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届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科学技术奖提名公示 

（适用于提名单位） 

一、项目名称：我国职业体育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及机制模型设

计研究 

二、提名者：天津体育学院 

三、拟提名等级：二等奖 

四、拟提名奖项：理论研究类 

五、项目简介（限制 1200 字以内） 

（一）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本课题以我国职业体育利益相关者主体的界定及主体结构模型开发为逻辑

起点，以共同治理模式的开发及我国职业足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模型的设

计为目标和归宿，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模型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法等，从五个

方面（现状诊断：当前我国职业体育利益冲突及其成因；比较与借鉴：中外利益

相关者理论与我国职业体育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我国职业体育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开发；我国职业足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模型的

设计；提高我国职业体育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定量分析模型应用效果的策略与

保障条件）完成了研究。 

（二）主要观点 

（1）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目的不能仅限于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应同时考虑其

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必须体现和贯彻“合作逻辑”共同治理模式，强调决策的

共同参与及监督的相互制约、机会的均等但并非权力的平均化。 

（2）我国职业体育利益相关者治理工作的实质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多人

博弈问题。仿真模型揭示出中超联赛共同治理是一个动态的治理过程，遵循由内

部治理到外部治理、由追求治理效率到追求治理公平、由追求局部利益到追求系

统整体利益的发展规律；共同治理阶段的时长也与俱乐部持股比例的变化成正比

例关系；随着俱乐部持股比例的增加，收入相对成本逐渐增多，中超联赛收益逐

渐增多，共同治理阶段时间变长，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3）提高我国职业体育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效果的策略与保障条件：改革

完善职业体育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组织结构；进一步推进我国职业足球联赛

“管办分离”改革；从法律制度、联赛的组织管理制度、利益分配制度以及监管

制度等方面完善我国职业体育共同治理的制度设计。 

（三）学术创新 

综合运用体育学、系统工程学、组织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将职业体育发展

问题纳入社会转型期和政府职能转变双重背景下进行探讨，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

视角和研究工具进行共同治理模式研究，运用多智能体建模的 Netlogo 仿真平台

开发技术为手段设计中国职业足球共同治理机制模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

结果生态效度更高。 

（四）成果特色 

（1）有利于推进我国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发出我国职业

体育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并构建了多主体系统的共同治理仿真模型，为我

国各项目职业体育利益相关者治理提供了范式参考。 

（2）明确了我国职业体育治理的重点是国家体育总局、单项体育协会、地

方政府等具有官方性质利益相关者。 

（3）明确了“管办分离”进程与职业体育共同治理的同步关系。要推进我

国职业体育共同治理须切实推进并实现“管办分离”，使单项体育协会退出持股，

并履行好调控、监督、服务等宏观职能。 

五、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课题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鉴定结果为“良好”，且已在国家一

级出版社出版，发表论文 5 篇，其中 1 篇论文荣获省市级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优秀

论文。系列研究成果通过学术专著、期刊、论文集形式实现了信息传播，有效拓

展了研究成果的社会推广与应用。 

 

 

 

 

 



六、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金宗强 排名 1 职务 处长 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天津体育学院 完成单位 天津体育学院 

主要贡献 

作为课题负责人，负责课题的整体设计以及各项研究任务实施

的指导与协调工作；负责研究报告的撰写及结项材料提交工作；结

合课题研究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有两篇论文荣获 2016年度天津

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二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在南京大学出版社负责

出版《职业体育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及机制》学术专著 1部。 

姓名 马斌虎 排名 2 职务 无 职称 讲师 

工作单位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完成单位 天津体育学院 

主要贡献 

作为主要参与人，负责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工作，并从治理目

标、治理原则、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机制五个方面开发了我

国职业体育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 

姓名 姜成 排名 3 职务 无 职称 讲师 

工作单位 延边大学体育学院 完成单位 天津体育学院 

主要贡献 

作为主要参与人，在课题中主要参与了我国职业足球利益相关

者共同治理机制模型的仿真程序设计，运用 Netlogo 软件对相关理

论模型进行多主体仿真设计。 

姓名 赵培军 排名 4 职务 副处长 职称 副教授 

工作单位 天津体育学院 完成单位 天津体育学院 

主要贡献 

作为主要参与人，负责 Netlogo 平台开发技术的学习及机制模

型设计，建立了多主体系统的共同治理仿真模型，并揭示出中超联

赛共同治理是一个动态、阶段化的治理过程。 



姓名 王成国 排名 5 职务 无 职称 讲师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完成单位 天津体育学院 

主要贡献 

作为主要参与人，负责建立分析性理论模型，运用 CAS 理论和

SWARM 平台技术构建包括环境、主体、行为准则三方面具有可操作性

的定量分析模型。并从政策、制度、法律等角度研究制定提高定量

分析模型应用效果的保障条件。 

  

提名单位盖章： 

2021 年 3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