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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业余足球发展现状探究——以昆明市为例 
李宇凡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为了探究云南省业余足球的发展现状以及模式，本文使用文献搜集法以及专家访谈法，通过研究昆明市业余足球联赛的
发展为例，分析云南省业余足球存在的问题以及昆明市业余足球发展的模式，并为了促进昆明市业余足球的发展以及云南省业余足
球模式的探究做出了建议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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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体育运动的重视，不仅先后出台了全民健

身运动、阳光工程等项目，同时，在发展青少年足球的基础上，也
做出了相应的规划与调整。对于一个国家以及地区的足球运动发展
来说，业余足球同样也是国家足球发展的基础部分，对于我国来说，
足球运动足球人口基数大小反映了我国足球水平的高低。因此，如
何提升参与业余足球的人数也是保障我国足球发展水平提高的重
要步骤。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通过分析昆明市业余足球联赛的发展模式，将其分为非营利性

业余足球联赛（和营利性业余足球联赛两大类，通过研究调查昆明
市参与业余足球联赛的影响因素分布为社会因素以及个人因素。 

1.2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 
通过阅读中国知网和足球赛事官方整理文献资料等，对比研究

昆明市业余足球联赛两种不同方向的运营模式，，结合昆明市业余
足球发展的文献调查，为本次论文提供一定的资料支持 

专家访谈法 
通过走访昆明业余足球协会工作人员，校园足球专家，昆明市

业余足球资深爱好者以及足球资深工作人员，对于目前昆明市业余
足球联赛运营模式和业余足球联赛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与瓶颈进行交流探讨。 

1. 研究结果与分析 
a) 昆明市业余足球发展的来源 
云南省的职业足球发展起源于 1998 年红塔集团成功收购深圳

金鹏足球俱乐部，成立了云南历史上第一支职业足球俱乐部——云
南红塔。在此之前，昆明市已经在 1993 年便创办了非营利性业余
足球联赛，从 2011 年起昆明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和昆明市都市时
报共同协作主办了这一项赛事。 

随着昆明业余足球联赛火爆，参与人口数量庞大，逐渐形成了
一定的规模。人们开始意识到需要自主性，市场化的一个联赛来承
载业余足球运动，诞生了最初的营利性的业余足球联赛，宗旨在于
促进以及发展昆明市的业余足球联赛，加强业余足球联赛的规范化
以及系统化。自 2007 年开始，便也出现了由公司举办的业余足球
联赛，也使得该联赛在九年间曾先后吸引多家各行业的商家对该项
赛事进行全程冠名与广告投放[1] 。 

b) 昆明市业余足球非营利性模式发展调查 
非营利性模式的发展没有企业赞助以及专项赛事基金。冠名费

用以及广告收入占比重不高。其弊端为由于资金大多来自于政府，
缺乏市场化管理，因此其在宣传以及管理模式当中大大缺乏服务费
用，导致了该模式下的业余足球联赛发展逐渐迟缓，使得其参与人
数以及在昆明市内的影响力逐年降低。 

c) 昆明市业余足球营利性模式发展调查 
营利性模式是建立在市场化的背景下，由体育文化传播公司、

足球俱乐部、体育经纪公司，快乐足球联盟自筹与商家赞助运营资
金。该模式下的昆明市业余足球联赛发展有较强的自主性，社会参
与程度比较高，逐渐替代了非营利性的政府资助模式，将社会各界
的参与足球运动人士调动起来，充分发挥了市场的自主性，成为了
近年来昆明市业余足球开展的主要模式。 

2.4 昆明市业余足球联赛参与程度影响因素 

2.4.1 社会因素 
业余足球赛事具有：大众性、自发性、真实性。业余足球联赛

目前的赛制基本局限于地域性，并没有形成跨省市具有全国联动性
的业余足球联赛[2]。因此，昆明市的业余足球联赛受制于地域的传
播性，大多数联赛开展都集中在区与区之间，对于跨市比赛或者全
省级的大型比赛的形成较为不利。 

2.4.2 个人因素 
昆明市业余足球联赛的发展基础在于参与人数的多少。而由于

参与人数的年龄段层次不齐，导致各阶段的比赛开展难度较大，无
法形成系统化，阶梯式的业余足球联赛模式。尤其是对于上班，上
学的人群而言，其多数时间都在参与学习以及社会工作中，对于足
球的参与积极性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降低。 

2. 结论 
a) 昆明市业余足球联赛非营利性模式发展欠缺影响力 
昆明市业余足球联赛非营利性模式发展过度依赖于政府的资

金调控，，无法调动市场中的企业以及各单位积极参与，也降低了
民众对于赛事的关注度。虽然该模式对于学生，中青年等不具有社
会资源的人士可以参与到其中来，但其影响力在社会中也还是大打
折扣。 

b) 昆明市业余足球联赛非营利性模式制约联赛水平提高 
非营利性模式的开展使得参与人数逐渐增多，。虽然其参与人

数由此得到了提升，但不规范化的竞赛以及笼统化的管理模式，从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联赛水平的近一步提高。 

c) 昆明市业余足球联赛营利性模式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
以及模式 

营利性模式逐渐替代了非营利性模式，但缺乏职能部门的指
导，并且昆明市业余足球联赛运营所拥有的职能部门无法为业余联
赛足球得发展提高充足的支持。导致了主办方为了简约举办成本，
缩减预算，使得许多工作人员都是跨专业身兼数职，导致很多裁判，
官员等工作人员的专业性严重下降，严重制约营利性模式下的昆明
业余足球联赛向规范化、高效化、高盈利的业余联赛发展。 

d) 昆明市业余足球联赛营利性模式缺乏系统化的保障模
式 

昆明市业余足球联赛的参与人数每年都在上涨，体现出了参与
足球这项运动的人数热情不断增加。昆明市营利性业余足球联赛运
营模式同时还缺乏对于球员利益、财务监督、技术服务的保障机制。
例如在球员的利益方面，由于非正式官方组织，足球协会以及赛事
举办方无法对球员进行系统化的约束，其采用的具体保障方式依然
只是通过购买保险等方法来保障球员健康的进行比赛，对于比赛中
以及比赛前的一系列监查，审核制度相对较为放松。 

4. 建议 
4.1 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联赛管理制度 
建立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完善各部门建设，细化各部门职能

[3]，提高裁判员的业务水平能力[4]。在参考中超，中甲等职业俱乐部
的管理模式下，规范昆明市业余足球联赛的各部门以及规章制度。
形成足球大联盟的形式统一组织管理、统一布局规划业余足球赛事
[5]。结合联赛发展中的实际情况，建立各相关部门保障联赛的进行
以及球员，裁判员的权益。 

4.2 增加联赛收入渠道，多方面增加业余足球联赛盈利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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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赛主要收入均来自于商业赞助和广告[6]。因此，加大业余足
球联赛的宣传，推广各年龄段足球比赛的发展，整合相关资源，扩
大联赛规模[7]，使得社会上更多的企业以及赞助商愿意资助业余足
球比赛的进行。包括：提高体育赛事的竞技水平；增加体育赛事的
美誉度；拓展体育赛事的外延性[8]。引进管理人才、加大市场开发
投入程度[9]。同时，业余足球联赛的冠名以及广告宣传也可以促进
各企业和赞助商在市场上的知名度。提高社会各界对于参与业余足
球联赛的积极性。 

4.3 加强体育赛事宣传，扩大业余足球联赛在地区中的影响力 
通过加大体育赛事的宣传，将业余足球联赛开展的优点以及对

企业，对个人所能产生的积极影响作出一定的推广，扩大体育赛事
的宣传方式，创新体育赛事的宣传内容[10]。不仅仅针对企业，也可
以同时对个人的微信，QQ 等 APP 进行公众号推广，加大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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