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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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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倡导联盟框架（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的分析视角，运用文献资料、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在梳

理近五十年英国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对英国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

与阐释。 研究发现：英国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政策的制定形成了不同政策子系统下多元化的倡导联盟；不同政策倡

导联盟有着较为稳定的政策信念系统，维系了英国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的开展；除各联盟内部通过学习引起政策变

迁外，英国政党更迭、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公共舆论的推进和来自健康、教育、体育等子系统的决策这些外部事件引致

了当今英国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伙伴关系的确立。 英国经验对我国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治理的启示有：多途径传播

青少年社区足球文化，达成参与者信念共识；建立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多元主体、协同决策的民主化路径；构建社区

与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伙伴关系平台，实现校园和社区足球活动的有效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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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体育强国与青少年体育

活动的发展之间一定有其内在逻辑规律和事实依据。
美国生物化学家穆尔曾经说过，所谓科学，包括逻辑

和数学在内，都是有关时代的函数，所有科学连同它

的理想和成就统统都是如此。 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

源地，自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足球在社区、学校、公共领

域的发展和英国青少年足球活动的时代发展之间紧

密相连。 “倡导联盟框架”一经提出，便成为分析社

会变迁过程中如何通过利益群体协同发展以确保愿

景实现的理论基础，并且得到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

学者们的广泛认同。 本文通过对英国青少年足球活

动政策，尤其是社区足球政策的梳理，运用倡导联盟

框架的进行分析，探讨了英国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在

基于共同信念的指引下，其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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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能学习吸收英国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的相关经验，
搭建我国“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与其他合作伙伴的

有效联结。

１　 倡导联盟框架及其适用性分析

１． １　 倡导联盟框架（ＡＣＦ）及其相关概念阐释

倡导联盟框架是一种公共政策过程理论，１９８８
年在《政治科学》一书中由保罗·Ａ·萨巴蒂尔（Ｐａｕｌ
Ａ． Ｓａｂａｔｉｅｒ）与简金斯·史密斯（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Ｓｍｉｔｈ）两位

美国学者合作设计提出了“倡导联盟框架” ［１］ （ ｔｈｅ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并在两次修正后于

２００７ 年提出了最新版的倡导联盟框架图 （如图 １
所示）。

倡导联盟框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政策变迁，与其

它政策变迁理论相比，它的最大特点是以“倡导联盟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这一组织形式来理解政策子系

统运行，且其主要被用于解释政策领域中的决策者或

利益集团的组成稳定时，政策却发生了变化的原因。
创设性地提出了政策子系统（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政策

信念系统（ｐｏｌｉｃｙ ｂｅｌ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政策取向学习（ｐｏｌｉｃｙ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政策经纪人（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外部事件（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ｖｅｎｔ）与政策变迁（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之间的多重关系。

图 １　 倡导联盟框架图

１． ２　 倡导联盟框架的适用性

倡导联盟框架用政策信念和政策取向学习为逻

辑来解释政策变迁，而非采用传统的权力、组织或利

益逻辑。 其理论被欧美学者首先应用于环保政策、能
源政策及社会政策的研究，进而推广到各个政策领

域。 ２００３ 年，帕里什学者将倡导联盟框架运用于分

析欧盟的体育政策，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６ 年格林和胡里汉

运用其理论框架分别分析了英国和加拿大的体育政

策［２］。 与其他分析理论相比，首先，该理论在欧美社

会理论研究中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并且对于自下而上

和自上而下的政策变迁具有较好的解释力［３］。 其

次，倡导联盟框架更适合于分析一项政策长期的动态

变化。 一般而言，政策变迁的研究要求十年或更长的

一段观察时间，而且应用倡导联盟框架必须在某个具

体的政策领域中存在两个或以上的相对独立的核心

意见。 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适用性，本文认为该理论

能阐释英国青少年足球活动发展的政策变迁历程，尤
其能解释近年来英国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的合作伙

伴关系的建立问题，这对我国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有

借鉴意义。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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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倡导联盟框架”下英国青少年社区
足球活动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英国青少年社区足球基于

本土厚重的足球文化土壤和传统的志愿精神产生，经
由政府、半官方机构、非盈利组织、社区组织、社会团

体、志愿组织、学校和俱乐部等多种组织或多个部门

各司其职、相互合作，促使青少年足球运动在社区之

间得到广泛的开展。
２． １　 英国青少年足球政策子系统的倡导联盟划分

政策子系统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关心某一特定

的政策议题的大量政策参与者的集合，不同的倡导联

盟是政策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英国是普法制国家，英
国制定政府政策的常规性步骤一般遵循“问题—委

员会—报告—白皮书—议案—法律” 这一流程［３］。
但具体到体育领域，立法的作用则非常有限，政府主

要以项目、计划、建立伙伴关系等的形式推行相关体

育政策。 所以，在英国，肩负管理与推广青少年足球

活动重任的政策子系统的倡导联盟主要有以下三类：
（１）官方机构：教育部（主要负责学校体育，颁

布、修订英国体育课程标准以及规定课外体育活

动）；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ａ＆Ｓｐｏｒｔ 以下简称 ＤＣＭＳ）；儿童、学校与家庭事

务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以
下简称 ＤＣＳＦ）；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ｏｄ＆Ｒｕｒ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以下简称 ＤＥ⁃
ＦＲＡ）以及卫生部等［４］。

（２）半官方机构：主要负责竞技体育部分的英国

体育理事会（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ｐｏｒｔ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以下简称 ＥＳＣ）；
英格兰体育理事会（Ｓｐｏｒｔ Ｅｎｇｌａｎｄ），负责学校之外的

体育参与，使得儿童和青少年自然顺畅地实现从学校

到社区足球环境的转换；青少年体育基金会 （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Ｓｐｏｒｔ Ｔｒｕｓｔ），为 １９９４ 年成立的非营利性慈善机

构，负责学校体育工作和学校俱乐部的等共同治理；
英国奥委会以及中央娱乐体育委员会（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ｕｎ⁃
ｃｉ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 ＣＣＰＲ）；国家健康

学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ｘｃｅｌ⁃
ｌｅｎｃｅ，以下简称 ＮＩＣＥ）。

（３）“铁三角（ｉｒｏｎ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指立法委员会、行
政机构和影响单一政府层级的利益集团构成的牢固

“铁三角”）关系之外的政策子系统的政策行动者：政

策研究者、新闻记者、足球协会和机构、政策社群、青
少年、家长和教练群体以及各方行动者由于秉持不同

的政策理念组成不同的联盟。
与此同时，活跃在政策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的各政

党所形成的倡导联盟，在每个执政党更迭时期都会深

刻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２． ２　 英国社区足球活动政策的年代特点

基于倡导联盟框的视角分析英国青少年足球活

动政策变迁时，为了保证对政策变迁过程的分析更为

合理，一般将观测期延长到十年以上。 我们大致以十

年为划分标准，梳理英国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政策的

变迁历程。
２０ 世纪 ５０ 至 ７０ 年代。 １９５２ 年体育与娱乐中央

委员会成立（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ＤＣＭＳ 的前身）。
１９６０ 年体育与娱乐中央委员会主席约翰·沃尔芬登

爵士主持完成了《沃尔芬登报告》，其中提出了有关

社区体育发展的 ５０ 多条建议，此后颁布的社区足球

活动 ＦｉｔＣ 项目 （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ｉｔＣ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由足球运动员继续教育基金会资助，确保了

其后十年社区足球活动能在英国顺利开展。 １９７２
年，ＤＣＭＳ 颁布《英国全民运动十年计划》成为英国体

育的主要核心政策文件，此后每隔十年 ＤＣＭＳ 会颁布

新的文件，以对各年龄层次英国民众开展体育活动进

行整体性的指导［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英国经济衰退、欧洲一体化等

问题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种族骚乱时有发生。 撒切尔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社会容纳活动，包括“行动体

育”项目，希望通过体育活动来加强不同种族之间的

沟通和了解，其中足球俱乐部的活动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ＤＣＭＳ１９８２ 年颁布的《社区体育：未来十年》
和 １９８８ 年颁布的《未来五年社区体育发展战略》都

着眼于社区来确保足球在青少年中间普及推广工作。
１９８５ 年成立的足球信托基金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Ｔｒｕｓｔ 于 ２０００
年变更为足球基金会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由英国政

府、英国足球协会和英超公司共同出资用于修缮场

馆、发展青少年足球，提供退役运动员就业培训、发展

社区等，创立的八年内共使用 ７ ２ 亿英镑支持 ５８００
个项目。 ８０ 年代起，职业俱乐部和会员制的业余俱

乐部作为新的力量一起加入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培

养工作系统。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英国进一步将体育纳入国民健

康计划。 １９９４ 年，英政府通过国家健康学会 ＮＩＣＥ 推

行 １６ 岁以下青少年为重的“国民健康计划”，ＮＩＣＥ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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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 １５ 个职位来督导促进体育参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以下简称 ＰＡ）在青少年和幼儿中的推广，１５ 个

专职人员来协助学校获得相应反馈，从而促进幼儿和

青少年的运动的发展。 １９９７ 年，ＤＣＭＳ 通过了《伙伴

关系计划》以社区体育节、俱乐部和学校协同参与的

方式来促进青少年的体育活动，ＤＣＭＳ 颁布了《英国：
体育大国》政策，并于 ２０００ 年推出《全民体育运动的

未来计划》；儿童、学校与家庭事务部（ＤＣＳＦ）制定了

《儿童计划：形塑光明未来》 ［６］。
在这个时期，青少年足球政策的制定在之前将足

球项目作为社会融合工具的基础上，目标更进一步明

确为：希望通过足球运动鼓励青少年养成参与体育活

动的习惯，注重足球运动的游戏功能，建立良好的人

际关系。 相关政策提出儿童不能进行长时间训练和

过度化竞争，而应该通过足球享受运动的乐趣，通过

足球去探索和发现。
２００２ 年新劳工政府执政，发起全国性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ｐｏｒｔ 计划（以下简称 ＰＥＳＳ）和

体育俱乐部链计划（ＰＥＳＳＣＬ），开创性地决定用 ＰＥＳＳ
来推广基础设施建设。 ＰＥＳＳ 成为此前 ＮＩＣＥ 提出的

“加强幼儿和青少年终生参与体育活动”相关政策的

又一引擎，国家财政给予 ＰＥＳＳ 启动基础建设资金以

及每年 １． ５ 亿英镑管理费，以用于投资、资助和开展

学校体育活动。 除此之外，ＰＥＳＳ 还吸引了很多的外

部供给者，包括中小企业、慈善机构、社会企业和职业

足球俱乐部，这些机构一起构成了 ＰＥＳＳ 的资金来

源。 ＰＥＳＳ 更创新的经由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Ｄｆ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 （ＤＣＭＳ）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ＳＡ）
形成伙伴关系。 同年颁布的《社区业余体育俱乐部

计划》政策的有关条款规定，体育俱乐部在享受税收

减免的基础上，还可以根据俱乐部运行情况从发展基

金中获得补贴，以减轻社区俱乐部的运营压力，进而

提升青少年课余体育活动的参与度［７ － ８］。
政府机构颁布的体育相关文件将社区体育活动

和其他运动项目的参与各方关系界定为伙伴关系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通过来自企业、非营利部门和政府三

个领域建立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青少

年体育活动参与率降低的问题。
２０１２ 年伦敦奥运会提出口号“影响一代人”，确

立其主旨为关注所有人群的体育参与，尤其是幼儿和

青少年。 ２０１２ 年英国启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Ｂｏｄｙ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Ｗｈｏｌｅ Ｓｐｏｒｔ Ｐｌ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ＤＣ⁃

ＭＳ 颁布了《让运动成为生活习惯：一项青少年体育

新战略》（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 ｆｏｒ ｌｉｆｅ：Ａ ｎｅｗ ｙｏｕｔｈ
ｓｐｏｒ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的政策文件，制定的富有挑战性的目标

为体育参与率每年提高 １％ ，其计划未来五年投入 １０
亿英镑以发展青少年及社区体育。 英国教育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公布新政策：《英国国家课程：体育课程

学习纲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英
国教育部新修订了《个人、社会、健康与经济教育指

南》（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
政策。

２０１５ 年，为了进一步巩固青少年体育政策的目

标，联邦政府颁布了《体育的未来：一个良好国家的

新战略》（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ｕｔｕｒｅ：Ａ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的政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ＰＥＳＳ 英国政府直接

给小学投入 ４ ５ 亿，进一步的投资引致了新的外部提

供者，也使得青少年社区体育活动得到进一步重视。
２０１７ 年 ＤＣＭＳ 投资建立足球体育组织之间的联系，
目标是每个中学和多数小学至少和一个当地体育俱

乐部建立联系，每个郡级体育部门将有一位官员专门

负责学校和社区足球俱乐部的联系事宜，至少建立

２ ０００组当地中学和当地体育俱乐部之间的合作伙伴

关系，为青少年离开学校后参与体育锻炼创造便利条

件。［５］英格兰体育理事会 Ｓｐｏｒｔ Ｅｎｇｌａｎｄ 建立了专项

资金给那些致力于培养终生体育习惯的俱乐部，还提

供了资金支持那些帮助青少年养成体育锻炼习惯的

非盈利社区团体或组织，该项目已经吸引了 ６００ 多

个体育俱乐部和类似团体［１０ － １１］。
对以上英国青少年足球的相关政策进行梳理后

可发现政策变迁的特点。 显然，如果我们仅将观察的

时间范围局限于每项英国青少年足球政策颁布的前

后一段时期，我们可能更关注每个计划、项目和战略

提出的源起、目的和意义，而忽视了这些计划、项目和

战略之间所产生的联盟关系。 这种联盟关系随着政

策倡导联盟的日益丰富焕发出相互依赖、互相促进的

政策学习动力。 其次，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青少年足

球政策单一供给主体，到新千年有关健康、儿童、家庭

事务、教育等官方和非官方多元“倡导联盟”供给青

少年足球政策的现象日趋明显。 第三，随着倡导联盟

的多元化发展，近年来，政府更多地通过项目创设、政
策经纪人参与、专业论坛举办等形式来推动政策子系

统间扩大合作、管控竞争、促进政策学习，青少年社区

足球活动伙伴关系成为英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的特色。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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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笔者对英国青少年足球政策的描述发现，虽然

各时期有着不尽相同的政策目标，但政策联盟有着一

个贯穿始终的信念体系，信念体系成为联盟间协调合

作推动政策变迁的前提和关键。
２． ３　 英国社区足球活动伙伴关系政策子系统内各联

盟的信念分析

政策信念系统是倡导联盟框架解释政策变迁的

逻辑起点，是倡导联盟框架的支柱性概念。 萨巴蒂尔

将信念系统视为一整套基本价值、因果假设和问题认

知。 倡导联盟内部因共识而凝聚，倡导联盟之间因信

念差异而分立。 面对同一公共政策时，倡导联盟提出

了“信念人”的概念，个体行动者寻找那些具有相同

的政策信念的人并联合行动，形成倡导联盟。
英国青少年足球的倡导联盟的共同信念有三个

层次。 首先，公民社会是英国民众的普遍共识。 英国

是现代政党制度的发源地，经过 ３００ 多年的发展与政

党更迭，英国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政党国家体系。 英国

实行两党制，由多数党组阁，采取党政合一的执政方

式。 一方面，政府并不过多地直接参与体育事务；另
一方面，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政策制定、管理和实

施，崇尚慈善和志愿精神，给英国青少年足球的推广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给人们自发的支持足球项目开展

提供了动力支持。
其次，在没有强大政府供给情形下，青少年足球

的发展基于社区体育活动开展成为了英国民众的基

本共识，社区成为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儿
童和青少年进行足球训练最适宜的场所。 植根于社

区的青少年足球同当地的体育俱乐部（包括社区中

心俱乐部、学校内部的卫星俱乐部）和学校的足球课

程的相互衔接，同时英国每个中学与附近社区足球俱

乐部进行连接，并与一个或多个体育管理机构直接联

结成为有效的青少年足球推广方式，形成了青少年体

育参与学校和社区之间的转换的渠道。
构建以学校和社区为基础的足球相关政策内容

架构是英国足球政策治理和促进青少年足球参与的

最优路径。 社区足球活动网络的广泛参与性、活动多

样性，可以吸引各种形式的社区倡导联盟，这样的倡

导联盟不仅来自职业足球俱乐部、新闻媒体、业余球

迷组织、健康组织、教育组织、志愿组织，而且包括社

区安保、社区商业机构、地方非营利性组织等 １０ 多种

不同行业的相关机构，最大范围地争取与社区足球活

动产生相关关系的一切联盟形态。 在扩大青少年的

社区足球活动参与这一共同信念下，不同联盟制定了

各自的愿景和目标。
最后，英国民众认为足球对于青少年而言首先是

一种游戏，通过足球运动能够提升青少年社交能力，
增强青少年的竞争力，形成良好的体育习惯以及培养

强健体格。 而掌握一项体育技能是进行足球运动的

应然所得，培养兴趣比培养技能更有利于青少年身心

发展，更有利于促进足球运动的推广。 基于这样的共

同信念，英国青少年足球的推广不仅来自于体育部

门，也来自全民健康、公民教育的有关部门的相互

配合。
２． ４　 英国社区足球活动伙伴关系政策变迁过程分析

“政策信念—政策取向的学习—政策变迁”是倡

导联盟框架的一条逻辑主线，政策主体会围绕政策信

念开展政策取向的学习活动，政策经纪人和专业论坛

为跨联盟之间的学习提供了可能，而政策学习的结果

往往引致政策变迁。 除联盟内部学习，社会经济条件

的变化、公共舆论的变化、统治联盟系统的变化和来

自其他子系统的决策和影响的外部事件也会导致政

策变迁。
例如，１９８７ 年教育和科学大臣肯尼思·贝克向

下议院提交了《教育改革议案》，在形成法案这段时

间里，全英有 ５０００ 多份修正案投向国会，在这个过程

中，工党和保守党两个联盟经过不断协商，促成了联

盟之间的政策取向学习。 从 １９６０ 年代以来英国社区

足球的活动实践来看，英国两党将社区作为具有战略

意义的治理平台，以人们喜爱的足球项目为工具来解

决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 但在不同时期、不同政策理

念的倡导联盟子系统倡导不同政策方案时，其凭借政

策信念转化的因果推理去说服权威决策者或向大众

争取民意支持。
统治联盟系统的政党变化也推进了英国青少年

社区足球活动的政策变迁。 从 １９７９ 年撒切尔夫人推

行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保守党至 １９９０ 年梅杰领导的

英国保守党始终认为：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大众体

育”不再是中央政府的义务［８］。 直到 １９９７ 年，工党

托尼·布莱尔政府提出“合作政府”才使得社区成为

“新工党”新意识形态的基础性概念，该政府主张社

区既是“问题”也是“答案”，青少年社区体足球活动

成为推行相关社会政策的有效工具。 ２０００ 年后，社
区发展迎来了“再次扩展”，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项

目开展的职业化程度提高，项目增加了社区参与、健
康改善等重要内容，专项资金投入使得社区足球活动

伙伴关系的开展设立了专业的岗位来协调各联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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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伙伴关系。 从之前的依赖志愿精神开展社区

足球到专人专岗协调社区、俱乐部、学校、社会团体、
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等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各联盟

之间相互学习的有效成果。 除了传统倡导联盟外，更
多的社会团体、新闻记者、研究者、政策社群也拥有大

量机会影响政府相关决策，引导公众舆论的变化。
２０１０ 年，联合组阁的卡梅伦政府进一步大力推

行的“大社会”计划，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发展社

区体育活动项目时与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及居民建

立广泛的本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这一时期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受到高度

重视，不同联盟通过专业论坛、政策经纪人、游说组织

共同协商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发展思路和政策，以便

选择最经济有效的行动方案。 本土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中，政府负责提供资金，下放权力到社区，并与社区

相关机构签订服务协议，最后由基层组织来完成具体

足球项目，给予基层最大的自由以开展符合当地实际

情况的特色足球活动，吸引青少年参与。 伙伴关系战

略希望对现有与青少年足球有所关联的利益相关者

建立更广泛的联系，非营利组织、新闻媒体可以为营

利性企业开展慈善活动建立合法性获得公众认可，间
接获得政府部门的支持。 营利性组织能提供信息和

资源支持，资源包括企业的资金、知识、信息、关系网

络和整合不同资源的能力。
综上所述，英国社区足球活动伙伴关系政策是在

英国政治政党更迭情形下，将政策的概念化为不同时

期民众普遍支持认同的信念体系，在其信念体系规范

下通过来自包括教育、体育、健康、家庭事务、社区公

共等不同政策子系统相互协调提出的密切相关的合

作性政策项目交织在一起，各政策联盟之间因外部事

件和政策学习内部震荡相互激发和影响，并在共同信

念体系下构成政策子系统内外之间的一条反馈机制，
最终影响英国青少年足球政策变迁的结果。

３　 对我国发展青少年足球的相关启示

　 　 我国校园足球自推行以来，初步建立了教学、培
训、竞赛体系，全国共培训了 ３ 万多师资力量，三年来

地市级、省级教师培训累计达到 ２０ 多万人；我国新增

的 ７ 万多名体育教师中 １． ５ 万名有足球背景；共引进

３６０ 多名外籍足球教练来华任教；编制了 １ ～ ９ 年级

的 ３６０ 堂课教学大纲和教学视频，对校园足球工作进

行“一体化设计”和“一体化推进”。［１３］自“校园足球”

开展以来，各级体育部门、中小学和地方政府都对足

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日益重视，借助学校来增加足球

在儿童和青少年中间的普及力度，通过开展层次丰富

的省市级和全国性比赛来促进普及之后学生能力的

提高工作和人才选拔工作。
在倡导联盟的分析框架下分析英国具有特色的

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发展有利于反观我国开展的青

少年社区足球活动。 笔者认为，我国青少年足球发展

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探寻更多的可能性。
３． １　 多途径传播青少年足球活动文化，达成参与者

信念共识

倡导联盟框架的视角分析推动英国青少年社区

足球活动政策变迁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凝聚稳固政策

变迁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英国足球参与各方普遍达成

的对于足球文化、足球价值、足球规律的基本共识和

信念体系，这成为认知联结学校、社区、竞技体育的

纽带。
我国深化青少年足球活动建设关键在于政府主

导下形成的全社会对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的建设对

足球运动实现体育强国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基本共

识。 政府应当通过多种途径阐明足球的文化、教育和

道德价值；肯定足球活动对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影响，
扩大足球项目在青少年群体中间的社会影响力，创设

“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和“校园足球活动”的有效联

结，以实现核心信念变化，引发足球相关政策变迁。
３． ２　 建立青少年足球活动多元主体、协同决策的民

主化路径

政府应当鼓励社会各阶层、各主体广泛参与到青

少年足球活动开展过程，充分发挥民意调查、信息公

开、决策咨询机制、听证机制、决策公示、全方位监控

机制、评估机制等政策过程的功能，借鉴英国的听证

会制度、举办专业论坛吸引更多层次，引入政策经纪

人、不同专业人员在不同倡导联盟之间发挥调和作

用，共商青少年足球活动政策，使青少年足球政策在

宣传、解释和反馈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
应遵循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政策研究和决策的

科学化路径，拓宽政策研究与政策决策的渠道，提供

更多机会让政策研究者形成推动政策的一个联盟系

统，在遵循青少年发展的科学理论下引导大众建立广

泛认可的信念体系，让政策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各施

所长。 并通过跨联盟和跨系统的政策取向学习，积极

采纳体制外联盟的合理意见和诉求，扩大政策制定和

决策过程的民主。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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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搭建社区、学校与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伙伴关

系平台，实现校园和社区足球活动有效转换

社区是组成社会生活的细胞，最密切地联系着每

个家庭和个体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 在英国，社区

学院成为社区教育的重要形式和学校教育的有效补

充，联合社区学院和社区周边中小学建立社区足球活

动网络、开展青少年足球项目，可以促成资源互补，吸
引来自体育、健康、教育组织、志愿组织、中小企业、地
方非营利性组织等多种机构的核心社区合作伙伴。

我国传统的学校管理模式中，社区和学校二者之

间相对独立。 近年来，发展基层社区力量成为处理现

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和满足民众需求的途径。 构建社

区、学校与青少年社区足球活动伙伴关系平台，一方

面可以实现青少年足球开展在校园和社区的链接关

系，能更广泛地使得青少年足球活动实现课上和课下

的自然联结；另一方面，能通过青少年足球运动在社

区开展，吸引争取更多年龄层次的足球爱好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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