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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一个国家的足球水平，不但要看其当今职业足球水平的发展，更要看整个国

家群众性业余足球水平的发展程度。它作为职业足球的基础与根本，有着同等重

要的地位。而我国目前无论是政府、足协更多的关注职业足球水平的发展，群众

性业余足球却被忽略，因此我国目前群众性业余足球发展混乱、滞后，导致我国

足球水平始终无法提高。但是作为现代足球运动的发源地，英国有着更加浓郁的

足球文化氛围，创造了世界顶级职业足球联赛—英超，职业足球水平处于世界前

列，群众性业余足球开展方面也始终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伦敦作为英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当地的群众性业余足球开展情况也可以

展现出这个国家整体的业余足球现状。

本文通过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对伦敦市群众

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伦敦市区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人数众多，来自不同行业，经济收

入也不同，以满足个人兴趣爱好和健身娱乐为目的。其中男性占绝大多数，参与

者年龄分布广泛，26-35岁青年居多，但 56岁以上中老年也占据一定比例，以基

本形成全民参与态势。但存在女性参与不足的情况。

（2）伦敦市区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足球技能主要以自学这一途径为

主，而家庭培养也占据一定比例，体现了当地优秀的足球文化传承。参与者参与

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年限普遍较长，在 6-10年及以上。参与者参与积极性非常

高，以一周二次及以上者居多。当地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形式多样，其中以

11人制和 7人制为主。

（3）伦敦市区足球场地资源非常丰富，配套设施完善，并且均有相关部门对

其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这为当地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

保障。而方便快捷的互联网场地预约模式，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不同人群的活动需

要，并且有效的提高了场地的利用率。

（4）伦敦市区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均有参加业余足球队；而业余足球

队以社区组织形式为主；成立年限在 6-10年及以上为主；球队经费来源方式多

样，以 AA制缴费制度及企业赞助为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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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伦敦市区业余足球队有官方组织统一备案，进行监督管理。业余足球队

比赛组织方式以官方业余足球协会组织的业余联赛为主，市政厅组织的社区比赛

及企业组织、个人自发组织的友谊赛等为辅。比赛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 11人

制比赛为主。人们更愿意将周六日及其他法定节假日作为比赛时间。业余比赛绝

大多数均有裁判参加，其中具有专业足球裁判资格者为主。

（6）伦敦市区足球文化浓郁，氛围良好。足球运动已经成为该地区人们日常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在当地开展良好，并且人们已经

形成了全名参与终身体育的意识。

（7）伦敦市区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影响因素主要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与

帮助，完善且细致公共服务体系；足球文化的长期传承；完善的足球组织管理模

式；完善的足球基础设施以及充足的空闲时间。这些因素共同促进该地区群众性

业余足球运动良性发展。

通过对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的开展现状进行调查，对我国群众性业余

足球发展的启示有：

（1）政府部门大力支持

（2）足协完善管理体系

（3）探索业余足球市场商业新模式

（4）承担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社会责任

（5）加强裁判队伍建设，提高业余比赛水平

（6）完善足球场地基础设施，优化现有场地利用率

关键词：英国伦敦；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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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irthplace of modern football, UK has a stronger atmosphere
for football. By creating the world’s top football league—England
Premiership, the professional football league in UK has got the most
advanced level in the world.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football performance,
we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the modern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but
also to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for the amateur football
performance over the whole country. As the name implies, amateur
football is the activity that the football game is played by the
non-professional players in their spare time. There are two definitions for
this game. In board themes, amateur football is on the purpose to work
out through participating football games. From the narrow point of view,
it is the football activities in the players’ spare time that are out of the
school. Currently, we believe that amateur football is a general term to
describe the activities organised by the football lovers’ in their spare
times in this socie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investigating the amateur football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 London by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e outcomes are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1.There are a large amount of Londoners participating the amateur
football games in order to satisfy their hobbies and build up their bodies.
These players are form different professions with various salaries but
with the same purpose. Male football players take up a larger portion
among all of the amateur players. In addition, the players are from
different level of ages. The largest amount of them is young people who
are from 26-35. For the older participants over 56, they are still possible
to play football. However, there are quite a few female in this game.

2.For the amateur football player in London, most of them learn the
football skills by themselves. Football training from family also has a
deep influence in UK. For the time of participating amateur football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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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of them have a long period to play it which is on average for 6-10
years. What is more, most of them play football games frequently, which
is almost for once or twice pre week. There are varieties of forms to play
the games. Each team is always with 11 or 7 players.

3.The football field resources are very rich with thorough facilities
in UK. Additionally, the department will also do daily management and
maintains on them. All of these conditions provide a hardware protection
for the amateur football development in London. By booking the field in
advance in convenient, the necessity of daily activities is satisfied while
the efficiency of field utilization is increasing.

4.All of the amateur football players has participated an amateur
football team which in the form of communities. These communities set
up 6-10 years ago. The funds com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with AA or
enterprise sponsor in primary.

5.The amateur football team in London is recorded and supervised
by an official organisation. The formation of amateur football game
focuses on holding by an official amateur football association. Besides,
the game can be also held by government, corporation and person. For the
record, people prefer to participate the games which are held on
weekends and other holidays. The coaches are always involved in each
game, and most of them are professional.

6.The atmosphere in London football culture is quite strong and nice.
Football gam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their daily
routine.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 London amateur football game is
relatively impressive. A large amount of Londoners have got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ng the physical training for their whole life.

7.There are sever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
London: the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perfect infrastructure and facilities,
football culture, and perfect management mode and so on.

Through the survey, there are some inspirations for the amateur
football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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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government should support this activity strongly.
2.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should complete the football system.
3.A new mode of amateur football market should be investigated.
4.The society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building the football

club.
5.The coach tea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in the matches.
6.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fields and facilities,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field utility.

Key words: London, UK; Non-professional People; Amateur Football
Activities; Development Situation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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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选题的背景

中国，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无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让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充

分认识到了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性。1995年颁布实施的《全民健

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体现了政府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的决心，并在

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运动热潮。足球作为全世界极为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在中国也

曾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到 2002年打入世界杯，中国

足球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顶峰。然而就在此时，中国足球却开始颓然不前，国内

职业联赛屡屡出现丑闻和闹剧，对足球氛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国字号球

队的比赛屡屡让国人寒心，中国男女国家队双双无缘 2012年伦敦奥运会，而 2014

世界杯预选赛国家队也止步 20强。国青队同样近些年来在世界大赛中的表现也

都让国人很失望。因此，中国足球一度让人们避而不谈，职业足球的低落直接导

致的就是中国足球后备人才的急剧萎缩。

习近平曾在 2009年一次公开活动中明确表示自己很喜欢足球，而且中国有

着世界上最多的球迷和最大的足球市场，但是足球水平较低。2011年 7月 4日，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自己的三个足球梦想，那就是：“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

杯比赛及获得世界杯冠军”。他指出我们中国要立足于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发展足

球，但同时也要科学的借鉴足球强国的成功经验，吸收我国传统优势体育运动的

方式方法，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营造良好的足球氛围，早日实现我们中国的

足球梦。

而一个国家的足球发展，不单单是指职业足球发展，群众性业余足球作为职

业足球发展的依托，有着最为忠诚的热爱与支持，也是职业足球发展后备力量的

大本营。因此，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足球强国，在关注其职业足球发展水平和

国家队水平的同时，更要看这个国家群众性业余足球开展状况。

英国早在中世纪时期便出现了类似现在的足球运动活动，因此被世界公认为

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到 19世纪初，足球运动在英国已经相当普及。由于当时

在足球运动的形式、规则方面没有统一，因此 1863年在英国正式成立了足球协

会并且制定了较为统一的足球规则，这一规则也被认为是现代足球竞赛规则的原

http://www.baidu.com/s?wd=19%E4%B8%96%E7%BA%AA&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8%B6%B3%E7%90%83%E8%BF%90%E5%8A%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8%B6%B3%E7%90%83%E7%AB%9E%E8%B5%9B%E8%A7%84%E5%88%99&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英国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现状调查

2

始雏形。1872年英国举办了世界上第一场国际足球比赛以及英足总的成立推动

了全球范围内现代足球的进步与发展，也促使许多国家陆续成立了足球协会。

足球在英国有着漫长而悠久的发展史，时至今日已经浸透到英国社会的每个

角落，足球在英国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英超作为全世界最成

功的职业足球联赛，已经成为这个国家一张特殊的名片被世界认同。“三狮军团”

在世界足坛取得的良好战绩也在彰显着这个国家的足球实力。

1.2选题的意义
群众性业余足球作为发展我国足球事业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

仅对于提高全民素质有帮助，而且对于增强我国足球后备力量、丰富足球文化氛

围等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我国政府及足协组织对于群众性业余足

球重视程度及管理程度远远不够，导致目前我国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混乱、

滞后。足球在英国已经不单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文化融入在这个国家中。足球

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伦敦作为英国首都，不但是这个国家经济、政治

中心，更是这个国家历史文化沉淀最深、最纯粹的地方，足球文化也在这里展现

的淋漓尽致。从街头巷尾的足球场地、广告横幅以及参与其中的业余足球爱好者

体现着这个国家浓郁的足球文化氛围。而全世界最成功的职业足球联赛以及足球

商业模式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顶级足球巨星、以及商业巨头的赞助，国家队在世

界比赛中取得的优秀成绩等等，都在展现着这个国家强大的足球实力。而一个国

家足球水平的强大与它的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通过对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的开展现状进行研究，通过探究其开

展良好的原因，进而为我国在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组织管理模式及业余足

球文化氛围营造方面提供科学的理论意义和指导。在实践方面具有指导我国群众

性业余足球运动正确、稳定、科学的开展的实践意义。

1.3选题的目的
通过对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的开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伦敦市在

群众性业余足球的参与者情况、开展形式、组织管理模式及场地设施等等，探究

其开展良好的原因。以期为我国在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的开展提供科学的指导和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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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国外研究动态
2.1.1对英国足球文化的研究

Jayne Caudwell在《Reviewing UK football cultures: continuing with gender

analyses》①
一文中主要对女性在英国足球文化中受到的影响进行研究。通过将

12名女性分配到英国不同地区的俱乐部当中，研究影响女性参与足球运动的影

响因素，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性格和足球地域文化结构都会影响女性参与到足

球运动当中。在年龄梯度中，年轻女性由于精力、接受能力等更容易参与到足球

运动当中，并且在足球文化深远，氛围浓郁的俱乐部也会促进女性加入到足球运

动当中，而年龄较大、性格较为闭塞将会限制女性参与到足球运动当中。

Richard Giulianotti在《Popular Culture, Social Identities, and Internal/ External

Cultural Politics: The Case of Rangers Supporters in Scottish Football》②
一文中认为

现今足球已经变成了更为重要的大众文化和社会文化，而苏格兰足球在发展和调

和大众文化身份认同方面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领域，通过对苏格兰俱乐 Rangers

在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与球迷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俱乐部在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方面保持中立以及没有偏见将更有利于球迷的发

展和巩固其忠诚度，文化方面更加合理的融合传统和当下流行的足球文化也更有

利俱乐部发展和收获更多的球迷，而且在对待球迷时应该更多的将其看做“支持

者”而不是“消费者”。

2.1.2 对英国青少年足球的研究

David T. Hendry, Peter R.E. Crocker在《Practice and play as determinants of

self-determined motivation in youth soccer players》③一文中提到在在英国目前有大

约 265万青少年在踢足球，而绝大多数都是业余水平，于是怎样提高他们足球水

平很值得考虑，作者选取 148青少年足球队分在 5个专业俱乐部中进行研究，结

果显示：实践和自我动机都会对青少年有很大影响。青少年时期练习足球的时间

并不会成为正向或者反向衡量他们的动机，而青少年对足球的自我认知以及俱乐

部足球文化会对青少年有更大的影响。

①Jayne Caudwell. Reviewing UK football cultures: continuing with gender analyses[J]. University of Brighton,
Eastbourne, UK.2007.9(22):17-19.

②Stephen Henderson. Football broadcasting: tipping point or bleeding edge[J].UK Centre for Event Management,

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Leeds, UK.2009.14(7):21-24.
③David T. Hendry, Peter R.E. Crocker. Practice and play as determinants of self-determined motivation in youth

soccer players[M].London: Publishing models and article explained,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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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R. Ford在《The developmental activities engaged in by elite youth soccer

players who progressed to professional status compared to those who did not》①
通过

对青少年足球间对比，了解如何恩能够使得青少年足球参与者变为专业运动员：

认为早期青少年，更多的训练时间有可能是成为专业运动员的途径，但并不是成

为专业运动员的最佳发展方式，而更好的专业技能习得以及更适合的学习方式能

够使得他们的水平更快的趋向于专业化。

2.1.3 对英国职业俱乐部的研究

Stephen Henderson在《Football broadcasting: tipping point or bleeding edge》②

一文中指出：英国作为世界公认的现代足球发源地，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

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动中。而完善的足球体制以及成功的职业联赛已经让足球在

英国成为了人支柱性产业。英国的足球电视转播权售卖以及当今世界互联网的不

断发展是促进英国足球俱乐部职业化经营的重要原因。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如今

的足球强国，形成完善的足球产业等，这些与英国群众性业余足球的扎实基础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1.4 对其他国家业余足球的研究

同为亚洲国家，日本和韩国的足球水平已经在近几年得到巨大的提升，跻身

世界强队。中日雅雄在《日本足球运动员的培养体系》
③
一文中对日本足球的培

养体系进行研究，结果指出：日本足协通过高水平选手的强化训练、青少年培养

和教练员培养这一“三位一体”的强化措施培养足球运动员外，还特别强调，在

培养体系当中，不断普及足球运动，提高群众参与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

节，其他环节都应以足球的普及为核心进行开展。政府每年都要与学校以及社区

共同开展不同形式的足球比赛活动，并且不断宣传，提高日本群众的参与度，也

形成一种良好的足球参与氛围，这对于提高足球在日本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199年韩国成立的小学足球联盟是韩国政府为了更好的发展韩国足球运动而

采取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到 2005年韩国的小学足球联

盟已经发展到了 300多支球队。这一举措的创新点在于：从小在注重孩子文化科

教育的同时培养孩子的足球兴趣，在每年的寒暑假期间举行足球训练营或者比

赛，让孩子们学习和体育互补影响，共同进步。韩国政府每年都会举办小学足球

①Paul R. Ford. The developmental activities engaged in by elite youth soccer players who progressed to
professional status compared to those who did not[J].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2012,13(3):349-352.

②Stephen Henderson. Football broadcasting: tipping point or bleeding edge[J].UK Centre for Event Management,
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Leeds, UK.2009.9(11):37-41.

③
中山雅雄.日本足球运动员的培养体系足球理论与实践[J].足球理论与实践,2002,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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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国性比赛，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品牌效应。因为举办这一赛事会促进举办城

市的经济收入，因为全国各个城市都在不断完善当地体育设施并且积极申报举办

该项赛事，这一良性循环的氛围有效促进了韩国足球的发展，并且从小培养了优

秀的足球后备人才，帮助他们足球水平不断提升。

郁静在《韩国、日本、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的比较研究》
①
分析了对韩国当

前的足球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认为韩国目前足球职业化发展如此迅速及良

好，主要原因是由于韩国政府对国家体育有最高管理权，并且在足球发展过程中

始终体现着主导者的身份，不断协调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德国足协主席 EgidiusBraun先生在对德国近年来足球水平迅速发展评价是

认为：德国足球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成为足球强国，根本原因是德国目前形成

了良好的群众足球环境，人们对足球的欢迎程度非常高，目前德国全国的俱乐部

已经超过了 2万，而注册的球员更是超过了 60万，这都表明了在这个国家群众

足球的普及程度非常广泛。

在《Fmbol Amateur en Santa Fe Provincia》②
中对于西班牙的足球发展进行了

研究，认为西班牙足球的良好发展主要原因有：西班牙已经将足球运动融入了这

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将足球作为本国的第一运动。每个人都热爱足球，都

参与到足球运动当中。目前西班牙全国有超过 8万支足球队，而人们在日常生活、

学习、工作中讨论最多的也是有关足球的话题，这都展现出了这个国家深厚的群

众足球基础，保证了足球的蓬勃发展。

作为现今世界足球的佼佼者，巴西人同样将足球作为一种文化生活的主流，

足球在他们心中一惊远远超越了一种体育形式，巴西人把足球称为“大众运动”

无论在城市街道、郊区、海滩，都有人踢球，每一个家庭都有着共同的爱好，那

就是足球，他们不会错过每一次足球比赛。

综上所述，现今英国在对于足球运动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对英国足文化、

对青少年的培养以及英国职业联赛和职业俱乐部的经营发展方面。阐述了英国足

球文化的内容、发展以及青少年足球如何更加专业化等等，但对于业余足球开展

方面的研究较少。而在对其他国家的业余足球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可

以看出足球水平较为发达的国家，政府都会大力支持业余足球的发展普及、并且

①
郁静.韩国,日本,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的比较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0,3(12):39-42.
②Futbol Amateur en Santa Fe Provincia[EB/OL] .www.guiafe.com.ar/directori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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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完善的组织管理，对群众性业余足球进行科学指导和管理，帮助其健康发展，

人们对于业余足球的认识度和参与度也更高。

2.2国内研究动态
2.2.1对英国业余足球的研究

颜强在《英国足球地理》
①
中讲到，英国在业余足球运动的开展方面，大多

都是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开展的，社区居民在业余足球运动的组织开展、训练、比

赛等等方面各有分工，而且英国的社区球队都会有固定的训练场地，训练时间一

般安排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而周六日会更多的作为比赛时间，并且每个社区球

队会有专门的教练进行日常训练。在业余足球比赛方面，英国将业余足球纳入到

了整个英国足球比赛范畴中，英足总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英国联赛分为 9级，

而除了英超、英冠、英甲、英乙比赛为职业联赛外，其余五级比赛均为业余比赛，

分别有国家业余联赛、城市业余联赛、郡业余联赛以及社区业余联赛，完善的联

赛制度使得英国的业余足球运动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普及和发展。

包晗在《业余足球俱乐部的作用及其发展对策研究》
②
一文中，认为英国业

余足球运动在英国早已成为了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长鼓励孩子参与

到该项运动当中，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够从小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以及在规

则内形式等等基本素质。英国足球基金会非常重视对于业余足球运动的扶持，帮

助基层、社区的足球基础教育以及场地发展。英格兰拥有四万多个业余足球俱乐

部，业余球队更是不计其数，良好的业余足球环境以及氛围不断吸引着更多的人

加入到这项运动当中，并且为职业足球输送着大量优秀人才。

2.2.2对英国足球文化的研究

崔珣丽，田慧在《英国足球与英国文化》
③
一文中，讨论了英国足球与英国

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形成了英国，但在足

球方面又有着独立的形式。这使得其在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中占有 4个席

位，可以派遣 4支队伍参加世界杯比赛，同样因为其作为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已

经将绅士文化深深融入到本国足球文化当中，英国足球的狮子标志就体现了其与

本国骑士精神的融合。在 2009年 12月 3日对贝克汉姆的采访中他说道：足球已

经存在于我们的基因当中，融入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融合是与生俱来的，并且

永远不分离。这也体现出了英国这个国家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的看重。

①
颜强.英国足球地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
②
包晗.业余足球俱乐部的作用及其发展对策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③
崔珣丽,田慧.英国足球与英国文化[J].中科体育科技,2010,46(4):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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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刚在《英国足球文化的特征》
①
一文中认为英国足球运动一直长盛不衰的

原因有：英国足球的萌芽期与英国工业革命是其基本吻合，工业革命使得人民水

平，社会技术得到巨大进步，为英国足球发展获得了极好的物质基础。在管理层

面上，从英国足球协会成立到如今，足球在英国的发展历程已经悄然走过了 150

多个年头，经历了足球职业化、联赛商业化、承办世界杯等等无数的重大事件。

在这漫长时间中，完成了各类足球组织机构的设立，以及规则的完善，并且最终

形成了以英格兰超级联赛为首的完善联赛体制。这其中囊括了职业联赛、半职业

联赛以及业余联赛。还有一点是在英国,足球运动真正做到了普及化发展。每个

周末，在城市、乡村的每一片球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球赛举行。英国目前有超

过 5万家足球俱乐部，而注册的成员也超过了 100万人，展现了足球在英国人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状态。

2.2.3 对英国职业足球及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研究

郭宏在《20世纪初英国足球的产业化》②
一文中指出：足球俱乐部实行股份

制、俱乐部经营模式实现产业化以及利润化是英国足球 20实际产业化的主要表

现形式。而之所以足球的产业化会在英国出现，不但与当时英国体育产业的发展

趋势有关，更与足球运动本身的发展规律有着密切的关系。

梁进在《英国足球近 10年发展评书—经济视角》③
中对英国近 10年的足球

发展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英国的职业足球电视转播权产生的巨大利

益是使得英国职业足球不断商业化的重要原因；（2）英超联赛的运营模式与世

界其他联赛的运营模式不同，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英超中不同俱乐部之间出现了

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联赛市场不平衡发展；（3）近几年英超各俱乐部通过对

球场、球馆进行重建，使得英国足球形象有所改善；（4）导致英国的传统俱乐

部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直接原因是职业俱乐部的上市。

梁斌在《英国足球俱乐部社区公共服务功能研究》
④
一文中，对英国足球俱

乐部社区公共服务功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英国足球俱乐部的成立与俱乐部

所在的周边社区有着非常微妙的心理学关系，它们有着服务社区的义务。每个俱

乐部都有着自己固定的球场位置，而球场所在地周边居民形成的社区就是他们最

为固定的支持者，俱乐部作为社区正统的代表着，而社区群众也积极认同俱乐部，

①
谭刚.英国足球文化的特征[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0,46(4):55-60.
②
郭宏.20 世纪初英国足球的产业化[J].南都学坛,2001,21(6):82-84.
③
梁进,因亨利.英国职业足球近 10年发展评述—经济视角[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4,19(1):4-8.
④
梁斌.英国足球俱乐部社区公共服务功能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1,25(4):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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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其发展，从而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另外为了能够让所有俱乐部有一个统一的

框架，英足协及相关组织会共同对进行社区公共服务内容进行协商、规划。这样

俱乐部就能更好更有效的为社区人群带来了教育，健康和和谐等相关性的帮助。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对英国足球的研究成果较少，而且这其中大部分的研究

视角都集中在了对英国足球的文化以及职业足球方面，认为英国足球在英国长盛

不衰就是因为足球已经成为了英国的一种特有文化融入了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

中，英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组织竞赛及管理模式，并且认为英国群众性足球开展

非常好，普及面很广；英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会设立社区公共服务管理团队，为

社区带来有益的帮助。

2.2.4对我国群众性业余足球开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饶丽在《影响我国群众性足球运动开展的因素》
①
中指出制约着我国群众性

足球运动开展的因素主要有：（1）经济因素；（2）社会制约性；（3）舆论氛

围不理想；（4）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而没有真正意义上考虑足球发展；(5)文

化制约性。因此作者提出的结论与建议有：（1）应该在全国各地广泛开设足球

学校，提高足球教育范围；（2）建立健全足球立法；（3）教育是群众体育发展

的母体；（4）积极宣传，提高群众参与度，保持良好的群众参与氛围；（5）创

建足球市场投资新模式，政府及企业大力发展体育设施，为群众性足球运动的发

展提供物质保障。

蒋铮璐在《影响我国群众性足球运动普及的主要因素研究》
②
中，认为我国

群众性足球运动目前发展非常艰难、缓慢，造成一种现状的原因是：足球运动本

身强度较大，对参与者身体素质有一定要求；我国目前足球场地无法满足群众的

参与；政府及有关组织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扶持、管理模式；参与者自身原因无法

参与到运动当中以及社会舆论的氛围还不成熟等等。

朱超在《浅谈我国群众性足球运动的普及》
③
一文中通过对我国目前群众性

足球运动的发展进行分析，指出目前发展存在的问题有：（1）足球场地严重缺

乏；（2）学校体育课足球边缘；（3）政府还没有体现出主导核心。根据结论作

者认为今后发展普及的建议由：（1）政府应该更加重视群众性足球运动，加大

扶持投资力度；建设更多的足球基础设施；（2）通过在学校开展大范围的足球

①
饶丽.影响我国群众性足球运动开展的因素[J].科技与创新导报,2010,9(16) :71-73.
②
蒋铮璐.影响我国群众性足球运动普及的主要因素研究[D].武汉体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0.
③
朱超.浅谈我国群众性足球运动的普及[J].大观周刊,2012,6(8):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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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普及，进而向全社会蔓延，形成全民参与；（3）增加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

的开展形式，提升其娱乐性，从而提高吸引力。

2.2.5对我国群众性业余足球开展特点研究

赵升，张廷安，周毅在《当前我国城市群众足球运动发展特点及策略研究》

①
一文中，对我国城市群众足球不同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

我国群众性足球运动参与者中以男性居多，并且年龄在 25-40岁之间居多；（2）

我国群众性足球运动目前仍然以社会人员自发组织为主，其他组织形式为辅；（3）

我国群众性足球运动的开展形式较为多样化；（4）人们已经逐渐将群众性足球

运动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参与其中；（5）目前我国足球场地无法满足群众的参与

热情；（6）群众足球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不文明现象，制约着其发展；（7）

我国目前群众性业余足球中仍然以个人消费为主；（8）网络化成为时代标志。

针对现在我国群众性足球开展过程中体现出的特点，作者提出了以下对策：（1）

我国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的发展，仍然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重点支持，并且进行

科学的指导和管理，保证其能够健康、稳定的发展；（2）对社会自发组织的业

余球队进行科学指导，帮助他们完成向俱乐部管理运营模式的转变；（3）在全

国各地可以根据当地不同情况进行业余足球运动开展形式的创新；（4）在发展

我国群众性业余足球过程中要时刻保持其休闲的特点，满足群众需要；（5）大

力投资足球场地设施的完善。

蒋铮璐在《群众足球运动发展的 SWOT分析》②
一文对运用 SWOT分析法

对我国群众足球运动的发展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群众性足球运动规则简单、开

展形式多种多样，适合群众参与其中达到健身效果；还可以扩大社交范围，促进

交流。但同时足球运动本身的艰辛性，传统体育文化思想与足球运动实质的矛盾，

指导与支持的不足又阻碍了群众性足球的发展。同时作者也提出了群众性足球如

今发展机遇有：在当前社会，应该更加注重政府、足协组织及社会成员之间协调

努力，共同促进足球运动的发展。

2.2.6 对我国不同城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开展现状的研究

孔令达在《合肥市业余足球运动开展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③
一文中，对合肥

是业余足球运动开展现状研究，并分析得出结果为：（1）该地区业余足球运动

的参与者以 20岁以上青年居多;（2）该地区业余足球运动的参与者认为参与业

①
赵升,张廷安,周毅.当前我国城市群众足球运动发展特点及策略研究[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3,27(6):17-20.
②
蒋铮璐.群众足球运动发展的 SWOT分析[J].体育科学文献通报,2011,19(3):33-36.
③
孔令达.合肥市业余足球运动开展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金田,2013,5(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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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足球运动不但可以强健体魄，还可以释放工作生活中的负面情绪，缓解压力，

第三则是巩固提高运动技能；（3）大多数人认为合肥市业余足球场地设施比较

完善；（4）对合肥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开展影响因素调查中发现，因学习压力或

工作压力而无法参加的占到了 37%，因足球技能不高无法参加占到了 27%，还

有一部分则是由于无人组织，缺人而无法开展造成的。作者提出的结论与建议有：

（1）应该鼓励青少年积极参加业余足球运动；（2）进一步完善足球场地设施，

满足更多人的需要；（3）参与者应该根据自身学习、工作等情况制定适合自己

的参与时间和参加形式；（4）大力宣传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不断普及。

李建文在《昆明市成人业余足球开展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①
一文中，对昆

明市业余足球开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当地业余足球运动

参与者以 26-35岁年龄段为主，并且参与者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2）当地业

余足球运动参与者的收入水平普遍处于中等水平。在职业分布方面，公务员、教

师、医生等工作时间，休息时间较为固定的人群占到了 82.3%；（3）绝大多数

参与者的足球技能是通过自学获得的，，有 30.7%的参与者的足球技能是通过在

学校期间习得，另有 4.7%的参与者是经从事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球员；（4）当地

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参与该项运动主要是为了健身娱乐，以及结交朋友。通过研

究作者提出了存在的问题有：（1）场地资源不足且费用偏高；（2）业余足球比

赛相对较少；（3）业余足球开展过程中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4）足球氛围需

要培养。对此提出的对策有：（1）政府部门予以重视；（2）体育主管部门的政

策支持；（3）对业余足球比赛进行科学的指导和管理；（4）加强现有足球场地

的管理经营，并且逐步增加足球场地设施；（5）提高业余市场自身造血功能。

综上所述，目前对我国群众性业余足球开展现状的研究已经很多，而且也取

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研究结果认为我国群众性业余足球的开展取得了一定进

步，较过去业余足球运动已经在不断的渗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人们对于群众性

业余足球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会作为健身娱乐、减压放松、交流感情的渠道更多

的参与其中。但从研究结果中也可以看到现今仍存在很多问题，我国整体足球环

境的低迷、开展形式单一、足球场地等基础设施严重缺乏、业余足球队无法形成

规模、政府等相关组织资金支持力度不够以及组织管理模式的换乱等等原因导致

了我国群众性业余足球现今开展极为缓慢，导致目前足球水平无法进一步突破。

2.3总结

①
李建文.昆明市成人业余足球开展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D].武汉体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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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于国内外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现今国内对于英国足球的研究大多集

中在对英国足球的文化内容、发展方面以及对英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研究上面，

而对于英国群总行业余足球的开展现状方面的研究很少，而在对国内群众性业余

足球开展现状的研究较多并且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研究对象相对单一。而国

外的研究中对于英国也主要集中在了对其足球文化内容以及足球文化对足球参

与者的影响，青少年足球专业化的影响因素以及职业联赛和职业俱乐部的发展运

营方面。而对于英国群众性业余足球开展现状的研究也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对英

国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开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该方面做

出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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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根据研究目的和任务以及本研究的具体要求，以英国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

运动的参与者基本情况、当地足球场地设施情况、业余足球队的基本情况以及业

余比赛为调查对象，以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的开展现状为研究对象。

3.2 研究方法
3.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搜集相关资料并且学习前人的研究成果，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

拓宽思维，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科学指导和可靠依据：认真学习了相关的论文；

同时通过对 UCL、LSE 帝国理工等图书馆资料进行搜集，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

学习，并对业余足球的网站以及足协官方网站进行定期浏览，搜集最新的相关资

料。

3.2.2 逻辑分析法

本论文对搜集得到的信息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运用逻辑学、信息

论等等方法和理论进行归纳和演绎推理。

3.2.3 数理统计法

运用 SPSS19.0和 Excel软件进行统计，对有关内容进行检验和分析，对回

收的调查问卷进行整理和统计学分析处理，并结合该研究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3.2.4 问卷调查法

3.2.4.1 问卷的设计

在制定此次调查问卷之前，阅读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科研及体育现状方面的

文献资料，并且充分学习了英国本土的调查方式，交际及提问方式；在遵循体育

科研对问卷的基本要求的大前提下，根据本研究所要研究的内容、研究对象及目

的，设计了《英国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开展现状调查研究问卷》。

3.2.4.2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本次问卷调查对英国伦敦市五个区进行分层抽样的方法，现场随机发放问卷

问卷 200份，采用现场回收的方式，回收 200份，回收率为 100%，有效问卷 200

份，有效率为 100%

3.2.4.3 问卷的效度和信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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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论文的研究目的设计的调查问卷，经过数位专家评审后，针对专家提出

的建议和意见进行了数次修改，并且请校内外几位专家对调查问卷的内容进行了

效度检验，结果显示：认为问卷的内容好的占到了 14.3%，认为比较好的占到了

78.6%，认为内容一般的占到了 7.1%。可以表明调查问卷的内容设计能够较好的

反应出论文所设计的研究问题。

表 3-1效度检验结果统计

好 比较好 一般 差 总数

频数 2 11 1 0 14

百分比% 14.3 78.6 7.1 0 100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重测信度，采用统一量具对同一测试目标测试两次或多次

的方法，所得结果的一直程度。在第一次问卷发放回收后的一周后，再对其中

30位受试者进行问卷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R检验），从而得出

相关系数为 R=0.87，P＜0.01，故问卷具有较高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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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现状
4.1.1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基本情况

4.1.1.1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性别调查

对于英国女性和男性而言，是否在性别比例上存在差异，也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英国女性在业余时间也参与到足球运动当中，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足球文化

在英国相当普及，更多的女性也愿意加入到这项运动当中。

表 4-1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性别

性别 男性 女性 合计

人数 156 44 200

比例（%） 78 22 100

通过对英国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参与者性别的调查可以看出，男性参与人

数有 156人，参与人数明显高于女性,占到了总人数的 78%，而女性参与者为 44

人；只占到了 22%。说明伦敦市参与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的仍然以男性居多，虽

然女性自我独立与女权维护早已在英国根深蒂固，但是伦敦地区常年受到女王文

化的影响，对于女性的教育仍然以优雅高贵的女王文化主导，这让当地的女性虽

然热爱足球运动，但是由于自身思维习惯，很难亲身加入到这类身体对抗性运动

当中

4.1.1.2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年龄结构

足球作为一项对抗激烈，强度大的运动，对参与者有较高的身体素质要求，

而相对于职业足球运动而言，业余足球的开展更加灵活、简单，但如果要经常性

的参与到业余足球运动当中，除了对足球运动本身的热爱，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身

体、时间等条件。通过对参与群众性业余足球参与者年龄进行调查，可以帮助我

们对该地区人们身体、意识等方面有一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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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年龄结构

年龄 16-25 26-35 36-45 46-55 56以上 合计

人数 42 56 38 32 24 200

比例（%） 21 28 19 16 12 100

通过对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年龄结构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参

与人数最多的年龄段是 26-35岁年龄段，占到了总人数的 28%，他们的共同特点

便是时间充裕，精力旺盛，具备了很好的参与群众性业余足球的自身条件，其次

是 16-25岁年龄段，有 42人，占到了总人数的 21%，而 36-45岁及 46-55岁两年

龄段分别为 38人与 32人，占到了总人数的 19%和 16%，虽然较之前两个年龄

段人数有所下降，主要这两个年龄段由于工作、家庭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他们参与到业余足球运动中，但仍然占到了很大比例，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足球的

热爱，并且由于英国的国情、文化，认为 36岁到 55岁中间都算作中年，认为这

一年龄段人们的身体素质仍然很好，也更有利于人们积极投入到运动当中。值得

注意的是在年龄结构当中，56岁以上的参与者占到了 12%，虽然相对于其他年

龄段所占比例最低，但仍旧可以看出英国的老年人仍然积极参与到业余足球活动

中，说明他们身体状态及心理保持很好，终身体育意识非常突出。从整体的年龄

结构可以看出，伦敦市参与者不同年龄段存在一定差异，但并不明显，体现了全

民仁爱和全民参与群众性业余足球的特点，并且已经形成了终身体育的意识和氛

围。

4.1.1.3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职业分布和经济收入情况

由于参与者都是有自己的工作，而不同的工作又有着不同的特点，这些对于

参与者参与到业余足球运动有着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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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职业情况

职业 私营业主 政府职员 企业职员 自由职业 其他 合计

人数 54 34 30 66 16 200

比例（%） 27 17 15 33 8 100

通过对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职业的分布情况调查，结果显示：

在这些分布中，自由职业的人数最多，为 66人，占到了总人数的 33%，其次是

私营业主，比例也达到了 27%，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工作限制相对较小，自由支配

时间更加充裕，在英国，受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几乎所有店铺在下午五点就

会关门，而在周六和周日中午 12点才会开门营业，而下午五点准时关门。私营

业主的时间更加自由，因此，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到业余足球当中。而政府职

员和企业职工的工作时间相对较为固定，且英国的绅士文化要求在正规工作时间

段必须身着正装，以及下班后的酒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参与程度。

因此，他们的比例较低，只占到了 17%和 15%，但由于国家对周六周日假期的

严格保护，使得他们仍然能够保证一定的参与度。

表 4-4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参与者经济收入情况（英镑）

月收入 1000以下 1000-2000 2000-3000 3000-5000 5000以上 合计

人数 25 58 54 44 19 200

比例（%） 12.5 29 27 22 9.5 100

通过对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参与者经济收入状况调查显示：在参与业余足

球活动的人群中，月收入在 1000-2000英镑的人数最多，达到了 58人，占到了

总人数的 29%,这也与伦敦 2014年人均基本每小时 8-13英镑工资标准相吻合。

其次是 2000-3000英镑，占到了总人数的 27%，而 1000英镑一下和 5000英镑以

上的人数都相对较少，分别占到了总人数的 12.5%和 9.5%，从整体经济收入结

构可以看出，分布较为均匀，说明英国的业余足球运动受经济收入的影响较小，



研究结果与分析

17

不同收入层次的人群都参与到了该项目中，可以看出足球已经在当地形成了一种

全民参与的态势。

4.1.1.4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参与者足球技能获取途径

通过对参与者足球技能，从事业余足球的年限以及参与动机和参与业余足球

的形式的调查，可以更加深入具体的了解当地群众自身对于足球运动的认知。以

及当地的足球文化传统。

表 4-5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参与者足球技能获取途径

途径 自学 学校 家庭 专业训练 其他 合计

人数 79 54 39 20 8 200

比例（%） 39.5 27 19.5 10 4 100

通过对参与者技能获得途径的调查中表明：通过自学方式获得足球技能占

到 79人，占总数的 39.5%，这说明在伦敦具有较好的足球氛围。而这其中通过

家庭方式从长辈中获得足球技能有 39人，占到了总数的 19.5%，这不但说明在

当地具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更说明这里形成了很好的足球传承和具有很强的足球

传统文化。推动足球的发展，其次通过在学校期间获得足球技能占大了 27%。而

通过专业训练获得足球技能也占到了 10%，说明了当地对于足球的热爱和足球产

业的发达，以及一些退役的职业球员依旧经常性的参与到足球活动中，营造出了

良好的业余足球氛围。

4.1.1.5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参与者参与动机

表 4-6 英国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参与者参与动机（多选）

动机 个人喜好 健身娱乐 结交朋友 参加比赛 商业需求 合计

选中次数 189 183 46 74 18 200

比例（%） 94.5 91.5 23 37 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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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参与者的参与动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因“个人喜好”这一动机而

参与业余足球运动的认同度是最高的，选中次数达到了 189次，占到了总受访者

的 94.5%,说明该地区的群众对于足球的热爱程度非常高，足球氛围相当浓郁，人

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项运动，并且通过自身积极参与其中来感受快乐。而选

择“健身娱乐”的比例也达到了 91.5%，可以看出该地区群众不但喜爱足球运动，

并且已经了解、发现了足球运动本身的健身价值，已经形成了自觉的体育锻炼意

识。选择“结交朋友”的只占到了 23%，相对而言比例较低，这与英国文化传统

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人的生活方式较为固定，有着固定的朋

友圈和交流方式，他们的传统文化中礼让、文明，但是并不会轻易交友。选择“商

业需求”的只有 9%，认可度最低，这也与英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人们的思维习惯

有着紧密的联系，足球运动作为英国一种特殊的固有文化，人们更多的是对于这

项运动的喜爱而参与，并不会对于这种运动太多的附加别的意义，也不会将其当

作是一种交友或者寻找商机的途径。选择“参加比赛”也占到了 37%，而且选择

此选项的主要是年轻人或足球技术相对较好的人。他们希望通过不断提高技术参

加职业或半职业比赛，这与英国的球探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只要你的技术优秀，

会在不经意间受到不同职业或半职业俱乐部球探的注意，并且有机会加入俱乐部

踢球。这也与英国职业或半职业联赛良好的氛围及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息息相

关。并且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于职业或半职业联赛的认可和向往。

4.1.1.6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参与者参与年限

表 4-7 英国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参与者参与年限

时间 1年及以下 2-5年 6-10年 10年及以上 合计

人数 13 26 99 62 200

比例（%） 6.5 13 49.5 31 100

从参与者参与年限的调查结果（表）可以看出：伦敦市参与群众性业余足球

运动的参与者的球龄都较长，其中 10年及以上的球龄达到了 62人，占到了总人

数的 31%，而在 6-10年的球龄者人数更是达到了 99人，站到了总人数的 49.5%，

接近受访人数的一般，而参与年限在 1年及以下的只有 6.5%，从这些数据中可

以看出，足球文化已经深深的与英国传统文化融合，并且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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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地区的人对足球的热爱程度及参与度均保持在很高的

水平，并且可以看出足球在伦敦市广泛普及已经在很早便实现，也有了很好的群

众基础。

4.1.1.7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参与频度

表 4-8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频度

参与频度 1月 1次 2周 1次 1周一次 1周 2次 1周 3次以上 合计

人数 6 19 38 88 49 200

比例（%） 3 9.5 19 44 24.5 100

通过对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的参与频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一周参

与两次的人数最多，达到了 88人，占到了总人数的 44%，而一周参加三次及以

上的人数也有 49人，占到了总人数比例的 24.5%，这可以看出该地区群众对于

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的喜爱与积极参与，也从侧面展现了当地群众性业余足球运

动的良好参与氛围。而一月参与一次的人数最少，只有 6人，占调查总人数的

3%。这虽然与该地区职业特点及工作、生活作息、气候有关，一年四季较为良

好的气候环境保证了开展业余足球的良好条件，而规律的工作作息及节假日保证

了人们有较为充足的空余时间参与到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当中。但这从侧面也反

映出了伦敦市群众对于群众性业余足球的追捧、热爱及不可割舍的情结。

4.1.1.8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形式

足球运动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除了 11人制标准形式；为了使得足球运动

更好的推广普及，根据场地、规格的不同形成了 5人制、7人制及其他形式的开

展方式。



英国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现状调查

20

表 4-9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形式（多选）

形式 5人制 7人制 11人制 其他 合计

选中此时 68 175 147 55 200

比例（%） 34 87.5 73.5 27.5 100

业余足球运动的开展形式因为没有较为强制性的规定，因此是灵活多样的。

通常由参与者根据参与的人数、体质状况以及场地情况选择适宜的开展形式，做

到因人因地制宜。从运动形式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伦敦市参与群众性业余足球

运动的形式最多的是 7人制，有 87.5%的人选择了该项。而选择 5人制的也有

34%。这两种形式的足球运动对于人数要求较低、场地要求较少。这与伦敦市实

际情况相吻合，伦敦市整个城市有众多足球场、分布在闹市区、郊区等等都有，

但是由于地理原因，绝大多数场地均为小型足球场。因此这两种足球形式开展较

多。11人制形式也有 73.5%，仍然是业余足球开展的主流形式之一，还有选择其

他足球运动开展形式的占到了 27.5%，可以看出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的开展形

式灵活多变，非常丰富。这也是其开展良好的原因之一。

4.1.2 伦敦市足球场地设施基本情况

一项运动普及开展的程度除了参与人数的的多少外，便是此项运动硬件设施

条件的多少及完善程度。通过对伦敦市足球场地设施基本情况进行调查，统计；

可以更加直观具体的了解该项运动在伦敦市的普及情况。

表 4-10 伦敦市足球场地基本情况

球场 职业球场 半职业球场 业余标准球场 业余非标准球场 合计

个数 14 21 97 318 450

比例（%） 3.1 4.7 21.6 70.7 100

通过对伦敦市区进行调查统计，以及先关资料收集整理，结果显示：伦敦市

内职业球场共有 14个，只占到了伦敦市足球场地的 3.1%；分别是阿森纳、切尔

西、托特纳姆热刺等英格兰超级联赛球队与雷顿东方、布伦特福德等英格兰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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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赛和英格兰甲级联赛共计 14支俱乐部球队主场，全部为职业俱乐部经营模式；

球馆均为标准足球场地，标准看台及其他配套设施非常完善。球馆不对外开放，

只作为俱乐部球队主场比赛使用。球馆整体日常管理维护均有俱乐部负责。半职

业球场共 21个，占到了伦敦市足球场地对的 4.7%；为伦敦市 21支参加英格兰

乙级联赛及英格兰足协联赛的球队场地。场地规格为标准足球场，场地周围有完

善的配套设施，但球馆的占地面积与职业球馆相比较小，且可容纳观众人数也比

职业球场少。作为俱乐部球队主场，半职业球场采用半开放式经营。在联赛没有

比赛安排情况下，接受来自社会的球场预订，并收取一定费用。场地的日常管理

维护为俱乐部负责。 业余球场共 469块，其中标准足球场地 97块，非标准足球

场地 318块，各自占到了伦敦市足球场地的 21.6%和 70.7%；这些业余足球场地

遍布整个伦敦市，分布在城市的公园、小区、学校等地方，根据分布地区的不同

由不同的组织尽心管理，有的由学校负责日常维护管理；而分布在公园及小区的

由伦敦市政厅负责，还有一些由开发商负责。通常采用开放式或半开放式运营模

式，公园等地方的业余球场大多免费对公众开放，不需要进行预约；而其他地方

则采用半开放式的经营模式，在 Pitch Finder这个网站上可以对所有这些球场进

行网上预约，不同场地均按时收费。

伦敦市区中，由于绿地资源丰富，因此有许多的业余足球爱好者会临时在空

闲草地上搭建球门等等，形成临时足球场组织业余足球活动，还有以部门专门为

儿童设立的微型足球场，总体而言，伦敦市足球场地的数量、分布情况及配套设

施的完善程度是非常优秀，展现出了该地区人们对于足球运动的喜爱以及业余足

球运动开展普及程度的广泛，也体现出了当地政府对于此项运动的大力支持。

4.1.3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队基本情况

4.1.3.1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参与者参与业余足球队情况

表 4-11 您参加过几支业余足球队

参加数量 1支 2支 3支 4支以上 合计

人数 114 52 21 13 200

比例（%） 57 26 10.5 6.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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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足球队主要是由一些对足球热爱、有着共同兴趣的足球爱好者组建起来

的团体，成员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职业，并不以足球为生，大都利用空闲时间参与

其中，因此完全靠个人意愿参与。通过对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参与者参加的足

球队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 114人参加过一支业余足球队，占到了总数的

57%，并且呈现出依次递减的态势，参加过 4支业余足球俱乐部或球队的人最少，

只有 13人，占到了 6.5%，可以看出业余足球参与者流动性不大，这与英国的球

迷文化有这非常密切的关系，小到街道，大到城区，生活在城市不同区域的人，

会对该区域的代表性俱乐部有着自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他们对于球队的忠诚度

非常高，不会轻易受到外界其他因素影响。例如当地群众对于职业球队的喜爱，

即使其他俱乐部再优秀，他们只会欣赏，但他们永远支持的是当地区域那支俱乐

部，这种球迷文化在他们自身参与的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中也体现了出来，他们

不愿意频繁的更换球队，而是更愿意在一支球队中踢球。

4.1.3.2 业余足球队成立年限情况

表 4-12 业余足球队成立年限

成立年限 1年及以下 2-3年 4-5年 6-10年 10年及以上 合计

人数 6 13 40 74 67 200

比例（%） 3 6.5 20 37 33.5 100

通过对参与者参与的业余足球队的成立年限以及组织形式进行调查，结果显

示：群众性业余足球参与者所加入的业余足球队有 67支已经成立 10年以上，占

到了总数的 33.5%，而成立在 6-10年和 4-5年的球队也各自有 74支和 40支，分

别占到了总数的 37%和 20%，成立年限在 1年以下的却只有 6支，只占到了 3%。

这从整体可以看出，参与者所加入过的球队，绝大多数都已经组建了较长的时间，

可以看出该地区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已经开展了很多年，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4.1.3.3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队组织情况



研究结果与分析

23

表 4-13 业余球队组织情况

组织形式 个人自发组织 社区组织 单位（公司）组织 企业赞助 合计

人数 27 102 28 43 200

比例（%） 13.5 51 14 21.5 100

组织形式方面，以社区组织形式组成的最多，占到了全部的 51%，其次是以

企业赞助形式组织的，占到了 21.5%，而个人自发组织和单位（公司）组织形成

的较为接近，分别为 13.5%和 14%。可以看出该地区主要的组织形式为社区组织

和企业赞助为主，这也与英国足球文化中区域性文化有关；足球文化的长时间渗

透，已经根深蒂固的成为了英国群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他们生活的

每个社区，甚至街道都会组建代表这一区域或街道的业余足球队，而该区域的人

们则是这个球队最为忠实的拥护者。企业赞助模式之所以也成为较为主流的业余

足球队组织形式，这与英国成熟的足球商业模式以及完善的职业联赛环境密不可

分，足球运动的普及积累了大量群众基础和视线，而完善成功的职业联赛运营环

境， 让企业看到了商业机遇，积极的参与其中，为该地区足球运动起到了积极

推动作用。

4.1.3.4 业余球队经费来源情况

足球运动作为当今世界普及最为广泛的运动，不仅与此项运动本身魅力有

关，也与其易于开展的特点有关，但是这项运动本身仍然需要一定经费投入，而

作为业余球队，本身已经形成一个团体，团体整体活动、维护也需要一定经费投

入，因此我们对业余球队经费来源做了调查。

表 4-14 业余球队经费来源

经费来源 AA缴费 社区补贴 企业单位出资 企业赞助 合计

人数 82 27 18 73 200

比例（%） 41 13.5 9 36.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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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球队经费来源调查，结果显示：当地业余足球队的经费来源主要以

AA缴费和企业赞助为主，分别占到了 41%和 36.5%，这一方面是由于业余球队

比赛形式、时间、场地不固定，因此很多人选择了 AA制承担，另一方面与业余

足球队的组织形式有很大关系，有的业余球队获得了一些企业的冠名或资金赞

助，因此他们的经费来源会由这些企业承担。但绝大多数有社区组织的业余球队

经费来源却是球员成员 AA制承担，通过与受访者进行交流，他们都是自愿承担

球队开销，他们认为能够组建一支业余球队意义非凡，并且自身投入到这项运动

中也是完全自愿的，所以他们选择了 AA制，共同维护自己所在的业余球队，这

已经成为了当地一种传统。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当地群众对于此项运动的热

爱程度很高，他们自愿为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投入资金，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传

统，保持多年。这也是当地业余足球队众多，并且能够不断保持的原因。

4.1.4 英国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队比赛情况

4.1.4.1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队比赛组织方式

英国作为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展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是浓郁的足球文化气息，

而一项运动普及、开展的好坏可以从整体的组织开展方式看出，英格兰超级联赛

作为全世界最为成功的职业足球联赛，依靠其不断成熟完善的运营模式吸引着全

世界的目光，他的组织开展方式无疑是成功的。而业余足球运动作为职业足球的

基石和保证，他们的组织开展方式也同等重要，因此我们对该地区业余足球队比

赛组织方式进行调查。

表 4-15 业余足球队比赛组织方式

组织开展方式 业余足球协会 伦敦市政厅 企业、单位 自发组织 合计

人数 86 54 22 38 200

比例（%） 43 27 11 19 100

通过对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队组织开展方式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业余足

球队之间的比赛主要依靠业余足球协会组织开展，占到了 43%，而由伦敦市政厅

组织开展的社区直接的业余足球队比赛也占到了 27%。这充分说明了当地业余足

球比赛已经有了非常规范的组织开展形式。英国作为群世界足球制度最为完善的

国家，从最高级别的足球组织英格兰足球总会到最低级别组织英格兰依斯米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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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联赛，共有 5级 31个组织，他们分工明确，负责英国从职业到半职业，再到

业余的所有足球事宜。对于群众性业余足球同样重视，他们有专门的业余足球协

会，负责英国不同城市发展业余足球运动，组织业余足球队进行比赛，并且已经

形成了完善的组织管理模式。自发组织的方式开展的也站到了 19%，他们主要通

过球队对战邀请的方式或者在社交网站发布比赛信息进行自发组织。整体看，当

地的业余足球队的比赛有着完善，规范的组织形式，开展非常良好。

4.1.4.2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队比赛性质及模式
为了能够更加深入了解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队是开展什么性质的比赛，以

及这些比赛是什么形式的足球赛，因此对其进行调查：

表 4-16 业余足球队比赛性质

比赛性质 业余联赛 邀请赛 友谊赛 商业赛 合计

人数 70 55 63 12 200

比例（%） 35 27.5 31.5 6 100

表 4-17 业余足球队比赛形式（多选）

比赛形式 5人制 7人制 11人制 其他 合计

人数 8 86 189 9 200

比例（%） 4 43 94.5 4.5 100

通过对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队比赛及性质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当地的

业余足球比赛性质方面，以业余联赛、邀请赛和友谊赛较多；而商业表演赛最低，

只占到了 6%，可以看出，该地区群众性业余足球队并不想通过最求比赛赚钱，

而是更多的当做一种兴趣爱好参与其中。从比赛形式方面，在业余足球赛中依然

以 11人制形式的比赛为最主要形式，有 94.5%的受访者选择。但是 7人制足球

比赛形式也有 43%的受访者选择，一方面与场地设施有一定关系，但也可以看出

该地区业余足球带比赛形式并不单一。5人制形式的足球比赛最少，只有 4%的

受访者选择，可以看出该地区业余比赛中对于 5人制形式使用较少。

4.1.4.3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比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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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业余足球比赛时间（多选）

时间 周末 节假日 工作日 不定期 合计

人数 174 127 28 23 200

比例（%） 87 63.5 14 11.5 100

通过对业余足球比赛时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87%的受访者所在的业余球

队比赛会安排在周末进行。同时，可以看到在法定节假日也会有 63.5%的业余球

队安排比赛。这在欧洲国家是不常见的，自我权利保护意识极强的欧洲国家，能

够在节假日也进行业余足球比赛，可以看出足球在这个国度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

活当中，作为一种主要的娱乐、放松手段，受到了伦敦市群众的热爱。而在工作

日时间内安排比赛的只有 7%的业余球队。这主要与业余球队的球员有关，他们

并非职业球员，不以踢球为生，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职业，因此在工作日中他们都

在各自岗位工作，空闲时间较少。而另外有 11.5%的受访者选择了不定期时间，

他们表示这主要是由于赛事安排或者球队根据队员时间及场地自发组织的比赛，

没有较为固定的时间。

4.1.4.4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比赛裁判

表 4-19 业余足球比赛裁判

裁判情况 专业裁判 业余裁判 没有 合计

人数 143 42 15 200

比例（%） 71.5 21 7.5 100

通过对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比赛中裁判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71.5%

的比赛中有专业裁判参与，而只有 7.5%的比赛中没有裁判，通过与受访者交流，

发现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自发组织的业余比赛，因此没有裁判参与。21%的受访

者表示他们参与的业余足球比赛中的裁判是业余性裁判。从整体上看，当地业余

足球比赛，只有极少数比赛中没有裁判参与，而绝大多数比赛中都有裁判参与，

他们对于业余足球比赛同样重视，并有着严格的要求。而通过相关资料整理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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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4年，英国全国正式在英足协注册的专业足球裁判人数达到了 25502人，

伦敦地区大约有 6300余人，而最小的专业足球裁判仅为 14岁，因此该地区足球

裁判资源非常丰富，这是他们业余足球比赛仍然有着众多裁判参与的基础，同时

也展现出了该地区足球氛围的浓郁及人们对足球文化及足球比赛的认可，愿意参

与到其中。

4.2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影响因素
对英国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开展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发现受访者对于影

响当地群众性业余足球开展的因素有不同的见解。

表 4-20 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开展影响因素（多选 N=200）

影响因素 多选（N） 百分比%

政府及人民的大力支持 166 83

足球文化传承 181 90.5

足球环境 190 90

业余足球组织形式 194 92

足球协会的管理 146 73

充足的空闲时间 196 93

业余足球的开展功能 133 66.5

活动经费 74 37

足球技能水平 62 31

足球场地器材 139 68.5

其他 174 87

通过调查，结果显示：有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良好的足球文化传承，

这项运动才能真正意义上的普及，而随着这项运动的发展，必须有正规组织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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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组织、管理，才能够保证它不断的、正确的发展。而且认为空闲时间的充足

是影响这项运动最为直接、重要的因素，因为随着现今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

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精神需要，牺牲更多的空闲时间已经

司空见惯，而如果没有真正的时间保证，何谈参与到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当中，

又如何使其不断发展。

在整个影响因素调查过程中，可以看出人们更多的关注的是这项运动本身的

魅力，而对于其他考虑较少，他们认为人们在保证充足的空闲时间的情况下，本

着健身、放松、娱乐身心的心态加入到这项自身喜爱的运动当中，并且不断传承

这一优秀的足球文化是最为重要的，而对于参加其所产生的经费相对关注较少。

4.2.1政府支持以及完善的公众服务体系

英国作为现代足球的发源地，整个国家弥漫着浓郁的足球文化，随处可见的

绿茵球场以及享誉世界的英格兰超级联赛，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特别的一张国家名

片。而这些无不是有着政府的大力支持，1989年当时的英国政府出具的一份《泰

勒报告》中明确指出：足球在英国人民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政府需

要不断加大对于足球事业的支持力度，保证人民的生活指数。1997年由英国政

府主导实行了“终身特许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协助学校和社区青少

年更多的参与到足球训练中，从而提高英国的足球人口。2011年英国政府经过

审议决定此后每年投入 1.02亿英镑用于改善足球基础设施。而这项决议将有助

于持续建设和翻新社区体育设施。英国政府赋予英格兰足球总会的权利以及相关

法律的保障也体现出了对于足球事业的大力支持。而英国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每一位英国公民都享有公家提供的理赔保险，保证了群众的参与程度。

4.2.2 足球文化传承

足球运动作为英国群众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与长久以往的足球

文化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伦敦市区随处可见父母带着孩子进行足球游

戏，他们耐心的培养着孩子的足球兴趣，通过走访了解，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传统，

因为在他们小的时候便是这样受到来自父母的足球熏陶，而且整个生活的环境中

都是这样，很常见。可见足球文化在当地已经成为人生必修课，不断的传承着。

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足球宣传栏及信息也在为这个城市营造着浓郁的足球氛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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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完善的足球组织管理模式

英国作为拥有全世界作为完善的足球体系，覆盖了职业、半职业、业余全部

群体，从幼儿足球运动到青少年、再到中老年，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也有着相应的

组织机构进行管理，完善的组织机构不但能够使得人们更加方便、有效的加入到

群众性业余足球当中，更能够使得这项运动健康稳定的发展。而英格兰超级联赛

作为全世界最为成功的职业联赛，因为受到来自不同组织的管理监督，使得其更

加透明、公正，营造了良好的足球环境，而良好的职业足球氛围会促进人们对于

业余足球的喜爱与参与。群众性业余足球队一方面需再足协相关部门备案，受到

其监督管理，保证众多业余球队的正常与稳定。而另一方面又由足协及当地市政

厅等机构统一组织安排不同赛事，保证了业余球队能够有效、高效的参与不同赛

事，不断交流，进步。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

4.2.4 完善的足球基础设施

伦敦市区中共有 504片各式足球场，其中有 469片业余足球场供群众性业余

足球爱好者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而这些充足的场地设施，无疑保证了当地群众

对于群众性业余足球的参与，而且当地有完善的场地预约机制，群众可以在球场

预约官网 Pitch Finder上了解全部场地的预约情况，并根据自身时间进行场地预

约。在众多的场地资源中，并不是单一的 11制足球场，还有许多小型足球场，

甚至有专门为 10岁以下儿童搭建的微型足球场，供他们参与。这些完善的足球

基础设施，使得当地的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能够顺利的普及，开展。

4.2.5 充足的空闲时间

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的参与者本身都有着不同的职业，而业余足球运动作为

一种兴趣爱好，只有在工作时间以外的空闲时间才能参与到其中，因此只有保证

有较为充足的空闲时间，才能使得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更好的普及发展。而英国

完善、健全的法律体系保证了群众能够实现朝九晚五的正常上班时间，以及周六

周日的正常休息。这就为他们参与到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时间保

障，不但可以在周六日参加这项运动，在平时的工作日中，他们也有空闲时间参

与到其中。而且英国独特的自然环境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时间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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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人数众多，来自不同行业，经济收入
也不同，以满足个人兴趣爱好和健身娱乐为目的。其中男性占绝大多数，参与者

年龄分布广泛，26-35岁青年居多，但 56岁以上中老年也占据一定比例，以基本

形成全民参与态势。但存在女性参与不足的情况。

（2）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足球技能主要以自学这一途径为主，
而家庭培养也占据一定比例，体现了当地优秀的足球文化传承。参与者参与群众

性业余足球运动年限普遍较长，在 6-10年及以上。参与者参与积极性非常高，

以一周二次及以上者居多。当地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形式多样，其中以 11

人制和 7人制为主。

（3）伦敦市足球场地资源非常丰富，配套设施完善，并且均有相关部门对其
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这为当地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保

障。而方便快捷的互联网场地预约模式，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不同人群的活动需要，

并且有效的提高了场地的利用率。

（4）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均有参加业余足球队；而业余足球队
以社区组织形式为主；成立年限在 6-10年及以上为主；球队经费来源方式多样，

以 AA制缴费机企业赞助为主要途径。

（5）伦敦市业余足球队有官方组织统一备案，进行监督管理。业余足球队比
赛组织方式以官方业余足球协会组织的业余联赛为主，市政厅组织的社区比赛及

企业组织、个人自发组织的友谊赛等为辅。比赛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以 11人制

比赛为主。人们更愿意将周六日及其他法定节假日作为比赛时间。业余比赛绝大

多数均有裁判参加，其中具有专业足球裁判资格者为主。

（6）伦敦市足球文化浓郁，氛围良好。足球运动已经成为该地区人们日常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在当地开展良好，并且人们已经形

成了全名参与终身体育的意识。

（7）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影响因素主要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帮
助，完善且细致公共服务体系；足球文化的长期传承；完善的足球组织管理模式；

完善的足球基础设施以及充足的空闲时间。这些因素共同促进该地区群众性业余

足球运动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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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我国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的启示

6.1 政府部门大力支持
中国足球的发展在近年来不断职业化和市场化，政府部门更多的关注职业足

球俱乐部和职业足球联赛的管理和扶持，却忽视了群众性业余足球这一职业足球

发展的根基所在。在中国，政府作为主导性地位，应该在不断发展职业足球的情

况下，加大对于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的支持力度，积极完善我国较为匮乏的足球

基础设施，为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提供广泛开展的良好条件；并且加大对群众性

业余足球运动的宣传力度，由政府主导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多种多样的群众性业余

足球比赛，为该项运动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发展平台。

而在刚开幕的 201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中，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确定

了今后十年中国足球改革的大政方针，明确提出了要逐步解决我国足球基础设施

薄弱，业余足球氛围冷清等问题，并将实施“足球进校园”活动，着重我国足球

后备力量的培养。可以看出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要发展足球事业，并不能单纯依靠

发展职业足球，而更要注重对于群众性业余足球事业的发展。

6.2 足协完善管理体系
随着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不断发展，中国足协在职业足球方面的管理机构及

管理、监督模式，渠道正在日趋完善。但是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的开展长期以来

都是自发组织的，包括活动场地、比赛、时间、资金等等，足协没有设立相应部

门对群众性业余足球的开展进行较为科学、系统的指导、管理和监督。而在英国，

英足总设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对本国不同地区的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进行组织、

管理和监督。大到全国性质的群众性业余足球联赛、小到各个街道间的友谊赛，

都有着专业的机构进行组织管理。这大大促进了英国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的发

展。我国现阶段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发展的混乱，根本原因就是在群众性业余足

球方面管理体系不健全，模式不清楚造成的。因此应该明确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

在我国体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足协在群众性业余足球方面设置专门的管理机

构，并且大力扶持群众性业余足球的发展，保证其能够健康、稳定、有序的向前

推进。

6.3 探索业余足球市场商业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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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运动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成功商业模式，赞助、

代言、商演、职业联赛等等展现了这项运动更多的魅力与商机，吸引着更多企业

的投资。相比英国在群众性业余足球方面，不但形成了“英国南部超级联赛”、

“英国北部超级联赛”和“英国伊斯米安联赛”等等全国性的大型业余联赛，而

且不同城市定期都会组织各种形式的业余比赛，不断扩大群众性业余足球在社会

中的影响，将群众性业余足球市场化，吸引商业赞助等等，使其自身能够形成良

性循环。而在我国，群众性业余足球方面，还仅仅处于谁参加谁出钱，或者小范

围小规模的友谊赛会获得一些企业赞助。但整体看来没有形成一套商业模式，而

仅仅依靠政府扶持，足协指导无法弥补我国当前群众性业余足球的发展需要。

因此，应该更加深入挖掘群众性业余足球市场所蕴含的商机，因为群众性业

余足球运动开展形式更多样化，参与度更高。如果能不断开展更多，更大规模的

比赛，从而将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市场化，将这些比赛打造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品

牌，不断探索新型商业模式，就能够不断吸引更多投资，从而使得群众性业余足

球不断提高自身价值，服务于社会，形成良性循环，就能促进该项运动快速发展，

也能促进我国足球事业的良性发展。

6.4 承担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社会责任
当前我国职业足球发展迅速，取得的成绩显著。2013年广州恒大俱乐部成

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亚冠的球队，可以看出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已经取得了长远进

步。而作为本土职业联赛中最高级别比赛“中超联赛”正举办的如火如荼，而与

之相反的却是目前我国发展冷清的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现在职业联赛俱乐部的

管理层以及中超联赛不断喊出提高中超联赛上座率以及关注度，振兴中国足球等

等口号，但与之相反的却是稍有实际行动，而真正能够参与到群众性业余足球运

动中的，都是发自内心热爱足球运动的，都是职业足球俱乐部球迷中的一份子，

作为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衣食父母，有责任也有必要对群众性业余足球进行扶持帮

助。

目前我国中超联赛的不断发展，绝大多数城市都已经有职业俱乐部，如果能

够使这些俱乐部定期举行一些活动，深入到当地城市中，或者举办一些专业足球

辅导，帮助当地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不仅可以在提升自身及俱乐部的声望，而

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创造良好的群众性业余足球氛围，促进群众性业

余足球运动的长远发展。

6.5 加强裁判队伍建设，提高业余比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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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裁判作为在足球比赛过程中的最高执法者，是保证比赛公平，比赛环境

稳定的最重要环节，但是与英国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比赛中极高的专业注册裁

判形成鲜明对比，在我国的群众性业余足球比赛中，很少会有专业裁判参与；更

多的是找一些大概了解足球知识的人临时扮演，或者干脆没有足球裁判参与，比

赛环境只能够靠双方选手自我调节。长此以往的情况带来的问题便是：群众性业

余足球比赛环境混乱，比赛结果存在不公正情况，业余足球水平进步缓慢，甚至

会对参与其中的足球运动爱好者造成消极影响而退出该项运动，阻碍群众共性业

余足球运动的发展。

因此在体育部门应该加大对于足球裁判的培训力度，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定期

组织足球裁判知识交流会等等，鼓励社会中更多人参与到足球裁判队伍中，不但

可以增加我国裁判人数，提高业余足球必死啊水平。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丰富

全国足球文化氛围，形成全面参与足球的新热潮，增加群众性业余足球的影响力。

并且在群众性业余足球执法过程中要注重保证比赛的连贯性、业余性以及稳定

性。

6.6 完善足球场地基础设施，优化现有场地利用率
与英国伦敦市足球场地基础设施完善，场地充分相反，我国目前除极个别一

线城市有较为良好足球场地以外，绝大部分地区足球场地及配套设施存在严重不

足，没有充足的足球场地也就意味着群众共性业余足球运动的开展受到了硬性条

件的制约，无法大力开展，参与者只能在较为空旷的地方自行搭建简陋的场地进

行活动，大大减少的参与热情。这就需要各地政府及足协共同努力，加大对驱逐

场地建设的投入，也可通过政府主导吸引社会力量加大对足球场地的投资力度，

形成有偿使用的足球场地新型行业，不但可以带动社会发展，也可以增帮助群众

性业余足球的发展。

目前我国各城市的足球场地资源绝大多数仍然以学校体育场地为主，但是与

群众性业余足球需求紧迫相反，学校所占有的体育设施存在着利用率不高的情

况，很多学校的足球场地长期空闲，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在保

证学校环境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将学校的体育场地资源利用率进行合理优化，

可以实行网上限时预约，再收取一定费用并且保证学校秩序的情况下向社会开

放，满足群众的需求。增加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参与者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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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Questionnaire of comparison of the mass amateur football current

situations in London, UK

I am a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hanxi University from China . I am doing a research

about current status of mass amateur soccer in London.

Please mark “x” on the choice which you select, or fill in the blanks instead.

If some questions are confidential to you, just skip it.

According to the State secret laws,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you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and used for the purposes of research only.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corporation!

1. Your age is about:

A. 16-25 B. 26-30 C.31-35 D.36-40 E. Above 40

2. Your gender:

A.Male B.Female

3. your occupation is:

A. Private owners B.Government staff C.Enterprise staff D.freedom

E.Other

4. Your monthly income:

A. Less than 1000 pounds B.1000-2000 C. 2000-3000

D. 3000-5000 E. More than 5000 pounds

5. How long have you been engaged in football:

A. Less than 1 year B. 2-5 years C. 6-10years D. More than 10 years

6. The main route that you get the skills of 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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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y yourself B. School or University C. Short-term Training Course

D. Professional Coach E.Others

7. The frequency that you play football:

A. once a month B. Once two week C. Once a month D. Two times

in a week E. More than three times in a week

8. The form of you participate in the mass of amateur football activities

is(Multiple):

A. 5 people B. 7 people C. 11 people D. Others

9. The purpose that you play football (Multiple):

A. Entertainment B. Making friends C. For competition

D. Improve the skill E. Business imperative

10. How many clubs/teams have you been attended:

A. 1 B.2 C.3 D. More than 4

11. You join the team set up time:

A. Less than 1 year B. 2-3 years C. 4-5 years D. 6-10 years

12. The nature of your club/team:

A. Individual organisations B. Supported by company/other institutions

C. For profit D. Others

13. Economic source of your club/team:

A. Individual investors B.Community subsidies C.

Enterprise investmenty

D. Corporate sponsorship

14. Is there any coach in your club/team:

A. Yes, Permanent B. Yes, Temporary C. Only have team leader

D. No

15. Did you ever attend to an amateur football competition:

A. Yes B. No

16. The nature of the amateur football matches:

A. Amateur League B.Invitational tournament C. Friendly match

D. Commercial competition

17. The organiser of this competition:



英国伦敦市群众性业余足球运动开展现状调查

40

A. Professional Football Association B. Amateur Football

Association C. Corporate/Other institutions

D. Team leaders E. Others

18. The competition system is usually(Multiple)

A. 5 people B. 7 people C. 11 people D. Others

19. Time of theamateur football match(Multiple)

A. Weekend B. Holiday and vacations C.Working day D.Uncertain

20. Is there any judge in the competition:

A. Yes, profession B. Yes, amateur C. No

21.Do you think the factors have influence on the masses of amateur football

is(Multiple)

1. Strong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2. Inheritance of the football culture

3.The football environment 4. The amateur football organization

5.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Management 6. Ample free time

7.The amateur football development function 8.Activity funds

9.The level football skills 10.The football field and equipment

11.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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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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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如梭，不曾停息。转眼间两年的研究生生活悄然结束，很庆幸在我的生命中能有这

样一段时光经历很多事情，多我自己也有着很多的改变。现在，随着毕业论文的终结，也意

味着我最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也将要结束，太多太多的感谢想要表达。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感谢我的研究生导师李金龙教授。您在学术上治学严谨、一丝

不苟，而又常常带一丝幽默让学习不再索然无味。每周的学习以及例会，您都传递着自己的

学习经验和思想，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在生活中，您为人谦和，给予我积极的引导，教

育我积极向上、真实自我，不盲目，不低迷，让我不断在压力中进去，挫折中前行。你教育

我做事、做人都要严谨和执着，我会一直深记在心。也祝福您，能偶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

方。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信的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给与了我生命，也给予了我

最无私的关爱，却从不求回报，始终坚定不移的支持我的学习，在我身旁理解我，信赖我。

祝愿我的父母身体健康，快乐幸福。

感谢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教过我的所有老师们，一路走来，我的不断完善，不断进步都

是因为有你们，有你们的孜孜教诲和付出，从你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谨此表达对你

们的感谢和敬意。

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还要感谢和我一个研究室的师哥师姐们，感谢你们在这两年

中对我的帮助，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对我的指导，为我完成论文提供了很多帮助，祝你们在各

自的人生道路上前程似锦。

春梦秋云，聚散无常，感谢我研究生的同学们，两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们却建立

了深厚的优异，感谢你们给与我帮助，我们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衷心祝愿所有的同学虔诚

美好，生活幸福。

至此，求学生涯即将告一段落，但是在人生的长路上，还有更长的求知道路等待着我，

我会坚定向前，永不放弃。

最后，祝我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们开心快乐，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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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姓 名：菅宇正

性 别：男

籍 贯：山西省忻州市

个人简历：2013年—2015年 就读于山西大学体育学院，社会体育指导专业

2009年—2013年 就读于湖南怀化学院体育系，社会体育专业

联系方式：18835108731

电子信箱：40848776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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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

在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

用的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

撰写过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46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

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

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

编学位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

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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