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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举国体制作为攻克重大领域关键难题的复杂系统，是现阶段中国应对外部竞争加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重要制度保障。 基于复杂系统及管理理论，从“顶层设计—贯彻执行”二分维度构建举国体制解析系统。
顶层设计子系统由目标与决策元素构成，而贯彻执行子系统元素包括任务、主体、资源、动员及协调机制。 系统

内及子系统间各要素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促进举国体制重大成就的取得。 进一步，根据举国体制系统解析框

架，对航天、扶贫、防疫、体育举国体制进行纵深分析及跨领域比较发现，各领域解析系统元素具有的共性是确保

举国体制成功的前提，而异质性则对不同领域举国体制运行绩效的差异起到解释作用。 从系统解构视角研究打

开举国体制的内核，丰富已有文献对举国体制概念、特征、模式等外部“轮廓型”的研究，促进学界对举国体制认

识的深化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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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国体制是在特定领域汇聚全国优势力量集

中攻关，实现国家意志的非常规制度安排［１］，在中

国具有相当悠久且成功的实践基础，包括从推动

中国取得“两弹一艇一星”重大科技突破、完成全

面消除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目标，到助力中国实

现“新冠抗疫战”基本胜利。 历史经验证明，举国

体制是中国应对特殊时期和完成特殊任务的最优

体制［２］。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国崛起趋势与外部遏制压力之间矛盾加剧，且中

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面对挑战最大、任务最艰

巨的关键使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
要“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①”这表明举国体制再次

成为新时代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重大突破，实现

重大发展”的重要法宝。 因此，立足新国情，深入

研究举国体制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文献来看，学术界对举国体制展开了相对

丰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举国体制的应用领域和

研究内容两个方面。 依据举国体制的应用领域，
已有研究主要分为“体育竞技举国体制” ［３ － ６］、“科
技举国体制” ［７ － １０］ 以及“防疫举国体制” ［１，１１ － １３］

等。 根据举国体制的研究内容，已有研究重点探

讨举国体制的概念内涵［２，８］、基本特征［６，１０］、落地

模式［８］、实现机制［７，９］、优化路径［４，７］等。 尤其是自

２０１５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首

次提出“新型举国体制”概念以来，引起诸多学者的

广泛关注，并详细论述从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

嬗变的时代背景［１４］、历史与实践逻辑［１５ －１６］、应用场

景［１４，１６ －１７］等。 纵观以往研究，主要呈现 ３ 个特点：
第一，已有研究主要从外部视角勾勒举国体制的轮

廓，虽有利于促进学界对举国体制的总体认识，但
对其内核构成及运转系统知之甚少；第二，已有研

究过于聚焦对新型举国体制中“新型”含义的解

读，而回避阐释“举国体制”的真正内涵，使该概念

迄今尚未被清晰讨论，并引起误解和争议［２］；第
三，已有研究缺乏对关键领域举国体制的实践证

据进行系统化分析及比较性研究［１５］，而经验比较

研究能够识别出优秀做法与存在问题从而推动举

国体制的优化完善。 这些不足为本文从内部机制

层面和经验比较方法上拓展现有研究提供了

思路。
综上所述，鉴于依赖举国体制完成的任务往

往呈现出复杂性、跨系统交叉特征，本文拟基于复

杂系统视角深入剖析举国体制，从“顶层设计—贯

彻执行”二分维度构建举国体制解析系统，并以此

作为分析框架，区分工程技术复杂系统与社会复

杂系统任务，分别对航天、扶贫、防疫、体育领域举

国体制的解析系统进行分析评估，进而比较 ４
个领域举国体制解析系统的共性与差异，从中

提炼出可指导实践发展的经验启示，旨在提升

中国未来关键领域中举国体制的运行效率，加
速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发展历程。
一、文献综述

根据对举国体制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已有

研究呈现出紧追国情、逐步演化、纵深推进的趋

势，即探讨焦点从关键领域（如体育、扶贫、防疫、
科技）的传统举国体制转向新型举国体制。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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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重回顾体育、防疫和科技领域举国体制研

究现状，进而介绍新型举国体制研究进展，并评述

整体研究格局，指明研究差距，阐明本文研究

思路。
（１）体育、防疫、科技领域举国体制研究现状。

第一，关于体育举国体制，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体育

举国体制的本土特征［６］ 和国外经验［５］、举国体制

对中国竞技体育事业、体育人才培养的影响机制

和效果［４］。 第二，关于防疫举国体制，已有研究大

多聚焦制度优势分析其对抗击疫情［１１］、疫苗研

发［１］和复工复产［１３］ 的推动作用，并提出在新冠疫

情肆虐全球背景下应按照生态政治模式来建构生

态型新型举国体制［１２］。 第三，关于科技举国体制，
深受学界关注，重点从内涵、模式、机制、路径等方

面展开研究。 在内涵方面，雷丽芳等［８］ 从广义和

狭义视角阐释科技举国体制，指出其具有“计划

性”“举国” “政府主导”等特点，以及国家和项目

两个层次的内涵特征。 在模式方面，闫瑞峰［１８］ 对

国外举国体制的研究发现，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

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实践应用存在三大模式，
分别为以美国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为代表的

国家全面主导模式，以欧洲伽利略计划为代表的

公私合营模式和以日本和美国半导体产业竞争为

代表的公私联盟模式。 在机制方面，李哲等［９］ 从

项目决策、项目责任、研发组织、利益分配、预算与

成本控制、绩效评价、进入与退出、政策激励等方

面提出实施举国体制应关注的制度框架。 在路径

方面，刘戒骄等［７］ 认为中国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经

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创建发展和改革开放后的适

应性调整，基本完成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

转变。
（２）新型举国体制研究进展。 自 ２０１５ 年新型

举国体制概念首次被提出后，学界针对这一概念

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涉及概念辨析、特征探寻、历
史溯源、实践路径等。 从概念内涵看，与传统举国

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是在中国传统举国体制

实践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面对新世情、社情、
国情、党情做出的创新性标定［１９］。 新型举国体制

的“新”表现为集中方式的市场化、力量组成的现

代化以及大事范围的可扩展化［２０］。 从基本特征

看，新型举国体制是传统举国体制在新时代的适

应性转型，在领导力量和价值取向方面，二者一脉

相承；在资源配置、参与主体和外部环境方面，新
型举国体制则呈现市场化、多元化和开放化等鲜

明特征［１４］。 从历史演变看，从“举国体制” 转向

“新型举国体制”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与实践逻辑。 无论是“政策演进”“国家建构”抑或

是“现实危机”的视角，都清晰呈现“举国体制”向
“新型举国体制”的嬗变历程［１５］。 从实践路径看，
实施新型举国体制应结合具体情况，实现放权模

式下的央地互动、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以及统

筹格局下的利益协调，保障其制度优势不被削

减［２０］。 同时，要控制新型举国体制的实施范围，防
止泛滥化，并建立好退出机制，妥善处理各种利益

关系［１７］。
基于文献梳理与分析可知，举国体制的研究

概况已初步呈现，研究议题在逐渐扩展、丰富，但
尚需从以下 ４ 个方面加以深化。 第一，总体而言，
理论界对举国体制的关注和挖掘仍相对较少，以
此为主题的文章发表较为缺乏，表明举国体制存

在进一步探索空间［１５］。 第二，已有研究多从概念、
特征、流变、模式、路径等维度开展研究，回答举国

体制“是什么”类的问题，使学界对举国体制的宏

观把握相对深刻，但缺乏对举国体制内部构造及

运行系统的解析，难以解释举国体制“如何”类的

问题。 第三，从关键领域的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

体制，目前研究过于强调从时代背景对其“新型”
的解读，而回避对“举国体制”问题实质的阐释，使
得该概念尚未被清晰讨论，并引起误解和争议［２］。
第四，经验分析是规范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构成，有
利于识别存在的问题，明确优秀实践做法。 现有

研究尚未对关键领域举国体制的国内外实践证据

进行系统化分析与比较性研究［１５］，难以真正掌握

各领域举国体制成功的共性与差异。 基于此，本
文试图以复杂系统为视角深入举国体制内部，构
建举国体制的解析系统，并系统性研究航天、扶
贫、防疫、体育领域举国体制解析系统的共性与差

异，从而推动举国体制相关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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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杂系统视角下举国体制解析系统构建

（一）复杂系统视角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

统，分析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

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调整系统结构，优化

要素关系，使系统整体达到最优［２１］。 根据系统结

构的复杂性即子系统数量和种类、子系统之间关

联关系的复杂程度（非线性、不确定性、模糊性等）
以及层次结构，可将系统分为简单系统与复杂系

统［２２］。 区别于具有微观可还原性的简单系统，复
杂系统是具有非线性相干作用的开放系统［２３］。 随

着复杂性科学发展，复杂系统视角在科技管理领

域被广泛应用［２４ － ２５］。
举国体制是以举国之力完成国家关键核心领

域的重大难题，因而它是一套解决复杂系统问题

的管理系统，其本身是一个由众多具有共同目标、
功能互补、资源匹配的行政部门、高校、科研院所、
企事业单位、协会组织等联结在一起的巨大系统。
根据系统论的内涵界定，举国体制具有主体复杂、
要素复杂、层次复杂、关系复杂等特点，是典型的

内容多、要素多和层次多的复杂系统，是在多个要

素相互影响和促进下所形成的综合系统。 因此，
举国体制完全符合复杂系统的特征，引入复杂系

统视角解析其内核构成具有理论依据。
（二）举国体制解析系统构建

举国体制解析系统构建基于复杂系统、管理

理论推导与实践案例归纳相结合。 第一，从系统

论看，举国体制是完成重大任务的复杂巨系统，总
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向要素、结构和功能更加复杂

的方向演进，并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２６］。
根据该定义，举国体制解析系统应包括主体与要

素、功能与目标、结构与边界三个方面的基本特

征。 第二，从管理学基本职能看，举国体制也是一

套解决复杂问题的管理系统，是通过计划、组织、
指挥、协调、控制等功能，对各要素（人、财、物、信
息、时间、技术等）进行管理，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

程［２７］。 按照这一内涵，举国体制解析系统应涉及

目标、决策，主体、资源、协调、控制等，并从目标与

决策形成转向以主体、资源、协调、控制等为核心

的执行过程。 第三，根据对航天、扶贫、防疫、体育

等举国体制实践考察发现，举国体制存在跨层次

（央地）、跨区域、跨系统特征，并强调动员工作，以
利于集聚全国之力。 综上所述，举国体制管理体

系主要由顶层设计和贯彻执行两个子系统构成，
如图 １ 所示。 决策子系统由长期目标和最高决策

体系构成，实施子系统主要由任务特征、主体构

成、资源需求、动员机制和协调机制组成。

图 １　 举国体制解析系统

顶层设计子系统的核心功能是根据对形势的

总体判断明确未来一段时间内应致力于完成的关

键使命，其核心是目标和决策。 目标居于顶层设

计子系统的核心，并可区分为远景目标与阶段性

目标。 目标具有两大特征：①蕴含国家意志。 国

家意志强度体现出国家层面对目标的重视程度，
从而决定其被实现的可能性，通常表现为国家主

要领导人的明确希望和国家文件的愿景陈述。 ②
突显明确性，强调动态差距及反馈。 目标清晰程

度反映出对追求结果及其路径的深思熟虑，进而

影响其被执行的效率。 同时，目标实现是一个动

态变化过程，要求及时平衡目标与现实差距，并通

过反馈调整机制缩小差距。 决策是顶层设计子系

统的另一重要元素，通过决策子系统可将目标落

实到执行层面，但其落实力度主要取决于决策机

构的等级，如国家级、部委级等。 决策机构层级越

高，权威性越大、覆盖面越广。 目标和决策对贯彻

执行有决定性影响。
贯彻执行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将决策机构所

明确的目标转化为任务，在动员机制与协调机制

支撑下，通过主体组织及参与、资源投入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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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任务付诸实践以取得预期成就。 在元素构成

上，贯彻执行子系统包括任务、主体、资源、动员及

协同机制五部分。 就具体贯彻执行过程而言，第
一，任务体系。 举国体制的任务体系有明显不同，
主要表现为工程技术复杂系统问题与社会复杂系

统问题。 系统问题的性质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其

可分解程度、并行工程数量多少及难度大小等。
第二，参与主体。 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企事

业、协会组织、社会大众等均为可能的参与主体，
其中牵头主体发挥主要作用，同时，主体侧重有偏

市场化与偏行政化两类。 参与主体广泛程度、认
知一致性，对促进各任务的有序完成有重要影响。
此外，应保障参与主体的权责利匹配。 第三，资源

体系。 资源体系需要保持稳定性与持续性。 重大

任务完成必定离不开人、财、物的长期支持，对于

科技创新尤其需要战略科学家，其他类任务也需

要各行各领域领军人才等。 而在新科技革命时

代，科技力量、信息资源对把控任务进度、提升任

务质量等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动员

体系。 举国体制参与主体广泛，需要用好动员机

制。 可以从 ３ 个方面把握：①动员对象，既要激励

各类组织承担任务，也要鼓励个体参与，提高参与

主体的数量与多样性；②动员逻辑，正面可从物质

收益或精神财富出发进行动员，负面则可从现实

困境或潜在损失规避进行驱动；③动员方式，主要

依靠政治动员、公共宣传方式，必要时可采取战时

状态、平战结合方式，降低动员难度。 第五，协调

机制。 举国体制运用领域任务多且复杂、主体广

且类型各异，需良好的协调机制。 既应妥当平衡

好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还要解决好跨部门、跨区

域、跨层次协同的问题。 协调主体越多、协调范围

越广，协调难度越大。
除此之外，举国体制需注意时间要素。 重大

任务的完成，离不开顶层设计子系统与贯彻执行

子系统的持续良好运转，其时间跨度可能是长期

（１０ 年以上）或中期（５ ～ １０ 年），极少情况是短

期的。 时间极其考验目标、决策，发生重大改变

可能导致中途放弃、半途而废，需要警惕。 举国

体制解析子系统、构成要素及关键要点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举国体制解析子系统、构成要素及关键要点

子系统 构成要素 关键要点 时间周期

顶层
设计

目标
目标类型：远景目标 ／ 阶段目标
目标特性：①国家意志；②明确程度；③动态差距

决策
决策机构：国家级 ／ 部委级
决策特性：①权威性；②覆盖面

贯彻
执行

任务
任务类型：工程技术复杂系统问题 ／ 社会复杂系统问题
任务特性：①可分解性；②并行工程数量；③难易程度

主体
主体类型：政府 ／ 高校 ／ 科研院所 ／ 企事业 ／ 协会组织 ／ 社会大众
主体特性：①牵头主体属性；②市场化程度；③主体广泛性；④权责利匹配

资源
资源类型：人、财、物、信息
资源特性：①来源；②投入稳定性；③投入持续性

动员

动员对象：各类组织 ／ 社会大众（注意数量与多样性）
动员逻辑：成本收益比较 ／ 风险规避
动员方式：政治动员 ／ 公共宣传 ／ 战时状态、平战结合
动员机制特性：①动员主体差异；②动员范围；③动员难易度

协调
协调对象：政府 ／ 高校 ／ 科研院所 ／ 企事业 ／ 协会组织 ／ 社会大众
协调机制特性：①协调牵头主体属性；②市场化协调程度；③协调主体差异；
④协调层次、系统及范围

短期标定 ＋ 长期坚持

三、关键领域举国体制解析系统评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在短时间内实现“两弹

一星”等重大科技突破。 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

八大之后，中国在对口支援、脱贫攻坚、疫情防控

等民生工程和应急管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这都

依赖于举国体制的制度性优势［１４］。 丰富且成功的

举国体制实践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样本。 因

此，遵循前文构建的举国体制解析系统，对航天、
扶贫、防疫及体育领域的举国体制进行系统性

评估。
（一）航天举国体制解析系统评估

中国航天事业起源于“两弹一星”事业的举国

体制。 自 １９５６ 年起至今已 ６６ 年，中国从零起步独

立自主发展成为航天强国，成为自立自强的典范。

５２４

学术动态与新视点　 复杂系统视角下的举国体制进路



钱学森在 １９５６ 年初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建立

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中国导弹与火

箭事业发展计划。 获得支持后，以聂荣臻元帅为

主任的中国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 １９５８ 年，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正式组建；１９６４ 年，导弹、原子弹先

后研制成功；１９６５ 年，正式启动人造卫星的研制任

务；１９６８ 年，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兼

任院长；１９７０ 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首颗自主

研制的人造卫星 “东方红” 一号成功送上太空；
２００３ 年，“神舟”五号将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送入

太空；２０１３ 年，“嫦娥”三号成功升空并安全着陆月

球表面，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 ３ 个实现在地外天体

软着陆的国家；２０２２ 年，中国空间站进入全面建造

阶段。 可见，中国航天事业突飞猛进，在运载系

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诸多工程领

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
纵观中国航天事业 ６６ 年发展历程，举国体制

主要有以下特征。
（１）顶层设计子系统方面。 第一，目标特征。

中国航天事业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国

防科技为初心，以发展尖端国防技术的国家意志

为基础，以“两弹一星”为初期明确目标，并不断在

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领域分阶段部署明确目标，
逐渐迈向航天强国目标。 第二，决策特征。 中国

航天事业决策首先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决心的

体现，并成立专门最高决策机构，先是 １９５６ 年中国

航空工业委员会，后是 １９６２ 年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其主任为周恩来，成员有贺龙

等七位副总理和张爱萍等七位部长级干部。 这一

最高决策机构是行政权力机构，可以组织协调、调
动全国资源。 在 １９６４ 年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

后，中央专委会体制延续下来，直至周恩来逝世后

的 １９７９ 年。 虽然在“两弹一星”时代后中央专委

会不复存在，但是中国航天事业一直得到国家领

导人支持，顶层决策机构发挥重要影响。
（２）贯彻执行子系统方面。 第一，任务特征。

中国航天事业的任务目标非常明确，是以任务带

动科技发展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分解复杂任务

结构和关键工程技术问题。 运载火箭、卫星发射、

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每个阶段总体任务明确，任
务攻关的核心在于工程技术协调攻关。 第二，主
体特征。 首先成立专门的科技攻关机构，在 １９６５
年正式启动人造卫星研制任务后，１９６８ 年组建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当时，国家主要是计划经济

体制，政府和企业根据国家计划分工协作。 进入

９０ 年代后，航天事业逐渐走向市场。 第三，资源特

征。 完成航天事业首要的基础是科技人才。 早

期，战略科学家钱学森在其中发挥显著作用，一方

面坚定国家意志，另一方面贡献科技智慧，为解决

复杂系统工程做出有益探索。 后期，大批人才不

断培养，专业人才不断涌现，保障了人才资源需

求。 随着航天技术的民用化，与市场资本的纽带

不断加强。 第四，动员机制特征。 早期的动员机

制主要发挥国家建设初期大众爱国热情、奉献精

神，争取广泛支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市场化转型

后，虽动员机制需要调整，但中国航天事业的势头

已经形成，基础已然筑牢，顺利进入良性发展轨

道。 且随着航天市场化发展，有越来越多市场资

本参与进来。 第五，协调机制特征。 “两弹一星”
时期的中央专委会在总体协调中发挥关键作用，
早期主要通过行政计划方式协同各类资源，保障

航天事业基础得以巩固［２］。 后期，中国航天核心

机构累积雄厚基础并与市场有效融合，市场化协

调机制作用显现。 此外，在时间跨度上，运载火

箭、卫星发射、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每个阶段任

务完成均耗时 １０ 余年。
综上所述，中国航天事业是在 ６６ 年不懈坚持

中实现从 ０ 到 １、由弱到强的。 国家意志、高层权

力机构、动员协调、战略人才、长期坚持是中国航

天举国体制顺应时代不断取得成功的保障。
（二）扶贫举国体制解析系统评估

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史，就是一部扶贫攻坚史。
尤其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举世瞩

目的“减贫奇迹”，得益于扶贫攻坚领域的举国体

制。 秉承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第一代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扶贫济困的政治初心，１９８６ 年成立国务

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１９９３ 年更名为国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由副总理任组长，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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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制度化开端。 同时，出台一

系列重要战略纲要及指导文件，包括 １９８４ 年制定

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２００１ 年颁布实施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

继续 实 施 《 中 国 农 村 扶 贫 开 发 纲 要 （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２０１３ 年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并发

布《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

意见》；“十三五”规划纲要将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

署变为国家意志和可操作的规划；党的十九大将

精准脱贫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
和底线任务；２０１８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脱贫作为乡

村振兴的前提条件。 基于以上最高决策机构领导

和国家战略支撑，２０１２ 年，中国基本解决全体人民

的温饱问题；２０２０ 年，中国实现消除全部贫困人口

的重要目标，成为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２０２２ 年，中国扶贫战

略的主要目标将从数量型的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目

标转向高质量扶贫。 由上可见，中国扶贫事业发

展迅速，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纵观新中国成立 ７３ 年来脱贫攻坚工作历程，

举国体制主要有以下特征。
（１）顶层设计子系统方面。 第一，目标特征。

中国扶贫事业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为终极目

标，并根据国情分解总体目标为阶段性目标，从消

除饥饿的早期目标，到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

问题，再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消除全部

贫困人口的重要目标，以及逐渐部署高质量脱贫

攻坚阶段目标，各阶段国家制定了明确的决定性

目标。 第二，决策特征。 中国扶贫事业是对以毛

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扶贫济困

政治初心的一脉传承，并通过设立国家层面的决

策及执行机构使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变为国家意志

和可操作的规划。 １９８６ 年成立的国务院贫困地区

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是首个扶贫工作专门议事机

构，由副总理担任组长，成员包括党、政、群团、国
企等方面负责人，３０ 多年来始终以中央小组高位

协调推动扶贫工作有序、有效展开，并将目标落实

到地方政府。
（２）贯彻执行子系统方面。 第一，任务特征。

扶贫任务是消除贫困、实现小康，要通过各种途径

给各类贫困人群增加收入。 由于扶贫对象差异

大，任务复杂。 中国先后历经区域开发、扶贫攻

坚、整村推进、精准扶贫等发展过程［２８］，全面消除

贫困的无死角任务难度大，需要联系到基层的每

一户。 第二，主体特征。 中国扶贫事业在国务院

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统一规划与部署下，
参与主体由早期政府扶贫发展为十八大以来的政

府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三位一体”大
扶贫格局［２９］，逐步提升市场、公众在扶贫工作中的

主体地位，集聚多方力量。 企业、事业单位等通过

结对子等方式广泛参与进来。 可见扶贫工作参与

主体极其广泛。 第三，资源特征。 扶贫既需要充

足物资和资金，又需要大量管理者。 物资和资金

需调动当地、社会和市场力量。 自精准脱贫实施

以来，已形成中央统筹、省市负责、市县抓落实的

管理体制［２９］，因此，扶贫工作质量的立足点在于基

层治理水平。 早期区域扶贫工作中涌现出一批优

秀党员干部，在因地制宜带领区域富裕方面发挥

出先进模范作用。 随着振兴乡村战略推出，还需

充分挖掘和培养乡村领头羊、用好干部，提升他们

的治理能力，激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脱贫的内在

活力。 第四，动员机制特征。 中国扶贫事业由政

府主导，早期主要通过政治动员模式增强全党全

社会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

感。 ２０１５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上，通过“扶贫军令状”，层层传递扶贫工作压力，
形成扶贫倒逼机制。 同时，借助正反双向激励调

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广泛的社会互助机制，
将扶贫触角深入到每一个角落。 第五，协调机制

特征。 早期扶贫工作由各部委、省市等各自推进。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

小组成为专设议事协调机构，以强大的政治协调

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在中国脱贫攻坚工作中始终

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从上向下统领到基层乡村，
扶贫任务深入到各系统各级政府。 党的十八大以

来，大量主体参与协同，主要依靠从中央到地方的

强大组织协调力量实现的。 此外，在时间跨度上，
中国扶贫事业中完成消除饥饿、解决温饱、消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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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贫困等每个阶段任务平均耗时 ２０ 余年。
综上所述，中国扶贫事业的成就是在 ７３ 年不

懈坚持中实现。 国家意志、高层权力机构、政治动

员、广泛参与、多主体协调、无死角落实、长期坚持

是中国扶贫领域举国体制顺应时代不断取得成功

的保障。
（三）防疫举国体制解析系统评估

２０２０ 年初，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这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面

对突然袭来的疫情，中国果断决策、快速响应，采
取系列防控和救治举措，用 １０ 天左右时间分别建

成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用一个多月时间初步遏

制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多月时间将本土每日新

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 ３ 个月左右时间取得

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用不到一

年时间成功研发出新冠灭活疫苗。 ２０２１ 年，中国

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 ２８ 亿剂次，且已向

１２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２１ 亿剂新冠病

毒疫苗；同时，中国经济交出全年增长 ８ １％ 的优

异成绩单。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起，新冠奥密克戎病毒又

在上海传播，在坚决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下，３
个月打赢大上海保卫战。 中国能取得如此举世瞩

目的抗疫战果，得益于国家应对重大灾难的顶层

设计，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得益于

举国体制的制度安排。
综观 ２０２０ 年初以来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历

程，举国体制主要有以下特征。
（１）顶层设计子系统方面。 第一，目标特征。

中国防疫工作目标的总体遵循是党中央坚持把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各阶段目标清晰，实行精准施策，因地、因
时、因人调整防控目标，从早期把防控工作作为最

重要工作来抓，到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

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坚持中央“动态清零”、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方针坚定不动摇。 第二，
决策特征。 面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党中央迅速

成立中央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以“准战时”的领

导指挥体系和因时因势制度的战略策略，为中国

抗击疫情提供坚强领导、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
同时，国务院成立联防联控机制，其是中央政府层

面的多部委协调工作机制平台，包括国家发改委、
工信部、交通部、教育部等 ３２ 个成员单位，为迅速

集结物资资源、防护设备、医务人员、科研力量等

提供机制保障。
（２）贯彻执行子系统方面。 第一，任务特征。

疫情传播防控、医疗救治和科学研究构成抗疫阶

段的主要任务，具有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和长

期性特征。 防疫任务涉及到区域的每一个人，必
须严密落实到每个社区、楼宇、个人，工作量大，且
大量保供任务、应急事务接踵而来，是实实在在的

全面运动，难度极大。 第二，主体特征。 党中央成

立中央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成立联防

联控机制，总体主抓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其
他各方力量快速整合，企业迅速转产复产，供给口

罩、防护衣、呼吸机、消毒用品等紧缺医疗诊治和

防护物资，而高校、科研院所等则牵头或参与检测

试剂、疫苗及抗体研发、药物治疗等疫情防控科研

项目攻关。 社区、公众是执行防疫的基层核心主

体。 第三，资源特征。 打赢防疫战的重要支撑力

量在于人、财、物和信息，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开展

免费测试和疫苗注射，投入大量人员协调基层疫

情防控治理，信息甄别传递争分夺秒。 防治疫情

需要科研攻关人才和应急管理型人才［３０］。 科研攻

关人才在快速甄别病原体，研发检测试剂、疫苗及

抗体药物等方面取得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而应

急管理人才则在实施网格化负责、地毯式排查、封
闭式管理、全方位宣传等方面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助力国家防疫大局。 第四，动员机制

特征。 中国防疫的动员机制首先源于政治任务，
在服从中央统一决策与部署下，通过压实属地责

任，开展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处理队伍建设，推
动防控资源和防控力量下沉，切实提高决策与执

行效率。 而随着防疫工作推进，市场主体、社会主

体等力量得以激发，共同参与防控工作，并以严格

规定要求各主体承担各自角色。 第五，协调机制

特征。 由中央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坐镇，对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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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进行统一指挥、统一决策、统一部署，并由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统一协调，调动军队、中央各

部委、各地方政府集结一切医疗物资资源、防护设

备、医务人员、科研力量毫无保留、最迅捷地到达

疫情重点地区，最大力度地治疗患者，最大范围阻

断疫情扩散和跨区域传播。 此外，在时间跨度上，
中国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从快速切断疫情传

播、控制日新增病例至个位数、成功研发新冠疫苗

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的各个阶段性任务。
综上所述，中国防疫工作的成就是在中央统

一指挥和科学精准决策施策中实现的。 国家意

志、高层权力机构、科技与应急型人才支撑、政治

动员、多主体协作是中国防疫领域举国体制顺应

时代不断取得成功的保障。
（四）体育举国体制解析系统评估

随着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圆满落幕，新中国体

育事业经过 ７３ 年的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竞技体育

的举国体制起到重要作用，但“三大球”依然考验

着体育举国体制。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

团获得 ９ 金 ４ 银 ２ 铜共 １５ 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

三位，取得中国从 １９８０ 年首次参加冬奥会以来的

历史最好成绩，而 ２０ 年前的 ２００２ 年盐湖城冬奥会

中国才获得第一枚金牌。 ２０２１ 年的东京夏季奥运

会上，中国共获得 ３８ 金 ３２ 银 １８ 铜共 ８８ 枚奖牌，
金牌数、奖牌数位居第二，追平在伦敦奥运会取得

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自 １９８４ 年第 ２３ 届洛杉矶

夏季奥运会获得第一枚金牌以来，中国在 ２００８ 年

北京夏季奥运会以 ５１ 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举世瞩

目。 举国体制是公认取得竞技体育巨大成就的原

因。 但是，对比女排五连冠、女足获得奥运会、世
界杯亚军，男足 ２００２ 年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男篮

２００１ 年终结美国 ４６ 连胜纪录等成就，２０ 年来，中
国男足、男篮等项目似乎并未从体育举国体制中

取得成功。
纵观新中国竞技体育事业 ７３ 年发展历程，其

举国体制主要有以下特征。
（１）顶层设计子系统方面。 第一，目标特征。

中国竞技体育目标明确，即在国际大赛特别是奥

运会中获得更多奖牌、金牌。 １９７９ 年国际奥委会

恢复我国合法席位，１９８４ 年中国获得第一块奥运

会金牌后，邓小平曾说过，“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
影响太大了。 它鼓舞了这么多人，要把体育搞起

来”。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把奥运金牌放在战略

位置上，即奥运战略［３１］。 １９９５ 年原国家体委发布

《奥运争光计划》。 ２００２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制定新时

期奥运争光计划”，以“新世纪我国在奥运会等重

大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在奥运会等

世界大赛获奖也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的需要。
第二，决策特征。 中国体育管理决策机构主要来

自国家体育行政管理部门。 １９５２ 年，中国仿效苏

联开始设立国家体委，各级政府设有专门分管体

育的领导，并有专项经费。 当前已形成县、市、省、
国家体委“四级政府”，县、市、省、全国和奥运会

“五级竞赛体系”，少儿、青年、国家队“三级训练网

络”的体制［３２］。
（２）贯彻执行子系统方面。 第一，任务特征。

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任务特征明确，以各项目世

界冠军为榜样，选拔、培养运动员、组织比赛。 各

项目根据项目特征单独开展这套工作，但对运动

员选拔、训练的技术水平在逐渐积累。 竞技体育

的任务是依赖人的身体来实现，与科技攻关任务

主要依靠人的智力来实现不同。 另外，竞技体育

任务有个体、团队两种类型，其人才选拔、培养模

式存在差异。 第二，主体特征。 国际体育大赛获

奖需要运动员、教练、管理机构等共同参与。 其

中，运动员和教练员是首要主体，体育局和各项目

体育协会发挥组织作用，政府投入资金。 而随着

体育社会化、市场化发展，社会资金和资源投入也

在增多。 第三，资源特征。 竞技体育首要资源是

人才，即优秀运动员和优秀教练员；其次提升竞技

水平需要资金投入，包括各级运动队资源配置，训
练装备和分析设备等。 第四，动员机制特征。 每

个人都会对从事专项运动的收益和代价进行权

衡。 竞技体育的动员机制主要是为国争光精神激

励，以及获得成功后的各类收益。 收益含有形和

无形，物质收益、退役工作等均是重要考量因素。
成本则是投入训练、牺牲学习时间，进而影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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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机会。 在体育社会化和市场化转型后，足球、
篮球联赛运动员的可观收益激励作用强，但是较

低水平的联赛带来的高收入则限制人才向更高水

平发展的可能。 第五，协调机制特征。 各级体育

行政管理部门是主要协调部门，行政协同的条块

清晰，社会和市场参与者配合度较高。 此外，在时

间跨度上，运动员的培养需要从青少年时期开始，
培养、训练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长达 １０ 余年，
并且长期参与训练，很大可能需要与普通教育体

系分离。
综上所述，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成就在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达到顶峰。 目标明确、各级重

视、多数项目动员协调力量大、资源保障是中国竞

技体育举国体制不断取得成功的保障。 但是，中
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并非无往不胜，以中国男足

为例，虽改革不断，社会资金大量投入，市场化程

度不断提升，却至今仍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四、关键领域举国体制解析系统比较

基于前文对航天、扶贫、防疫和体育举国体制

实施效果和解析系统的评估结果，进一步对四大

关键领域举国体制的解析系统进行比较（如表 ２
所示），并分别按照共性与差异进行归纳，总结

如下。
（一）关键领域举国体制共性分析

根据跨领域举国体制的解析系统比较可知，
共性是各领域举国体制运用成功的前提，主要表

现为：从顶层设计子系统来看，一方面，各领域举

国体制具有明确的追求目标，并体现出强大的国

家意志；另一方面，决策机构等级高，基本以国家

层面的领导机构为主，并拥有跨系统协调能力。
从贯彻执行子系统来看，第一，任务均反映出

复杂系统工程特征。 第二，参与主体广泛，涵盖从

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等。 第三，涉及资源广泛。
人才资源是核心资源，尤其需要领军人才，如钱学

森之于航天，钟南山之于防疫，张桂梅之于教育扶

贫，李宁之于体育。 第四，动员逻辑主要基于物

质、精神收益与成本比较或出于损失规避。 第五，
早期行政协调居多，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协

调作用上升。 最后，所有任务的实现均依赖于长

期坚持。
（二）关键领域举国体制差异分析

根据跨领域举国体制的解析系统比较发现，
异质性是不同领域举国体制运转绩效存在差异的

影响因素所在，主要包括：在顶层设计子系统方

面，一方面，目标的明确性有差异，航天、扶贫领域

目标高度清晰，而体育领域目标较为模糊，如奥运

奖牌、足球名次，而防疫领域中疫苗研发目标也较

为模糊；另一方面，决策机构等级略有差异，大部

分是国家级机构，但体育决策层次相对较低，仅为

部级（除足球有部际联席会议外）。
在贯彻执行子系统层面，第一，任务类型差异

大，有工程技术复杂系统问题和社会复杂系统问

题之分，而且任务可分解程度不同，各领域冲突交

织也不同。 第二，主要执行主体有区别，航天领域

以科研单位和市场主体为主，防疫领域以行政机

构、医疗部门和市场主体为主，扶贫是行政、市场

主体、社会主体普遍参与，而体育则以行政事业部

门为主。 同时，各主体参与阶段与参与程度也有

区别，早期大多以行政机构为主导，后期市场化程

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增多。 第三，各领域对人才

资源的素质要求不同。 航天领域需要专业人才，
防疫、扶贫领域需要基层治理人才、志愿者队伍，
体育尤其足球领域需要高水平的球员梯队储备。
第四，各领域动员对象差异大，动员难度相异。 在

具体动员方式上，存在从政治动员、公共宣传到平

战结合等，早期政治动员效果好有利于后期市场

动员的成功。 但需注意的是，足球领域的动员逻

辑存在问题，即极其可观的物质收益激励与较低

水平的联赛成绩使运动员向高水平发展受限，并
影响该领域高潜力人才集聚。 第五，协调机制主

体与协调范围存在较大区别。 协调主体前期多以

行政为主导，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需要市场力

量的协调，但各领域市场参与协调的时间有早晚

之差。 同时，航天、体育主要在各自系统内协调，
而防疫、扶贫涉及跨系统，协调范围更广。 最后，
各领域举国体制任务的时间周期不同。 防控领域

主要是短期任务，对疫情爆发地区采取战时状态，
而其他领域则属于长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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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关键领域举国体制比较

航天 扶贫
防疫 竞技体育

防控 防治 个体 团体

目标

目标：运载火箭，发射
卫星，载人，航天，深空
探测（登月）等
特征：明确，国家意志强

目标：全面消除贫困
特征：明确，国家意志强

目标：动态清零，查明
源头，切断传播
特征： 明 确， 国 家 意
志强

目标：研制疫苗
药物
特征：较为模糊，国家
意志强

目标：国际奖牌、突破
历史
特征：较为模糊，国家
意志强

目标：国际奖牌、
突破历史
特征：较为模糊，
国家意志较强

决策
国家级（中央专委会）
权威性高、覆盖面广

国家级（扶贫办）
权威性高、覆盖面广

国家级 （中央领导小
组）
权威性高、覆盖面广

同前
权威性高、覆盖面广

部级（体育总局）
权威性较低、纵向覆盖
面广

同前，足球有部际
联席会议；
权威性较低、覆盖
面较小

任务
工程技术复杂系统任
务，并行任务多，难度
偏大

社会复杂系统，并行任
务多，难度中

社会复杂系统，并行任
务多，难度大

技术开发系统任务，并
行任务中，难度大

技术系统任务，并行任
务中，难度适中

技术系统任务，并
行任 务 多、 难 分
解，难度大

主体
科研机构为主、较多
产业内企业较多

政府为主
市场、社会广泛参与

政府和医疗机构为主
市场、社会广泛参与

医疗、科研机构为主
市场参与

各项目选拔培养组织、
市场机构

同前

资源

人才：人才队伍不断加
强，战略科学家；
资金：财政投入长期
保障

人才：基层治理人才
资源：财政为主，市场、
社会为辅

人才：基层治理人才、
志愿者队伍
资金：财政为主

人才：行业领军人才、
医疗攻关人才
资源：财政和市场

人才：个体运动员梯
队，教练员等
资金：财政和社会

同前
足球领域高水平
运动员储备不足

动员
对象：参与主体、人才
逻辑：精神、物质收益；
方式：政治、宣传

对象：参与主体、人才
逻辑：精神、物质收益；
方式：政治、宣传

对象：所有人和组织
逻辑：损失回避
方式：政治、平战结合

对象：参与主体、人才
逻辑：物质收益
方式：政治、宣传

对象：参与主体、人才；
逻辑：精神、物质收益；
方式： 系 统 内、 公 共
媒介

同前，动员储备人
才队伍难，动员逻
辑存在矛盾

协调
前期行政协调多，后期
市场协调多，系统内协
调范围广泛

以行政协调为主，系统
内外协调范围极广泛

以行政协调为主，系统
内外协调范围极广泛

早期以行政协调为主，
后期转向市场，系统内
协调范围广泛

多数项目行政协调为
主，系统内协调范围
不大

同前
足球行政和市场
协调多，系统内协
调范围广泛

时间 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 ＋ 短期 （封
控）

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 长期坚持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举国体制在攻克关键

领域重大任务过程中发挥出巨大的制度性优势，
助力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两弹一艇一星”、竞技

体育、扶贫、防疫等重大成就。 “十四五”及未来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面临加剧的国外遏制压

力，同时，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中国更需要

在重大战略领域持续、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

以取得重大发展，从而促进这一阶段建设现代化

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完成。
当前，鉴于各界对举国体制的理解尚未达成

共识，并存在争议和误解，甚至根据字面意义将举

国体制等同于“计划体制” ［２］。 本文认为造成这一

局面的可能原因在于对举国体制的探究尚未触及

里核，如果从内部视角剖析举国体制的构成将有

利于缓解这一困境，并深化对举国体制的认识。
因此，本文基于复杂系统及管理理论，构建举国体

制的解析系统，并对航天、扶贫、防疫和体育举国

体制进行系统评估和比较分析。

第一，举国体制解析系统构建遵循“顶层设

计—贯彻执行”二分维度。 其中，顶层设计子系统

由目标和决策元素构成，贯彻执行子系统由任务、
主体、资源、动员机制及协调机制五个元素构成。
子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相互作用，同时，两个子系

统之间也相互影响，并在时间演化下，使举国体制

系统整体功能达到最优，取得预期成效。 第二，根
据对 ４ 个关键领域举国体制实施效果及解析系统

的比较分析发现，共性是各领域举国体制运用成

功的前提，而异质性是不同领域举国体制运转绩

效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 具体而言，顶层设计子

系统从根本上决定举国体制任务完成的预期效

果，尤其是目标是否可以明确转化可分解的任务、
决策等级是否具备调动各方支持任务实施的权力

威信和范围。 而贯彻执行子系统中的任务类别、
执行主体地位、人才素质、动员对象、协调范围则

影响举国体制任务完成的速度和质量。 通常，任
务可分解程度高、执行主体力量强大、战略领军人

才及各类专业人才储备充足、动员对象认知一致、
系统内外协调充分，举国体制实施越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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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是，举国体制作为管理复杂系统的科学机制，被应

用于诸多领域。 因此，大量与举国体制相关的研

究议题值得并亟待学界探索，但学术研究与实践

发展尚不对称，存在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现象［１４］。
本文尝试从复杂系统视角解析举国体制，推动并

丰富现有关于举国体制的研究。 二是，尽管举国

体制研究初具规模，基于概念、特征、演化、实施等

维度的分析促进学界对其总体性认识，但现有文

献较少聚焦于举国体制内部，对其系统构成的理

解仍处于“黑匣”状态。 本文遵循复杂系统及其管

理理论，构建举国体制解析系统，展现出举国体制

作为任务体制，从决策形成到决策实施的过程运

转系统，并从 ４ 个关键领域举国体制实施效果及解

析系统的比较分析中，进一步明晰举国体制的强

大性和重要性，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举国体制的研

究视角，深化举国体制的研究内容。
（三）实践启示

立足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和中华民族复兴胜利

在望的关键阶段，举国体制的制度价值和独特优

势将更加突显，世情、社情、国情、党情必将要求举

国体制在涉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人民生命健康

安全的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但在实践过程中，应
妥善处理好以下四大问题。

第一，总体来看，重大任务日益呈现出紧迫

性、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特征，表明举国体制从

决策形成到贯彻执行必将经历相当长时间的攻关

过程，因此，坚定政治初心、决心，坚持战略方向、
执行方案，持之以恒地推进是举国体制取得重大

发展的唯一路径。 同时，要警惕中途放弃、改弦易

辙等短期主义行为。
第二，早期阶段，如何启动举国体制，并确保

其成效。 本文基于“顶层设计—贯彻执行”二分维

度构建的举国体制解析系统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领域举国体制的决策始于国家领导层的强烈

政治决心和国家战略文件的明确愿景表述，而中

央层级的行政机构设立是保障决策有效落地的前

提。 同时，在贯彻执行中，要根据任务是工程技术

复杂系统问题还是社会复杂系统问题，从主体、资
源、动员和协调等方面进行配置保障决策实施的

顺畅。
第三，后期阶段，如何根据实践需要，革新举

国体制。 本文对航天、扶贫、防疫及体育领域举国

体制的共、异性比较结果可以提供一定的经验参

考。 基于系统演化视角对航天、扶贫、防疫、体育

举国体制实践过程分析发现，举国体制的革新主

要表现为任务类型的复杂交叉性、执行主体的多

元化、协调机制的市场化、资源获取的开放化等，
但根据战略领域属性及基础不同，举国体制转向

多元化、市场化及开放化的进程有所不同。 早期，
由于某一领域或行业基础薄弱、发展落后，举国体

制更多依赖政府的行政权力驱动。 但当该领域或

行业形成相对较强的市场化力量时，举国体制则

需适时革新转型，即应结合重大任务完成度和市

场成熟度探索新模式促进举国体制从以行政为主

导的举国体制向以市场发挥核心功能的举国体制

嬗变。
第四，举国体制作为任务体制，可能面临失败

的风险，因此，在举国体制系统运转过程中，如何

做好动态监控、风险预警、及时优化极其关键。 本

文提出的举国体制解析系统也可作为评价系统对

各领域举国体制运行绩效进行跟踪、评估，以便为

目标及执行体系调整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思路。
如通过对体育举国体制解析系统分析发现，中国

男足似乎并未从这种体制中获益。 按照举国体制

系统解析维度，可从男足的任务特征挖掘原因。
不同于个体竞技体育，男足作为团队型运动，需要

一批优秀的足球个体运动员，这要求其动员机制

能够源源不断的激励并培养优秀运动员，但高水

平人才供需市场未充分形成。 因此，促进足球举

国体制优化的关键在于如何提升动员机制的功

效，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驱动更多青少年从事

足球事业，提高运动员储备数量；二是，增强现有

运动员冲击世界名次的动力，从而以“明星”效应

吸引更多高潜力个体加入，提升储备运动员质量。

２３４

中国软科学增刊（上）



参考文献：

［１］胡颖廉  举国协同： 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解释：以新冠

疫苗研发为例［Ｊ］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 ２５（６）： ８４⁃９１

［２］路风， 何鹏宇  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以特殊机构执行

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２１，

３７（７）： １⁃１８

［３］刘志国， 吕志君， 闫士展  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制度

自信研究［Ｊ］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 ４４（６）： ７１⁃７９

［４］鲍明晓  构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新机制［Ｊ］

体育科学， ２０１８， ３８（１０）： ３⁃１１

［５］孙高峰， 刘宏亮  英国体育举国体制的特征及其启示

［Ｊ］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３６（２）： １２９⁃１３６

［６］郝勤  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概念， 特点与功能

［Ｊ］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２００４， ３０（１）： ７⁃１１

［７］刘戒骄， 方莹莹， 王文娜  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

实践逻辑与关键要义［Ｊ］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２１， ２１（５）： ８９⁃１０１

［８］雷丽芳， 潜伟， 吕科伟  科技举国体制的内涵与模式

［Ｊ］ 科学学研究， ２０２０， ３８（１１）： １９２１⁃１９２７，２０９６

［９］李哲， 苏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新

型举国体制研究［Ｊ］ 中国科技论坛， ２０１４， ３０（２）： ５⁃１０

［１０］钟书华  论科技举国体制［Ｊ］ 科学学研究， ２００９， ２７

（１２）： １７８５⁃１７９２

［１１］宋道雷  新型举国体制中的有为社会： 社会组织参与

疫情防控的视角［Ｊ］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６４

（２）： １７７⁃１８４

［１２］胡锐军  国家治理的生态型新型举国体制转向与建

构［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３８（４）：

５⁃１７

［１３］王亚华， 陈相凝  新型举国体制下协调疫情防控与复

工复产难题的中国经验［Ｊ］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学报， ２０２１， ２５（６）： ７４⁃８３

［１４］谢宜泽， 胡鞍钢  新型举国体制： 时代背景、基本特

征与适用领域［ Ｊ］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３８（４）： １８⁃２６

［１５］包炜杰  从“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 历史与

逻辑［Ｊ］ 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１， ４４（５）： １０４⁃１１０

［１６］陈劲， 阳镇， 朱子钦  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落

地模式与应用场景［Ｊ］ 改革， ２０２１， ３４（５）： １⁃１７

［１７］曾宪奎  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推进新型举国体制探索

［Ｊ］ 宁夏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 ４１（２）： ８９⁃９６

［１８］闫瑞峰  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 理论， 经验与实践

［Ｊ］ 经济学家， ２０２２， ６（６）： ６８⁃７７

［１９］曹睿卓， 董贵成  新型举国体制： 概念、内涵与实现

机制［Ｊ］ 科学社会主义， ２０２１， ３８（４）： ８３⁃９０

［２０］刘锦， 汪进元  论新型举国体制的宪法基础与实施路

径［Ｊ］ 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１， ３８（６）： ６３⁃７０

［２１］魏宏森， 曾国屏  系统论： 系统科学哲学［Ｍ］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０９

［２２］ＱＩＡＮ Ｘ Ｓ， ＹＵ Ｊ Ｙ， ＤＡＩ Ｒ Ｗ Ａ ｎｅｗ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ｐｅ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ｉ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１９９３， ４（２）： ２⁃１２

［２３］ＡＵＹＡＮＧ Ｓ 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２４］饶扬德， 王学军  复杂科学管理视角： 企业创新机理

研究［Ｊ］ 中国科技论坛， ２００５， ２１（６）： ３７⁃４１

［２５］毛凯军， 田敏， 许庆瑞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企业集

群进化动力研究［Ｊ］ 科研管理， ２００４， ２５（４）： １１０⁃１１５

［２６ ］ ＴＡＮＳＬＥＹ Ａ Ｇ Ｔｈｅ ｕｓｅ ａｎｄ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ｍｓ［Ｊ］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３５， １６（３）： ２８４⁃３０７

［２７］周三多  管理学： 原理与方法［Ｍ］ 上海： 复旦大学

出版社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２８］孙久文， 夏添  中国扶贫战略与 ２０２０ 年后相对贫困

线划定：基于理论、政策和数据的分析［Ｊ］ 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１９， ３５（１０）： ９８⁃１１３

［２９］张腾， 蓝志勇， 秦强  中国改革四十年的扶贫成就与

未来的新挑战［ Ｊ］  公共管理学报， ２０１８， １５ （４）： １０１⁃

１１２，１５４

［３０］黄瑶， 王铭  新型举国体制对防控新冠疫情的制度优

势［Ｊ］ 理论探讨， ２０２１， ３８（２）： １６７⁃１７２

［３１］戴敬东  中国体育体制研究［ Ｊ］  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 ２０１０， ３３（１）： １０⁃１４，１１７

［３２］戴永冠， 许斌  对我国竞技体育体制人本思想的思考

［Ｊ］ 体育学刊， ２００９， １６（３）： １９⁃２２

３３４

学术动态与新视点　 复杂系统视角下的举国体制进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