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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对上海市退役运动

员安置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结果表明: 运动员目前从事的工

作与期望有落差; 部分运动员待安置时间长; 安置方式主要有

组织安置、自主择业及继续教育; 部分运动员对社会保险情况

不了解; 半数以上运动员未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建议: 强化

组织安置的执行力度; 鼓励退役运动员自主择业; 增加退役运

动员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完善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险; 丰富

退役运动员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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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the
study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tired
athletes’relocation in Shanghai．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what they take up at present and their expectations;
there is long waiting span for relocation for some retired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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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生力军。从洛杉矶奥运会

金牌零的突破到北京奥运会金牌第一，在短短的 20 多年里，我

国竞技体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与广大运动员的刻苦训

练与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 因此，运动员的退役安置工作也受

到了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 － 2］。随着改革开放的

推进，原有的计划统筹退役安置办法已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的需求; 再加上社会对专业性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得退役

运动员在择业时的选择面越来越窄，由此也导致一些社会争议

事件和不和谐声音的出现，成为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

的瓶颈。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市退役运动员安置现状的调查与

分析，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旨在为完善上海市退役

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上海市退役运动员 135 名，教练员 37 名，行政管理人员

28 名。
1． 2 研究方法

1． 2． 1 问卷调查法

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9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9%。其中: 向退役运动员发放问卷 135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9% ; 向教练员发放问卷 37 份，回收有效问

卷 37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 ; 向行政管理人员发放问卷 28
份，回收有效问卷 28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
1． 2． 2 访谈法

就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情况、制约因素等问题，对退役运动

员、教练员以及行政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并到上海市体育局下

属 3 所院校( 上海体育职业学院、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上海市

第二体育运动学校) 进行调研，了解运动员退役安置工作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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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数理统计法

采用 SPSS 17． 0 和 Excel 2003 软件，对问卷调查所获数据

进行编码、录入、统计与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上海市退役运动员目前从事的工作

为了解运动员退役前后在就业期望上的落差，本研究对上

海市运动员退役前希望从事的工作及退役后正在从事的工作

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上海市运动员在退役前主要期望从事

的工作是教练员( 39． 69% ) 、公务员( 35． 11% ) 、事业单位或体

育系统工作人员( 34． 35% ) 、体育教师( 33． 59% ) ，其他依次为

高校学习( 19． 85% ) 、健身教练员( 13． 74% ) 、出国( 10． 69% ) 、
新闻、广告、影视行业( 9． 16% ) 、企业单位( 7． 63% ) 、体育经纪

人( 6． 87% ) 、经商( 3． 05% ) 、社区体育指导员( 1． 53% ) 。而运

动员退役后从事的实际工作主要是事业单位或体育系统工作

人员( 34． 59% ) 、高等院校就读( 31． 58% ) 。由此可见，运动员

对退役前后的就业安置心理存在较大的落差，尤其是在教练员

这一职业的期望上，仅有 9． 77% 的运动员如愿以偿; 在公务员

这一职业的期望上，也只有 3． 01% 的运动员从事了这一工作。
此外，还有 12． 78%的运动员仍处于待业阶段。

从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期望可以看出，运动员退役后还

想进入与体育相关的系统工作，选择进入企业单位或者经商的

较少，这也反映了运动员对组织安置存在心理依赖性，缺乏足

够的自主择业意识。导致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专业运动员

长期从事运动训练和比赛，接受文化教育的时间有限，专业运

动技能很强，但其他技能相对较差。
2． 2 上海市退役运动员的待安置时间

退役运动员待安置时间可以反映政府在运动员安置上的

执行效率，也可以反映社会对运动员的吸纳能力以及运动员自

己寻求就业机会的积极性。从调查的 133 名上海市退役运动

员安置情况可以看出，有 93． 24% 的运动员在 2 年内得到了安

置，其中 1 年内得到安置的人数占 59． 40% ( 优于全国平均水

平) 。这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上海市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对运

动员的接纳能力较强，上海市近几年对体育在城市品牌宣传上

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积极承办了 ATP 网球大师赛、F1 大奖赛

上海站比赛、世界游泳锦标赛等大型赛事，为退役运动员担任

相关的比赛指导或服务工作提供了就业机会。但仍有 6． 76%
的退役运动员在 2 年甚至 4 年以上才得到安置。这一方面说

明政府安置工作的效率需要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也要求运动

员积极转变安置理念，主动在社会上寻求工作机会，不能完全

依赖组织安置。
2． 3 上海市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方式

目前，上海市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渠道主要有 3 种，即组织

安置、自主择业以及继续教育。组织安置是指通过政府层面解

决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这种安置方法带有强烈的计划性

质，是目前我国运动员安置的主要方式。随着人事制度的改革

及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用人单位的自主权加大，通过政府层

面进行安置的难度也加大。自主择业是指政府在向退役运动

员提供一定的资金补偿后，不再承担其人事安置的责任，这种

安置方法是在组织安置受阻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2003 年，

国家出台了《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经济补偿办法》，各省( 市)

也据此制定了相应的落实措施。如今，自主择业已成为各省

( 市) 普遍采用的退役安置方式。继续教育是指符合条件的运

动员在退役后进入学校系统进行文化学习的安置方式，主要针

对一些优秀的退役运动员。
调查发现，51． 13% 的上海市退役运动员靠组织安置获得

就业机会，25． 56% 的运动员通过自主择业得到安置。基于经

济以及体制创新上的优势，上海市于 2000 年颁布了《上海市关

于退役运动员自谋出路的暂行规定》，在全国率先探索依托市

场、鼓励运动员自主择业的货币化安置渠道。2005 年，上海市

体育局、人事局、财政局共同下发了《上海市自主择业退役运动

员经济补偿办法》，对经济补偿细则进行了规定。据统计，自

2000 年上海市实行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的货币化改革以来，

通过组织安置的运动员有 564 人，选择自主择业领取经济补偿

费的运动员有 503 人，发放经济补偿费共计 4 108 万元，人均约

8． 17 万元。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少部分来自体育彩票

公益金、社会捐助等［3］。为了了解 3 种退役安置方式的实施情

况，笔者对教练员、行政管理人员和退役运动员进行了访谈。
2． 3． 1 组织安置的实施情况

组织安 置 仍 然 是 上 海 市 退 役 运 动 员 安 置 的 主 要 形 式

( 51． 13% ) 。在调查中发现，有 99． 2% 的退役运动员认为组织

安置是解决退役安置问题的主要形式，有 93． 99% 的退役运动

员认为如果没有组织安置，会对参加比赛和训练产生一定的影

响。此外，有 62． 16%的教练员、82． 14% 的行政管理人员也认

为运动员退役时的安置方式是组织安置。从中可以看出，大部

分教练员、行政管理人员以及退役运动员仍受传统安置观念的

影响，希望政府出面给予安置，这种依赖心理为体制改革提供

了惰性空间。
笔者认为，在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政策的制定上，要考虑

国家宏观层面推进的改革。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断推进的

大背景下，“政府瘦身”“公开选拔”已是大势所趋，单纯地依靠

体育部门出面安置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2． 3． 2 自主择业的实施情况

自主择业是在组织安置难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产生的，上

海市在此方面已做了积极性的尝试，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法规。

由于受传统人事制度及政府部门间协调力度不够等因素的制

约，仍存在一些尚需改进的地方。资料显示，在自主择业的退

役运动员中，51． 9%的人收入为 2 000 ～ 3 000 元 /月，29． 6% 的

人收入低于 2 000 元 /月，只有 18． 5% 的人的工资超过 3 000
元 /月，而 2010 年上海市的人均工资为 3 896 元 /月［3］。

从表 1 可以看出，教练员、行政管理人员以及退役运动员

均倾向于把政府给予的一次性补偿金，看作是对运动员长期进

行训练的补偿，这种补偿为其学习和再就业提供了保证，而不

是将其看作是一种就业安置的主要形式。马国祥［4］ 的调查也

发现，有 40． 7%的退役运动员认为经济补偿只能解燃眉之急，

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表 1 数据可以发现，教练员、行

政管理人员、退役运动员对自主择业还存在一些疑虑，倾向于

将其看成一种“政府甩包袱”的行为，而不是从整个社会对人才

需求转向的视角审视自主择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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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人员对安置退役运动员一次性补偿金的看法

Table 1 Diverse Views on Disposable Compensation for Retired Athletes

项 目
退役运动员

n 百分比 /%

教练员

n 百分比 /%

行政管理人员

n 百分比 /%

退役运动 员 安 置
就业的主要形式

43 32． 33 15 40． 54 11 39． 29

对训练的补偿 72 54． 14 20 54． 05 17 60． 71

临时解决生活
问题

49 36． 84 15 40． 54 9 32． 14

为学习和 再 就 业
提供经济保障

62 46． 62 21 56． 76 17 60． 71

合 计 226 100． 00 71 100． 00 54 100． 00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大国地位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

遍认可，竞技体育的政治效应正逐渐减弱，逐步转向大众文化

的层面，尤其是在国家强调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体育在丰富

国人文化生活上的作用已多次被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强调［5］。

从国家对体育未来发展的需求看，传统、封闭式的竞技体育管

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转变体育发展

方式已成为体育事业未来 5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工作主线，这一

点在《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也得到了体现。在此转

变下，政府更希望为运动员提供教育、培训、资金补偿、税收优

惠与政策扶持等，而不是替运动员安置工作。从此意义上讲，

自主择业将是未来我国运动员退役安置的主要渠道。积极转

变安置理念，从被动等待到主动寻找便成为破解运动员退役安

置难题的关键。上海市退役运动员更应当利用上海市经济发

达、就业机会多、教育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进行自主择业。
2． 3． 3 继续教育的实施情况

在被调查的上海市退役运动员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占 66． 3%，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 6． 2%。通过访谈得知，大部

分退役运动员获得的是上海体育职业学院颁发的大专文凭或

高校的函授文凭。此类文凭的社会认可度低，学历含金量少，

在就业安置中起的作用不大［3］。在被问及进入高等学校继续

学习的入学条件时，有 77． 44%的退役运动员认为条件较高; 在

被问及进入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的原因时，有 47． 37% 的人认为

是为了提高文化素质、适应社会发展，有 41． 35%的人认为是为

了提升学历、增加就业机会，有 11． 28%的人认为是为了学习一

技之长、提高生存能力。

从上述调查中可以看出，退役运动员能够很好地意识到文

化教育对其适应社会的重要性，且在访谈中笔者也发现，退役

运动员对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抱有较高的期望。由于保送进入

高等学校学习的条件有严格限制，大部分退役运动员仍须通过

入学考试获取资格。这对于长期从事运动训练、文化学习时间

较少的运动员而言，无疑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从表 2 可以看出，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水平与质量是影响

其退役后择业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在本研究对运动员学训矛

盾问题的调查中发现，有 73% 的教练员认为运动训练对运动

员的文化学习有影响。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我国竞技体

育的举国体制亦如此。“一条龙”似的三级培养体制，使运动

员长年在相对封闭的体系里训练，感受不到升学的压力，也无

法习得一些实用的技术。这种培养体制使我国运动员赢得了

比国外运动员更多的训练时间和保障，取得了辉煌的比赛成

绩，也使其与社会隔绝，退役后很难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

表 2 影响上海市退役运动员择业的因素

Table 2 Critical Factors in Deployment of Retired Athletes of Shanghai

选 项
退役运动员

n 百分比 /%

教练员

n 百分比 /%

行政管理人员

n 百分比 /%

思想素质 21 15． 79 9 24． 32 6 21． 43

文化教育 98 73． 68 22 59． 46 19 67． 86

心理素质 5 3． 76 2 5． 41 0 0． 00

职业素质 9 6． 77 4 10． 81 3 10． 71

其 他 0 0． 00 0 0． 00 0 0． 00

合 计 133 100． 00 37 100． 00 28 100． 00

上海市教委与上海市体育局于 2010 年联合召开了加强运

动员文化教育试点工作的动员会。会上两部门联合成立了运动

员文化教育工作督查组，对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工作进行指导。
从调研中得知，上海市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加强运动员的文化

教育: 1) 推动市级体校体制改革，增加普通中学建制，市级体校

由教育部门直接管理; 2) 实施“优质教育援体”工作，要求上海市

体校等分别与所在区优质资源学校结成对子，实行委托管理、师
资交流等; 3) 争取文化教育经费，实施文化教育硬件达标工程;

4) 探索本市青少年比赛文化考试试点工作; 5) 发挥高校在加强

运动员文化教育中的作用; 6) 以实施课程改革为重点，加强运动

员文化教育工作的针对性。这些措施的贯彻与实施，将有助于

提高运动员的文化水平，增强其社会就业与竞争能力。
2． 4 上海市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险的落实情况

竞技体育带有高风险的特征。在一些职业体育较为发达

的国家( 如美国、意大利、英国等) ，有各种专门针对运动员的保

险种类。一般由运动联盟、俱乐部或运动员个人投保，运动员

可以在受伤或者退役后获得相应的补偿。这种保险机制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竞技体育带来的风险成本。由于我国竞技体

育体制相对封闭，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与市场的契合

度也较小; 再加上我国保险业刚刚起步，各方面的险种不健全，

所以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运动员的商业化险种。
为了保障运动员的权利，缓解其退役后的经济压力，国家

体育总局于 2003 年正式批准实施的“三金一保”措施，即《优秀

运动员奖学金、助学金试行办法》《国家队老运动员、老教练员

关怀基金实施暂行办法》《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暂行办

法》，其中提及的关怀基金是针对退役运动员而成立的，即在其

生活面临困难时会得到一定的补助。调查发现: 有 50%的退役

运动员在退役时有轻度伤残，有 2% 的人有重度伤残; 只有

22． 6%的退役运动员认为当地政府积极落实了“三金一保”政

策; 有 36． 1%的退役运动员表示对这一政策不了解。
上海作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保险业发展相对成熟，可以拓

展一些针对退役运动员的社会险种。除了发展社会保险外，

上海市也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运作模式建立退役运动员基

金。调查发现，不管是教练员( 94． 6% ) 还是行 政 管 理 人 员

( 100% ) 均认为建立运动员退役基金很有必要。上海市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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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刘翔等优秀运动员，可以借助其社会号召力，积极地筹

措资金，为退役运动的自主创业与医疗保障提供资金支持。
2． 5 上海市退役运动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情况

竞技体育的行业特色决定了运动员在退役后很难依靠自

身的运动技能在社会上找到相应的工作，职业技能培训成为必

然。从调查中发现，有 58． 65% 的上海市退役运动员未参加过

职业技能培训，在退役前后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人数仅占

9． 02%。另外，英语、计算机、教师资格、管理学等职业技能培

训，对退役运动员的就业有较大的影响。
从调研中得知，上海市体育局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

组织退役运动员参加一些社会通用型的职业技能培训。由于

运动员退役时间不同，每个人的学习需求也不同，所以组织难

度较大，而培训效果一般。近年来，上海市体育局与上海体育

职业学院协商，在现役运动员中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取得了初

步成效。如 2008 年举办了 3 期运动员职业技能培训班，共有

100 多名运动员参加，92% 的运动员通过培训与考核鉴定取得

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了鼓励运动员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

性，上海市体育局与上海体育发展基金会协商，制定了运动员

学习职业技能的奖励办法。同时也鼓励退役运动员利用市政

府支持职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鉴定的优惠政策，根据个人需要

有针对性地参加社会上的职业技能培训，取得证书后，培训和

鉴定中产生的费用，由市体育局予以报销。
2． 6 影响上海市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的主要因素

退役对于运动员而言是一次新的转折，需要从以前封闭

的训练环境中走出来适应竞争激烈的社会。调查发现，影响

退役运动员安置的主要因素有: 就业安置政策、自身的社会竞

争力、社会职业技能、社会保障政策等( 表 3 ) 。在退役运动员

安置工作中需重点解决的问题有退役安置政策、社会保障政

策和学习保障。从这些主要制约因素中可以看到，政策的引

导、资金的支持可以为退役运动员创造良好的安置环境，加强

文化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可以提升运动员综合竞争力，转变

安置观念、积极适应社会是破解退役运动员安置困难的关键。

表 3 影响上海市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的主要因素

Table 3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ployment of

Retired Athletes of Shanghai

主要因素
退役运动员

n 百分比 /%

教练员

n 百分比 /%

行政管理人员

n 百分比 /%

退役运动员就
业安置政策

65 49． 24 28 75． 68 17 60． 71

自身的社会竞
争力

42 31． 82 31 83． 78 22 78． 57

运动员社会保
障政策

32 24． 24 16 43． 24 10 35． 71

经济补偿费 21 15． 91 6 16． 22 4 14． 29

社会职业技能 42 31． 82 22 59． 46 15 53． 57

运动成绩 32 24． 24 15 40． 54 8 28． 57

运动项目 18 13． 64 12 32． 43 7 25． 00

运动伤病 24 18． 18 11 29． 73 4 14． 29

年 龄 9 6． 82 14 37． 84 7 25． 00

社会关系 28 21． 21 10 27． 03 8 28． 57

3 建议

3． 1 强化组织安置的执行力度

上海市退役运动员组织安置的效率还有待提升，其原因是

政府相关部门间的协调不流畅、责任不明晰。在上海市进行政

府机构改革、提升部门工作效率的大背景下，可在上海市政府

办公厅下设一个负责运动员退役安置工作的科室，对运动员退

役的相关工作进行总的协调、管理与调控。
3． 2 鼓励退役运动员自主择业

上海市经济较为发达，体育产业的发展相对成熟，社会对

体育的需求也较为广泛，这就为退役运动员提供了很多的就业

机会。政府应完善相关的经济补偿与资助措施，为退役运动员

的自主择业提供政策上的优惠。尤其要积极扶持一些退役运

动员开办的企业，为其提供税收优惠，促进退役运动员转变安

置理念。建立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服务中心，为退役运动员提

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帮助其进行职业生涯的规划。
3． 3 增加退役运动员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由于目前免试进入高等学校的名额很少，大部分退役运动

员只能凭借文化课考试进入高校学习。这对于因长期参加运

动训练而文化知识储备较少的运动员而言无疑是较大的挑战，

因此，可以设置预科的形式让其在进行一段时间的基础教育后

再接受正式的高等教育，也可以在一些师范类大学针对退役运

动员开展一些体育教育课程，使其能够走上体育教师的岗位。
3． 4 完善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险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市场融资为辅的退役运动员社会保

险制度，筹建相应的执行与监督机构，完善社会保险的种类与

金额，为退役运动员提供社会保障。此外，应利用上海市保险

业较发达的优势，为运动员提供各种商业保险。
3． 5 丰富退役运动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上海市拥有丰富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政府部门应

积极地完善退役运动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制定相应的奖励

政策，鼓励退役运动员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体育部门也应

积极地与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让运动员能够享受

到更多高质量的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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