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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导向作用，以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发布的历年社会科学基金申报指南(体育学)的相关信息为基础，采用主题词

频数统计和相似度统计法对 1999～2009 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立项项目、CSSCI 期刊论文主

题词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报指南立项率为 90.0%，导向率为 80.0%，

课题指南与立项的相似度为 77.1%，课题指南主题词折线图与立项项目主题词折线图和 CSSCI 期

刊论文主题词折线图极为相似。结果说明：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学术界对体育社会学科相

关问题的关注度与国家体育社会科学发展思路基本一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指南对我国体育

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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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1999-2009 Guides for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Awarded  

Topics in Sports Science 
QIAO Yu-che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xi Normal University，Linfen 04100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be into the role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s in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in the Social Science Fund Application Guides (for Sports Science) issued by the 

website of Nationwid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Office in previous years, the author performed a sta-

tistical analysis on keywords used in the 1999-2009 Guides for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Application, projects 

established, and theses published on CSSCI journals by using keyword frequency and degree of similarity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with respect to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Application Guides, 

the rate of project establishment was 90.0%, the rate of guidance was 80.0%, the degree of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opic guides and project establishment was 77.1%; the broken line chart of keywords used in the topic guides was 

extremely similar to the broken line chart of keywords used in projects established and the broken line chart of 

keywords used in CSSCI journals. The said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jects awarded with na-

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s (for sport science) and the degree of concer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bout sport so-

cial science related issue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state’s ide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social sci-

ence, and that the Guides for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Awarded Topic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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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与该国

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密切相关。体育学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

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级别最高的科研基金项目，

代表了国家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层次和水

平。它的设立不但可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有力的

经费支持，而且可从宏观上为科研人员研究选题提供

导向和引领作用。自 1997 年“体育学”被增列为一级

学科以来，有关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情况已有不少学

者从立项的数量、主持人所属单位与地域、立项研究

内容及研究热点等方面做过系统分析[1-4]，但对体育学

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作用未有涉及。因此，本文将以

全 国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办 公 室 官 方 网 站 发 布 的

1999～2009 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主题条

目和立项项目[5]为依据，对国家社科基金的导向作用进

行分析，目的在于，一是探讨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

题指南(以下简称为课题指南)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

导向和引领作用；二是从课题指南和立项项目中寻求

体育社会学学科的研究重点、热点以及渊源流变；三

是对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期刊论文研究主题进行比

较分析，揭示体育社会学学科的研究轨迹、现状和发

展态势；四是通过对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分析

以及学术界对体育学热点问题的关注度分析提出课题

指南存在的问题，为制定更加合理的体育社会学发展

规划和课题指南提供参考。 

 

1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分析 

1.1  课题指南研究主题条目 

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指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

党在某一时期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

工作部署为依据，紧密联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实际，围绕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五年规划要点以及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

题和实践问题而提出。课题指南条目的设项首先由全国

社科规划办向有关部门广泛征集研究课题，并委托各学

科规划评审组提出建议，然后经全国社科规划办汇总整

理，报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审定后发布实施[6]。由此

看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代表着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领域各学科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学科前沿问题研究的

最新方向，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选题的导向作用是显

而易见的。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的发布，旨在为研究者提

供研究方向。课题指南一贯坚持“口径宽厚”的原则，

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据统计，1999~2009 年间，体育

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共设研究条目 160 项。根据

课题条目内容的相同或相似，我们将这 160 项条目归

纳为 17 个研究主题(见表 1)，并根据每个主题研究的

内容分别提取一个主题词(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并

未列出每项课题的主题词，本研究只是作者根据研究

需要按照自定的标准去提取。由于受可操作性的限制，

这种提取只能说是一种大致粗略的提取)。通过统计主

题词在 160 项研究条目中出现的频次，判断国家社科

基金对体育社会学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一般情况下，

主题词出现的频次越多，表明社科基金对某研究问题

的关注程度越高，该主题词所对应的研究主题可能就

是一个研究热点。由表 1 可以看出，1999~2009 年 11

年间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2008

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体育管理、体育产业与市场化、

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体育理论、体育道德问题与体育

法学是国家社科基金关注的焦点，也就是我国体育社

会科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学科前沿。 

 

表 1  1999～2009 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条目主题词出现频次 

研究主题 涉及范围 主题词 出现 
频次 

关注度
/% 

1.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研究 
2.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3.2008 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研究 
4.体育管理问题研究 
5.体育产业与市场化问题研究 
6.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 
7.体育基础理论研究 
8.体育道德问题与体育法学研究 
9.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研究 
10.国际体育研究 
11.民族传统体育问题的研究 
12 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研究 
13.奥林匹克运动研究 
14.体育文化研究 
15.体育与媒体的关系 
16.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 
17.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体育事业、体育发展、社区体育、农村体育，等
全民健身、群众体育、大众体育、体育锻炼，等
北京奥运会、2008 奥运会、人文奥运，等 
体育管理、管理体制、体制改革、俱乐部，等
体育产业、体育市场、体育消费、体育经济，等
竞技体育、运动训练、后备人才、运动员，等
体育理论、体育心理、基础理论、理论体系，等
体育道德、体育法规、体育法、兴奋剂，等 
体育史、民族体育史、地方体育史，等 
国际体育、比较体育 
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体育、武术、少数民族体育
体育社会学、社会体育、学科建设、体育专业
奥林匹克运动 
体育文化 
体育与媒体、体育传播、体育新闻 
体育现状调查(群众、少数民族、不同地区) 
学校体育改革、体育教学改革、学校体育发展，等

体育事业 
全民健身 
北京奥运会 
体育管理 
体育产业 
竞技体育 
体育理论 
体育法学 
体育史 
国际体育 
民族传统体育 
学科建设 
奥林匹克运动 
体育文化 
体育传媒 
群众体育调查 
学校体育 

34 
17 
15 
16 
11 
12 
17 
8 
4 
5 
4 
4 
2 
2 
2 
2 
5 

21.25 
10.63 
9.37 

10.00 
6.87 
7.50 

10.62 
5.00 
2.50 
3.13 
2.50 
2.50 
1.25 
1.25 
1.25 
1.25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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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课题指南研究项目的类别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类别分为重大招标项目、

重点项目和年度项目 3 大类。重大招标项目课题方向

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申报年度内单独发

布，重点项目和年度项目指南在前一年年底发布。 

1)重大招标项目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

目课题是国家社科基金档次最高的课题项目，主要支

持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有重要参考价值、对弘扬民族精神和传承民族优秀文

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

目课题自 2005 年设立以来，与体育学有关的重大招标

项目课题方向有 2 项：一是 2006 年设立的“2008 年

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关重大问题研究”，二是 2008

年设立的“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

验研究”。由此看来，与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研究的课

题无疑成为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研究方向。 

2)重点项目课题：重点项目课题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学科的研究前沿，在每个研究主题下附简短的提

示，供申报者设计课题和论证时参考。体育学国家社

科基金指南在 2001~2003 年均有重点课题，其研究主

题包括：北京市承办奥运会预期效益分析、北京奥运

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北京奥运会对提升

我国国际地位和声望的研究、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

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群众体育现状

调查与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大众体育发

展研究、中国体育简明通史等。从指南中的重点研究

主题可以看出，2001~2003 年北京奥运会、体育事业

发展、大众体育、体育史研究处于学科研究的重要位

置。 

3)年度项目课题：年度项目占社科基金项目的绝

大部分，设定了学科本年度的重点研究范围，指导本

年度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自筹经费项目的申报。

1999~2008 年体育学共设年度研究主题条目 150 项，

占总研究主题条目的 93.75%。 

1.3  课题指南条目内容导向 

由表 1 可以看出，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

所提供的研究条目多倾向宏观层面，立足中国体育事

业发展高度，以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为主攻方

向。从课题指南的指向上看，大多都是研究阐释党和

国家在体育学科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

略思想和重大工作部署。如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研

究、体育产业与市场化问题研究、竞技体育发展战略

研究、体育道德问题与体育法学研究，这些都是国家

社科基金与国家体育发展宏观政策紧密结合的必然。

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国务院 1995 年颁

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密切相关，因此这一重大

问题一直是国家社科基金在这一时期优选支持的研究

方向，充分体现了国家社科基金“立足国情、立足当

代”的导向作用；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是国人多年来的

梦想，从北京奥运会的申办到成功举办与党和国家的

重大工作部署密不可分，国家社科基金在这一时期对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相关问题研究（申办、效益分析、

奥运理念、社会心理、组织管理、基本经验等）予以

了极大的支持，研究主题条目达 15 项之多，占整个条

目总数的 9.38%；在 1999~2009 年整个体育学社科基

金指南研究主题条目中，有关体育理论体系建设研究

的条目也占有较大比例，充分显示了体育学国家社科

基金课题指南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导向指引。体育产业、

体育市场化、体育与媒体的关系等问题一直是体育社

会学关注的热点问题，课题指南反映了这些热点问题

并予以及时导引；社区体育、农村体育、学校阳光体

育、国际体育、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等应用研究

主题在近年的课题指南中也频繁出现，充分显示了课

题指南对应用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导向性。 

1.4  课题指南导向的动态与趋势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

性和时段性，在不同的时段内其研究方向、重点有所

不同。通过年度指南条目的主题指向分析(见表 2)，可

以折射出某一周期内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导向特点、基

本轨迹及发展趋势。 

由表 2 可以看出，课题指南中有些研究主题条目

多年持续出现，而有些条目则出现明显阶段性变化。

例如，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研究始终是体育社会科

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和主攻方向。1999~2009 年体育学

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几乎每年均有此条目，且所占比重

在近年来有增大的趋势。从 21 世纪我国体育发展战略

问题到中国体育发展的社会环境问题，体育可持续发

展问题，构建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问题，深化体育体

制改革问题，体育事业单位改革问题，大众体育与竞

技体育协调发展问题，中国体育社团改革问题、体育

区域发展问题，都市体育、社区体育和农村体育发展

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体育发展

问题等，都是我国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

问题和事关体育稳步、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这些条目的设立，在研究方向和范围上对指导体育社

会科学研究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和导向性。全民健身理

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也是自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一级学

科设立以来一直高度关注的课题。《全民健身计划纲

要》以及党的十六大报告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

本体育服务、提高健康素质的纲领性文件。与此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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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全民健身体系的内涵、构建方法与步骤，中国群

众体育现状调查，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规划、建设、

管理、使用，健身器材的合理配置，全民健身服务体

系等课题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并将持续

一定时期，这也充分体现了课题指南鲜明的时代特色

和政策性导向作用。表 2 显示，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

问题研究的条目具有明显的时段性。随着北京奥运会

的申办，在 2001 年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中首次出现了

“北京市承办奥运会预期效益分析”条目。从 2002

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

办的 7 年中，“奥运会“成了课题指南中最抢眼的关键

词，与“北京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主

题条目达 17 项之多，其中含有 2 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招标项目，充分显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解答重大现实

问题的导向特征。但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

国体育重大工作部署重点的转移，与北京奥运会相关

的条目会逐步淡出。体育理论在体育学中具有基础性

的地位和作用，它是我们客观、全面、深入地认识体

育的知识基础，也是实现体育跨越式发展和应用研究

创新的“基石”。从课题指南主题条目内容中我们可以

看到，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对自身学科前沿基础研究

也非常重视。1999～2009 年课题指南在体育学基本原

理，体育的地位、价值、功能变化、发展前景及存在

问题研究方面均有设项，显示了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

紧密跟踪中外体育科学前沿，“注重基础研究”的导向

作用。体育管理一直也是课题指南中的热点条目，其

主题词在课题指南中的频繁、持续出现，其研究内容

也逐渐走向实用，说明其在体育社会学科中始终处于

重要位置。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问题与国家经济体制

改革的方针政策及体育可持续性发展有着密切的联

系，主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发展的模式和机制，

对体育新政策的制定和现有政策的修改完善具有重要

意义。此条目在 1999~2009 年课题指南中不断出现，

说明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将成为未来体育发展方向。

竞技体育承担了为国争光，提高民族凝聚力，提升国

家国际声望的重任。自 2001 年始，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指南每年均有相关条目，表明了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竞

技体育发展的态度。体育法学、体育史条目是体育学

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初期关注的热点，而近 5 年来这些

主题已从指南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前沿研

究，如体育文化、体育与媒体的关系、中外体育比较

等。至于学校体育和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等一些本该

热门的课题却似乎在课题指南中出现频次较少，分析

原因我们认为与国家社科基金单列教育学科有关，因

为每年教育学单列学科都设有学校体育与卫生二级学

科，其中包含学校体育和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相关

内容。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与学校体育相关的条目自

2005 年始每年均有出现，一方面说明国家社科基金对

学校体育关注度在提高，另一方面预示着学校体育、

学生体质问题研究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将成为研究的热

点。此外，课题指南中还有一些主题词，如和谐社会、

小康社会、西部开发、新农村建设、科学发展观、可

持续发展等在一定程度上与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期特定

政策的出台不无关系，这一方面印证了体育学作为一

门社会科学必然要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另一方

面也说明执政党的某些路线、方针、政策要在体育学

领域得以贯彻执行，必须经过理论和实践研究，同时

也证实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政治导向作用。 

 

表 2  1999～2009 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条目分布 

主题词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合计
比例/ 

% 
体育事业 
全民健身 
北京奥运会 
体育管理 
体育产业 
竞技体育 
体育理论 
体育法学 
体育史 
国际体育 
民族传统体育 
学科建设 
奥林匹克运动 
体育文化 
体育传媒 
群众体育调查 
学校体育 

1 
0 
0 
1 
1 
0 
1 
2 
0 
1 
0 
0 
0 
0 
0 
0 
0 

1 
1 
0 
2 
1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2 
2 
1 
1 
1 
1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0 
0 
0 
1 
0 
0 
1 
0 

3 
1 
3 
0 
0 
1 
1 
2 
1 
0 
0 
1 
0 
0 
0 
0 
0 

1 
3 
1 
1 
2 
1 
1 
1 
0 
0 
0 
1 
0 
0 
0 
0 
0 

1 
2 
2 
3 
0 
2 
4 
0 
0 
0 
0 
0 
0 
0 
1 
0 
1 

4 
1 
1 
2 
1 
1 
3 
1 
0 
0 
0 
0 
1 
0 
0 
0 
1 

7 
4 
3 
1 
1 
2 
2 
0 
0 
0 
1 
0 
0 
0 
0 
1 
1 

8 
1 
2 
2 
1 
1 
1 
0 
0 
0 
1 
1 
0 
2 
1 
0 
1 

6 
1 
1 
2 
2 
2 
3 
0 
0 
3 
1 
1 
0 
0 
0 
0 
1 

34 
17 
15 
16 
11 
12 
17 
8 
4 
5 
4 
4 
2 
2 
2 
2 
5 

21.25 
10.63 
9.37 

10.00 
6.87 
7.50 

10.62 
5.00 
2.50 
3.13 
2.50 
2.50 
1.25 
1.25 
1.25 
1.25 
3.13 

合计 7 8 10 10 13 12 16 16 23 22 23 16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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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分析 

2.1  立项项目的研究类别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 1999~2009 年 11 年间共立项

425 项(见表 3)，其中重大招标项目 4 项，占 0.94%；

重点项目 19 项，占 4.47%；一般项目 282 项，占 66.35%；

青年项目 87 项，占 20.47%；自筹经费项目 2 项，占

0.47%；西部项目 31 项；占 7.30%。从表 3 的数据来

看，近年来立项数量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最近 5 年明

显增长，占立项总数的 63.76%，反映出国家社科基金

对体育学科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同时也反映出我

国体育事业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症结需要从

理论上加以解决和突破，要有高质量的理论支持。 

 

表 3  1999～2009 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统计 

项目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合计

重大项目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青年项目 
自筹经费项目 
西部项目 

 0 
 0 
 9 
 1 
 0 
 0 

 0 
 0 
17 
 2 
 0 
 0 

 0 
 2 
23 
 5 
 1 
 0 

 0 
 2 
21 
 8 
 1 
 0 

 0 
 2 
24 
 3 
 0 
 0 

 0 
 3 
21 
 6 
 0 
 3 

 0 
 4 
26 
 7 
 0 
 7 

 2 
 1 
31 
10 
 0 
 3 

 0 
 3 
30 
13 
 0 
 6 

 2 
 0 
41 
14 
 0 
 9 

 0 
 2 
39 
18 
 0 
 3 

  4
 19
282
 87
 2 
 31

合计 10 19 31 32 29 33 44 47 52 66 62 425
 

2.2  立项项目的研究内容 

    1)重大项目课题立项内容。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课题 1999~2009 年 11 年间共立项 4 项，分别

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人文理念、社会价值与国家文

化形象构建(2006 年)；2008 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我

国备战、参赛若干重大问题研究(2006 年)；北京奥运

会成功举办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研究(2008 年)和体

育大国迈进体育强国的战略研究(2008 年)。从立项内

容分析均与 2008 北京奥运会密切相关，且与 2006 年

和 2008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内容相对应。 

2)重点项目立项内容。1999~2009 年体育学国家

社科基金共设立 19 个重点项目，其立项主题内容包括

与体育事业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 4 项、与 2008 北京奥

运会相关问题的研究 4 项、与竞技体育发展相关问题

的研究 2 项、与全民健身(群众体育)相关问题的研究 2

项、与体育学学科建设问题相关的研究 2 项、群众体

育现状调查 1 项、体育史 1 项；体育法规 1 项、民族

传统体育 1 项、体育文化 1 项。重点项目的设立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可有效地解决当前体育改革和发展

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例如，2002 年立项的

课题“举办 2008 年奥运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

究”、“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2004 年立项

课题“关于构建新世纪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框架的

研究”等，为国家有关部门解决体育发展重要理论问

题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3）非重点立项项目内容。非重点立项包括一般项

目 282 项、青年项目 87 项、自筹经费项目 2 项、西部

项目 31 项。其立项主题内容涉及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

相关问题的研究 62 项、与全民健身(群众体育)相关问

题的研究 54 项、与 2008 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的研究

23 项、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关的研究 5 项、与体育管理

相关问题的研究 32 项、与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包括

体育旅游)相关问题的研究 53 项、与竞技体育理论和

竞技体育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 45 项、与体育基本理论

问题相关的研究 20 项、与体育法学(包括体育法规、

体育道德)相关问题的研究 13 项、与体育史相关问题

的研究 8 项、与国际体育相关问题的研究 5 项、与民

族传统体育问题相关的研究 21 项、与体育社会学学科

建设问题相关的研究 12 项、与体育文化相关的研究

24 项、体育与媒体关系的研究 5 项、群众体育现状调

查研究 6 项、与学校体育和学生体质问题相关的研究

16 项。 

2.3  立项项目研究内容的动态 

1999~2009 年 11 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共立各

类项目 425 项，按年度立项研究主题词频数分析，可

以看出 1999~2009 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研

究主题在不同年度的变化及发展趋势。 

从各研究主题立项的比例及年度立项数目(见表 4)

可以看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与

实践、体育产业与市场化、竞技体育理论与发展、体

育管理相关问题研究一直占据着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

立项的主导地位，每年都有课题立项，且在大多数年

份有多个项目被立项，反映出这些研究领域已得到学

术界的广泛重视。与北京奥运会有关问题的研究立项

集中在 2003～2007 年，反映出国家社科基金强调问题

意识，突出对重大社会现实热点、难点问题的解答能

力以及应对重大战略工程的前瞻性。体育基础理论研

究是体育发展的“基石”，虽然课题指南研究主题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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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几乎可以看到，但立项数量略显不足。特别是对

于体育学学科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于体育发展具

有奠基意义的基础理论问题，以及事关体育改革和发

展的纲领和政策问题的研究立项更少。体育法学、体

育史、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一直是国家社科基金关注

的对象，虽然立项总量不大，但在大多年份均有立项。

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文化、学校体育近年来立项数量

呈稳步增加态势，有望进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主流。

体 育 与 媒 体 ( 传 播 ) 关 系 问 题 研 究 立 项 出 现 在

2005~2007 年，与北京承办奥运会有关，随着北京奥

运会的成功举办，其相关内容的立项也会淡出。国际

体育问题研究虽有立项，但数目很少，符合国家社科

基金“立足国内”的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在体育学

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中，有不少是跨学科研究项目，

如体育产权、体育旅游、休闲体育、都市体育、体育

公平问题、体育地理、体育信息、体育保险、体育环

境等，这既与国家社科基金推动传统学科、新兴学科

和交叉学科共同发展的导向有关，也是体育社会科学

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使然。 

 

 

表 4  1999～2009 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主题词分布 

主题词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合计 
比例 

/% 

体育事业 

全民健身 

北京奥运会 

体育管理 

体育产业 

竞技体育 

体育理论 

体育法学 

体育史 

国际体育 

民族传统体育 

学科建设 

奥林匹克运动 

体育文化 

体育传媒 

群众体育调查 

学校体育 

 2 

 1 

 0 

 3 

 1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3 

 5 

 0 

 1 

 3 

 1 

 2 

 0 

 0 

 0 

 2 

 0 

 0 

 2 

 0 

 0 

 0 

 6 

 3 

 2 

 4 

 5 

 4 

 0 

 0 

 2 

 0 

 1 

 0 

 2 

 1 

 0 

 1 

 0 

 3 

 5 

 2 

 2 

 9 

 4 

 0 

 1 

 1 

 1 

 1 

 0 

 2 

 0 

 0 

 1 

 0 

 4 

 7 

 6 

 1 

 4 

 2 

 0 

 3 

 1 

 0 

 0 

 1 

 0 

 0 

 0 

 0 

 0 

 6 

 5 

 1 

 3 

 5 

 5 

 2 

 0 

 0 

 0 

 0 

 4 

 0 

 0 

 0 

 2 

 0 

 3 

 8 

 5 

 4 

 3 

 6 

 1 

 2 

 1 

 0 

 4 

 1 

 0 

 4 

 1 

 0 

 1 

 6 

 5 

 5 

 3 

 4 

 5 

 4 

 1 

 0 

 0 

 2 

 3 

 1 

 0 

 3 

 2 

 3 

 7 

 3 

 5 

 2 

11 

 4 

 3 

 3 

 1 

 1 

 4 

 0 

 0 

 3 

 1 

 1 

 3 

14 

 6 

 3 

 5 

 4 

 7 

 3 

 2 

 3 

 1 

 5 

 3 

 0 

 6 

 0 

 0 

 4 

12 

 6 

 2 

 4 

 4 

 8 

 4 

 2 

 0 

 1 

 3 

 2 

 0 

 8 

 1 

 0 

 5 

66 

54 

31 

32 

53 

47 

20 

14 

 9 

 4 

22 

14 

 5 

25 

 6 

 7 

16 

15.53

12.71

7.29

7.53

12.47

11.06

4.71

3.29

2.12

0.94

5.18

3.29

1.18

5.88

1.41

1.65

3.76

合计 10 19 31 32 29 33 44 47 52 66 62 425 100.00

 

3  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的比较分析 

3.1  课题指南立项率 

课题指南立项率是指在课题指南中被立项项目的

比重[7]，可用于表示课题指南的导向程度。1999~2009

年 11 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确立课题指南条目

160 条，立项项目基本与课题指南条目相一致的项目

达 144 项(扣除重复立项数)，课题指南立项率为

90.00%(见表 5)。从表 5 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体育学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立项率除 1999~2000 年间偏低

外，2001 年后均超出 80%，其中 2004、2005、2007

年达到 100%，说明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具

有较高的导向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部

分年份课题指南或课题指南中的部分条目的导向性还

不尽人意，如 1999 年课题指南 7 项研究主题中就有体

育运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研究、体育法律问题与体育

法学研究、当代国际体育研究 3 项没有得到立项，

1999、2000 年课题指南均设当代国际体育研究条目，

但连续 2 年未得到立项，2005 年与体育理论研究相关

条目 4 项中有 3 项没有得到立项。分析原因，我们认

为一方面可能与课题申报者的标书质量和研究者的水

平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课题研究难度较大、

研究面太窄、政治性或政策性太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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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999～2009 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关性
 

年份 
指南条目 
数(项) 

指南条目 
立项数 

指南项目重
复立项数 

指南立 
项率 1） 

社科基金
立项数 

基金指南 
导向率 2） 

指南与立项 
相似度 3）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7 
  8 
 10 
 10 
 13 
 12 
 16 
 16 
 23 
 22 
 23 

  5 
  5 
  8 
  8 
 12 
 12 
 13 
 16 
 23 
 21 
 21 

  2 
  9 
 19 
 19 
 12 
 17 
 16 
 21 
 17 
 35 
 29 

0.71 
0.63 
0.80 
0.80 
0.92 
1.00 
0.81 
1.00 
1.00 
0.95 
0.91 

 10 
 19 
 31 
 32 
 29 
 33 
 44 
 47 
 52 
 66 
 62 

0.70 
0.74 
0.87 
0.84 
0.83 
0.88 
0.66 
0.79 
0.77 
0.85 
0.81 

0.58 
0.64 
0.82 
0.79 
0.80 
0.88 
0.62 
0.79 
0.77 
0.84 
0.78 

合计 160 144 196 0.90 425 0.80 0.77 

1)指南立项率＝指南条目立项数/指南条目数；2)社科基金指南导向率＝(指南条目立项数＋指南项目重复立项数)/社科基金立项数； 
3)指南与立项相似度＝(指南条目立项数＋指南项目重复立项数)/(指南条目数＋社科基金立项数－指南条目立项数) 

 

3.2  课题指南导向率 

课题指南导向率是指在所有立项的项目中被课题

指南指引项目的比重[7]。1999～2009 年 11 年间，体育

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 425 项，其中基本按课题指

南设立的有 340 项(包含重复立项数)，课题指南导向

率为 80%(见表 5)。按年度分析，除 2005 年低于 70%

外，其他年份均超过 70%，其中 2001、2002、2003、

2004、2008、2009 年均达到或超过 80%。 

课题指南导向率一方面显示了学术界对课题的认

同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说明立项项目与课题指南匹配

程度。按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要求，基础理

论研究方面的条目，一般只规定研究范围、方向和重

点，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拟定题目。应用对策研究方

面的条目，一般要求按题申报，不能改变题义，题目

的文字表述可自行确定。国家社科基金一般不受理自

选课题。按理说，国家社科基金每年的申报数量与立

项数量之比(课题申报立项率)不到 10%，“十几个萝卜

一个坑”的现象十分突出，在课题申报立项率极低的

情况下，课题指南导向率应该是很高的。但 1999~2009

年 11 年间均未突破 90%，分析原因我们认为除了课

题指南立项率偏低的原因外，可能与有些申报者提出

了体育学科领域内相当超前和相当前沿的自选题目，

得到了评审专家的好评与肯定，给予立项有关。 

3.3  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 

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是指课题指南与立项

项目两者相一致的比例，主要反映课题指南和立项项

目之间的依存关系[7]。本研究根据韩兆洲等[7]提出的计

算方法，对 1999~2009 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与立

项项目相似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 5)。由表 5 可以看

出，1999~2009 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确立

的主题条目 160 项，立项项目 425 项，其中两者相一

致的有 144 项，两者的相似度为 0.77，其中 2001、2003、

2004、2008 年相似度较高，均达到 0.80 以上，远远超

过其他学科[7]，说明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在引导国

家社科基金申报选题方面具有极强导向性。 

 

4  立项项目后续应用导向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的导向作用以立项为前

提，以项目研究而展开，以业绩与成果来体现。体育

学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研究选题大多来自经专家

反复论证后的课题指南，在立项时经过了严格筛选，

是“命题作文”中优中选优的佼佼者。这既可在源头

上保证研究者能够更准确把握国家体育社会科学发展

的需要，使国家对体育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

落到实处，又可使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高水平学者群体

中，为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奠定基础。与此同时，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中期检查、经费管理对保证项目按

照课题的研究指向进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产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体育

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不少研究

成果填补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空

白。有研究者曾对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论文检索发现，

仅 1999~2006 年 8 年间，就有 75 篇国家社科基金论文

发表在国内学界公认的体育学科最具权威的刊物《体

育科学》上[8]。这些论文不但站在学科前沿，展示了我

国体育学研究领域内的新成果、新动向、新趋势，而

且高屋建瓴，常作为期刊的导读论文和首篇论文，且

刊登之后不断被转引，对体育学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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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作用。此外，“乒乓长盛考”等 6 项成果被全国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办的《成果要报》收入，“中

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和“完善体育法配套立法研究”

等项成果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还有不少成果

被国家体育管理部门采用，有的转化为体育法规政策，

有的被《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转载介

绍，有的开创了体育新学科、新领域，如中国体育通

史、体育伦理学、奥运经济学、体育地理学、民族体

育学等等，有力地推动了世纪之交我国体育事业的发

展[2-3]。与此同时，还培养出一批功底扎实、富有创新

精神的学科带头人和体育科学研究后备人才，对我国

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体育社会科学博士点、

硕士点的学科建设以及中青年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

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5  课题指南“以点带面”的导向作用 
国家社科基金作为国家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

主渠道之一，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大局出发，在保证学

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了国家

社科基金的导向作用。一方面通过基金支持引导研究

者在学科前沿与国家战略需求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和创

新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源加大对

学科重大问题研究的投入。近年来，国家体育总局、

地方政府以及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体育学国家社科

基金导向的指引下，分别设立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对体

育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资助，还有不少自由研究者通过

追踪研究热点步入到重大现实问题和学科发展前沿的

研究领域，这既是国家社科基金导向作用的重要体现，

更是国家社科基金“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的结果。本

研究以课题指南中所涉及到的主题词为检索词，对维

普资讯数据库 1999~2008 年 CSSCI 期刊论文主题词进

行检索，按前述标准对主题词进行归类(见表 6)，并与

课题指南、立项项目主题词一起画出折线图进行比较

(见图 2)。 

 

表 6  1999～2008 年 CSSCI 期刊论文主题词出现频数 

研究主题 CSSCI 期刊论文主题词(出现频数) 合计频次 比例/%

1.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研究 

中国体育(210)、体育事业(21)、体育发展(203)、体育可持续
发展(60)、都市体育发展(7)、农村体育发展(28)、社区体育发
展(20)、体育工作(33)、体育改革(45)、体育服务(38)、体育社
团(24)、体育俱乐部(74)、体育经费(4)、体育设施(19)、体育
发展趋势(37)、体育制度创新(9) 

832 14.16 

2.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全民健身(104)，群众体育(57)、大众体育(48)、体育锻炼(121)、
国民体质(282)、休闲体育(56)、体育健身(68)、家庭体育(16) 702 11.95 

3.2008 北京奥运会相关问题研究 奥运会(543)、北京奥运(303)、人文奥运(58)、奥运志愿者(17) 921 15.67 

4.体育管理问题研究 体育管理(54)、体育管理体制(44)、体育体制改革(18)、体育
协会(6)、体育场地(馆)(62) 184 3.13 

5.体育产业与市场化问题研究 体育产业(305)、体育市场(47)、体育消费(123)、体育旅游(88)、
体育经济(36)、体育彩票(35)、体育用品(66)、体育营销(12) 712 12.12 

6.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 
竞技体育(302)、体育比赛(15)、体育竞赛(41)、体育赛事(67)、
竞技运动(35)、体育后备人才(54)、运动员退役(17)、举国体
制(12)球迷问题(8) 

551 9.38 

7.体育理论研究 
体育理论(26)、体育心理(8)、体育概念(8)、体育功能(64)、体
育意识(26)、体育行为(26)、体育观(20)、体育政治(10)、体育
的价值(144)、体育的地位(26)、体育美学(17)、体育哲学(30) 

435 7.41 

8.体育道德问题与体育法学研究 体育法(50)、体育道德(12)、体育法规(10)、兴奋剂(38)、体育
法制建设(5) 115 1.95 

9.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研究 体育史(69)、武术史(4) 73 1.24 
10.国际体育研究 国际体育(41)、比较体育(4)、国外体育(12) 57 0.97 
11.民族传统体育问题的研究 传统体育(259)、民族体育(45)、民间体育(15) 319 5.43 

12 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研究 体育社会学(76)、社会体育(105)、体育人文社会学(11)、体育
学科建设(15)、社会体育专业(17) 224 3.81 

13.奥林匹克运动研究 奥林匹克运动(95) 95 1.61 
14.体育文化研究 体育文化(188)、人文体育(6)、奥林匹克文化(9) 203 3.46 
15.体育与媒体的关系 体育媒体(40)、体育传播(50)、体育新闻(83)、体育报道(52) 220 3.75 
16.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 体育现状调查(18)、体育人口(32) 50 0.85 

17.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学校体育改革(10)、体育教学改革(91)、体育课程改革(68)、
学校体育发展(12) 181 3.08 

合  计  5 87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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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9～2008 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国家社科基金

立项项目与 CSSCI 论文主题词频数 

 
由图 2 可以看出，1999~2008 年国家社科基金指

南主题词、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主题词与 CSSCI 期

刊论文主题词频数折线有惊人的相似。这一方面可以

从中折射出这一时期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在“以点带

面”方面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同时也说明国家社科

基金与这一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学术需求具有高度的

一致性。 

 

中国体育社会科学经过 60 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其发展历程与党和国家的政策导向密切

相关。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通过理论思辨与分

析比较相结合的思路，重点探讨了党和国家政策导向

重要形式之一的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在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立项中的导向作用，得出下列结论： 

1)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整体立项率、课

题指南导向率、课题指南与立项项目相似度均处于较

高水平，说明课题指南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方面

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 

2)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产出的研究成果对我

国体育学科发展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有不少研究成

果被国家体育管理部门采用，并转化为体育法规政策，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在培养学科

带头人和体育科学研究后备人才方面以及对体育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学科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3)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主题条目、立项

课题、基金论文反映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

新动向、新趋势。期刊论文主题词频数分析显示的学

术界对体育社会科学热点问题、重大问题的关注度与

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主题条目趋于一致，说

明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主题条目、立项课题、

基金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达到了以点带面

的导向效果。 

4)体育学社科基金作为体育社会学科全国最高级

别的科研基金，从宏观上反映了体育社会学科研究的

重点、热点及发展方向，对推动体育社会学科的迅速

发展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本研究发现，体育学

社科基金仍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如部分课题指南主

题条目立项率较低，导向作用较弱，而课题指南未设

的主题条目却被立项或成为研究的热点，说明体育学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在主题条目设计方面还有待于

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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