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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运动员等级管理的相关问
题，2005年、2009年和 2014年，国家
体育总局依次颁布了更新版本的《运
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2006年还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技术
等级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

2014年 3月 1日开始实施的《运
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对一些既往
漏洞进行了修改。以足球为例，2009
版管理办法规定，获得省（区、市）体

育局组织的综合运动会足球比赛的
男子甲组冠亚军队伍，可有 16 名选
手获二级运动员资格，如今这一规定
被大幅修改，同级别冠军队伍只有11
人可获得二级运动员资格，同级别亚
军队伍只有9个名额。

同样是由省（区、市）体育局和教
育行政部门共同举办的高中足球赛，
2009 版管理办法规定前 8 名队伍均
有二级运动员名额，如今变为前 4名

球队才享有这一资格，且“前 4 名球
队均有8个名额”变为“冠军有7个名
额，2至3名球队各有5个名额”。

针对相关变化，一位在辽宁从事
足球工作的教师半开玩笑地说，领导
把难题留给了下面，以后球队内部可
能会因为“狼多肉少”的加分名额而
打起来。

2009版管理办法中，射击运动员
的等级评定只对赛事级别和成绩有

要求，而 2014 版管理办法则对赛事
级别、成绩和名次同时提出了要求。
2014版的田径运动员评定也有了新
要求，省级和地市级比赛的各小项至
少有 6人参赛，相关成绩才能授予等
级称号。一位竞体司工作人员透露，
相关举措针对的正是当下运动员技
术等级管理的种种问题，他认为这能
有效地遏制“浑水摸鱼”的现象。

（据新京报）

“体优生”作弊大起底
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与教育联姻催生种种问题，知情者称二级运动员“性价比”最高

在由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
负责具体工作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系
统中，运动员被分为国际级运动健
将、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
员、三级运动员 5 个等级。据知情人
介绍，涉及到作弊的，往往是一级运
动员和二级运动员，尤以后者最为普
遍和严重，今夏发生的河南、辽宁的
作弊事件都与“二级运动员”有关。

知情人士介绍说，虽然国际运动

健将、运动健将往往能被高校免试录
取，但这两个等级专业性太强，风险
大、成本高，并非作弊者的主要目标，
真正的健将级运动员也不需作弊，

“刘翔、张怡宁都是国际运动健将，你
能想象这些人会作弊吗？”

等级最低的三级运动员也在“市
场”上受到了歧视，三级运动员成绩
无法在总局网站上查询，也不像其他
等级运动证书那样实行统一编号，更

达不到高考降分、免试的资格。
对普通人而言，一级运动员的标

准略高，非进行过专业训练难以达
标，所以在一级运动员标准上作弊
的，往往是有着相当经验的半专业选
手。前述的知情人士说：“一级和二级
的区别很大，二级也就是高考加加
分，而一级有机会免试录取。”

希望获得加分的作弊者往往把
目光投向二级运动员。知情人介绍

说，二级运动员“性价比”最高，
达到标准不难，却能在高考中获得5
到20不等的加分。北京市2014年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中就有对
二级运动员的加分规定，“高级中等
教育阶段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
称号并通过全市统一测试的应届毕
业生”可获得 20分加分，同省级优
秀学生、烈士子女一同被列为“照
顾对象”。

国家体育总局网站显示，共有
56个大项的77个小项拥有运动员等
级评定标准。除常见的田径、篮
球、足球之外，高尔夫、围棋、跳
伞、轮滑、摩托车等项目也在其中。

但并非所有项目都能在高考中
获得加分或免试。以北京市 2014年
高考招生工作为例，只对田径、篮
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武术、
游泳、羽毛球、健美操、跆拳道这
10个项目的二级运动员考生进行加
分。

运动项目不同，作弊手段也有
区别。多数运动项目都拿名次作为

衡量标准，但田径、游泳等项目有
固定的成绩标准。比如男子 100
米，若想达到二级标准，电计时需
要跑到11秒74，手计时需要跑到11
秒50，与名次无关，

一名体校田径教练向记者介绍
说，冒名顶替需要教练、家长乃至裁
判的配合，但难点有三：身份证明文
件难作假；长相接近的高水平运动员
难寻找；容易被竞争对手举报。

参赛人数众多的马拉松赛事是
冒名顶替的重灾区。2010年厦门马
拉松赛，至少有 60人通过更换号码
布和携带多个计时芯片作弊，目标

正是达到 3小时 10分的二级运动员
标准。

和冒名顶替相比，收买裁判修改
成绩是比较流行的做法。田径赛场
面积大，比赛往往同时进行，同组执
法裁判各负其职，若事先打好招呼，
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好
是既不影响他人又成全自己，比如男
子跳远比赛二级标准是 6米 50，前 4
名都跳过了 6米 80，如果把第 5名运
动员的成绩从6米40调整到6米60，
既不影响他人的名次，又能使第 5名
运动员的成绩达到二级标准，皆大欢
喜。”这名教练说。

另有知情人介绍，射击项目也
可通过裁判和工作人员作弊，用成
绩较好的靶纸代替成绩较差的靶
纸，从而提升作弊者的成绩。

集体项目作弊方式多是“搭顺
风车”。一名从事足球培训多年的人
士透露，一支球队可报名 20 多人，
队内有 13-15 名好球员就够了，只
要球队取得相应成绩，“零出场”的
替补球员也能获得运动员等级证
书。至于同样备受诟病的双人项
目，知情人认为并不多见，“跳水、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的双人项目
都对搭档有着实力上的要求。”

对作弊者来说，只要成绩过关，
后续手续顺理成章，几乎不会有任何
阻碍。在有效成绩产生后的 6 个月
内，作弊者带着网上下载的《运动员
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成绩证明材
料（秩序册、成绩册、获奖证书）去相
关审批单位办理就可以了。

运动员等级称号管理实行分级
审批、分级授权。国家体育总局运动

员技术等级查询系统显示，全国拥有
运动员审批资格的共有 499家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拥有审批国际运动健
将、运动健将的资质，另有 44个单位
拥有审批一级运动员（含以下）的资
质，分别是 3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体育局、7 所体育院校、2 个行业体
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
军训部军事体育训练局和总政宣传

部文化体育局。
全国拥有二级运动员（含以下）

审批资格的有 409 家审批单位。以
北京市为例，全部 16 个区县体育局
都有审批二级、三级运动员的资质。

一位东北某地区体育局工作人
员对记者说，国际级和国家级赛事引
人瞩目，作弊机会少而又少，省（市、
区）以下级别的赛事有更多的机会作

弊，人际关系复杂，作弊成本也不高，
和国家体育总局主导的赛事相比，一
些地方组织的、规模较小、参赛人数
较少的赛事往往备受争议。按规定，
运动员等级称号的审核不能跨区域，
各省级体育部门对本行政区域负责，
下放了权力的国家体育总局只能要
求地方执行规定，对一些偏差和问题
无能为力。

二级运动员“最吃香”

项目不同作弊各异

审批单位多难监管

总局遏制“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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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介绍说，二级运动员“性价比”最高，达到标准不
难，却能在高考中获得5到20不等的加分

和冒名顶替相比，收买裁判修改成绩是比较流行的做法，
集体项目作弊方式多是“搭顺风车”

一位东北某地区体育局工作人员说，省以下级别赛事有更多
的机会作弊，人际关系复杂，作弊成本也不高

一位足球教师半开玩笑地说，领导把难题留给下面，球队
内部可能会因为“狼多肉少”的加分名额打起来

始于上世纪 50 年
代末的中国运动员技术
等级制度，为促进体育
人才培养，推动体育运
动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近年来却因各类作
弊事件而屡陷争议。今
夏，河南、辽宁等地再发
类似体优生高考作弊丑
闻，引发社会关注。记
者采访相关知情人士，
详解与教育联姻后催生
种种问题的运动员技术
等级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