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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从系统论的角度认为，体育学科研究生事业发展的保障体系是一定时空关系下的网络结构，具有纵横交织的格局特征，从纵向上
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横向上可从制度、资源、技术、服务等层面进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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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学科研究生事业的发展是人、财、物、信息、时空等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其保障体系的功能就是通过规划、法规、政策、组织、激 励、测
量、控制等方法手段来协调 体 育 学 科 研 究 生 培 养 事 业 的 外 部 环 境 和 内
部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协调发展。系统分析要求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
整体，确定对象的边界，把 它 从 环 境 系 统 中 划 分 出 来。笔 者 认 为，系 统
科学的整体原理、反馈原理 和 有 序 原 理 可 以 为 体 育 学 科 研 究 生 培 养 事
业的发展保障体系的建构提供方法论指导。

　　一、系统分析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事业保障体系的
必要性

根据系统分析步骤，体育 学 科 研 究 生 培 养 事 业 保 障 体 系 的 建 构 应
遵循以下理论：首先，应对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事业保障体系的构成要
素进行定位和定性分析，确 立 体 育 学 科 研 究 生 培 养 事 业 保 障 要 素 的 轻
重缓急。这种分 析 必 须 建 立 在 信 息 通 畅、数 据 真 实 可 信 的 基 础 之 上。
因此，建立国家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事业发展指标信息库制度，形成自
下而上的信息申报和采集规范，严防指标的弄虚作假，是建立体育学科
研究生培养事业可持续发展保障体系的必要前提；其次，需对体育学科
研究生培养事业的各项指 标 要 素 进 行 定 量 和 定 性 分 析，包 括 现 实 指 标
水平分析、指标发展动态分 析、影 响 指 标 的 变 量 分 析 等，然 后 针 对 体 育
学科研究生培养事业的保 障 对 象 的 内 容 和 结 构，确 立 保 障 体 系 的 指 标
项；最后，是对体育学科研 究 生 培 养 事 业 保 障 体 系 的 运 行 监 测 和 调 控，
如制订相关的体育学科研 究 生 培 养 事 业 发 展 配 套 措 施、建 立 科 学 的 监
测体系等，及时进行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事业保障体系的调控。

信息是系统科学中的 重 要 概 念。信 息 反 映 了 任 何 系 统 在 时 间、空
间运动过程中所表现的 特 殊 程 度、组 织 程 度 或 有 序 程 度。体 育 学 科 研
究生培养事业发展过程中 的 许 多 失 误，很 大 程 度 上 属 于 信 息 失 误 造 成
的，科学决策的前提就是对信息的及时掌握和准确判断。信息不畅、信
息失实、信息偏少、信息失效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决策失误。

获取大量正确信息的前提是对系统的有效控制。一个有组织 的 系
统，能够根据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变化进行主动调整，从而克服系统的不
稳定 性，使 系 统 稳 定 地 保 持 或 达 到 某 种 预 期 状 态，这 个 过 程 被 称 为 控
制。因此，控制的 实 质 是 在 一 个 事 物 的 可 能 性 空 间 中，通 过 信 息 的 获
取、变化和处理进行定向选 择，以 达 到 控 制 条 件，使 事 物 向 预 定 目 标 转
化。控制作为一种作用和过 程，总 是 存 在 三 个 基 本 要 素：施 控 系 统，是
施加控制的作用者；受控系 统，是 接 受 控 制 的 被 作 用 者；以 及 将 作 用 由
施控系统传递到受控系统的传递者。控制就是施控系统通过某种信息
的传递和处理，发出控制指 令，调 整 受 控 系 统 的 行 为，使 之 稳 定 地 达 到
预定的目标状态。因此，保障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事业的可持续发 展，
其保障体系的运行过程需要进行有效的控制。

从社会学层面看，体育学 科 研 究 生 培 养 事 业 保 障 体 系 也 是 一 种 社
会制度，是人们在发展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事业过程中的规范体系，是
社会结构的组成 部 分，具 有 公 认 性、相 对 稳 定 性、系 统 性、强 制 性 等 特
征。保障体系与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事业可持续发展之间是手段和目
的的关系，保障体育学科研 究 生 培 养 事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过 程 是“保 证、
服务、适应、反馈与调控”的过程，使得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事业在获得
符合社会需求的同时，保障体系也得到了作用发挥和功能检测。

　　二、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事业可持续发展保障体系
的架构

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的社会环境体育研究生发展的效益体育研 究
生需求体育研究生供给加入路径内部管理过程成绩质量规模。体育学
科研究生的培养是人类 社 会 文 明、文 化 和 知 识 传 递 的 活 动。体 育 学 科
研究生培养过程遵循社会活动的一般秩序，即“开始－过程－结果”，体
现体育运动的一般表现，即“投 入－生 产－产 出”。但 影 响 体 育 学 科 研
究生培养的还与社会环境 息 息 相 关，社 会 环 境 要 素 影 响 着 体 育 学 科 研
究生培养的供需关系，影响着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的规模和质量，体现
出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 的 效 益 大 小。因 此，为 体 育 学 科 研 究 生 培 养 创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构建体育学科研究生可持续发展保障体系的基本
出发点。

构建体育学科研究生可持续发展保障体系所要保障的就是上 述 体
育学科研究生培养过程的 顺 利 进 行，亦 即 使 体 育 学 科 研 究 生 的 供 给 与
需求基本保持平衡的情况 下，保 证 体 育 学 科 研 究 生 培 养 的 规 模、结 构、
质量和效益的全面、协调发展。

体育研究生发展保障系统信息反馈提供保障保障系构成要素 保 障
体系要素含义体育研究生 事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制 定 规 划，整 合 资 源 确 立
阶段发展重点建立评价标准提高待遇，增强保障规模结构质量效益。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保障体系是一定时空关系下的网络结 构，具 有
纵横交织的格局特征，如纵向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横 向 可
从制度、资源、技术、服务等层面进行构建。先从纵向分析：我国 是 一 个
中央集权国家，保障体系的 构 建 必 须 由 代 表 国 家 意 志 的 体 育 研 究 生 管
理服务机构统筹规划、统 一 部 署、统 一 步 骤。这 样 可 以 举 全 国 之 力，具
备高号召力和高执行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可以办的事。比 如 国
家在进行保障体系的谋划时，首先考虑的是全国的形势，能够把体育 学
科研究生保障与社会其它 保 障 有 机 结 合 起 来 进 行 考 虑，能 够 根 据 社 会
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行体育 学 科 研 究 生 培 养 发 展 谋 划，更 能 够 从 社 会 公
平和协调发展的视野考虑到地方的发展差距以及如何在保障体系中进
行政策倾斜，从而可以在较短时间里有效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在国家体育学科研究 生 培 养 保 障 体 系 的 带 动 和 指 引 下，各 省、市、
校也会进行本地区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保障体系的构建。这样层层 分
解，形成一个“塔形”的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保障系统。

体育研究生发展的社会环境系统理论观念体系政策法规体系 组 织
管理体系资源配置体系技术与信息社会服务体系体育研究生事业可持
续发展文化观念 思 想 理 论 研 究 法 律 法 规，评 价 制 度，管 理 方 法 管 理 机
构、管理方法、管理效率人、财、物及其配置方式信息收集、分析、评 价 体
育研究生与社会的双向服务体育研究生发展保障体系要素。对体育 学
科研究生培养事业保障体 系 各 个 要 素 的 静 态 排 列，不 是 分 序 或 权 重 排
列，也并不能说明某个要素的重要与不重要，尽管在一定时期或具体 地
域内某个或某些要素的功 能 更 为 显 著，但 系 统 效 能 的 发 挥 是 诸 要 素 共
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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