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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机遇、困境与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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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的地区之一，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需

求和挑战。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协同发展理论，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存在的现实困境有：管理保障体

系不足，难以打造特色化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机制单一，难以建立一体化培养体系；人才培养目标错位，难以培养复合型体

育人才。并提出实施路径：凸显湾区地域的独特性，聚集政社校多领域资源；遵循内复制外推广原则，突破人才培养体系瓶

颈；强化竞训优先学训协调，实现培养模式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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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as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and innovative regions in Chinese economy, new demands and challeng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talents. Through the use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theory,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ar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cluding insufficient management guarantee system and difficulty in creating distinctive training model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is singl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training system; The goal of talent cultivation is misplaced, making it 

difficult to cultivate versatile sports talents, and propose an implementation path: highlighting the uniqueness of the Bay Area region 

and gathering resources from multiple fields such as politics, society, and school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l replication and 

external promotion, and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Strengthen the priority of competitive training and 

coordination of learning and training, and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of training mod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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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

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湾区高校竞技体育发

展以 9+2 的城市群为资源窗口、资源载体和资源智库，践

行高校竞技体育人才服务于国家体育事业的使命，持续推

进我国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现代化改革。竞技体育

人才培养是驱动竞技体育成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建设奋

斗目标的引领性及标志性工作的重要根基。在奥运争光战

略及赶超式体育方针的指引下，立足以体校为后备人才培

养的核心阵地，我国竞技体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

随着社会治理环境变化、国际体育竞争形势严峻等影响，

我国高校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面临组织阵地单一、人才

规模萎缩、上升渠道不畅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高校竞技

体育可持续及高质量发展。 

1 文献综述 

1.1 我国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研究现状 

高等体育院校经过 70 年的发展历程，是我国体育和

教育事业的结合体，依托于高等教育资源为我国竞技体育

系统培养了众多精英体育人才以及应用型体育人才。在深

化体教融合改革背景下高等体育院校在面临着新目标、新

任务、新形势时，已逐渐提升办学治理理念以破解人才结

构失衡、培养质量低下、发展路径单一等困境。杨国庆等

学者认为体育院校应从培养目标、学科建设、发展模式、

办学思路等方面，适应新时期竞技体育强国建设的要求
[1]
。

随着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相关政策、环境、理念的变化，朱

传耿等学者表明“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的办学模式

已向多专业、多学科交叉拓展以及多主体、多领域融合转

变
[2]
。在新时代体教融合政策一体化设计和一体化路径中，

体育院校的发展依然面临着学科融合发展趋势与学科发

展单一、体育改革实践与理论思想脱节、发展规模和发展

质量不均衡等诸多困境
[3]
。 

普通高等院校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是教体

结合、体教结合乃至如今体教融合改革的重要工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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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运动队作为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多元途径之

一
[4]
，体育院校的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也成为了普通高等学

校体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体育院校与普通高等学

校的高水平运动队已形成竞争态势
[5]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和新时代对全面发展型竞技体育人才的需求增长，国家针

对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工作中存在的生源质量低、招生不规

范和管理不严格等问题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

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高

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1.2 国外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现状研究 

纵观国外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模式，早在 20 世

纪 60 年代，英美等国家已推进实施由政府主导开展竞技

体育人才培养的工作。其中英国 12 年一条龙的体育人才

培养体系与我国“大中小学”一条龙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体系极为相似，围绕多层次培养计划使学校处于核心

地位，由教练员、教师、家长、学校体育协调员、青少年

体育信托机构、郡县合作伙伴、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网等多

元主体参与培养
[6]
。而且，英国各单项体育协会还与社会

俱乐部进行链接保障青少年在课外的体育训练
[7]
，以政社

校等多元主体参与融合的实践路径推动培养模式的创新。

在美国高校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中，其依然是以学

校为中心，由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 NCAA 治理其构建的

“大中小竞技体育——大学顶级体育联盟——职业体育

联盟”多层级培养体系
[8]
，大学与职业联盟运动队具有联

通互动的优势，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竞技体育的教育价值。 

综上所述，英美国家早已实行由政府主导的大中小学

一条龙培养体系，在奥运会成功举办和申办的过程中多元

主体参与高校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模式已融入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的战略布局。综合国外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

体系社会化、市场化、校园化的特征，为我国高校竞技体

育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启示。 

2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时代

机遇 

2.1 中国式现代化锚定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竞技体育

人才培养的目标方略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上，我国依然坚定不

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竞技体育强国建设新道路，强调中国

式现代化为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指引。其一，以中国式现代化指导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高

校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模式。围绕二十大报告中区域协调发

展的主旨，将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资源配置、制度

保障融入到国家建设体育强国战略中，通过激发活力，培

育创新文化、营造创新氛围，实现湾区高校竞技体育人才

培养共建、共治、共赢的三共战略。其二，以中国式现代

化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格局。在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

局下，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践行深化体教融合、落实教育强

国、实施人才强国、实现体育兴国等理念与战略
[9]
，以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原则，推动解决我国高校竞

技体育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现实问题。其三，以中

国式现代化不断凝聚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竞技体育发展的

新合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

著优势，能够有效激发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体的动能，集

聚创新资源要素，形成“四轮驱动”的发展合力，为粤港澳

大湾区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注入强大的内生动力
[10]
。 

2.2 中国式现代化擘画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竞技体育

人才培养的美好蓝图 

在新时代新征程“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的理论指引下，我国搭建了从中央到地方一体化、主体与

配套衔接化的政策体系，2019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2020年 9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

《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实施纲要》，政策规划包括粤港澳

大湾区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方面的发展目标

和行动任务，旨在以场域纽带共同推进大湾区竞技体育事

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历经实践探索，粤港澳大湾区高校

竞技体育形成了制度创新、人才保障、科技赋能、国际交

流的新蓝图。第一，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制度型开放和大融

合来实现“引领”。粤港澳大湾区积极探索建立跨校区、

跨地区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以及灵活的人才流动机

制，以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第二，粤港澳大湾区各高校

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工作放置整个湾区的大局大势中来

考量，以服务“双区”和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

为导向，积极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完善竞技体育人才的“引

育留用”全链条发展机制，加快建立竞技体育人才资源竞

争优势，以提供更好的平台保障。第三，粤港澳大湾区积

极推动科技创新，探索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增加精准的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以提供更好的技术保障。 

3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现实

困境 

3.1 管理保障体系不足，难以打造特色化培养模式 

我国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竞技体育保障体系建设难以

调动多主体参与。第一，经费来源渠道单一。粤港澳大湾

区高校竞技体育主要依托于国家政府的财政支出，缺少社

会、企业、市场等主体的参与，政府给予的经费不足以支

撑各个项目的日常训练与竞赛，更无法保障高效的优势项

目集群管理，阻滞高校合理的项目布局。第二，缺乏退役

运动员的保障机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进入高校之后，单

一化的发展路径、非契合的专业设置、紧俏性的工作岗位

等壁垒致使其毕业后结构性失业，无法将国家政府前期对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输出进行人才成果转换，形成人

才循环机制，反向推动金字塔底层的青少年后备人才成长。

第三，体育专业课程保障不足。普通高等院校的高水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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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就读于非体育类专业，需兼顾学习和训练两项议程，

易产生学训矛盾、体育专业知识薄弱等问题。然而，体育

院校的运动训练、体育教育等专业课程，并没有因为专业

不同而进行差异化教学，从而产生体育专业课程的同质化

困境。 

3.2 人才培养机制单一，难以建立一体化培养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亟须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

求。然而，当前的人才培养机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

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现有的培养机制主要

以传统的教育模式为主，难以满足竞技体育人才对专业知

识与技能的多元需求。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这种单一的培养模式显然无法有效地培养出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复合型竞技体育人才。其次，湾区高校之间的合作

机制不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高校各自为政，缺乏有效

的资源共享和协同机制，导致培养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和重

复建设。最后，区域内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不足，限制

了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政

策层面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高校仍

面临经费不足、设施落后等问题，从而制约了人才培养的

质量和效果。 

3.3 人才培养目标错位，难以培养复合型体育人才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引领高校竞技体育

强调五育并举，不断强化大学体育的育人功能，有效落实

大学体育立德树人的作用
[8]
。一方面，人才培养目标与实

际需求脱节。现有的培养体系往往侧重于单一的竞技能力

培养，而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背

景下，竞技体育人才不仅需要具备高超的专业技能，还应

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和国际视野。然而，粤港澳大湾区高

校在制定培养目标时，往往过于注重短期的竞技成绩，忽

视了长远的人才培养目标，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难以适应

多变的国际体育环境。另一方面，人才培养目标与区域战

略布局不匹配。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布局区

域，其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应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的实际需求。

然而，许多高校在制定培养目标时，未能充分结合粤港澳

大湾区的实际情况，缺乏针对性的培养计划。这导致高校

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区域内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从而限

制了区域竞技体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4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路径

探析 

4.1 凸显湾区地域的独特性，聚集政社校多领域资源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粤港

澳大湾区在遵循创新驱动，改革引领；协调发展，统筹兼

顾的基本原则上，实现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分工合理、功

能互补、错位发展的城市群发展格局基本确立；协同创新

环境更加优化，创新要素加快集聚
[11]

。结合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性的区域特征，凝聚政社校等多方资源，构建政府主

导、学校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 等多元主体的人才

培养模式。根据湾区不同地域经济的发展和高校的情况，

广泛推动企业、家庭、社区、社会力量共同合作，探索“队

校”“校协”“校场”等培养方式，形成以教育系统为主导、

体育系统全力辅助、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新型培养机制，以

及政府、学校、社会和市场等多方参与的协同育人体系
[12]

。 

4.2 遵循内复制外推广原则，突破人才培养体系瓶颈 

在体教融合背景下，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高校竞技体育

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要求，以实现培养服务于国家

竞技体育事业的精英人才的任务目标，持续深化培养模式

改革。一方面，运用纵向一体化战略推动高校竞技体育人

才培养上下游环节间价值链的整体增值。其中通过整合资

源在下游发展可供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就业的平台，以就业

渠道为载体，发挥粤港澳区域优势服务于高校竞技体育人

才未来发展，以此实施前向一体化战略；通过与上游的中

小学、体校、社会体育组织形成联动贯通机制，增强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向高校的输送力度，以此实施后向一体化战

略。利用在上下游领域扩展业务，与各环节相互衔接和紧

密联系，推动自身从价值链的整体角度进行管理模式的创

新，实现价值链的整体增值，形成政府主导、学校主体、

社会与市场支撑的人才培养模式。 

另一方面，亦可参考内陆中已然实现可复制化的培养

模式的高校，如搭建横向体育系统竞训平台的“清华模式”；

贯通纵向“附小—附中—大学”体系的“南体模式”；综

合“政府、产业、教学、科研、训练”打造体育人才培养

基地的“北体模式”。以其为“湾区高校模式”的基石，

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纵横交错人才培养机制，有效破解高

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面临的组织阵地单一、人才规模萎缩、

上升渠道不畅等问题，实现规模化复制，进而在全国范围

内推广。 

4.3 强化竞训优先学训协调，实现培养模式提质增效 

以学训并存的认知为导向，强调湾区教育的先进性、

基础性和战略性特征，突出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科学

性及可持续性，为深入区域化的体教融合发展和目标提供

治理依据、遵循和理论借鉴。一方面，应坚持遵循体育及

教育部门协同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基本方针，以

嵌入多元主体的培养模式共促高校竞技体育提质增效，使

竞技体育事业在动态发展过程中迈向更高的层次，实现由

“短平快”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转变。另一方面，

应坚持全面培养发展理念
[13]

，促进学生、高校、社会等多

主体对竞技体育的认知，力求回归体育本真，强调体育的

育人、育体、育智功能。 

新时代湾区高校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上要围绕“全面、

全力、全程”进行。第一，以全面育人的基础加强大湾区

城市群的竞技体育交互作用，以全面育人的理念指导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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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竞技体育的人才培养工作。第二，2020 年，《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将“为学生

纵向升学和横向进入专业运动队、职业体育俱乐部打通通

道”作为三大工作原则之一
[14]

。具体而言，湾区高校应以

相较内地的政策资源、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等多要素的优

势，全力打通学训矛盾带来的阻滞，实现纵横交错的高校

竞技体育发展机制。第三，将竞训优先学训协调的制度建

设、政策方针贯彻于湾区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5 结论 

我国从“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蕴含着历史的延续，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实践和开放彰

显着新时代的中国图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正在不断激

发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借助区域协同的力量为竞

技体育打造新引擎，全面推进 2035 年建成体育强国。从

学理层面分析，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导构建粤港澳大湾区

高校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模式、新格局和新合力，基于国情

为本的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壁画粤港澳大湾区

高校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人才保障、科技赋能的美好蓝图。

从实践探索的角度分析，为打破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竞技体

育人才培养的管理保障体系不足、人才培养机制单一、人

才培养目标错位等现实桎梏，从“局部棋”激发“全盘棋”

的效率和活力，政府、学校、社会和市场等多部门、层级

和领域在人才培养中秉承协同合作的贯通理念以及纵横

交错的机制原则成为展望高校竞技体育从理论走向实践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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