所讲授的内容与传统的

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其它教学无多大差异，更缺少对

体育产业的文化品牌和文化资源的深入研究。专业

教学中理论脱离产业实践的现象相对较多，致使许

多学生毕业以后，既没有掌握系统的体育产业理论

知识，更缺少具体的实践经验，无法适应产业经济发

展的需要。

3 体育产业学科的发展策略

3． 1 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需要，体育产业

学科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建立科学合理的人

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是一个漫长而系统的工程，

十年树木耳，百年树人就是这个道理。而人才培养

体系则是一个蕴含丰富的内容、复杂的工程，它既包

括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确定、专业定位的准确合

理、培养层次和专业方向的确立，还包括师资队伍的

建设、课程体系的设置、教材的编写等内容。为了培

养出满足社会需求的体育产业专业人才，必须构建

起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因此，必须打破学科

界线，构筑学科基地，凝炼学科方向，整合学科实力，

组织精干人马，加快建立体育产业专业的本科、硕

士、博士培养体系，尽快培养体育产业的高层次人才

( 硕士生和博士生) ，保障满足社会需求与科学研究

的顺利进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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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设置合理的体育产业专业方向

迄今为止，对体育产业概念的界定还未一致，体

育产业标准也尚未统一，体育产业种类的划分也较

多，因此划分专业方向相对困难。出现了以体育产

业的不同种类确立专业方向的现象，如体育表演经

营与管理、体育场馆经营与管理、体育用品制造与销

售管理等。综合相关学科专业建设经验，结合产业

人才培养现状而言，目前主要集中在体育产业管理

人才、体育产业经营人才、体育文化产业创意人才等

领域，根据这种实际，体育产业即可设置相应的专业

方向，如体育产业管理方向、体育产业经营方向、体
育文化产业创意方向等。当然，高校应根据社会发

展和市场需求，结合自身的特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合理设置专业方向，创建特色专业和品牌专业。
3． 3 加快体育产业学科课程和教材建设

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体

现。应借鉴国外体育产业的教学体系和中国体育产

业的具体实践，组织全国体育产业方面的专家研究

体育产业的课程体系，制定教学大纲，编写统一教

材，培训师资，尽快使体育产业课程体系和教学活动

科学化、正规化、系统化［5］。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

时代特点，以及体育产业实践的需要，现行体育产业

专业课程设置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大模块: 体育产

业管理类，如体育产业管理学、体育产业人力资源管

理等课程; 体育产业资源与体育文化基础类，如体育

产业资源概论、体育文化导论等课程; 体育经济学

类，如体育产业经济学、体育市场营销学等课程; 体

育政策法规类，如体育政策与法规。教材编写要依

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要体现科学性、实用

性，还要具有时代特色，能满足开设了体育产业专业

的体育院系教学的需要。
3． 4 加强体育产业师资队伍建设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培养，体育产业方面的专

家和学者越来越多，从事体育产业教学和科研的队

伍也越来越大，其中一些已成为体育产业方面颇有

建树和影响力的专家和学科带头人，还有相当多的

成为了体育产业教学中的骨干力量。当然，随着中

国体育产业市场的扩大开放、走向世界，还需要相当

多的高水平、高素质的专业师资。因此，迫切需要继

续努力加强体育产业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引进，一方

面通过对现行的体育产业师资深入体育企业或体育

产业公司进行挂职锻炼方式，积极参与体育产业活

动和体育项目，提高教师的实践经验和行业管理水

平; 另一方面主动邀请体育产业或行业方面的精英

走进学校、走进课堂，与专业教师和学生共同进行教

学研讨，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有效地促进产业实践

能力的提升。此外，还可采取选择一些来自旅游、经
济、社会体育等与体育产业相关的教师，通过进修、
培训、攻读学位等方式，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丰富

自己的知识结构，以适应体育产业教学和科研的需

要，壮大体育产业师资队伍，提高体育产业师资队伍

的综合素质。
3． 5 强化体育科学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

现代高等教育要树立开放办学、联合办学的新

理念，培养模式也要逐步走向社会化、产业化、市场

化。因此，高校要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把课堂教

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积极参与或创办政府和企业的体育产业项目、体育

产业活动，加强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师生大胆

创新、创造。同时，强化体育科学研究的社会服务功

能，大力加强体育产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

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为国家制定

科学的体育产业决策提供依据，促进我国体育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体育产业学科建设的科学

发展。为提高社会经济文化效益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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