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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1990~1995年，我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

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的65万人；2000~2005年，则锐减

至18万人。2007年在中国足协及49个地方协会处

申办管理的足球学校共有50多所，登记的足球俱乐

部一共是497个，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注册数量是

13000多人，拥有职业合同的职业球员是1792人，

2008年的一些数据正在减退中。在中国平均10万

人中才有1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相比之下，邻国日

本人口仅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但有60余万注册在案

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目前我国青少年足球运动

员日益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对青少年足球运动缺乏战略性认

识。大量高水平足球后备人才的不断涌现是足球

整体水平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关键，我国青少年足

球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

视。

第二种观点,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尚未适应现

代足球职业运动发展规律，培养途径不完善，代

价昂贵。尤其是形成市场调节机制后，足球变成

了富人游戏。很多有天赋的青少年由于承担不起

巨额的学费而失去成为优秀运动员的机会。

第三种观点,青少年训练指导思想不明确，忽

视青少年人才成长培养规律、优秀运动员成材规

律。训练的科学化程度很低，突出表现在很多教

练员相关的知识理论欠缺，训练理念落后，训练

方法、手段滞后、忽视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水平

等。

第四种观点,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九年义务制

教育未能落实到实处。首先要学会做人，否则将来

很难成为我们所需要的足球人才。其次，并不是每

一个人最后都能成为职业运动员，要为今后的生活

进行知识储备，因此，文化课的学习也显得非常重

要。

1 经济学理论
（1）人的本性都是趋利的或称都是自利的、谋

利的，趋利既是人类走向物质富裕的最强有力的动

力，似乎又是贪婪、嫉妒之类的罪恶渊源。在我国

历史上，人们的潜意识中都把自利行为视为与社会

文明进步相敌对的东西，曾一度对它持否定和回避

的态度，然而历史最终证明了人的趋利的本性对社

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任何无视和抹杀人的这一

本性都只能是徒劳的。

（2）回报率(R)＝收益(I)÷成本(C)。

（3）“经济人”理论。所谓“经济人”，指“有理性

的、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人。它包含以下

3个基本命题：

第1个命题是“自利”，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

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种动机和由此而

产生的行为有其本身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根据。

第2个命题是“理性行为”，经济人是理性的，他

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做出

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

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

第3个命题是经济人假说的核心命题，亦即只

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

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

社会的公共利益。

2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注册数量日益减少的经
济学分析
2.1 人趋利的本性决定了人发生自利行为的可能

在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过程当中，各个利

益主体都会在趋利本性的推动下发生自利行为。

通常人趋利的本性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

方面，如果一个人的道德水平足够高或者各种规章

制度包括法律制定得足够严密和严厉，就会对人的

“自利”行为形成制约，使其行为在社会所认可的范

我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注册数量日益减少的经济学分析
姚贞光，徐新保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体育系，河南 焦作 454001）

【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法，对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注册数量日益减少的现状进行了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青少年

足球运动员注册数量日益减少的原因。为增加我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数量提供可行性建议，以提高中国足球人口数量，为我

国职业足球联赛提供更多后备人才，提高中国足球整体运动水平。

【关键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注册；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8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09）02-0095-03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Natural Science Edition

第23卷第2期

2009年6月

Vol.23，NO.2

Jun.，2009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23卷

围内发生，从而使人在获利的同时又不至于违背道

德和违反法律，这是人们所期望的。因此家长、业

余体校、传统项目学校、足球学校、职业足球俱乐部

的青少年队都是趋利的。但在无利可图和不违背

道德和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家长可以不让其孩子从

事足球运动，体校可以收训练费，足球传统项目学

校可以不从事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足球学校

投资人可以不管青少年有没有足球运动天赋，只要

掏钱就可以上足球学校 ，中国足协青少部不关注青

少年运动员的培养；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或单位

的道德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或某些规章制度有漏

洞，相应的法律存在空白或某些不正当利益足够

大，以至于大到了使人摒弃道德、践踏法律的地步，

那么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就会抛弃自己的职责

和义务，以经济收益作为衡量的标准。

2.2 作为“经济人”的各利益主体都有追求其自身利

益最大化的趋势

“经济人”包括家长、业余体校、传统项目学校、

足球学校 、足球俱乐部三线队的培养单位以及中国

足协青少部。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必然

会导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些矛盾会在青少年

足球运动员培养进程中或结束后爆发出来。家长

投人资金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培养进入高等

学校、职业足球俱乐部以求得经济回报。而业余体

校、传统项目学校、足球学校、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三

线队想为本地区、本部门取得优异成绩或是为职业

足球俱乐部输送更多后备人才，从而扩大其影响

力，进而吸引更多的青少年从事足球运动以取得更

大的知名度和最大的经济利益。如果这些愿望不

能实现，那么家长就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从事足球

运动，业余体校、传统项目学校、足球学校、职业足

球俱乐部的三线队则会转而投向别的运动项目。

对于青少年足球注册运动员日益减少这一现象的

发生，家长、业余体校、传统项目学校、足球学校、职

业足球俱乐部的三线队员的培养单位、中国足协青

少部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以上各方是保证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

2.3 回报率的大小最终决定各利益主体行为的发生

作为“经济人”，各利益主体总是精心地计算着

它的回报率。经济人在做出行为前首先要权衡利

弊，看他的行为是否能够有足够高的回报率。如果

回报率与其期望值相符，那么他就有可能实施行

为，如果回报率远远小于其期望值，那么他就会放

弃这一行为。目前，对于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

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由于足球运动员成材率较

低，最后能够上大学或真正能够走上职业足球联赛

赛场的人寥寥无几，因此，大部分家长不愿意让自

己孩子从事这项运动；对于业余体校来说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而足球运动比赛成绩却不理想，领导

就会砍掉足球项目；对于足球学校的投资人来说，

足球学校投入换不回其预期回报率，投资人就会转

向能获得高经济回报率的行业进行投资，从而导致

足球学校越来越少；对于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三线队

来说，如果俱乐部投入大量培养经费而不能培养出

高水平的运动员，不能为俱乐部带来预期的经济回

报率，那么俱乐部就会选择掏钱买球员而不是自己

培养球员；对于中国足协青少部来说，把大量的资

金投入到发展青少年足球上，从长期来看，会有很

高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但是现任领导却得不到

这些回报，因而，他们对培养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

积极性也不高。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就家长、业余体校、传统项目学校、足球学校、

职业俱乐部的三线队、足协青少部而言，作为经济

人，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正常的，完全符

合作为“经济人”的一切特征。然而他们在追求自

身利益的同时，却使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注册数量日

益减少，给我国足球的未来带来了危害。归根到

底，造成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注册数量日益减少的原

因是体制，就是足球运动员的培养模式，这些培养

模式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如果体制正确、

合理，就能保证家长让孩子从事足球运动，业余体

校就不会招不到更多的青少年，大量的足球学校就

不会倒闭，足协领导就不会频频换人，他们在追求

自身利益的同时又不会危害社会的利益，进而达到

既定目标。相反，如果体制不合理或有漏洞，就会

使更多的个人、单位放弃足球。一味追求自身经济

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结果受伤的

只能是中国足球。

3.2 建议

3.2.1 改革足协的机构设置

中国足协必须尽快改变“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的不合理机构设置，及由此形成的对中国足球俱乐

部的“家长制”式的管理方法，改变其既承担政府管

理职能，又从事市场开发的双重角色。中国足协应

该重指导、出政策，是战略性的指导机构，应把主要

精力放在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和管理上，而不

是主要放在青少年国字号队伍的比赛上。足协青少

部应转变职能，改进工作的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青

·· 96



第2期

少年足球运动员的管理和开发上，建立起中国足协

领导下的、以足协青少部和国家教育部体艺司为主

体，走体教结合的现代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体制。

3.2.2 考虑建立免费的青少年足球培养机制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国家可以培养大量的具有

教练员证书的教练员作为志愿者，每周定点准时为

有足球运动爱好的学生进行技术、战术、身体素质、

心理等方面的辅导。

3.2.3 加强全国性的青少年足球比赛的开展

应强化足球课程在全国各中小学校的开设，并

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进行规范和监督。定期举行

各年龄段的全国性青少年足球比赛，应广泛的开展

省级、市级的选拔赛，以使更多的青少年足球运动

员能够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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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a Gradual Decrease in the Quantity of Adolescent
Football Player Registered in China from Economic Perspective

YAO Zhen-Guang，XU Xin-Bao
（Department of P·E，Jiaozuo Teachers College，Jiaozuo，Henan 454001）

Abstract: Through the literatures，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ich is the quantity of Chinese
adolescent football players registered is decreasing，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decreasing reasons from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It puts forward the feasible proposals that increase the number of Chinese adolescent football player，so
that enhance the football population and provide more reserve talents for the professional football league in China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Chinese 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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