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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 叶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八大体系建设行动计划曳袁从推广尧教学尧竞赛尧科研与体

制建设等方面对校园足球发展做出更为清晰具体的政策规

划遥 顶层设计下的校园足球政策体系经过近十年的发展逐步

迈向成熟化与健全化遥 但随着第二个校园足球五年发展的结

束咱员暂袁政策红利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势能逐步缩小和弱化袁进

入后校园足球时代的政策工具出现政策执行机制不畅咱圆暂尧政策

工具类型使用失衡咱猿暂尧政策制定主体协同度不足咱源暂等问题遥 反

思校园足球政策问题的本质袁 正是因为在政策选择过程中未

能对已有校园足球政策做出切实客观的量化评价袁 导致在校

园足球政策制定中对指标层面的规划出现偏差与缺失遥 校园

足球与时俱进的归纳梳理与量化评价是关系到体制改革与制

度创新成效以及政策目标实现程度的关键咱缘暂遥 而 PMC 指数模

型能够通过对政策文本评价指标地选取与计算袁 准确的对已

有政策文本进行结构性分析袁 抓寻政策文本内外部属性的缺

失袁进而完成对后续政策制定与选择的短板补全与程序优化遥
因此袁从我国校园足球政策选择轨迹出发袁通过建立 PMC 指

数模型分析顶层设计在校园足球改革发展过程中所制定的阶

段性政策目标及采取的差异化策略袁 探寻政策文本中出现的

指标偏差与缺失袁探索与时俱进的政策优化路径袁这是体教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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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国校园足球政策量化评价的变量设计

编号 一级变量 编号 二级变量 编号 二级变量 来源或依据

X1 政策性质
X1:1
X1:3
X1:5

预测
建议
描述

X1:2
X1:4
X1:6

监管
支持
诊断

基于于文谦等渊2021冤修改

X2 政策时效
X2:1
X2:3

长期渊＞8年冤
短期渊＜5年冤

X2:2
X2:4

中期渊5～8年冤 基于程美超等渊2021冤修改

X3 政策功能
X3:1
X3:3

引导
分配

X3:2
X3:4

调控
监制

基于谢明(2015)著作
修改

X4 激励约束
X4:1
X4:3
X4:5

财务投入
法律法规
人才培养

X4:2
X4:4
X4:6

税收优惠
金融支持
政府扶持

基于王大鹏等渊2020冤修改

X5 政策类型
X5:1
X5:3

供给型
环境型

X5:2 需求型 基于部义锋等渊2020冤修改

X6 政策评价
X6:1
X6:3

目标明确
权责清晰

X6:2
X6:4

依据充分
方案科学

基于程美超等渊2021冤修改

X7 政策受体 X7:1 全国型 X7:2 区域型 基于邱林等渊2021冤修改

X8 政策领域
X8:1
X8:3
X8:5

培训管理
文化普及
学训改革

X8:2
X8:4
X8:6

保障体系
联赛运营
社会探索

基于王大鹏等渊2020冤尧
游松辉渊2021冤等修改

X9 参与对象
X9:1
X9:3

政府
社会

X9:2 学校
基于秦旸等渊2020冤

修改

合新背景下学校体育制度改革的需要袁 也是校园足球第 3 个

五年规划政策有效制定选择与制度改革创新的关键遥
1 数据来源

以在教育部官网可查的校园足球政策年份为起点袁 选择

国家级的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袁以国务院政策文件库尧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等官方网站为资源库袁 以 野足
球冶野校园足球冶 搜索国务院政策文件库相关政策文件的关键

词搜索方式和以遍览教育部历年来校园足球相关政策的历史

回溯搜索方式检索校园足球相关政策文本并进行无关或重复

文献剔除后袁从全面性尧代表性与可比性的筛选原则出发在 57
项校园足球相关政策文本中筛选出 8 项政策文本用于本文的

研究渊见表 1冤遥
2 我国校园足球政策量化的 PMC 指数模型
构建

PMC 指数模型是在 Omnia Mobilis 假说思想基础上由

Ruiz Estrada咱远暂等人提出的一种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的模

型袁 它的工作机理是通过使用二进制对不设个数与权重限制

的变量进行 0-1 的赋值来量化袁 进而有效分析出某一类政策

模型的一致性水平袁直观的体现某项政策的优劣势袁为后续政

策选择与完善提供参考依据遥 建立 PMC 指数模型需要以下 4
个步骤院1冤 变量分类与参数确认曰2冤 建立多投入产出表曰3冤
PMC 指数计算曰4冤PMC 曲面构建遥
2.1 变量分类与参数确认

本文为对我国校园足球政策做出更具针对性的评价袁首先

通过对政策工具领域的交叉学科文献查阅和对校园足球专家

学者进行访谈的综合研判后选取评价指标遥其次采用德尔菲法

选取教育部体卫艺司尧体育学尧教育学尧管理学与心理学等领域

具有 10 年以上研究与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 18 人袁对预设的评

价指标进行评议渊非常合理尧合理尧一般尧不合理尧非常不合理冤遥
通过对第一轮的专家评议意见对评价指标进行修改与完善后袁
参照李克特量表渊非常重要尧重要尧一般尧不重要尧非常不重要冤
邀请专家对评价指标进行第二轮评定遥 经过 2 轮专家评判袁最
终在确保专家权威性系数和问卷信效度较高的基础上袁确定 9
个一级变量和 37 个二级变量的指标评价体系渊见表 2冤遥

表 1 我国校园足球政策文本

政策代码 政策名称 发文机构 发布日期

P1 叶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曳 国务院办公厅 2015.03.16

P2 叶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曳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6部门 2015.07.27

P3 叶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指南渊试行冤曳 教育部办公厅 2016.06.30

P4
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尧

试点县渊区冤工作的指导意见曳 教育部办公厅 2017.02.17

P5 叶关于同意设立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的函曳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09.29

P6 叶关于做好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尧试点县渊区冤创建渊2018要2025冤的通知曳 教育部办公厅 2018.03.20

P7
叶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基本要求渊试行冤曳
叶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渊区冤基本要求渊试行冤曳 教育部办公厅 2018.08.14

P8 叶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八大体系建设行动计划曳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7部门 2020.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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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MC曲面构建

PMC 曲面能够直观反映出校园足球政策 PMC 指数模型的

评估结果袁能够更加清晰地洞悉校园足球各项政策的优劣咱怨暂遥所
以以上述计算出的 PMC 指数为基础构建 PMC 曲面遥 本研究

中校园足球政策评价一级变量为 9 项袁具体计算如公式(5)所
示遥

各项政策的 PMC 曲面模型如图 1 所示遥

PMC=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渊5冤

3 PMC 曲面模型评价分析

本研究根据对我国历年来发布的各项校园足球政策文本

进行变量分类及参数确认基础上建立涵盖一级变量与二级变

量的多投入产出表袁 通过代入 PMC 指数计算公式后构建出 8

2.2 建立多投入产出表

多投入产出表由若干一级变量和不限个数二级变量组

成袁 能够通过多维度的变量来对单个变量进行量化以及存储

的数据分析框架咱苑暂遥通过本文在上述研究中确定的一级指标和

二级指标建立多投入产出表袁 有利于后续研究中对于校园足

球政策的评价进行系统科学的衡量渊见表 3冤遥
表 3 我国校园足球政策多投入产出表

2.3 PMC指数计算
根据计算方法咱6暂袁将 PMC 指数计算分为 4 步:1冤将一尧二

级变量填充到表 2 当中遥 2冤按照公式渊1冤和渊2冤计算二级变量

值袁因为二级变量服从[0袁1]分布袁所以对校园足球政策中的二

级变量进行 0 或 1 的赋值袁 具体操作为当某二级变量信息被

对应的政策文本主题体现时对其赋值为 1袁否则就赋值为 0咱8暂遥
3冤依据公式渊3冤计算校园足球政策的一级变量值遥 4冤将校园足

球政策每个的一级变量值按照公式(4)加总计算出 PMC 指数遥
- 咱园袁员暂 渊员冤
越喳 院咱园耀员暂札 渊圆冤
渊

=1
移 tj渊 冤 冤t=1袁2袁3袁4袁5袁6袁7袁8袁9噎 渊3冤

算式渊3冤中 t 为一级变量袁j 为二级变量

PMC=
1渊

6

= 1
移 16 冤+ 2渊

4

= 1
移 24 冤+ 3渊

4

= 1
移 34 冤+

4渊
6

= 1
移 46 冤+ 5渊

4

= 1
移 54 冤+ 6渊

4

= 1
移 64 冤+

7渊
2

= 1
移 72 冤+ 8渊

4

= 1
移 84 冤+ 9渊

3

= 1
移 93 冤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渊4冤

将多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代入公式中计算各项校园足球

政策的 PMC 指数袁并将 PMC 指数模型咱远暂的评级标准对待评政

策逐一的进行量化评价遥 鉴于校园足球政策颁布机构的性质

和政策施行的影响力袁 将评价标准设置为:7耀8 分 (优秀)尧6耀7
分(良好)尧5耀6 分(可接受)遥 详见表 4尧表 5遥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1曰X1:2曰X1:3曰X1:4曰X1:5曰X1:6

X2:1曰X2:2曰X2:3
X3:1曰X3:2曰X3:3曰X3:4

X4:1曰X4:2曰X4:3曰X4:4曰X4:5曰X4:6

X5:1曰X5:2曰X5:3
X6:1曰X6:2曰X6:3曰X6:4

X7:1曰X7:2
X8:1曰X8:2曰X8:3曰X8:4曰X8:5曰X8:6

X9:1曰X9:2曰X9:3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表 4 我国校园足球政策的 PMC指数

表 5 校园足球政策 PMC指数得分统计

X1 政策性质

X2 政策时效

X3 政策功能

X4 激励约束

X5 政策类型

X6 政策评价

X7 政策受体

X8 政策领域

X9 参与对象

PMC 指数

0.89

1.00

0.94

0.82

0.94

0.95

0.96

0.90

1.00

8.40

P1

0.78

0.80

0.82

0.81

0.84

0.84

0.86

0.79

1.00

7.54

P2 P3

0.81

0.80

0.75

0.64

0.75

0.87

0.78

0.62

0.66

6.68

P4

0.76

0.75

0.80

0.72

0.82

0.85

0.63

0.68

1.00

7.01

P5

0.68

0.70

0.70

0.64

0.70

0.83

0.68

0.71

1.00

6.64

P6 P7 P8 均值

0.72

0.50

0.80

0.72

0.80

0.83

0.63

0.68

0.66

6.34

0.82

0.80

0.75

0.74

0.84

0.78

0.69

0.73

1.00

7.15

0.91

1.00

0.96

0.83

0.94

0.95

0.93

1.00

1.00

8.52

0.796

0.794

0.815

0.744

0.829

0.863

0.770

0.764

0.915

P1

P2

P3

P4

8.40

7.54

6.68

7.01

政策名称 PMC 指数得分

优秀

优秀

良好

优秀

级别 政策名称

P5

P6

P7

P8

PMC 指数得分

6.64

6.34

7.15

8.52

级别

良好

良好

优秀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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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顶层设计层面的校园足球政策 PMC 指数模型袁 通过对此 8
项政策的一级指标评分与平均分进行比较袁 或通过对比分析

各项政策的 PMC 指数袁以此来量化评价历年来各项校园足球

政策袁进而提出政策优化路径遥
3.1 校园足球政策各一级变量得分与其均值得分

对比分析
在 X1 政策性质中袁各项政策均值得分为 0.796袁有 3 项政

策渊P1尧P2尧P8冤大于平均分袁5 项政策渊P3尧P4尧P5尧P6尧P7冤小于

平均分袁通过对各项政策的政策性质进行分析袁发现主要是由

于现阶段我国校园足球政策仍存在定位单一的问题袁 在政策

制定过程中袁侧重于单一性质的政策目标实现或者计划调整袁
对于政策工具组合与政策目标的多元定位仍存在不足袁 不能

够在预测尧监管尧建议等 6 个方面全面覆盖或者通盘考虑校园

足球政策性质袁 政策性质评分不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政策

执行的效率与效果咱员园暂遥
在 X2 政策时效中袁各项政策均值得分为 0.794袁有 5 项政

策渊P1尧P2尧P3尧P7尧P8冤大于平均分袁3 项政策渊P4尧P5尧P6冤小于

平均分袁其中 1 项政策渊P6冤最小袁通过对各项政策的时效进行

分析发现 P6 政策效力为七年袁说明了所选取的此 8 项纲领性

政策对于我国校园足球的改革与建设均具有较长时间的政策

效力袁 能够为校园足球具体政策的制定与阶段性目标的实现

提供政策坐标遥 通过对此 8 项政策文本进行综合性分析袁则在

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长期规划布局尧中
期调整改进尧短期定点发展的校园足球政策体系咱员员暂遥

在 X3 政策功能中袁各项政策均值得分为 0.815袁有 3 项政

策渊P1尧P2尧P8冤大于平均分袁5 项政策渊P3尧P4尧P5尧P6尧P7冤小于

平均分袁通过对各项政策文本的政策功能进行分析袁发现其主

要是由于在各项校园足球政策设计过程中袁 未能对政策功能

的多元性进行充分地优化组合袁在引导尧调控尧分配尧与监制中

出现政策功能的单一性或偏移性袁 或者是未能够充分考虑到

政策执行主体的协同以及政策之间的协同效果袁 导致部门之

间或者政策之间的利益博弈或钳制等现象咱员圆暂遥
在 X4 激励约束中袁各项政策均值得分为 0.744袁有 3 项政

策渊P1尧P2尧P8冤大于平均分袁5 项政策渊P3尧P4尧P5尧P6尧P7冤小于

平均分袁通过对各项政策的激励约束功能进行分析袁主要是由

于我国校园足球的政策在制定过程中袁尚未完成对财务投入尧
税收优惠尧法律法规等激励约束机制的细化工作袁具体表现为

财务投入分配不均导致的地域发展失衡尧 税收优惠力度不足

导致的社会积极性不足尧 法律法规建设存在漏洞与缺陷导致

的民事纠纷袁 人才培养管理混乱导致的资源浪费等现象严重

制约了我国校园足球的发展遥 在财务投入尧法律法规尧人才培

养以及政府扶持等方面存在的欠缺或失衡成为我国校园足球

激励约束层面的症结咱员猿暂遥
在 X5 政策类型中袁各项政策均值得分为 0.829袁有 4 项政

策渊P1尧P2尧P7尧P8冤大于平均分袁4 项政策渊P3尧P4尧P5尧P6冤小于

平均分袁通过对各项政策的类型进行分析袁发现政策类型的失

分项在于校园足球政策制定过程中对于我国校园足球资源供

给与校园足球发展需求等方面未能够建立起高度统一的对应

协调关系袁 其次资源供给与发展需求中也未能明确规划对于

校园足球环境地建设与营造袁 政策类型未能建立起高度有效

的协同机制袁 导致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执行偏差或政策博

弈等现象遥
在 X6 政策评价中袁各项政策均值得分为 0.863袁有 3 项政

策渊P1尧P3尧P8冤大于平均分袁5 项政策渊P2尧P4尧P5尧P6尧P7冤小于

平均分袁通过对各项政策进行政策评价分析袁认为导致此种现

象出现的原因之一是 P1 与 P8 作为顶层设计与长期战略规划

布局的政策评分过高袁 拉高了整体平均分遥 当然根据目标明

确尧依据充分尧权责清晰尧方案科学等指标对校园足球政策评

价所反映出的政策设计过程与结果尚不完美袁 更是评价分数

较低的主要原因袁 而造成此种现象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在

政策制定过程中袁未能建立有效的政策评估体系袁不能准确定

位政策在校园足球发展实际状况中的作用与效力袁 导致其政

策选择效率下降遥
在 X7 政策受体中袁各项政策均值得分为 0.770袁有 4 项政

策渊P1尧P2尧P3尧P8冤大于平均分袁4 项政策渊P4尧P5尧P6尧P7冤小于

平均分袁通过对各项政策受体进行分析袁认为此 8 项政策在政

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袁 均能够在全国校园足球与足球特色校

园领域内给与发展指导袁开辟政策红利空间袁促进我国校园足

球整体工作的开展遥 我国的校园足球政策体系也已确定了区

域优势发展与全国统一促进的校园足球发展战略袁 在全国与

区域两个层面颁布针对性的政策袁 整体促进我国校园足球水

平的提升遥
在 X8 政策领域中袁各项政策均值得分为 0.764袁有 3 项政

策渊P1尧P2尧P8冤大于平均分袁5 项政策渊P3尧P4尧P5尧P6尧P7冤小于

平均分袁通过对各项政策的涉及领域进行分析袁发现主要失分

项是由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袁 未能够对政策目标进行多元化

的定位袁对于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不够袁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校园足球政策的质量与效力遥 其次袁我国校园足球经过十余

年的蓄势发展袁在政策规划下对于培训管理尧保障体系文化普

图 1 各项政策 PMC曲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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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与联赛运营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袁 校园足球水平日益提

高遥 但野双减冶政策为学训改革提出了新的难题袁破解学训矛盾

成为现阶段顶层设计层面继续解决的问题遥 此外袁政策设计层

面对于校园足球社会探索的力度仍不够袁缺乏政府尧校园与社

会的广泛联动袁这是校园足球政策设计上存在的缺陷与不足遥
在 X9 参与对象中袁各项政策均值得分为 0.915袁有 6 项政

策渊P1尧P2尧P4尧P5尧P7尧P8冤大于平均分袁2 项政策渊P3尧P6冤小于

平均分袁通过对各项政策的参与对象分析袁参与对象分值普遍

较高袁 表明了此 8 项校园足球政策在设计过程中能够充分的

将政府尧 学校与社会纳入进来袁 谋划实现三者之间的联动效

应遥 也证明了我国校园足球地开展与推广是政府尧学校尧社会

等多方主体参与的社会性事业袁 而不仅仅是只发生在校园里

的体育运动遥 P3 与 P6 的失分项是由于此两项政策是政府针

对于学校校园足球教学与推广活动而制定的政策遥
3.2 校园足球各项政策得分对比分析

根据各项政策的 PMC 指数对其进行排序袁可得出近些年

我国校园足球政策评分为 P8跃P1跃P2跃P7跃P4跃P3跃P5跃P6遥 通过

对各项政策内部的二级变量进行分析发现袁 各项政策导致失

分的变量指标不尽相同袁 其中的主要薄弱环节主要集中于激

励约束尧政策领域等处遥
分析激励约束变量发现主要问题是由于我国校园足球政

策在制定过程中对激励约束内部的财务投入尧税收优惠尧法律

法规等各项二级指标设计不合理袁出现财务投入尧法律法规尧人
才培养以及政府扶持等方面的欠缺或失衡等现象遥这结果也与

上文一级变量与均值对比分析中对于激励约束层面的分析结

果交叉验证袁证明了在激励约束变量中确实存在的政策目标定

位单一与不足等问题遥 分析政策领域变量发现除 P1 与 P8 这

两项顶层设计层面的战略规划政策外袁 其他各项评分均不高袁
这说明了在校园足球政策规划中缺少政策工具组合与政策协

同袁多数的政策制定仍存在局限思维或定位单一等现象袁不能

够兼顾校园足球政策领域中培训管理尧保障体系尧文化普及等

参与主体的协调均衡发展遥这一结论也与上文一级变量与均值

对比分析中政策性质与政策领域的研究结论实现了交叉验证遥
总体来说袁历年来我国校园足球所发布的政策有 5 项处于

优秀级别袁3 项处于良好级别袁 但在政策选择与制定中仍存在

政策工具定位单一下的优化组合不足尧政策资源供求矛盾下的

管理机制细化不足尧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执行主体博弈与配套协

同不足尧政策评估体系缺失下的政策选择效率不高等问题遥
4 我国校园足球政策的路径优化

4.1 推进政策目标多元定位袁优化政策工具组合

政策问题解决所要达到的目标往往不是单一的袁 而是多

重性尧多层次的袁目标之间也会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矛盾咱员源暂遥 我

国校园足球的开展是教体等多部门地联合行动袁 教育系统发

展校园足球的目标在于推动学校体育改革袁 促进体教深度融

合袁而体育系统则希望建立优秀的校园足球人才培养体系袁决
策部门之间目标诉求不同导致的政策博弈和冲突严重阻碍校

园足球发展咱员缘暂遥 所以校园足球政策制定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各

部门职能驱动下的价值矛盾和政策目标差异矛盾遥 长远规划

来看袁多部门之间的目标与利益诉求是趋于一致的袁而这也是

谋求多部门协同办公袁推进政策目标设计多元定位的基础遥 通

过 PMC 指数模型赋值发现我国校园足球在发展中存在政策

工具定位单一下的优化组合不足的问题袁 是由于体教融合新

形势下的学校体育改革工作袁 校园足球已然显现出政策红利

空间压缩尧后期增长乏力等问题遥 所以袁校园足球政策目标定

位不能局限于某一方面袁 应当正视时代变化下的政策目标多

元化演进趋势袁 形成政策选择流程的程序化和选择效率的螺

旋式上升化院1冤完善以学期和学年为单位的国家尧省尧市尧县
渊区冤尧学校五级校园足球发展工作定期汇报制度袁并对校园足

球发展工作的阶段性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进行及时汇总与评

估曰2冤对国家体育总局尧教育部尧中国足协等就校园足球发展

进行广泛的意见与诉求收集曰3冤 根据上述过程搜集的材料及

时与适时的对政策工具进行优化排列与组合袁 并在发布前以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牵头袁联合教尧体尧卫尧住建

等部门对该政策进行推演与调整袁 切实推进校园足球政策目

标的多重定位与多向发展袁落实政策选择中各方利益与诉求曰
4冤落实国家尧省尧市尧县渊区冤尧学校的五级政策执行体系袁推进

校园足球政策地贯彻执行袁并衔接政策选择的第一步袁根据校

园足球政策执行评估体系与校园足球定期汇报制度对下一轮

政策制定与选择提供优化路径和针对性建议遥
4.2 加强政策资源投入袁细化激励约束机制

P8 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叶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八大

体系建设行动计划曳的通知中提出院鼓励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等多种方式加大校园足球发展的力度袁 同时也提出完善校

园足球监督管理体系调动校园足球工作的积极性咱员远暂遥 但政策

资源供求矛盾下的管理机制细化不足导致地域环境尧 经济基

础尧校园足球文化建设等差异较大袁尤其是对于西部地区的校

园足球工作开展来说袁仍旧存在着经费紧张尧场地欠缺尧校园

足球环境建设缓慢等难题咱员苑暂遥 因此袁建议院1冤加大中央财政在

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扶持和落后地区的重点倾斜力度袁 设立中

央与地方各级的校园足球专项经费袁 并对落后地区进行专项

财政补贴袁在全国范围内加强税收优惠尧金融支持尧财务投入

和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政策资源投入袁 持续高效的推进校

园足球在全国内的开展工作曰2冤 在全国各省市对口帮扶基础

上规划点对点校园足球帮扶计划袁 设立东西部优秀教练员定

期帮扶制度袁搭建东西部校园足球资源互通与信息共享桥梁袁
增强东西部校园足球发展横动曰3冤整合校内外足球培训资源袁
降低球员成才成本袁 增强校园足球与校外青训营以及职业俱

乐部梯队联系袁打通球员人才晋升渠道袁增强校园足球的社会

支持探索力度与校社联动力度曰4冤 完善优秀外籍教练员引进

制度袁设立考核标准与执教标准袁优化合同细节袁杜绝野拍拍屁

股走人冶野撂挑子不干冶等恶劣现象曰5冤加强校园足球相关法律

法规建设袁 通过健全校园足球意外伤害风险规避与责任追究

和赔偿体系尧建立校园足球政策执行追责制度袁杜绝不作为乱

作为现象尧建立以家尧校尧社为主体的校园足球长效监督机制

等袁 细化激励约束双向机制坚持校园足球政策的宏观把控与

微观调整齐头并进遥
4.3 加强主体协同与政策协同袁深化政策执行效果

校园足球工作是一个涉及教育尧体育尧社会支持等多方面

因素的庞杂工程袁而随着近些年校园足球政策的发展袁逐渐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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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多部门联合发文共同参与校园足球建设的局面袁但在政策执

行过程中由于执行主体博弈与配套协同不足袁而出现的计划与

目标不对称尧政策类型不匹配尧不均等现象也是由于多部门联

合办公的非理想化效果咱员愿暂遥 2014要2021 年教育部等部门针对

校园足球教学尧竞赛师资等方面发布叶关于加强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尧试点县渊区冤工作的指导意见曳等具体性政

策达 47 项袁校园足球政策体系建设成果显著遥但相关部门缺乏

统筹以至于政策掣肘与博弈等现象时有发生袁如教练员培训与

教师培训脱钩造成的培训资源浪费尧裁判员培训晋升与地方足

协的注册管理脱钩造成的人才资源浪费等现象遥随着校园足球

战略规划与体教深度融合地不断推进袁教体等多部门联合作战

已成为必然遥加强主体协同能够通过多方主体间的沟通交流减

少或避免校园足球在政策选择与执行层面出现的资源供给不

足或浪费问题袁而加强政策协同袁促进校园足球相关配套政策

落地袁更是完善校园足球政策体系袁促进校园足球主政策高效

执行和强化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遥 所以袁应突出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在校园足球发展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和领

导地位袁对涉及足球场地建设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下关乎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进行成

员扩充和部门精进袁 建立由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

组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组成的定期校园

足球工作汇报制度和政策制定与发布前的通气会袁尤其是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下袁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袁在小组领

导下统筹协调各部门发展需求袁 充分考虑各方利益与诉求袁加
强政策协同作用袁切实推进政策地平稳落地与高效执行遥
4.4 完善政策评估体系袁强化政策选择效率

校园足球政策制定的成功与否不仅体现顶层设计精准施

政的程度袁也体现基层单位领悟执行的效果袁而对于施政程度

和执行效果的量化研究就需要一个科学的政策评估体系来支

撑咱员怨暂遥 学术上有关于校园足球政策的研究多数聚焦于政策制

定与执行效果分析上袁 忽略了对于校园足球政策评估体系的

研究袁 实践上有关于校园足球政策的选择多数关注于师资培

训尧学生培养或教学改革上袁缺少对于政策科学评估体系下的

校园足球政策设计反馈袁 才导致了进入新时期的校园足球出

现政策红利空间缩减尧发展势头减弱等现象遥 所以袁建议成立

以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牵头袁 各级足协与校园

足球主管部门为成员的校园足球政策执行效果综合研判小

组袁设立由家尧校尧师尧生尧社尧政等六元主体组成的政策执行效

果上行反馈渠道和国家尧省尧市尧县渊区冤尧学校五级单位组成的

政策执行目标下行输送渠道袁 构建以学期和学年为基本单位

的上行和下行周期反馈制度袁 通过对校园足球多元参与主体

的主观反馈袁对比政策设计目标袁对校园足球政策执行效果情

况进行综合审视与判定袁能够形成政策评估闭环袁完善政策评

估体系袁能够在准确切中时弊尧把握发展规律尧提高决策效率

的基础上完成校园足球政策的制定与选择遥
5 结语

校园足球政策的量化评价是一个组织串联尧 信息交叉的

复杂过程遥 其量化评价结果对于校园足球后续政策的制定与

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遥 以历年来发布的 8 项校园足

球政策为研究对象袁 通过变量分类与参数确认构建了涵盖 9
个一级变量和 38 个二级变量的政策量化评价体系袁 并通过

PMC 指数计算完成政策模型构建袁 分析不同时期内的校园足

球政策所制定的阶段性政策目标和差异化策略袁 探寻政策文

本中的指标偏差与缺失袁 进而提出与时俱进的校园足球政策

优化路径袁 推进体教深度融合新形势下学校体育制度改革与

校园足球政策体系完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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