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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把握北美体育管理研究领域的内容特征，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体育管理学杂志》( JSM)

1997—2006 年发表的 163 篇研究论文的研究主题进行归类与凝练，对排名前 10 的研究热点进行探讨。研究发现该

领域涉及面广泛，与体育管理实践和体育市场经济紧密结合，既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又有极强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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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ew to reveal features of North American sport management，163 research papers from‘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JSM 1997 － 2006) were extracted for research． The top 10 research preoccupations are systematically under
investigation． The findings shows that a wide range of sports and sports management practices were covered in JSM with en-
lightened application found in sports market economy and sports management． These findings are of great value to both en-
hance theoretical awareness and to realize field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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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管理学最早产生于美国，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学者撰写体育管理的论文，到目前其学术

研究已发展近 80 年。在北美有两个专业协会从事

体育管理工作，即北美体育管理协会与国家运动和

体育协会。为了推动、刺激和鼓励体育管理方面的

研究、调查、学术著作和专业发展，1985 年北美体育

管理协会成立，其宗旨是促进、发展、鼓励、研究、学
习、学术写作和专业发展。北美体育管理学会的官

方研究杂志是《体育管理学杂志》，该杂志于 1987
年创刊，其研究涵盖了一系列领域，涉及到经营管理

和体育消费，如组织理论、行为和战略、体育赛事运

作、法律和政策、经济学、市场营销、广告赞助、媒体

和公共关系、体育旅游、设施和赛事经营管理、性别

与差异等。该刊已经成为传播体育管理知识的一个

重要来源，借鉴学习北美体育管理研究成果对于我

国体育管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006 年 11 月由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休闲管理研

究中心联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体育管理学会执行的

一项叫做《体育管理杂志排名———一项体育管理学

者对杂志质量感知的调查报告》中，来自全世界 64
名对体育管理研究、教育有重要贡献和在体育管理

项目中担任重要管理角色的学者和专家，从杂志的

威望、杂志对理论的贡献、杂志对实践的贡献和杂志

对教育的贡献 4 个标准，来对 13 种直接服务于体育

管理和那些出版体育管理相关的杂志进行了综合评

分。结果显示，《体育管理学杂志》(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在熟悉指数、加权评分中都居首位，且

通过聚类分析被评为 A 级，可见其学术影响力和权

威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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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管理学杂志》研究主题分布情况

北美体育管理学研究涉及面广泛，笔者通过对

文章主题的详尽归类，共凝练了 24 个主题，由于研

究内容的多样性，将较少的研究题材归入“其他”
类。排名前 10 的热点研究主题依次为: 体育组织研

究与理论，体育消费者与体育观众，高校体育与运动

管理，体育管理研究理论与方法，性别与差异、多样

性，教练人员，运动员管理，体育对经济、文化等各方

面的影响，大学体育管理教育，体育特许证( 权) 与

体育品牌［2］( 见表 1) 。
表 1 《体育管理学杂志》研究主题数量分布一览表

研究主题
JSM
篇数

比例

/%
体育组织研究与理论 19 11． 7
体育消费者与体育观众 15 9． 2
高校体育与运动管理 12 7． 4
体育管理研究理论与方法 10 6． 1
性别与差异、多样性 9 5． 5
教练人员 7 4． 3
运动员管理 7 4． 3
体育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7 4． 3
大学体育管理教育 7 4． 3
体育特许证( 权) 与体育品牌 7 4． 3
体育赞助 6 3． 7
体育代理( 中介) 和体育公司 6 3． 7
体育与传媒 5 3． 1
国家的体育产业与体育发展 5 3． 1
体育场馆和设施 5 3． 1
体育旅游 5 3． 1
其他 5 3． 1
体育法律和体育政策 5 3． 1
大众健身与体育 4 2． 5
其他工作人员 4 2． 5
俱乐部管理 3 1． 8
体育参与行为 3 1． 8
体育广告 4 2． 5
志愿者 3 1． 8
合计 163 100

2 主要研究主题分析

2． 1 体育组织研究与理论

体育组织领域是体育管理研究的重要对象，组

织内部的正常运转离不开科学的管理方法与理论。
当今北美体育管理学研究对“体育组织”的研究最

为关注。该研究主要关注以下议题: 体育组织中的

变革、体育组织中的决策管理、体育组织中的文化与

伦理、体育组织中的成员与会员、体育组织之间的相

互关联、体育组织中的资源分配与利用、组织腐败。
如在“变革”方面，有研究者对英国橄榄球联盟组织

领域内的变革进行了分析，认为具有强烈商业背景

的新持权者将职业化的价值取向和新的组织思维带

入了橄榄球组织领域。这些持权者对该领域做了重

要的财政投资，并以政治活动、建立联合阵线等形式

保护自身经济利益，最终重组了领域内的管理结构，

由此英国橄榄球联盟的组织属性由业余性质转向职

业化［3］。又如在“决策”方面，有学者调查了加拿大

体育组织中志愿者和管理者对组织决策的各自看

法，结果显示，志愿者和组织者在决策过程中存在对

立现象，他们需要互相妥协、互相合作、互相了解，才

能使自身在组织中的处境更加有利［4］。再如在“组

织文化”方面，有人调查了组织文化多样性对组织

的影响，认为文化多样性是管理多样性的基础［5］。
2． 2 体育消费者与体育观众

庞大的北美体育市场培育了一批稳定的体育消

费群体。这也使得“体育消费者”成为体育管理研

究的热门主题。这里所指的消费者是一个广义的概

念，从消费者购买体育商品或体育劳务的不同特点，

可以把消费者分为 3 种类型: 欣赏性体育消费者; 实

物型体育消费者; 参与型体育消费者［6］。通过分

析，笔者发现该主题研究领域中涉及到的欣赏性消

费者( 包括出席赛事的现场观众和通过媒体收看的

电视观众) 和参与型消费者居多，实物型消费者相

对较少。具体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 4 个方面: 消

费者参与体育活动的影响因素、偏爱; 消费者忠诚和

购买; 观众出席体育赛事的动机、影响因素; 电视观

众对体育赛事节目的兴趣、偏爱。如在“参与体育

的影响因素”方面，有研究者通过问卷和自尊量表

对消费者参与体育活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调

查，发现自我参与形象、态度对不同身体自尊群体参

与体育锻炼的影响程度不尽一致［7］。又如有研究

者专门对黑人体育消费者参与体育的影响因素进行

了调查，发现其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包括对体育的大

致理解、社会心理关系、种族认同感强度以及体育的

消费模式等［8］。再如在“观众出席体育赛事的动

机”中，有研究对观众出席女篮比赛的动机进行了

分析，认为最大原因是出于享受生活，其次是出于身

份的追求，最后是因为出席比赛没有危害性［9］。
2． 3 高校体育与运动管理

高校竞技体育在美国体育领域占据着极其重要

的地位，其先进的管理模式和优质的人才培养方式

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不仅成为美国学者研究的一

个热点，也是《体育管理学杂志》研究的一个焦点所

在。该研究主题可细分为 4 个方面: 高校运动管理

者的管理、领导和决策; 高校体育的资源和经济问

题; 高校体育的目标和作用; 高校体育的成功和挑

战。如在“高校体育资源和问题”上，有人探讨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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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足球运动员补助金和这个领域内竞争平衡之间的

关系。研究显示，NCAA 章程改变了限制足球运动

员补偿金的规则，却没有改善足球竞争平衡［10］。又

如在“高校体育目标和作用”上，有研究对学生运动

员和教练就高校体育的各种目标进行了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所有的小组一致认为发展目标比成绩目标

更加重要，但对其它目标的理解各有分歧，如文化多

样性目标等［11］。还有研究评估了个人价值观对实

现高校竞技体育目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2． 4 体育管理研究理论与方法

没有科学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就不会有成熟的

管理体制和模式，美国体育管理的领先地位得益于

其对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视，故该研究主题成

为杂志的重点研究主题之一。如有学者对后现代主

义理论范式引入管理研究方法之中进行了探讨，认

为其虽并非是解决体育管理研究中所有问题的灵丹

妙药，但如果应用得当，也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对所

调查议题的认识［12］。也有学者讨论了“种族主义认

识论”的概念，并认为批判种族理论，是一种合理的

认识论和理性的研究方法，可以在体育管理领域内

进行基于种族解放性的研究［13］。还有学者就目前

各种研究报告中方法论创新的匮乏提出了看法，认

为“个人讲述”方法可能会更多地被运用到体育管

理研究方法之中，从而体育管理学者和从业者都有

可能从个人经验的叙述中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14］。
还有学者通过特尔斐法向全球 17 个体育管理学方

面的学者和领导进行了访谈，研究显示，各方对跨学

科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都持支持态度，但

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使用、基础性研究和应用

性研究的价值上产生了较大分歧，并最终认为研究

者们探索出深刻的、有思想、有价值的新方法，从而

建设性地发展体育管理领域是有可能的［15］。
2． 5 性别与差异、多样性

美国是个文化大熔炉，其多样性的文化和种族

现状、女性强烈的自由解放思想等构成了一道鲜明

的文化景观，也成为研究者广泛关注的对象。性别

与差异、多样性方面主要是男女性别方面的研究居

多，有的也涉及到种族。其中《体育管理学杂志》将

2006 年第 4 期设为该方面研究的专刊。具体涉及

到体育领域中的性别和种族歧视、偏见，体育领域中

男女性别地位关系，文化多样性和管理多样性。各

种歧视成为该研究的主要线索，这些歧视具体表现

在员工工作表现的评估当中。有研究指出被评估者

和评估者性格不合会受到较低的评价，并且最终会

导致员工表现越来越差; 也有研究发现在大学内部，

同性恋者等少数性别群体会受到歧视，只是不同的

人群对其歧视程度有所不同; 还有研究认为在奥古

斯塔高尔夫俱乐部富人社团中对外歧视更为严重，

但比较对女性的歧视来说种族歧视会对俱乐部的形

象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16］。另外，在职业体育中被

雇用的运动员由于各种原因也会受到各种歧视。通

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在体育领域内真正实现文化、
种族多样性的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6 教练员

该研究领域的具体内容包括教练员评估方法、
教练员工作满意度和归属感、教练员职业忠诚和职

业转换意图、教练员雇佣问题等。有的研究是关于

教练员工作表现评估的，调查显示会见教练和观看

比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评价方法。但丙级运动管理

者比起甲级和乙级更加注重使用学生运动员的评价

来评估教练［17］。另有研究指出日本教练比起美国

教练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了较低的工作满意度。美国

教练比起日本教练对其职业更加忠诚，而日本教练

比起美国教练对其组织更加忠诚［18］。也有研究指

出组织内任期的多样性和职业忠诚呈负相关，与职

业转换意图正相关。有的研究则发现组织义务和职

位义务是影响教练员留职或离职的重要因素。还有

研究则发现美国黑人同白人相比，已认识到种族和

机会限制了他们能力的发挥。对比这些结果可以发

现，不同的人群因为其不同的种族背景和文化背景

而对组织和职业忠诚以及职业转换有着不同的态

度，其中非洲裔美国人由于其特殊的种族背景而在

教练行业中生存最为艰难。
2． 7 运动员管理

运动员管理方面涉及到的具体内容有运动员满

意度、运动员转会、运动员表现评估、女性运动员地

位、学生运动员招募、女性高尔夫运动员职业去留

等。运动员置留和转会是运动员管理方面的研究焦

点。如有研究设计了一个球员转会市场的模型，从

中可以看出球员的转会费取决于球员的特点、出售

俱乐部的特点、购买俱乐部的特点和时间效应。也

有研究则设计出了一个用于选拔和评估大学足球运

动员的模型，模型中的评估标准能评价不同运动员

的表现。也有学者使用“方法 － 目的”视角调查影

响大学生运动员对学校选择的决定因素。还有学者

则研究女性运动员退出高尔夫运动的原因以及帮助

他们置留的方法，原因包括自身能力方面、人际交往

方面和机构组织方面。有的学者则设计了一个金字

塔模型，对运动员的招募、运动员留置以及运动员的

转会 3 个方面进行了总体把握，最后指出体育系统

要加强对运动员的服务。这些研究都说明学生运动

员的招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程序，大学方面极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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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引进评估的手段的研究; 而职业体育方面更加重

视运动人才的保留和转会方面的研究。
2． 8 体育对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

该主题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体育对经济影响方

面，从中可以看出体育对经济的影响具有多样性和

复杂性。如有研究调查了体育对佛兰德斯地区经济

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过去 15 年，家庭在体育方面的

开支增加了，这对地方经济是种推动作用，但政府资

助却停滞不前。作者认为为了构建法律环境，承担

建筑经费，维持多样性的体育设施，为低收入家庭降

低价格门槛，政府干预仍然是必要的［19］。也有研究

调查了黄金海岸丰田汽车赛对地方产业促进作用的

状况和潜力。结果表明大部分地方产业管理者没有

将赛事视为起杠杆促进作用的机会，这就说明体育

对地方经济推动作用没有被充分实现。还有学者则

对“收入分享不会影响联盟竞争平衡”的观点进行

了质疑。纵观这些研究可以发现体育的经济影响大

多是正面的，但其负面弊端也多少存在。
2． 9 大学体育管理教育

高校体育管理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国际

范围内体育管理教育在语言和文化培养方面的不

同、体育管理教育的伦理基础、体育管理教育中教师

职位的紧缺、体育管理教育中的课程管理、体育管理

学生的语言教育、体育管理教育中教师工作变动问

题等。笔者发现这些学者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研

究的。第一个是管理教育课程方面的各种问题，如

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背景下，当下的许多课程不能使

学生适应全球竞争的压力，应该给学生提供更多交

叉性的课程，进行国家间学生的互换以及让学生多

参加国家研讨会的方式来改善课程的质量［20］。也

有学者发现现代体育管理课程具有缺失伦理基础的

问题。还有研究显示体育管理教育课程的良好声誉

正受到挑战，并呼吁建立品牌性的体育管理课程。
另有研究则指出体育管理课程中有很多歧视性语言

的存在，并探讨了各种解决方法。另外一个方面就

是体育管理教育中师资力量的问题。有研究发现体

育管理博士的供给不能满足体育管理教师职业的需

求。可见体育管理教育方面确实存在许多亟待解决

的问题。
2． 10 体育特许证( 权) 与体育品牌

体育特许证( 权) 与品牌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

品牌资产和体育品牌联想方面。如有研究对观赏型

体育品牌资产关键元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包括品

牌意识和品牌联想，而这些元素最终促进了体育的

品牌价值［21］。另有学者探讨了建立和维持体育品

牌资产的方法，即资产的获得和消费者关系的提高。

有的研究则设计了一个测量体育品牌联想的量表，

也有研究设计了多项潜在的职业运动队品牌联想参

数。这些研究对我国体育品牌研究的切入点和方法

论具有一定的启示。

3 结 语

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深入发展，体育管理将迎

来诸多新的研究领域，这就需要我国体育管理研究

用全新的视野去发现新的课题。北美体育管理学研

究是紧跟体育管理时代发展的最新成果，其研究主

题契合体育产业管理领域的热点及其产生的各种问

题，内容特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对国内体育管理实

践发展应该具有较强的借鉴和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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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却也让苌家拳的继承和发扬光大陷入困局，

处于濒临失传的境地。素有“文有太极安天下，武

有八极定乾坤”美誉的“月山八极拳”，由于历史渊

源太久，月山八极拳几乎失传。因此，河南省应加快

目前处于弱势发展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对

这些濒危的文化遗产与年老的著名传人进行抢救性

保护，同时，启动传承人命名选拔工作，加快新的传

承人的培养，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传统体育的

全面发展，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4． 4 坚持合理利用，永葆文化活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不能

是原生态的“封存”保护，更应该是保护与利用、开

发有机结合起来，充分挖掘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与功能，进而实现文化遗产的

“可持续性”保护，永葆文化遗产的活力。这里讲的

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价值与功能的合理利

用，其合理主要是指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自身价值

的实际出发，其利用主要是指其文化价值、社会价

值、经济价值等的开发。那些凭借主观愿望对无商

业价值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强行进行商业开发，或

者是虽有商业开发价值而因商业开发导致民族传统

体育非物质文化歪曲变异的做法不是合理利用。因

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民族传统体育的合理利用

上，河南省应对各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一次有组织、
有步骤地深入清查，通过文字、录音、录像等的形式

进行调查、登记、采录、建档，组织专业队伍对其开发

进行充分论证规划。可以通过编辑出版民族传统体

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图书和音像资料，拍摄有

关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视专题片和电

影，以及建立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博物馆等形式开

发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文化价值，同时也繁荣了民

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产业。另外，政府还应该加

大对有市场前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开发的支持力度，使非物质文化产品形成规模效

应和品牌效应，如继续开发象少林武术节、太极拳年

会性质的节庆活动，把民族传统体育与体育旅游相

结合，带动河南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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