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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以行动视角透视校园足球精英人才的选拔培养袁 有别于目前主流的制度建

设叙事逻辑袁聚焦行动者在关键期的职业决策造成的人才流失问题遥 基于择业动机理

论建构了本土的体育职业决策模型袁通过内在效价尧市场效价尧社会效价尧体制效价尧
职业期望值和付出成本等六个要素袁分析了后备精英的职业决策过程机制遥 发现院非
经济要素的分配情况决定着精英群体的职业流向袁并影响了经济要素分配的合法性遥
因此单凭借鉴足球发达国家个人素质和职业市场相匹配的制度模式不足以解决中国

社会竞技足球人才的流失问题袁 关键在于校园足球精英培养的制度设计需要重新考

量非经济要素的分配均衡袁提升职业足球发展路径中的名声评价尧社会地位尧榜样荣

誉尧制度保障等职业要素袁从根本上解决校园足球后备人才的流失问题遥
关键词院 青少年校园足球曰后备人才培养曰行动者主体性曰职业决策机制曰非经济要

素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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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campus football elite talents from the action perspective is differ-

ent from the current mainstream narrative logic of system construction. It focuses on the talent loss

caused by the actors' career decisions in the critical period.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local sports career de-

cision-making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areer choice motivation. And it analyzes the career deci-

sion-making process mechanism of the reserve elite through six elements: intrinsic value, market value,

social value, system value, career probability and cost. It is fou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non-economic

factors determines the occupational flow of elite groups and affects the legitimacy of economic factor dis-

tribution. Therefore, it is not enough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ompetitive football talents loss in China

by drawing on the institutional model that matches the personal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market of deve-

loped football countries. The key i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campus football elite training needs to

reconsider the distribution balance of non-economic factors.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factors such as

reputation evaluation, social status, model honor, and system guarantee in the path of professional foot-

ball development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loss of campus football reser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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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校园足球是从教育源头培养足球后备人

才尧提升我国竞技足球水平的基础性工程袁经过多年

来的发展袁取得了全面的工作成效袁尤其是在各类基

础设施与体系尧 机制建设以及足球运动的推广普及

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遥 在校园足球从野无冶到野有冶
的基础建设基本完备的情况下袁 必然需要迈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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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有冶到野强冶的新时代 [1]遥 目前我国足球人才培养体

系仍有待完善袁 高水平足球精英后备人才的缺乏成

为了阻碍我国足球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 [2]遥 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在叶2022 年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工作要点曳 [3]中明确指出要野系统谋划袁加
强精英培养冶遥 可以说袁青少年足球精英的发展是校

园足球未来工作的核心问题袁 切实关系着足球改革

目标的全面实现遥
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了校园足球精英

培养的制度建设袁 本文提出从行动者的视角来看校

园足球精英人才的发展袁 认为其问题突出表现为后

备人才在分流尧 升学的关键阶段选择了退出足球运

动而转向升学等其他发展路径袁 正是这种结构性的

人才流失影响了校园足球竞技人才选培目标的实

现遥为了深入了解这种人才流失产生的原因袁本文分

析了后备精英或其家庭作为行动主体作出此类决策

的内在机制遥
从本质上讲袁 这种选择是面向未来生涯发展的

职业决策曰从运作上讲袁涉及不同的结构要素在职业

决策中的比较分析遥 因此本文基于经典的择业动机

理论袁发展了职业决策公式袁以此为分析工具袁通过

内在效价尧市场效价尧社会效价尧体制效价尧职业期望

值和付出成本等六个要素袁 揭示了校园足球后备精

英及其家庭作为行动主体在面对不同发展路径时的

决策过程袁 论证了非经济要素分配在这一过程及其

所致结果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遥

随着上述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问题的转

向袁近年来讨论足球后备人才选拔尧培养的研究也逐

渐增多遥 已有的研究大多数主要涉及后备精英培养

模式尧体系机制及相关制度的分析 [4-8]袁并且依据相

关规划尤为关注青训体系的现实困境与构建思

路 [9-10]袁例如通过各项体制尧制度的调整与完善达成

校园足球运动与职业足球青训的有机衔接和深度融

合[11-12]袁或是谋求建立职业足球俱乐部青训与足球特

色学校合作共生的常态化与深度化 [13-14]遥 这类野怎么

办冶 的政策分析路径较为注重对标足球强国竞技体

育人才的选培模式袁 希望通过有意识地借鉴相关经

验为我国相应的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15-24]遥
校园足球后备精英的发展问题是不同于面向全

体推广普及的新的系统工程袁 以上这些研究相当专

业尧 细致地梳理了涉及的体制机制建设的各方面问

题袁对于建立尧健全高效科学的制度支持提供了较为

全面的参考遥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袁 校园足球精英人才的选拔

培养还存在着一个有关野谁来参加冶的行动者主体性

问题袁 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足够多的后备精英愿意选

择并且一直坚持接受足球教育尧训练尧竞赛尧培养袁相
应制度才能运行并产出预期的良好效果袁 或者说有

效的制度设计本身就应当预先考虑这类行动者主体

意愿的问题 [25]或以此为目标[26]遥
从之前应然性的制度研究转向这种实然性的主

体行动的分析袁 就会发现校园足球精英人才选培的

经验问题突出地表现为部分学生在分流尧 升学的关

键阶段选择了退出足球运动而转向了升学等其他发

展路径袁或者说对足球有兴趣尧有天赋的后备精英没

有选择职业足球发展的路径袁 这种结构性的人才流

失影响了校园足球竞技人才选培目标的实现遥
从宏观制度结构上来讲袁这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尧

多项制度尧多套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26]袁尤其是各层级

教育招生政策的改变所导致的校园足球运动员升学

通道的变窄和学训矛盾的增大曰 而从行动的视角来

讲袁 核心就聚焦于后备精英或其家庭作为行动主体

为何会作出这种退出决策的因果机制的中观分析袁
也就是说这种决策实际发展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尧如
何运作袁对这一实际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相关制度尧体
系的建设围绕着该核心而有的放矢地展开袁 以最终

达到畅通校园足球优秀苗子成长通道的目的遥

这种决策所导致的人才流失常常发生在后备精

英初升高或高中阶段袁 面临的是训练与升学之间的

选择袁 也就是选择继续参加面向未来职业足球的培

养还是一般的学业发展路径袁 可以看出这种行动的

实质是对未来发展路径的职业决策遥
这一点与在校园足球推广普及层面的行动者决

策性质上截然不同遥在足球运动的普及方面袁广大少

年儿童之所以愿意渊或者说其父母之所以愿意让其冤
积极地参与校园足球的活动中袁 常常是基于职业发

展以外的考量袁 主要包括对足球的兴趣或是考虑到

体育锻炼对少年儿童身心发育及社会化发展的助

益袁例如提高身体素质尧促进大脑发育尧培养意志力

与合作精神等袁 这与新时代体教融合关于促进青少

年享受乐趣尧增强体质尧健全人格尧锤炼意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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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一致的袁 两者的一致契合最终形成了校园足

球推广普及的良好成效遥 而造成后备人才流失的决

策则更聚焦于对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考量袁 如面对

日益增加的学业压力袁 坚持足球运动训练相当于决

定继续走向职业足球的道路袁 而退出训练转向学业

则是决定寻求和普通学生一样的成才路径袁 也正是

许多运动员最终选择了升学袁 个人选择与校园足球

精英发展的目标诉求不一致尧不契合袁导致了精英培

养面向上的相对欠缺遥
事实上这一职业决策发生的阶段或早或晚袁不

仅限于上述升学期袁 例如对于那些因为热爱体育或

是希望通过升学以外的途径实现阶层跃升的家庭而

言袁 可能在儿童发展的早期就要决定是否选择职业

足球渊或升学尧其他特殊路径尧其他体育项目等冤的发

展路径遥因此要想尽可能地吸引尧留住竞技足球的后

备精英袁 就要认真考察这种行动者主体必然要进行

的关键决策的过程袁这一决策的结果决定了野谁来参

加冶校园足球精英选培的关键问题袁是竞技足球人才

培养一系列制度设置的前提遥
目前虽然有关校园足球的人才培养方面出现了

对经验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的社科研究 [27]袁其中一些

也同时引入了对行动者主体因素的考察袁主要包括满

意度[28]尧参训动机与积极性[29]尧兴趣与社会支持等[30]袁
但未涉及上述行动视角下的职业决策所导致的人才

流失问题袁 本文将采用结构机制的分析框架详细探

讨该职业决策的运作机制及过程袁 以对校园足球后

备精英发展问题提供更多理解遥

竞技足球的精英运动员需要从人数足够的后备

人才池中选拔尧培养出来袁而后备精英在各个阶段由

于升学等各种原因陆续选择退出足球运动势必导致

优秀人才备选基数的不断萎缩袁 因而会从根本上影

响足球强国目标的实现遥
后备精英及其家庭在面临多种发展路径的选项

时是否选择足球袁 如上文所述从学理上这是行动主

体职业决策的过程遥 目前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都对

职业决策的相关因素进行过研究袁 但对决策过程机

制运作的理论建构相对较少袁 其中较为经典的是美

国管理学家尧心理学家弗鲁姆 [31]所提出的择业动机

理论袁并且基于该理论的简洁性袁相对会更容易在其

基础上发展适合分析校园足球后备精英职业决策的

具体模型遥
择业动机理论是期望理论在个体择业行为上的

具体发展袁通过效价渊V冤和期望值渊E冤两个因子解释

了个人进行职业选择尧激发职业动机渊F冤的过程遥 其

中效价渊V冤是指活动结果所能取得的效果价值的大

小袁在决策上即个体对目标的意义与价值的评估袁期
望值渊E冤代表对目标实现可能性的评估袁也就是目

标实现大小的概率袁 两者均与个体对某个职业选择

意向产生趋向性动机激发的职业动机渊F冤的强度成

正比袁用公式表示即职业动机 = 职业效价伊职业期望

值渊F=V窑E冤遥 该理论的扩展公式又将职业效价渊V冤
细分为职业价值观与职业要素评估袁如经济收入尧职
业声望尧职业兴趣尧劳动条件等袁职业期望值渊E冤又
包括了职业供需的各类要素袁如职业需求量尧供给竞

争等 [32]遥
从这一公式中可以看出袁 仅借鉴并设立校园足

球精英培养的各种设施和制度是不够的袁 因为这种

管理视角的操作往往只能帮助提高目标实现可能性

的 E 值袁但没有从行动者视角上考虑职业效价渊V冤遥
如果与其他职业路径相比袁 职业足球的效价吸引力

不足袁 那么即使成为职业足球精英的目标是可以甚

至容易实现的袁 校园足球的后备精英也不会产生足

够的追逐此目标的动机袁 人才向其他领域的流失也

就成了必然遥
此外这一公式可以解释个体成就动机取向下职

业决策的内容袁 但带有较强的市场机制下的经济理

性人假设袁 而效价所涉及的价值意义评估常常具有

社会差异性袁 尤其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显示中国社会

的成就动机不同于西方理论的个体取向袁 而具有更

强的社会意义 [33]袁个人对重要目标的价值评判需要

参照甚至契合群体的标准 [34]袁并且强调对关系尧集体

的认同与贡献 [35]遥 中国社会职业体育的分配结构也

并非完全市场性的袁 体制机制所供给的要素是需要

考察的重要部分袁 而且在性质或数量上都与市场机

制所分配的要素存在较大差异遥

为了结合校园足球后备精英所面临的职业抉择

的实际情形与现实考量袁本文在上述基本公式的基础

上进行了因素的细分和新因素的引入袁本部分将依据

经验和理论的推论对此进行详细分析袁并给出实际分

析后备人才及其家庭进行职业决策的具体公式遥

后备精英或其家庭作为职业决策的行动主体袁
在决策时不会直接考虑上述社会文化与结构的差

异袁这种差异性是嵌入择业公式的价值尧收益尧概率

和成本等因素中的遥 具体来讲袁期望值渊E冤是有关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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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供需的经济理性考量袁具有相对稳定的客观性袁而
效价渊V冤则涉及职业价值的主观评估袁因而具有相

对鲜明的社会文化属性袁 并且如上所述职业要素也

会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袁 需要考虑职业领域的具体

国情遥
现有理论对效价渊V冤的考虑一方面主要涉及择

业个体内在兴趣尧价值尧能力的满足与实现袁另一方

面指向市场机制渊体育运动类消费冤可以为职业运动

员提供的收入分配尧职业声望尧劳动条件等袁这两类

效价在任何社会的职业决策中都是需要考虑的袁这
里将其分别称作内在效价或心理效价渊V1冤和市场效

价渊V2冤遥 原理论所根植的西方社会是基于个体文化

和市场机制而运作的袁 因而主要考量了这两个效价

的因素之间的匹配袁 也较能说明体育市场较为发达

的足球强国的制度逻辑及实际状况遥
而中国社会则有较强的家庭尧集体的文化传统袁

并且体制机制在职业体育或其他职业领域都有较大

比例的路径设置遥 一个需要增加考虑的面向主要包

括名声评价尧社会地位等职业要素袁这些要素尤为中

国社会的择业决策所关注袁 而另一个则主要涉及职

业的体制路径能为择业者提供的要素袁 主要包括为

国争光的榜样荣誉尧制度奖励袁以及体制所提供的生

活保障尧 训练条件和职业稳定尧 晋升甚至转岗途径

等袁 可以按其性质将上述两个效价分别命名为社会

效价渊V3冤与体制效价渊V4冤袁可以看到基于本土考量

所细分的这两类效价都具有很强的非经济要素分配

的特性遥
对于校园足球后备精英的职业决策来说袁 职业

足球尧普通升学尧其他文体项目等可备选项在上述四

个效价因子上具有较大的差异袁 这些差异决定了效

价渊V冤这个总因子的比较情况袁进而影响了最终的

职业选择遥

原理论的择业公式只考虑了职业效价渊V冤的大

小和实现可能性的问题袁 其背后的理论假设是不同

职业目标选项之间不存在付出成本的差异遥 针对职

业体育和其他路径的比较而言这种假设是缺乏现实

基础的袁 例如丁俊晖的家庭为将其培养成职业斯诺

克选手付出了长期且高昂的各项成本遥因此袁考虑到

不同职业路径之间大相径庭的付出成本袁 此处需要

引入一个对体育运动员而言相当重要的新因子袁即
达成目标所需要付出的各项成本的大小袁 其中既包

括后备人才自身的身心努力袁 还包括其家庭或家庭

成员投入的金钱尧时间等袁此处将其统称为付出成本

渊C冤袁 其中后备精英自身所需的付出为 C1袁 其家庭

渊或家庭成员冤所需提供的付出为 C2遥
如果付出成本 C1 过高袁即后备精英本人所需付

出的身心代价过大袁 那么条件相对优渥的家庭或许

会因为担心孩子野吃苦冶而放弃将孩子的体育才能变

现袁而如果付出成本 C2 过高袁即精英人才的家庭需

要付出额外或高昂的成本袁 则相对贫困的家庭又会

对培养子女的未来职业发展之路望而却步袁因此袁总
的来讲付出成本渊C冤与职业动机渊F冤的激发成反比袁
预计需要付出的成本越高袁 目标职业动机选择的可

能性就越小遥
综上所述袁 具体针对校园足球后备精英职业决

策的理论公式袁 经原有因素的重新划分和新因素的

引入后袁职业动机渊F冤的决定要素可以调整为内在

效价渊V1冤尧市场效价渊V2冤尧社会效价渊V3冤尧体制效价

渊V4冤尧期望值渊E冤和付出成本渊C冤等六个因子袁以公

式表达为 F=V1窑V2窑V3窑V4窑E/渊C1窑C2冤遥

择业动机理论的第二个过程是行动者主体对其

面临的可供选择的几种职业目标或职业发展路径进

行上述因子的比较性评估袁 最终确定职业目标或路

径的发展方向遥 一般而言实际的职业决策过程主要

有两种院一种是先分别为每个目标或路径赋值袁然后

再根据总分数值的高低进行比较尧选择曰另一种则是

直接比较几种目标或路径在同一因子上的相对优

劣袁最后依据定性方式作出取舍遥 在现实中袁前一种

的做法由于偏学理化而较为少见袁 后者往往更加符

合职业决策的实际过程袁并且决策者还可能会根据实

际情形和自身条件为不同的因子赋予不同的权重遥
下文将依据后一种更为实际的定性比较的分析

方式袁对校园足球的精英人才渊或其家庭冤在面临选

择未来的职业足球发展方向还是升学等其他可能路

径时的职业决策进行详细分析袁 以说明在目前的结

构环境中行动者理性的职业决策如何造成校园足球

后备精英的人才流失袁 并指出其中的核心逻辑以便

后文据此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遥 为了较为全面地说

明问题袁具体比较了职业足球发展路径尧一般升学路

径尧其他体育项目路径以及其他特殊路径袁并加入了

当前出现的一些热门方向袁 如被认为是体育项目且

市场日益扩大的电竞等遥

上文发展的职业决策公式当中袁 对职业目标的

效价分析是其中的主体部分袁 具体涉及内在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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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V1冤尧市场效价渊V2冤尧社会效价渊V3冤和体制效价渊V4冤
四个方面袁 以下对不同职业发展路径在四个效价因

子上的比较进行分析遥

对于职业足球而言袁 在经历了一系列市场化改

革以后袁 职业足球运动员可以参与较为充分的体育

市场的分配中袁并且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较大袁可供

开发的足球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袁 这些都为较为突

出的市场效价渊V2冤提供了条件遥此外袁对于热爱足球

并有良好的天赋条件的后备精英来说袁 涉及内在兴

趣尧价值和能力等自我实现的内在效价渊V1冤也是相

对更高的遥也就是说袁如果仅仅按照择业动机理论的

原公式进行机械套用袁 即仅考量这些个体主义文化

下的优势因素袁 校园足球的后备精英应当会有极大

的概率选择继续参加职业足球训练遥
然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袁 根据学术研究的相关

结论袁 需要在此价值评估的部分加入社会文化和社

会结构的本土性考量遥 尤其作为备受瞩目的三大球

运动之一袁渊男子冤 足球运动的成绩比绝大多数体育

项目或是其他行业更承载着为国争光等荣誉期待袁
而其发展并取得成绩又是一个需要缓慢成长尧 提高

的过程袁 这就导致当下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在社会效

价渊V3冤的获得上相对较低甚至是负值遥
这种对社会效价渊V3冤的考虑常常是行动者主体

决策中的优势考量袁 例如某位演员在社交媒体上为

中国足球进行辩护时袁 深切地忧虑网络上对职业足

球运动员的跟风嘲讽会根本性地伤害到未来优秀苗

子对足球运动的选择遥 他说院野你要是有孩子袁 有天

赋袁有条件袁你会送他去踢足球吗钥 当这个行业成为

全民笑柄和嘲讽对象时袁 我并不觉得有很多人愿意

去搏一把袁虽然我相信还会有有志之士袁相信自己能

救男足于水火噎噎冶社会效价渊V3冤得失的核心常常

野关乎国人的期待和脸面冶袁 但是他认为为了中国足

球长远的发展野如果你像我一样不懂袁或者不看袁不
随意宣泄愤怒袁保持沉默袁也是对这个行业的一份支

持噎噎冶换言之袁足球关乎争光尧争脸尧争气的这些核

心性的社会价值期待 [36-37]要要要这也是另一位喜剧演

员将足球与丢脸联系起来引发争议性话题的原

因要要要因而其表现会格外地引起其社会效价渊V3冤的
波动袁 而对脸面的考虑反过来又会让决策者尤为看

重社会效价渊V3冤而不敢选择职业足球的发展路径遥
不仅如此袁 由于上文提及的中国社会看重集体

价值大于个体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文化传统袁 即社

会效价渊V3冤的权重更大袁当职业足球被社会群体认

为缺乏社会效价渊V3冤时袁即既不能野争光冶还很野丢

脸冶时袁其市场效价渊V2冤也会随之失去存在的合法

性袁用通俗的话讲也就是野不配冶拿高薪遥这种情况往

往会使得足球项目难以吸引并培养尧 发展更多的消

费人群袁 因而职业足球路径选项可预期的市场效价

渊V2冤可能会因此不断萎缩遥 哔哩哔哩的校园足球账

号分享过一个相当直观的例子袁 一位 8 岁的小孩不

愿再去踢球袁原因正是被班级同学调侃野吃海参冶袁由
此可见由社会效价渊V3冤的缺失所导致的职业足球市

场效价渊V2冤在合法性上的丢失是如何直接导致了足

球运动后备人才的流失遥
此外袁 职业足球的市场化改革也会使得职业足

球运动员难以获得体制效价渊V4冤袁而会面临市场竞

争尧降薪尧裁员等风险遥 对于目前普遍追求职业稳定

的社会价值观而言袁同样也是说体制效价渊V4冤的权

重更大袁体制效价渊V4冤的低下会极大地降低职业目

标的吸引力遥

对于其他可供行动主体选择的体育项目来说袁
即便难以充分参与市场效价渊V2冤的分配袁但在权重

更大的社会效价渊V3冤和体制效价渊V4冤上的优势更为

明显袁甚至很多运动项目无论是否取得成绩袁都会被

认为其存在本身就满足了为国争光的榜样要求袁不
仅能够获得体制所保障的各种条件袁 而且拥有更高

的社会名声和社会地位遥 并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后备人才对体育兴趣和体育天赋的实现 渊内在

效价 V1冤袁 如果该项目又恰好在国内或国外拥有较

好的体育市场袁 还是有机会成为体育明星而获得市

场效价渊V2冤的遥 国内市场的例子如乒乓球或羽毛球

的球星袁 广为流传的某运动员的父亲庆幸儿子从足

球转向乒乓球就是此类人才流失的一个典型个案袁
国外市场的例子类似举重项目的吕小军的 野墙内开

花墙外香冶遥
至于一般的升学选择袁 未来可以面向的职业发

展则囊括多种可能性袁 既可以走体制内的路径获得

较高的社会效价渊V3冤与体制效价渊V4冤袁也可以走市

场的路径获得较好的市场效价渊V2冤和一般程度的社

会效价渊V3冤遥对于后备精英本人而言袁个人的兴趣与

才能难以获得职业途径的实现会导致这条路径较低

的内在效价渊V1冤袁但考虑到可以将足球作为学习或

工作之余的兴趣爱好袁 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

效价的不足遥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袁 在效价的比较上升学路

径和其他体育项目都比选择足球更符合行动者主体

的利益袁此外考虑到文娱尧电竞等市场的快速发展袁
这些特殊路径的职业目标虽然在社会效价 渊V3冤尧体

郑雯婷袁等. 非经济要素分配与体育职业决策模型院行动视角下的校园足球人才流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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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效价渊V4冤方面也不高袁但在市场效价渊V2冤的可能

发展上或许会取得优于职业足球发展路径的相对地

位渊而且相对来讲袁竞技体育的职业生涯更短冤袁这就

使得坚持足球训练的道路对后备精英及其家庭而言

变得愈发失去吸引力袁 因而校园足球人才流失的概

率就会变得更高遥

接受学历教育作为大多数青少年普遍选择的一

般性发展路径袁其本身的可能性和未来面向各种职业

的发展可能性都是相对较高的遥 相对来讲袁将任何一

种竞技体育作为职业袁要想获得成功袁即获得前述较

高的市场效价渊V2冤尧社会效价渊V3冤或体制效价渊V4冤袁
往往需要成为高水平运动员袁其所面临的淘汰尧竞争

是相当残酷的遥 并且袁虽然由于人口众多尧体育市场

的潜力巨大袁但就目前来看转化率是不够的袁大多数

人并没有养成爱好体育尧欣赏体育尧参加体育运动并

进行体育消费的习惯袁 这是我国体育发展中一直面

临着的并需要长期努力才可能改变的文化样态袁而
这种状况在当下会极大地降低职业体育路径选项的

职业期望值渊E冤遥
这也是为什么校园足球的运动员选择退出足球

训练常常发生在学训矛盾增加的情况下袁 这种对未

来发展路径是否畅通的考量是相当现实的遥 相比之

下袁艺术尧电竞等特殊路径虽然也不同于一般升学袁
但由于近年来市场加速扩张袁职业期望值渊E冤也呈

相对上升趋势袁 使得个体或家庭有了更多选择并坚

持的理由遥

对付出成本渊C冤的比较同样主要发生在一般升

学路径和职业体育路径之间袁 职业决策的行动者对

付出成本渊C冤方面的考量常常会因其特殊的权重而

产生一票否决的可能遥
竞技体育常常被认为是很辛苦的行业袁 成为顶

尖的职业运动员虽然回报丰厚袁 但其身心付出之艰

巨广为人知遥 对于是否认同子女选择职业体育路径

这一问题袁在付出成本渊C冤的考量上职业运动员的

想法颇具代表性遥 有不少职业生涯非常成功的运动

员在媒体上公开表示不想甚至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

走职业体育的道路袁 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切身地体验

到想要成为顶尖的职业选手的期望值渊E冤之小和付

出成本 C1 之大袁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是普遍所谓的

艰辛遥 例如渊以下案例参见电视节目叶中国体育英雄

联盟曳冤袁林丹在接受邓亚萍采访时袁面对是否会让儿

子成为羽毛球运动员的问题时袁他直言野别打冶的两

个原因袁一个是野还没打就被人研究透了冶袁另一个是

野打球太苦了冶遥因此他们的期待往往也就止步于希

望将体育作为孩子的兴趣爱好袁 以此助益身心潜

能的开发袁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各种参与运动普及的

动机遥
还有一个需要特别考虑的地方在于袁 如果付出

了高昂的成本袁但由于竞技体育的高风险性袁其间出

现任何问题导致职业生涯不能继续的话袁 加之没有

接受足够的学历教育袁在体育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袁
转型找到好工作的机会很少袁 就有可能出现个人乃

至家庭的阶层滑落遥为了避免这一点袁就需要将接受

学历教育作为首要的考虑袁 因此相较普通升学路径

需要付出的一般成本而言袁 校园足球的运动员往往

一方面不能落下学业袁 另一方面还要参加越来越高

水平的训练遥 更不要提体育尧 艺术等职业路径的铺

就袁 常常需要家庭所提供的大量额外的经济与人力

的付出渊C2冤袁这些都是后备精英及其家庭在进行面

向未来的职业决策时所需的成本考虑遥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定性分析可以看出袁 对于校

园足球后备精英及其家庭的职业决策而言袁 一般的

学业发展路径既是最稳妥也是在择业公式各个因子

综合表现上最优的选择袁因而在面对学训矛盾尧升学

压力时选择这一路径往往是理性的最优解遥 即便是

选择其他体育项目或其他特殊路径袁 在未来可能的

职业效价渊V冤上都被认为会优于职业足球的路径遥
选择并坚持足球的训练尧活动和竞赛袁最终成为

职业足球运动员袁不仅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渊C冤袁面
对更小的期望值渊E冤袁更重要的是难以获得本土社

会文化更为看重的社会效价渊V3冤和体制效价渊V4冤袁
仅凭参考尧借鉴个人兴趣渊V1冤和职业市场渊V2冤匹配

足球强国野个体主义要市场机制冶发展模式下的种种

制度袁 事实上很难真正解决中国社会竞技足球人才

流失的问题袁 因而需要纳入更多本土的社会结构与

文化特性的考量遥

本文表明袁从普遍意义上来说袁由于较低的期望

值渊E冤和较高的职业成本渊C冤会降低职业足球路径

决策预期袁 因此通过设置相关机制降低职业风险和

成本袁 有效提升职业动机 渊F冤袁 避免后备人才的流

失遥 应当围绕职业期望渊E冤和职业成本渊C冤这两个因

素的改善进行全方位的规划袁 例如完善各学段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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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足球运动员的升学机制尧 制定特色足球学校学

生的贯通培养办法尧 选拔有潜质的后备精英到国外

接受全面系统的培训和学习尧 推动足球奖学金或赛

事奖金的建立尧 完善体育意外伤害的综合保险机制

等袁夯实足球人才职业发展路径的保障基础遥
进一步从本土社会的文化及制度结构的特殊性

上讲袁 本文又表明经济要素的分配逻辑并不足以解

释和解决青少年足球人才的流失问题袁 并且其所具

有的合法性需要建立在非经济要素的分配之上遥 因

此校园足球乃至职业足球的发展不能简单借鉴和照

搬西方足球发达国家在野个人兴趣要职业市场冶经济

逻辑下的各项制度袁并且这种逻辑支配下的野金元足

球冶也一直为社会所诟病遥
因此破解单一的野个人素质要足球市场冶的匹配

模式应当成为制度设计的核心关照袁 即在继续普及

足球文化和培育足球市场 [38]的同时袁校园足球的发

展工作需要建立政府主导尧多元主体协同的机制袁打
造学校教育尧体育产业尧体制资源与社会资源之间的

对接和协调袁发挥各自优势袁探索建立学校尧社会和

体育领域相衔接的人才输送机制袁 例如保障校园足

球与职业足球之间的流动和反哺袁 拓展社会具有相

关特长的人员从事校园足球教育的渠道遥换言之袁打
通校园足球人才的成长路径袁 也就是扩展其参与各

类资源分配的制度路径遥
对于校园足球精英培养的问题来说袁 的确有很

多相关设施尧制度尧体制尧机制的建设亟待解决袁但只

有规划与实施这些建设时袁 认真考虑治理对象作为

行动主体的实际诉求袁 才能形成治理者的制度建设

与行动者的行动逻辑之间的恰当匹配袁 达到事半功

倍的治理成效遥另外袁要调控名声评价尧社会地位尧职
业认同尧 榜样荣誉等非经济要素对足球后备人才职

业决策的影响袁 打通校园足球人才向职业足球发展

的野最后一公里冶袁依然要落实在相关制度的改革与

调整上遥 因此未来对该领域和该问题的研究应当是

野嵌入式冶的袁制度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对足球发达国

家相关制度的考察尧学习尧引进袁而应该充分考虑到

本土文化下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所可能引发的制度运

行的真实情况袁以期更为有效地推动制度建设袁使得

校园足球精英能够走向职业足球的发展袁 从而为中

国足球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撑遥

本文从行动者视角微观地检视了校园足球精英

人才的发展问题袁 聚焦于后备精英在关键期作出的

职业决策所带来的野谁来参与冶的主体性问题遥 通过

决策有足够多的后备精英愿意选择并且坚持职业足

球的发展路径袁 相应的精英选培制度才能运行良好

并最终达到培养竞技足球优秀人才的长远目标遥 但

现实中却有相当多的后备人才在升学尧 分流或学训

矛盾的关口时选择了退出足球训练袁 走向升学等其

他路径遥

本文基于择业动机理论定性地分析了导致人

才流失的职业决策的内容与过程袁发现经典的择业

动机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后备精英对职业路径的决

策机制袁 嵌入了有关本土文化和分配结构的考虑袁
发展了能具体解释校园足球后备精英职业决策及

行动逻辑的模型袁包括内在效价渊V1冤尧市场效价渊V2冤尧
社会效价渊V3冤尧体制效价渊V4冤尧职业期望值渊E冤和付

出成本渊C冤等六个要素的比较分析遥 修正后的动机

模型考虑了非经济要素在本社会结构与文化样态中

的更大权重遥

涉及非经济要素分配的社会效价渊V3冤和体制效

价渊V4冤在职业决策中具有关键作用袁是行动者主体

在职业决策的路径选择上的核心考量袁 决定着精英

群体的职业流向遥 因此本文认为校园足球精英培养

制度建设的核心逻辑需要考虑增强非经济性要素的

再分配袁实际提升足球运动发展路径的社会效价渊V3冤
和体制效价渊V4冤袁这将涉及名声评价尧社会地位尧职
业认同尧榜样荣誉尧表彰奖励尧职业保障尧晋升转岗等

一系列职业要素的注入和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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