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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帆船运动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厦门市为例

王　 惠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体育教学部，福建 漳州 ３６３１０５）

摘　 要：文章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等方法，调研厦门市高校帆船运动的发展现状，梳理发展脉络，探索

可持续发展机制。 研究表明：厦门市高校帆船运动始于 ２００９ 年，帆船协会开设培训班，培养了帆船师资，为帆船运动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海峡两岸高校帆船赛的创办，加速了厦门市高校帆船运动的发展。 厦门市高校帆船运动竞技成

绩优异，在两大高校帆船赛事中屡创佳绩；厦门市高校拥有的场地、器材等帆船资源不少，但依然制约着高校帆船运

动的发展。 厦门市高校可采用帆船运动资源供给侧改革、校企合作、引进帆船培训体系、形成安全保障体系、开展帆船

进校园活动等措施，促进大学生了解海洋，走向海洋，形成海洋意识，推动高校帆船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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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是国际知名的旅游城市，２０１７ 年共接待国

内外游客 ７ ８００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１ １６０ 亿元人民

币［１］。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帆船旅游市场的发

展，旅游 ＋ 帆船的发展模式初步形成。 中国俱乐部

杯、海峡杯等帆船赛已发展为重要的赛事，赛事也推

动了高校帆船运动的发展。 ２００９ 年，厦门市高校（是
指办学地点位于厦门市辖范围内的部属、省属、市属

和注册地点在厦门市的普通高等院校）开始开展帆

船运动，经过十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一部分高

校帆船运动发展较好，带动地区、甚至全国高校帆船

运动的发展。 例如，厦门大学在国内外赛场斩获诸多

荣誉，先后共获得 ５ 次海峡两岸高校帆船赛冠军，
２０１１ 年代表中国参加第 ３１ 届世界大学生帆船赛（法
国），２０１６ 年参加第八届大学生帆船世界锦标赛（澳
大利亚）获第八名，将中国大学生帆船运动推向世

界。 另一部分高校坚持开展帆船运动，发展现状和竞

技成绩中规中矩。 还有一部分高校已放弃帆船运动，
出现不可持续发展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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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设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目标之一，可持续发展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目

标之一。 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顺应时代的发展，我国

体育选择了可持续发展之路。 体育可持续发展是指

人们能动地调控“自然—经济—社会”等要素的协

调，通过公平拥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和机会，保持

和促进体育资源持续利用，通过体育资源的持续利用

推动体育活动的开展，由此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２］。 保持和促进帆船资源的持续利

用，可推动高校帆船运动健康发展。 基于此，为推动厦

门市高校帆船运动的发展，对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厘清

发展脉络，探索帆船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势在必行，
以期为我国高校帆船运动发展提供参考。

１　 厦门市高校帆船运动的发展脉络

厦门市高校开展帆船运动始于帆船培训，由于帆船

赛事的开展得以普及并形成热潮，赛事推动了高校帆船

运动的发展。
１． １　 高校帆船运动培训班

２００９ 年，在厦门市政府的推动下，帆船协会开设

培训班。 ７ 所高校参加培训，课程内容包括航海知识

理论、帆船实操技能，培养了一批舵手和水手。 随后

各高校陆续组建帆船队，购置帆船等器材，开展帆船

训练和体验活动。 ２０１１ 年，帆船协会举办第二期高

校帆船培训班，又有 ５ 所高校参加培训。 至此，先后

有 １２ 所高校参加帆船培训班的学习。 帆船运动培训

班普及帆船知识技能，传播帆船文化、海洋文化。 例

如，厦门大学大力发展帆船运动，组建帆船队，成立帆

船协会，开设帆船课程，发起成立中国大学生体育协

会海上运动分会，创办中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推动

了中国大学生帆船运动的发展。
１． ２　 海峡两岸高校帆船赛

２０１１ 年，厦门创办海峡两岸高校帆船赛，首届赛

事有来自厦门市和台湾地区的 １５ 所高校 １９ 支帆船

队参加。 赛事促进了海峡两岸高校的交流，增进了大

学生的友谊。 厦门直航金门，开创了海峡两岸大学生

的破冰之航，具有重大意义。 为备战海峡两岸高校帆

船赛，各高校帆船队保持常规训练。 帆船协会开展体

验活动，吸引众多学生参与，扩大了普及面，拓宽了选

材范围。 ２０１１ 年首届海峡两岸高校帆船赛，仅有厦

门市和台湾地区的高校参赛，２０１６ 年第六届海峡两

岸高校帆船赛，共有海峡两岸 ９ 个省市、地区的高校

参赛，其中不乏内陆省市高校。 ２０１３ 年，厦门在举办

海峡两岸高校帆船赛的同时，还举办泛太平洋大学生

帆船邀请赛，海峡两岸高校帆船赛也由一个国内区域

性的赛事，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学生帆船赛事。

２　 厦门市高校帆船运动发展现状分析

２． １　 竞技成绩

厦门开展帆船运动的高校有厦门大学、华侨大学、
集美大学、厦门理工学院、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厦门医学

院、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华厦学院、厦门海洋职业学

院、厦门南洋学院、厦门工学院、厦门兴才学院，共 １２
所［３］。 各高校都组建了帆船队，部分高校帆船队常年保

持训练，年度参赛次数在 １０ 次以上。 其中厦门大学、厦
门城市职业学院帆船队成绩突出，厦门大学 ５ 次获得海

峡两岸高校帆船赛冠军，厦门城市职业学院获得第二届

海峡两岸高校帆船赛冠军。 厦门高校在历届海峡两岸

高校帆船赛上，共获 ６ 金、３ 银、４ 铜的好成绩（表 １）。

表 １　 海峡两岸高校帆船赛奖牌统计一览表

届数 金牌 银牌 铜牌

第一届 厦门大学 集美大学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第二届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厦门大学 集美大学

第三届 厦门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第四届 厦门大学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青岛科技大学

第五届 厦门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第六届 厦门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海军工程大学

合计（厦门高校） ６ ３ ４

　 　 资料来源：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海上运动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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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是国内影响力最大、参赛

高校数量最多的大学生帆船赛事，历届比赛中厦门高

校竞技成绩优异，共获 １ 金、１ 银。 厦门城市职业学

院获首届中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金牌，厦门大学获第

二届中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银牌（表 ２）。

表 ２　 中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奖牌统计一览表

届数 金牌 银牌 铜牌

第一届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海军工程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第二届 海军工程大学 厦门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第三届 大连海事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 广东海洋大学

合计（厦门高校） １ １ ０

　 　 资料来源：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海上运动分会

　 　 厦门市高校获得前六届海峡两岸高校帆船赛冠

军，在竞技成绩方面占据统治性的地位。 当地赛事的

竞技成绩不能客观反映竞技水平，因为本地高校帆船

队对船只、海域等情况的熟悉程度高于其他省市高

校，占有一定的优势。 前三届中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

的竞技成绩，更能客观反映高校帆船运动的竞技水

平。 首届中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获得冠军；第二届中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海军工程

大学获得冠军，厦门大学获得亚军；第三届中国大学

生帆船锦标赛，大连海事大学获得冠军，厦门高校未

能进入前三名。 综合两大赛事成绩分析，厦门大学、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帆船队竞技水平处于全国前列。
在帆船竞技成绩方面，我国高校与欧美国家高校存在

差距，应该引进高水平的帆船教练，选派高校帆船队

参加世界大学生帆船赛，选派高校帆船教练赴国外研

习，学习先进的技战术，逐步提高我国高校帆船运动

的竞技水平。
２． ２　 师资力量

师资是开展帆船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具体

执行者，师资力量的强弱决定着竞技成绩的好坏。 厦

门高校帆船师资主要来自两个渠道：其一，帆船运动

培训班；其二，帆船退役运动员。 厦门开展帆船运动

的 １２ 所高校中，厦门大学等 ７ 所高校的师资来自帆

船运 动 培 训 班， 具 有 帆 船 运 动 培 训 经 历， 占 比

５８． ３３ ％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等 ５ 所高校聘请帆船退

役运动员为教练，占比 ４１． ６７ ％ （表 ３）。 从执教成绩

来看，以厦门大学为代表的培训班师资，在海峡两岸

帆船赛上具有绝对优势；在中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

上，以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为代表的退役运动员师资略

胜一筹。 调查结果显示，国内帆船教练主要集中在沿

海地区的省市体校，高校帆船师资存在缺口，很多高

校由其他项目的教练兼任帆船教练。

表 ３　 厦门市与全国高校帆船教练运动经历状况一览表

地域 具有帆船运动经历 具有帆船培训经历 无帆船运动经历

厦门 ４１． ６７ ％ ５８． ３３ ％ ０

全国 ３６． ６７ ％ ３０． ００ ％ ３３． ３３ ％

　 　 资料来源：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海上运动分会

　 　 在第二届中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和第六届海峡

两岸高校帆船赛期间，对 ３０ 所高校的帆船师资进行

调研（见表 ３）。 结果显示，９ 所高校的帆船教练有帆

船运动经历，占比 ３０ ％ ，来自帆船退役运动员和高校

帆船队毕业生；有帆船培训经历的教练员 １１ 人，占比

３６． ６７ ％ ，经历过帆船协会和海上运动分会的培训；

无帆船运动经历的教练员有 １０ 人，占比 ３３． ３３ ％ 。
厦门高校帆船教练全部具有帆船运动和培训经历，高
于我国高校帆船教练水平 ３３． ３３ ％ 。
２． ３　 场地器材

帆船运动场地器材包括码头、泊位、船只和维护

保养等。 厦门海域面积约 ３９０ 平方公里，海岸线全长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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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 公里，深水岸线约 ４３ 公里，是条件优越的天然良

港［４］。 厦门四季有风，风力一般 ３ ～ ４ 级，是开展帆船

运动的理想地域。 建有五缘湾、香山两大帆船港，泊
位数量众多，维护保养企业较多，可满足高校开展帆

船运动的需求。 ２０１１ 年，厦门大学和厦门大学嘉庚

学院购置 ３ 艘 Ｊ８０ 级帆船，用于帆船队训练和协会活

动，随后其他高校陆续购置帆船。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厦
门市高校共拥有 Ｊ８０ 级帆船 ７ 艘，ＦＴ１０ 级帆船 ２ 艘，
５ 所高校拥有 ９ 艘帆船（表 ４），高校帆船拥有率占比

４１． ６７％ 。 其他未购置帆船的高校，向帆船俱乐部租

赁船只开展常规训练活动。 从统计结果来看，成绩较

好的队伍集中在 ５ 所拥有帆船的高校。

表 ４　 厦门市高校帆船拥有量统计表

学校 Ｊ８０ ＦＴ１０

厦门大学 ２ ０

集美大学 ２ ０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２ １

厦门工学院 ０ １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１ ０

合　 计 ７ ２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上海海事大学从美国购买 ２ 艘

帆船，是国内最早拥有帆船的高校。 近年来，海军院

校购置 １５ 艘小飞虎帆船，武汉学院兴建帆船码头，购
置 ３ 艘帆船，大连海事大学拥有 ２ 艘帆船。 调查数据

显示，大连、青岛仅有 １ 所高校购置帆船，武汉有 ２ 所

高校购置帆船，厦门拥有帆船的高校数量居全国首

位，但帆船数量少于海军院校。
２． ４　 课程设置

在学校推广帆船运动，开设帆船课程，举办协会

活动，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方式。 帆船课程、协会活动，
可普及知识技能，传播帆船文化。 目前，厦门大学和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开设帆船课程。 厦门大学有帆船

教师 ３ 人，队员 ２０ 多人，帆船 ２ 艘，可利用帆船数十

艘，具备设置课程的条件。 ２０１３ 年春季学期开始，开
设帆船课程，至今已有 ２００ 多人选修帆船课程，系统

学习帆船理论知识，掌握了帆船操控技能。 厦门城市

职业学院将帆船设置为涉外旅游专业的核心课程，出
版教材，为课程提供理论支撑。 由于师资、船只、交通

等因素的制约，开设帆船课程的难度较高，普及面较

小，受众人数较少。 协会活动是推广帆船运动的重要

路径，厦门大学、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厦门城市职业学

院、厦门海洋职业学院、厦门理工学院都成立了帆船

协会，组织学生出海体验。 厦门大学、厦门大学嘉庚

学院、厦门海洋职业学院帆船协会定期开展帆船进校

园活动，将 ＯＰ 帆船开进校园内水域，由于操控难度

较低，吸引了众多学生参与。
２００８ 年，中国海洋大学在国内高校率先开设“帆

船运动与文化”课程；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洋大学开设帆

船专业课程，面向体育专业学生系统传授帆船知识技

能；２０１３ 年，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体育休闲专业开设游

艇帆船和海上运动方向的课程，培养帆船专业人才；
大连海事大学开设帆船课程，将其设置为体育选修课

程；２０１６ 年，武汉学院开设帆船选修课，自此帆船课

程不再是沿海高校的专属，帆船运动开始由沿海向内

陆推进［５］。 通过在第二届中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和

第六届海峡两岸高校帆船赛期间进行调研，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国内有 １７ 所高校成立帆船协会［５］，国内

开设帆船课程的高校分布在 ５ 个省份的 ８ 所高校，课
程教学体系初步形成［５］。 厦门高校在帆船课程开设

方面起步较早，开设了帆船选修课、帆船专业课程；协
会开展帆船进校园和出海体验活动，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３　 厦门市高校帆船运动可持续发展战略

３． １　 帆船运动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第 １１ 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

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

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
矫正要素配置扭曲状况，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

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６］。
在帆船资源配置方面，厦门帆船俱乐部和高校之

间出现了结构性失衡的现象。 帆船俱乐部场地器材

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匮乏，高校则反之。 ２０１７ 年，厦
门市帆船经营公司共 ５８ 家，拥有帆船数量共 ２５２ 艘，
经营性帆船数量共 ２２７ 艘［７］，多于青岛、三亚等城市，
居国内城市之首，可利用帆船资源丰富。 帆船俱乐部

的业务以培训和体验活动为主，时间集中在每年 ５ 月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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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１０ 月的周末及节假日，其余时间帆船资源多处于

闲置状态。 因此，厦门帆船资源应从供给侧进行结构

性的改革，盘活俱乐部帆船资源，提升帆船资源使用

效率，扩大高校帆船资源有效供给，调整帆船资源供

给结构，增强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缓解高

校帆船资源短缺的问题，逐步探索帆船资源共享机

制，促进厦门高校帆船运动发展。
高校应从帆船资源供给侧进行改革，调整俱乐部

和高校间的帆船资源结构。 高校的教学资源丰富，科
研能力强大，可培养专业人才，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俱
乐部盘活帆船资源，为高校提供场地器材的保障，实
现资源优势互补。 高校帆船运动的发展，可以反哺厦

门市乃至我国帆船运动的发展。 例如，厦门大学毕业

生，从事职业帆船运动，参加世界顶级的沃尔沃环球

帆船赛，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学生还从事帆船赛事、青
少年培训等工作，为我国帆船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
３． ２　 校企合作推动高校帆船运动发展

帆船运动准入门槛高，动用社会资源多，学生受

益人数少。 购置 １ 艘帆船的费用在 ３０ 万元以上，泊
位费用每年 ２ 万元左右，托管费用每年 ２ 万元左右，
保险、维护保养费用每年 ３ 万元左右。 交通、参赛等

费用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开展帆船运动的首年

投入多达数十万元。 对于高校而言，拓宽经费来源就

成为开展帆船运动的当务之急。 可以说，经费投入是

影响高校帆船运动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采用校企合作模式，可实现高校和企业双赢。 帆

船队斩获荣誉，可提升高校的知名度，增加赞助企业

的媒体曝光率。 例如，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与台商企业

厦门正新轮胎集团进行校企合作。 自 ２０１１ 年起，厦
门正新轮胎集团冠名赞助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帆船队，
每年赞助 ６０ 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船只购置、交通、
训练和比赛、奖金等［８］。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利用赞

助资金购置帆船、交通工具等，从硬件方面给予帆船

队保障；另一部分资金用于训练、比赛的补贴及奖金，
从软件方面给予帆船队保障。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帆

船队的案例证明，校企合作是一种成功的模式。
３． ３　 引进帆船培训体系

中国帆船运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帆船培训机构

主要 采 用 四 个 培 训 体 系。 英 国 皇 家 游 艇 协 会

（ＲＹＡ）、美国帆船联合会（ＡＳＡ）、中国帆船协会帆船

驾驶适任证（ＣＹＡ）和国际游艇培训（ＩＹＴ） ［９］。 目前，
我国帆船培训体系尚未成熟，相关立法不完善，帆船

驾驶认证尚未普及，国内帆船船长大多没经过系统的

培训。 厦门高校帆船教练具备 Ａ１Ｆ 游艇驾照的仅 ３
人，占比 ２５ ％ ，这从侧面说明，７５ ％的教练没有游艇

驾照，不具备帆船准驾资格。 帆船运动起源于西方国

家，得益于其成熟的培训体系，欧美运动员在赛场上

占据着统治性的优势。 高校发展帆船运动，引进

ＲＹＡ 等帆船培训体系是必经之路，也是培养高水平

帆船运动员的必要条件。
３． ４　 形成安全保障体系

帆船运动风险高，安全问题是帆船运动的生命

线。 人员落水、船只触礁等事故的发生会导致不可逆

的后果，甚至危及生命。 帆船运动员需具备海洋学、
气象学、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航行规则等综合知

识，还需具备娴熟的船只操控技术、强大的心理素质

和灵活的应变能力。 厦门市高校开展帆船运动处于

初级阶段，大部分高校仅对学生进行帆船操作培训，
对于安全培训基本忽略，舵手不具备准驾资格，未考

取相关驾驶适任证书，未参加海上安全求生培训，存
在着安全隐患。 通过调研，发现在日常训练和比赛

中，大部分高校船只未配备发动机及充足的燃油、海
事对讲机、救生圈、舷灯、探照灯及其他照明材料，只
对海上航行安全规则有一定的了解［１０］。 由此可见，
高校开展帆船运动的安全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到实

施层面均未建立。
目前，国内众多帆船俱乐部已引进美国帆船协会

ＡＳＡ１０１ 龙骨帆船基础驾驶课程，该课程是美国海岸

警卫队认可的安全课程。 高校开展帆船运动可采用

该课程，学习安全保障知识。 中国帆船协会应结合我

国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帆船运动安全保障体系，出台

帆船运动安全法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保障体

系，规范高校帆船运动有序开展，从制度方面保障高

校帆船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３． ５　 开展帆船进校园活动

２００９ 年，厦门市帆船协会开设培训班，先后有厦

门大学等 １２ 所高校参加培训，但是受益学生数量极

少，没有达到推广预期。 帆船进校园活动是最有效的

推广方式，可将 Ｏｐ、Ｏｍｅｇａ 等小帆船开进校园内水域

开展帆船运动，如厦门大学、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等高

校，每年定期开展帆船进校园活动，参与人数多，推广

效果好。 ２００６ 年，青岛市开展帆船进校园活动，制定

并实施《青岛市帆船进校园活动实施方案》，目前正

在执行第三个五年规划，帆船运动已进入全市大中小

学，建立了青少年帆船运动“四个体系”的长效机制，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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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支持、青少年广泛参与”的发

展格局［１１］。 青岛帆船进校园活动贯穿小学、中学和

大学教育全过程，共确定了 ９３ 所帆船运动特色学校，
其中 ５５ 所小学，占比 ５９． １４ ％ ，中学 ２９ 所，占比

３１． １８ ％ ，大学 ９ 所，占比 ９． ６８ ％ ，呈金字塔形，可谓

基础扎实，结构合理［１１］。 青岛开展帆船进校园活动

十多年来，参与培训人数超 ２ 万人，受众面广，推动了

青岛帆船运动的发展，为打造帆船之都做出了贡献。
厦门推广帆船运动应向青岛学习，形成“政府购买帆

船服务，俱乐部和高校共同执行，青少年广泛参与”
的厦门模式，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帆船运动。

４　 结语

帆船属小众运动项目，经费投入大，动用资源多，
准入门槛高，但是开展帆船运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

义。 我国海域辽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

定和我国的主张，可划归我国管辖的海域面积约达

３００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海洋大国之一［１２］。 大学生

对海洋国土数据知之甚少，海洋意识亟待增强。 在帆

船运动发展较好的大连、青岛、上海、厦门、深圳等城

市推广帆船运动势在必行，应重点布局名校，利用名

校效应推广帆船运动。 高校帆船队毕业生从事职业

运动员、赛事运营者、俱乐部管理、青少年培训、帆船

设计等方面的工作，可缓解帆船专业人才的短缺，促
进帆船产业升级。 高校开展帆船运动，可采用帆船运

动资源供给侧改革、校企合作、引进帆船培训体系、形
成安全保障体系、开展帆船进校园活动等措施，让大

学生了解海洋，走近海洋，形成海洋意识，推动高校帆

船运动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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