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体看台A14
2024年12月17日 星期二

责编：孙友文 编辑：石明顺 美编：王艳 校对：彩华

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相关人
士表示，我国现行的运动员等级管理制
度是 1958年初创的，至今已有 60多年
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标准的“松”与

“紧”是相对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在
《标准》修订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曾经查
阅了2000年左右的《标准》，发现当时一
些项目的要求更加严苛。

据 竞 体 司 统 计 ，2021 年 至 2023

年，平均每年全国授予 5 个级别的等
级称号总量大约在 7.4万人次，而 2024
年迄今为止授予总量已达 9 万人次。
根据记者的了解，在近几年体育单招
录取人数总量增长有限的情况下，随
着一级和二级运动员等级称号授予数
量的增多，体育单招的录取率呈现逐
年下降的趋势，今年仅在 30％出头。
一方面，等级标准的提高的确会增加

获取运动员等级证书的难度；另一方
面，体育单招的录取率在未来可能会
有所回升。

竞体司相关人士表示，按照《办法》
要求，《标准》会以 4年为一个周期进行
调整，未来国家体育总局还会根据实际
情况继续进行动态调整，以符合时代发
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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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发布

取消运动员书面申请
调整为赛后公示授予等级称号

最新修订的《运动员技术等
级标准》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公
布，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标准》涉及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
的授予，而等级称号又与高校高
水平运动队招生和普通高校运动
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招生的报名资格相关，因此此次
修订颇受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和其
家长的关注。国家体育总局竞技
体育司相关人士日前接受了记者
专访，对与《标准》修订有关的事
项进行解读。

控量提质、严防造假

据相关人士介绍，本次《标准》
修订是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运动员技
术等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国家
体育总局不断加强和规范运动员
技术等级管理工作。由于运动员
技术等级制度与其他优惠政策挂
钩，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个别地方
出现了政策走样等问题，扰乱了
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秩序。为进
一步从制度上推动实现体育行业
风气根本好转，结合持续深入推
进落实中央巡视整改，坚决遏制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运动员技术
等级证书“掺水”“造假”问题，国
家体育总局对《办法》进行了全面
修订。新《办法》取消了运动员书
面申请、体育部门逐级审核等环
节，调整为赛后公示授予等级称
号，并在授予主体、等级标准、监
督检查、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了
大幅度调整。新《办法》将于 2025
年 1月 1日起施行，而《标准》是相
应的配套政策。

根据《办法》，等级称号分为 5
个等次，分别是：国际级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
员、三级运动员。《标准》修订之后，
业内人士普遍感觉获得等级称号
的难度明显提升。相关人士表示，
这次修订坚持导向鲜明、统筹兼
顾、从严从紧的基本原则，突出运
动员技术等级制度鼓励运动员刻
苦训练、顽强拼搏、不断提高运动
技术水平和竞技成绩的根本目
标。修订体现了适当控制数量、提
高质量的导向，在可以授予等级称
号的赛事中，调整、删除了一些过
去水分比较大、管理比较混乱的赛
事，其目的是让那些真正优秀的运
动员获得等级称号，尽量控制和防
止“搭车”“混证”的情况。

由于足球项目的运动员技术等级
标准由中国足球协会单独制定公布，这
次修订后的《标准》未包括足球项目。
篮球和排球在可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
称号的赛事数量和组别数量上，明显高
于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与此同时，与以
往集体球类项目主要以球队成绩作为
授予等级称号的依据不同，修订后的

《标准》更加细化了对运动员个人技术
水平的要求，如明确规定“未上场比赛
运动员不得授予等级称号”，并结合不
同项目实际，将上场时间、技术统计、体
能测试等列入授予等级称号的必要条
件。此外，在乒乓球、羽毛球、棋类等项

目中，将运动员在团体比赛中的个人出
场率、胜率、胜场数等列入授予团体项
目等级称号的必要条件。相关人士表
示，以往在一些集体球类和个人项目的
团体赛中，的确出现过水平没有那么高
的选手“搭车”拿证的情况，这次的修订
是有针对性的。

据相关人士介绍，这次的修订充分
考虑了不同项目的竞技水平、赛事体
系、发展趋势和普及推广等因素，分类
管理、精准施策，对《标准》涉及的赛事、
组别、小项、成绩等进行整体把握和统
筹调控。国家体育总局对于“三大球”
振兴高度重视，中国足球协会在等级称

号的授予、等级标准制定等方面已经有
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这次的修订对篮
球和排球项目也做了适当的倾斜，体现
了较大的支持力度。

根据《标准》，新创办的全国青少年
三大球运动会也被列入可以授予一级
运动员等级称号的篮球和排球赛事名
录。考虑到《标准》明年1月1日正式实
施，而首届三大球运动会在今年11月已
经举行，国家体育总局作出相关安排，
印发了《体育总局关于公布第一届全国
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篮球、排球项目运
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通知》，有关三大
球运动会的政策将提前生效。

据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统计，相比
2021年发布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修订后的《标准》大幅缩减了教育系统
全国性评级赛事的数量。其中，中学全
国性评级赛事由原来的 20个大项减少
为 17个大项，大学评级赛事从 51个大
项缩减为28个大项。

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相关人
士表示，评级赛事数量减少是这次《标
准》调整的整体特点，而推动体教融合高
质量发展尤其是赛事融合是这次调整的
出发点之一。从目前情况看，体育系统
和教育系统的赛事还有一部分在参赛资
格、运动员注册方面存在壁垒，部分教育

系统赛事水平不高或者办赛不够规范。
这次的调整希望从源头破除体教壁垒，
整合优势资源，完善和规范青少年和学
生体育赛事体系。从方向上来讲，修订
后的《标准》更倾向于将体育和教育系统
共同主办、具有较高竞技水平的重大赛
事列入《标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义务
教育、高中和大学阶段学生体育赛事由
教育、体育部门共同组织”，“职业化的青
少年体育赛事由各单项协会主办、教育
部学生体协配合”，而《标准》的导向与这
样的工作要求是一致的。

据相关人士介绍，在全国比赛方面，

此次修订共涉及79个项目，有57个在青
少年和学生群体中开展较好的项目将体
育和教育系统共同主办、具有较高竞技
水平的重大赛事列入《标准》，这有利于
进一步整合体育、教育系统高水平比赛，
让青少年竞技体育人才在同一平台比
拼，不断充实和拓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选拔渠道。省级比赛方面，修订之后的
相应表述为“可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称
号的省级比赛应当为省级人民政府、体
育行政部门主办或共同主办比赛”，这是
为了支持和推动地方体育、教育部门深
度融合发展，促进青少年体育赛事竞技
水平、等级称号“含金量”不断提高。

更精准地扶持“三大球”

深化体教融合、推动赛事融合

体育单招录取率或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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