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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民族传统体育传承 

与发展研究

——以恩施地区为例

李鸿潇，肖平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逻辑分析等方法，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米切尔

评分法将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责任型利益相关者、履职型利

益相关者、商业型利益相关者以及边缘型利益相关者四种，并综合分析四种类型利益

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与利益冲突及形成机理，提出建议：（1）完善理论研究体系促进恩

施摆手舞的自身造血能力，以达到供需平衡；（2）明确责权利以及完善相应监督机

制，以达到工作由专门责任人负责并受到相应的监督；（3）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凝聚合

力，构建更加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以形成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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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Based 
on Stakeholder Theory

—Taking Enshi Region as an Example

LI Hong-xiao，XIAO P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field survey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stakeholder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of stakeholders: responsibility stakeholders, 

performance stakeholders, commercial stakeholders and marginal stakeholders by using the stakeholder theory and 

Mitchell’s scale,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interests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s of the four types of stakeholders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come up with It is recommended that: (1) theoretical research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to promote the blood-making ability of Enshu Hand Dance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2)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should be clarified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supervision mechanism, so 

that the work can be carried out by special responsible persons and be supervised accordingly; (3) talent tea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build a more equitable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by 

coordinating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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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特性的其中两个，而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则指只拥有

其上三个特性的一个。在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语

境下将三种特性概括为权力性指是否已经授权或者理当

授权这个群体使用或开发民族传统体育的权利，主要体

现在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使用是否有合法权以及对民族传

统体育的开发是否具有合法性。权力性体现了某一群体

对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工作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

包括了判断某一群体的利益活动是否违法、能够限制或

使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蓬勃发展的能力，决定民

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现状与走向。所谓紧急性是指

在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某一群体的所提出意

见或建议的重要性，即被决策层面关注或被采纳的紧急

程度。

3  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利益相关者
类型、界定及利益诉求

3.1  利益相关者的初步识别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利益相关者识别方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与发展工作的有关表述与规定确定恩施地区民族传统体

育传承与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共有8个，分别是地方政府及

相关保护职能部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人、民族传

统体育学术研究机构、地方教育机构、地方企业、地方新

闻媒体、当地居民及其他社会大众（如图1）。

民族传统体育
传承与发展的
利益相关者

地方教育机构 地方政府

社会大众

当地企业 当地居民

传承人

地方新闻媒体

学术研究机构

图 1  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利益相关者关系图

3.2  基于米切尔的利益相关者分类

基于米切尔评分法对上述 8 大利益相关者进行初步

分类，针对利益相关者的三种识别特性制作相应的民族

1  前言
2021 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的意见》［1］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称非遗）

的传承与发展要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形成以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可见，在

党委领导下社会大众参与被视为非遗传承与发展工作中

重要的一环，为民族传统体育等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发展

工作群策群力、贡献力量。但因参与的社会大众涉及诸

多身份，再加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众多，使得民族

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工作出现了相关领域的法律的滞

后性、产业化发展的功利性、“重申遗，轻保护”的本

末倒置等困境［2-4］。鉴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利益相关

者理论来识别并界定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各级各

类利益相关者，分析其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的表征及形

成机理，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民族传统体育传

承与发展提供经验。

2  相关概念透析
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是管理学范畴

里的概念，按照弗里曼（R. Edward Freeman）的说法，利

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受这种实现

影响的团体或个人［5］。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含了股东、

经理、员工、竞争者等，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关键在于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即股东）的地位

在不断被弱化，企业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在不断的

凸显，公司的生存与发展也就由多种利益相关者共同承

担，因此要重视公司的任一利益相关者，以避免出现利

益冲突，维护公司凝聚力，以便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6］。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定义，将民族

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界定为能够对其传承

与发展工作起到推动或阻碍亦或是能够影响到管理层行

为与决策的组织或个人。

2.2  米切尔评分法

米切尔评分法是一种常用的利益相关者识别分类工

具。正如米切尔本人而言，利益相关者的识别特征及如

何将相应的关注给予到识别分类后的利益相关者是利益

相关者理论的两大核心问题［7］。米切尔将合法性、权力

性以及紧急性作为划分利益相关者的依据。合法性定义

为某一群体是否被赋有法律和道义上的或者特定的对于

企业的索取权；权力性即某一群体是否拥有影响企业决

策的地位、能力和相应的手段；紧急性即某一群体的要

求能否立即引起企业管理层的关注［8］。确定型利益相关

者是指拥有三种特性，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是指拥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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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利益相关者识别评分表，并邀请

了 5 位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专家及 3 位非遗文化馆的工

作人员对其进行打分，分数区间设置在 0—9，分数越高

则证明这个群体的特性最强，反之亦然。按得分分为0—3、 

4—6、7—9 三个档次，专家打分结果均值如下表 1。

表 1  米切尔评分法专家打分均值统计表

利益相关者
平均值

合法性 权力性 紧急性

地方政府 8.75 9 9

传承人 9 8.25 8.25

学术研究机构 7.13 6.5 8.25

地方教育机构 7 2.5 3.63

地方企业 7.63 3.88 2.13

地方新闻媒体 6 4.5 4.75

当地居民 8.13 2.75 3.5

其他社会大众 7.13 2.38 3

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差异不能仅仅依靠均值的大

小来进行推断，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统计检验，通过 R 

4.2.2的层次聚类分析进一步确定利益相关者的类型。

本研究首先计算了八大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异度矩

阵（表 2 是八大利益相关者在合法性、权力性、紧急

性得分的相异度矩阵），该矩阵表示各利益相关者的

得分是否相近（表中数据越小证明这两个群体越相

近），采用该方法的目的在于将几个得分较为相近的

利益相关者划为一簇，在划分的簇群中分析其三个特

性的高低，如政府与传承人的欧式距离为 1.090，则

将政府与传承人归为一类。具体分类通过图 2 层次聚

类分析树状图得以体现，即政府与传承人归为一类，

教育机构、当地居民与其他社会大众归为一类，研究

机构、地方企业、地方媒体各划为一类。根据米切尔

评分法和分类结果进一步确认利益相关者的类型得

出表 3。

表 2  八大利益相关者相异度矩阵（欧式距离）

观察值
平均欧氏距离

政府 传承人 研究机构 教育机构 地方企业 地方媒体 当地居民 社会大众

政府 —

传承人 1.090 —

研究机构 3.072 2.561 —

教育机构 8.611 7.642 6.112 —

地方企业 8.641 7.644 6.676 2.133 —

地方媒体 6.773 5.942 4.187 2.501 3.147 —

当地居民 8.348 7.319 6.134 1.165 1.845 3.027 —

社会大众 9.080 8.094 6.674 0.654 1.805 2.972 1.178 —

其他

教育机构

居民

企业

媒体

传承人

政府

研究机构

10 5 0
高度

图 2  层次聚类分析树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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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类利益相关者分类及各类得分均值

利益相关者类型 利益相关者 合法性 权力性 紧急性

确定型利益相关者 政府部门传承人 高（8.875） 高（8.625） 高（8.625）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
研究机构 低（7.130） 高（6.500） 高（8.250）

新闻媒体 低（6.00） 中（4.500） 中（4.750）

潜在型利益相关者
地方企业 高（7.630） 低（3.880） 低（2.130）

教育机构当地居民其他 中（7.420） 低（2.543） 低（3.377）

3.3  利益相关者的识别结论与分类

通过上述过程进一步确认得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

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类型如图 3。

民族体与体育利益相关者

确定型利益相关者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 潜在型利益相关者

当地政府及保护职能部门

传承人

学术研究机构

地方新闻媒体

当地居民

其他社会大众

当地教育机构

当地企业

图 3  民族传统体育利益相关者类型图

但从米切尔本人的角度来看，利益相关者并不具备

其固定的特性［9］。我国学者对此给出的解释为米切尔评

分法的目的在于给出一个利益相关者动态的利益相关者

分类模型，即在利益活动中的某个体或某群体在获得或

失去某属性后就会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10］，

也就是说米切尔评分法所给出的利益相关者类别是固定

的，但在现实中利益相关者是处于动态变化的。事实亦

如此，现实中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工作是一个比

较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就调研结果来看，参与民族传

统体育传承与发展工作的群体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

态。因此若采取僵化固定的模式也难以将其运用于民族

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实践活动中，而且不同学者对于

利益相关者初步界定后也都从研究内容角度对其进行了

分类。本研究综合量化结果以及前人对利益相关者分类

的经验，并结合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的落脚点，

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划分结果应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

展工作而服务。经过对文献的梳理、调研结果的分析、

各利益相关者的特性，以及各利益相关者的职责与利益

诉求，研究将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分

为责任型利益相关者、履职型利益相关者、商业型利益

相关者以及边缘型利益相关者，8 个利益相关者在本研

究中的最终分类如表 4 所示。

表 4  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利益相关者的分类结果

类型 分类结果

责任型利益相关者 地方政府及保护职能部门、传承人

履职型利益相关者 教育机构、学术研究机构、新闻媒体

商业型利益相关者 地方企业

边缘型利益相关者 当地居民、其他社会大众

3.4  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诉求分析

1）责任型利益相关者：责任承担与利益追求的并行

责任型利益相关者意味着要贯穿于民族传统体育传

承与发展的整个工作当中，他们处于整个工作的核心位

置，与整个工作保持密切联系，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

与发展中有决策性的主导地位，在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

发展工作中责任型利益相关者包含了地方政府及保护职

能部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承人。

2011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中第七条明确指出“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保存工作”［11］，再者国家政府作为各类社会公共事务

的第一责任人是非遗传承与发展工作的发起者与维系者，

具有一手执两禾的作用。政府及相关保护职能部门的利

益诉求从宏观的层面上包含了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

是否有成效、区域内民族传统体育的造血功能、行政区

域内民族传统体育品牌建设、民族传统体育能否带动区

域内经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过程中能否提供更

多的就业岗位、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才队伍建设的成果

以及区域性非遗生态环境是否有所改善等。从政府及相

关保护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角度看，利益诉求包含了传

承与发展的成果能否为个人带来福利待遇以及工作机会

的晋升、能否为个人带来政绩效益等。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人同样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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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非物质”，但是也离不开“物”，传承人若消失

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荡然无存，因此，传承人是传

承与发展的重点保护对象，也是传承与发展工作的重要

责任人。利益诉求包含恩施摆手舞的传承与发展是否会

有成效、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自身的地位是否会有所提

高、传承与发展恩施摆手舞是否可以改善自身物质生活

水平、自身是否具备参与摆手舞产业发展的权利等。

2）履职型利益相关者：职责履行与价值实现的统一

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

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

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12］。民族传统体育

传承与发展仅单单依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做到的，因此

事业单位等对于政府下放的职能起到了承接的作用，《遗

产法》明确规定学术研究机构根据其业务范围，开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明确规定地方学校的义务

为应当按照教育部门规定，开展相关的非遗文化教育；

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的宣传，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因此学术研究机构、

教育机构、地方新闻媒体属于履职型利益相关者。

履职型利益相关者承接政府下放的职能，因此顺利

完成相应的任务是其共同的利益诉求，其利益诉求还包

括相关研究能否为自身提升福利待遇、能否获得国家的

专项资金支持等。

3）商业型利益相关者：经济追逐与有的放矢的结合

从《遗产法》的角度来看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可将非遗的代表性项目开

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

务。这就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商业化提供了依据，地方企

业属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商业型利益相关者。

对于地方企业而言，投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能够提升企

业知名度、提高宣传力度，更好地与地方市场相结合，

对于本地客户资源和市场需求能够更加深入了解，有助

于加深对用户群体的密切接触，从而体现地方企业的地

域化优势，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但部分民族传统体育

的市场化运作并不理想，地方企业的头等目标是追逐经

济利益最大化，因此地方企业会有的放矢的作出最佳选

择，部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则被放弃。地方企业的利益

诉求在于能否通过利用和开发摆手舞为自己带来更多的

经济利益、能否凭借摆手舞实现企业的产品升级、能否

通过开发利用恩施摆手舞来占取市场份额等。

4）边缘型利益相关者：顺势而为与可有可无的抉择

所谓边缘型利益相关者即指在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

发展中所处地位为边缘状态的群体。传承与发展工作与

他们的利益关系相对最弱，这部分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与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但他们

会随着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情况从而确定自己的

利益相关者身份，因此这部分群体仍是民族传统体育传

承与发展的后备力量。这部分群体包括民族传统体育起

源地的当地居民以及其他社会大众。

当地居民拥有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特殊优势，如他

们可为外来的科研人员以及游客提供住宿与饮食来增加

额外收入，其利益诉求在于能否凭借地区优势为自身带

来一定的收益、提升自身幸福指数、是否会为自身带来

更好的发展机遇等。其他社会大众的利益诉求则是通过

习练民族传统体育为自身带来了什么。

4  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的表征及形成机理
4.1  利益冲突的表征分析

1）传承人群体的传承职责与青黄不接的偏差

首先是人口的流失。恩施地区户籍人口与现实居住

人口存在着巨大的缺口，人口外流严重。巨大的人口外

流量和人口老龄化使得恩施摆手舞传承人日渐衰老而没

有新的传承人出现。

其次是新一代的恩施摆手舞传承人未曾亲历过民族传

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历史，对其文化内涵及价值理解不够

深入透彻，难以将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挖掘整理出来。

再者，恩施地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多为农民，以

土地为生、文化素养不高，难以将项目进行创新性发展

与转化。在调研恩施板凳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恩施板

凳龙传承人在学校内担任保安一职。虽然学校重视对非

遗的传承与发展，但传承人的文化素养水平难以在学校

担任教师一职。

2）产业化发展的理论设计与现实实践的矛盾

以恩施摆手舞发源地舍米湖村为例，舍米湖村拥有着

原始土家族村落以及保存完整的金丝楠木林，地方政府以

及非遗保护部门也对此进行了勘察，认为此地适合发展旅

游产业，当地政府也给予支持的态度与相应的补贴来动员

当地居民兴建民宿。从理论来看，当地确实适合“非遗+

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但就调研结果来看，恩施地区多

山地且经济并不发达，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此地区多崎岖

山路，县城与村落距离较远，当地居民兴建民宿的意愿也

不高，且大部分游客都是带着放松的心情去游玩，基础建

设较差与游客旅游初心相悖。同时，地方企业“恩施女儿

城”中几乎很少见到民族传统体育的踪影，多为实物类非

遗如“西兰卡普”。因此，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的发展

模式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化发展的理论设计与现实实践

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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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点尚未明确，产业化发展举步维艰。

3）传承面范围的不断扩大与粘性极低的对立

随着“非遗六进”、地方企业的介入、民众的积极

参与，恩施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范围越来越广。根

据调研结果来看，民族传统体育在小学的传承面虽然广

泛，但小学生的身心发展不健全不成熟，未来是否依然

坚持习练民族传统体育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大。而中学生、

大学生的健身娱乐项目多为篮球、足球等竞技类体育项

目，很少有人坚持习练民族传统体育。而对于社会大众

来讲，与其说民族传统体育社会大众传承，倒不如说仅

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参与度，真正能将民族传统体育视

为唯一健身项目的凤毛麟角。因此，虽然民族传统体育

传承面范围不断扩大，但受众面却并没有形成长期坚持

习练的局面，这表明民族传统体育推广后的粘性极低，

造成了传承面看似全民参与、范围广泛但实际传承却狭

窄的现象。

4.2  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的形成机理分析

1）利益冲突形成的内因：地区经济以及民族传统体

育本身的局限

利益冲突形成的内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恩施地

区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经济水平较差，传承人以

及当地民众的经济物质来源仅依靠种地，而当地交通不

发达、气候环境不稳定、地质土壤条件欠佳等因素进一

步限制了粮食的收成，使得传承人及当地居民无暇顾及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二是民族传统体育本身的

局限性。无论是民族传统体育 + 旅游还是民族传统体育

产业化发展，都是以其突出的、吸引消费者的特点来进

行的，但就调研结果来看，恩施地区摆手舞、板凳龙、

板凳拳等民族传统体育可实现产业化发展着力点还未明

确，导致地方企业等投资者倾向于选择那些可直接开发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族传统体育处于难开发的境

地，各利益相关者产生利益冲突从而放弃民族传统体育

的传承与发展工作。

2）利益冲突形成的外因：利益相关者目的为实现自

己的最大利益

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形成的外因在于各方利益诉求

未达到满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恩施地区非遗文化多元化。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单是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就有 15 种，

还有省级、州级、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种非物质

文化遗产均有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这就导致地

方政府难以兼顾到民族传统体育。

（2）文化多样性造成基层工作人员业务负担过重。

非遗传承与发展涉及到的相关工作很多，工作人员从入

门到精通所需要的时间较为漫长，这就很容易导致非遗

保护与政策下达的时间差。

（3）每年批准给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是有限的，非

遗类项目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经费的支持，地方政府难以

将一碗水端平，这样下来给予民族传统体育的财政补助只

占据很小的一部分，导致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不得不放弃

传承人身份而选择外出打工。各利益相关者追求自身最大

利益的行为进一步限制了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

3）利益冲突形成的助推因素：研究不深入尚未形成

完整体系

对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不够深入未形成完整理论体

系是利益冲突的助推因素。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洪流中，

相关的研究组织或个人多为自发性或散乱的状态，各研

究组织或个人各成一体，缺乏一定程度的交流，缺少相

应的研究学会，对恩施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的

挖掘与整理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这样的研究现状使得

恩施地区民族传统体育仍依靠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方式，

难以实现更高层次的传承与发展方式。

5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民族传统体育传
承与发展的对策建议

5.1  完善理论研究体系促进供需平衡

应不断挖掘民族传统体育相关基础性研究，需要重新

规划其研究方向，充分挖掘其蕴含的健身价值、文化价值

以实现完善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研究体系。具体表现在：

（1）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基础性研究。包括充分

调查其历史底蕴、挖掘其当代价值，以更加科学全面的

角度去守正创新。合理适度的开发，推广至相关体育赛

事中，从民族传统体育的输出方面也就是从供给侧进行

相应改革，借助大数据等技术，以社会大众之需要作为

其传承与发展的内生动力。

（2）恩施地区的非遗项目种类繁多，单靠政府的力

量是完全不够的。因此，需要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研究机

构、地方高校研究人员对其深度调研，定期举行相关学

术论坛、不断其丰富研究体系充分挖掘其潜在价值，探

讨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突破口。同时各方研

究机构协力共筑地区物质基础，以民族文化带动地区经

济发展，而地区经济发展的利好又反哺民族文化的振兴，

形成良性循环，共同推进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5.2  明确责权利以及相应监督机制

权利与义务应当相互对等，权责利的划分也不应该

是散开的，这就需要：

（1）地方政府始终牢记非遗传承与发展第一责任人

的身份。组织相关传承人业务培训需要政府及保护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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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充分熟知相关政策文件精神、熟悉地区经济发

展状况、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困境、传承人的个

人情况等因素。这就要求政府相关人员具有极高的工作

能力和素养。就调研结果而言，非遗传承与发展工作的

门槛较高，政府作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确定型

利益相关者，相关人员需要根植于基层，取材于民众，

在扎根基层的工作当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及素养，

更好地保障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完成发展工作。

（2）进一步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责任划分。传

承人应明确自己该尽的职责，以非遗传承与发展为己任，

相对而言淡泊名利。学术研究机构更要规范自身行为，

切勿以追逐名利为目标，而是要扎根于田野，为民族传

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地方企业则应正确

追逐经济利益，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应参与公益事

业回馈非遗。当地居民的职责在于能够为旅游消费者等

提供更好的服务，具有民族传统体育开发和管理的权利，

得到经济收益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这一切都源自相

应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因此，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政府

工作人员的监督，杜绝个别人员谋取不正当利益或玩忽

职守的行为；要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的监督，不

断完善传承人退出机制，适时取缔不合格的传承人，加

强传承人体系的构建；要完善相应的市场监督管理体制，

杜绝庸俗化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断加强对地方企

业合理开发利用非遗文化的监督力度。

5.3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凝聚合力

要进行轻申请重传承的相对辩证统一，重在培养民

族传统体育的继承人。

（1）“传承”是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

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继承人在非遗保护

工作也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现代汉语词典》中将继

承人解释为“泛指承接前人事业的人。泛指把前人的作风、

文化、知识等接受过来”。因此整个非遗传承工作的目

的之一就是寻找合格的继承人将之再传承下去。相较于

传承人而言，继承人的身份并无特殊的限制，包括民族

传统体育传承人的徒弟、爱好者、习练者甚至是中小学

学生，但因继承人概念宽泛也使得这一群体的身份变得

特殊，有的会成为新一代传承人成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

而有的则会成为预期型或潜在型利益相关者。继承人在

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工作中扮演了重要地位，当继

承人的数量过多或过少时，国家政府行政机关应根据其

变化调整政策、出台各类法令条例。总之，民族传统体

育继承人的培养及相关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非常重要。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脆弱性”、不规范性需要

各式各样的人才对其保护、研究、修缮，需要将各个环

节以锁链的形式衔接，形成环环相扣的阶梯式传承与发

展方式。承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任一

环节的有序进行都离不开“人”，因此需要吸纳更多高

素质人才参与进来，始终贯彻以政府为主导、部门负责、

市场介入、社会参与的传承与发展方式。再者，各利益

相关者利益诉求关注点虽不尽相同，但仍有共同的利益

诉求，加强彼此的协作不仅能更好地实现其自身利益诉

求，还有助于推进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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