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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探索

我国体育外交演进的历史逻辑与观念变革

尹晓亮１，刘连发２

摘要　体育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如今已经成为公共外交活动的重要载体。“乒乓外交”、“亚运外交”、“奥运外交”等体育事件是我国

公共外交政策的外在表现，从“打开封锁”到“和谐世界”是我国体育外交观念演进的历史逻辑，背后昭示着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体育

外交观念变革的动力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多变与时代的需求；体育外交政策演进的结果告诉我们，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体

育外交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大型体育赛事为载体，中国 树 立 了 体 育 外 交 新 的 典 范。体 育 外 交 观 念 演 进

带给我们的启示包括：借助体育交流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贡 献 力 量；建 立 体 育 公 共 外 交 的 长 效 机 制，用 好 精

英力量发挥外交特使作用；发挥体育外交作为 国 家 形 象 代 言 人 的 作 用，争 取 国 际 体 育 组 织 的 话 语 权；打 造 自 身 特 色 的 传 统 体 育 项

目，形成“地理标志性”产品，大力扶持海外华人体育组织，增加体育对外援助的力度，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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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 念”一 词 在 朱 迪 斯·戈 尔 茨 坦（Ｊｕｄｉｔｈ　Ｇｏｌｄ－
ｓｔｅｉｎ）等美国外交学者看来指的是“个人所拥有的世界

观、因果关系、原则信念等变现的信念”［１］。我国学者

杨晓萍（２０１２）将 其 定 义 为“主 体 人 对 客 观 事 物 的 看

法”［２］。笔者在文章的理论构建中倾向于第二种看法，
观念与外交行为和实践相互影响，观念即通过决策者

的认识指导外交行为，外交行为也通过实践影响观念

认知。自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公共外交逐渐兴起，发
展至今已经成为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体

育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如今已经成为公共外交活动的

重要载体。虽然学术界目前没有关于“体育外交”的认

证和完善的理论建构，但是体育外交活动所发挥的实

践作用却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可。新中国成立以来伴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与

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体育外交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鉴于此，本文以公共外交为切入

点，对体育外交演进的历史逻辑和观念变革进行梳理，
以期为体育外交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１　历史进程与路径：从破冰之旅到普世的人文

情怀

我国体育外交的历史演进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背景紧密相连，特别是与我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

角色背景高度相关。从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封闭、对抗

的心态，到今天的自信、合作、共赢，体育外交作为一种

特殊的形式承担了不同的使命。基于我国外交演进的

整体背景以及体育外交的具体事件，体育外交的观念

变革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１．１　第一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以打破封锁为目标，以

项目为载体，通过“乒乓外交”实现了中美关系的

历史性突破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世界格局的影响，作为

社会主义的新生力量受到了以西方国家为首的国际势

力的封锁和挤压。此时的外交观念集中在反侵略、反

压迫。其指涉具有明显的“敌”、“友”观念，对于世界的

划分也多集中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
“东风”和“西风”等。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二元世界

划分，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观念和身份认知呈现

对立的自我与他者关系状态［３］。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末期，前苏联的经济和综合国力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

是在核武器方面的发展取得了与美国抗衡的实力，美

苏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逐渐缩小。此时的苏联已经具

有霸权主义扩张的野心，特别是在１９６９年中苏之间发

生“珍宝岛事件”，前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构成

军事上的威胁，这一系列的举动致使地区之间冲突的

压力进一步提升。此时的美国正在将精力全部投入到

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之中。在国际间的利益格局中

前苏联的进攻态势明显而美国却逐渐陷入了防守的境

遇，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美国政府试图联合中国以遏制

苏联的战略扩张。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第３１届世界

乒乓球比赛于１９７１年３月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时任

亚乒联主席的后藤钾二先生不顾外部势力的阻挠多次

向中国发出邀请函，希望中国能够派出代表队参加本

届世乒赛的比赛。在这期间后藤钾二先生亲赴北京商

谈比赛细节并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毛泽东主席

很快批示同意派出队伍参加世乒赛［４］。在参加世乒赛

期间中国乒乓球队展示了良好的形象和竞技水平，在

这期间美国队也与中国队有了密切的接触，并向中国

队的队员示好。在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做

出 “同意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的 决 定。这 一 历 史 性

的决定 震 惊 了 白 宫，也 震 惊 了 世 界。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０
日美国代表团一行１５人抵达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批获准入境的美国人。周恩来总理充分利用“乒

乓外交”所创造的机遇向美国发出了友好的声音，紧接

着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访华，此后１９７２年２月美

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在华期间与毛泽东主席和周

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并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此

后中国乒乓球队也于１９７２年４月对美国进行了回访。
“乒乓外交”作 为 冷 战 时 期 实 现“破 冰 之 旅”的 独 特 形

式，已经远远超出体育交流的意义。“乒乓外交”以独

特的手段对当时美国政府做出了积极的反馈，使中美

两国实现了政府及官员之间的对话。此后以中美“乒

乓外交”为基础新中国打开了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之门，
开创了全新的国际关系。

１．２　第二阶段（１９７９－２０００）：以区域赛事为载体，展

现发展成果，向负责任的大国转向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制定了改

革开放的战略政策，此时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迅速的

变化。在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纷纷面临瓦解和政权更

迭的命运，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更是带来

了国家政权性质的改变。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瓦解的同

时国际上也掀起了一股质疑社会主义阵营的声音，此

时西方国家再次掀起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封锁，
西方媒介对中国的报道多集中在负面的或者恶意的攻

击。面对国际环境的改变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提出

了“对国际 形 势 的 判 断 有 变 化 和 对 外 政 策 有 变 化”的

“两个重要转变”。同时邓小平同志在深入分析国内和

国际环 境 的 基 础 上 提 出 了“和 平 与 发 展”的 时 代 主

题［５］。自此中国开始打破自我封闭的局面，开始向“对

外开放”的观念转化。打破西方的经济制裁与政治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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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营造一个 良 好 的 国 际 环 境 成 为 外 交 工 作 的 核 心。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第１１届亚洲运动会于１９９０年

９月在北京举 行，这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次 举 行 国 际 性

综合体育赛事，同时也是亚运会诞生以来第一次在中

国举行，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力不容小视。亚运会

的举办为中国展示国家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亚运会期间有６０００多名运动

员和教练员同场竞技，通过各种媒介关注北京亚运会

的人员高达数亿，到中国观赛和旅游的游客达到了２０
万人。亚运会的成功举办给中国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

展示的机会，借助“亚运外交”中国再次掀起了对外交

往的热潮，亚运会期间中国政府先后与韩国、以色列等

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亚运

外交”为中国开辟了新的路径。此后一系列的具有国

际影响的区域性体育赛事相继在中国举办，为中国对

外交往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１．３　第三阶段（２００１年至今）：以全球性赛事为载体，
体现制度自信，构建普世的人文情怀，向和谐世

界观念转化

２００１年美国“９·１１”事件发生致使美国东移战略

受到反恐战略的影响而迟滞，与此同时国际局势也发

生了巨大变 化。这 一 年 中 国 政 府 加 入 ＷＴＯ，中 国 在

国际舞台的角色也随之改变，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又

一次面临新的挑战。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

外交需要革 新 理 念 以 适 应 新 形 势 的 需 要。２００５年９
月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６０周年

的大会上提 出 了“和 谐 世 界”的 外 交 新 理 念，“和 谐 世

界”外交理念的提出展现了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体现

了普世的人文情怀。为了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认知

程度，营造更加和谐的国际环境，早在北京亚运会成功

举办后，我国政府就以亚组委为核心成立了奥组委申

办奥运会，这一 决 定 得 到 了 高 达９２．６３％的 国 民 的 全

力支持，这期间虽然经历了２０００年奥运会申办失败的

挫折，但是最终中国北京成功锁定２００８年第２９届奥

运会的承办权，并将“人文奥运”作为北京奥运会的核

心理念，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作为北京奥运会

的主题口号。北京奥运会是现代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

精神上的饕餮盛宴。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第２９届奥运会

在北京成功举行。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中华民族向世界

展示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四大发明、击缶而歌、丝绸

之路、《论语》、太极……一系列的中华文化符号向现场

的９万多观众和通过媒介观看北京奥运会的全世界约

２０亿人民进行了展示。奥运会举办期间有２万多 名

记者和４０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北京。中国

用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人民，同时也“全景观”地展示

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体现制度自信崇尚和平的现

代中国形象。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中国再次得到

世界的认可，同时也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使
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极大程度

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２　观念变革的动因：内政需求与外部环境的强

力驱使

２．１　国际环境的多变与时代的需求是体育外交观念

变革的动力

中国体育外交的形成与发展背后折射的是新中国

从成立走向富强的历程，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的变迁

推动了中国外交方针和战略的演进。体育作为独特的

交往形式在国家交流与对外交往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

角色。体育作为外交方式的演进与国家的整体外交观

念的演进密不可分。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外交观念的

变革与体育外交观念的体现经历了三个较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在以西方国家为首的资本主

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政治隔离的国际环境

影响下，营造和 平 发 展 的 国 际 政 治 环 境，１９６９年 以 后

面对前苏联的军事威胁，美国试图联合中国以抗衡和

牵制前苏联的崛起，新兴中国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

可，“打破封 锁，走 出 去”成 为 建 国 初 期 外 交 策 略 的 核

心。体育外交的观念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乒乓外交”为
契机，推动小球转动地球。实现中美建交，并掀起了新

中国外交活动的第一次高潮，打开封闭之门，改善了中

国的国际环境。第二阶段（１９７９－２０００），东欧社会主

义政权相继瓦解，中国再次被推向世界舆论的风口浪

尖，西方的经济封锁依旧，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
国内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对时代特征做出

了准确定位，确定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执行完

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国家利益确定为外交

活动的最高准则，做出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判断，韬
光养晦，有所作为，倡导国际和关系民主化，主张世界

格局的多样性。此时的体育外交观念体现为展示新兴

大国的力量与制度优势，通过举办区域性的体育赛事

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增进交流互信，突破经济封

锁。第三 阶 段（２００１至 今），在 国 际 上 随 着 中 国 的 崛

起，“中国威胁论”的质疑同步存在，外交环境变得更为

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主权、内政以及民

族事务干预不断，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威胁依旧存在。
我国提出了“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明确了中国始终

走和平发展 的 道 路，增 强 公 众 外 交 意 识，构 建 民 主 平

等，互利互信的“和谐世界”，提倡“和而不同”的国际格

局，构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承担国际使命和义务。体

·５５·

第４期



育外交观念表现为通过举办全球性的体育赛事，将中

国推向世界舞台的核心，构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追求

具有普世性质的价值观念，展示制度自信，通过全球性

的体育赛事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融合与密切合作，
进而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外交理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

家外交观念的变革始终受到国际环境和内政需求的影

响。从“打破封锁”到实现对话与合作，从构建“负责任

的大国形象”到“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中国外交观念

的变革始终与世界环境变迁紧密相连。一个外交理念

的提出是具有阶段性的，外交的最终目的是为内政服

务的，因此内政驱动和需求是中国外交观念变革的原

动力。

２．２　体育外交活动营造的跨越国界和种族的交流场

域，为展示中国形象和传播中华文化提供了广阔

的平台

在冷战时期体育交流活动作为外交手段率先打破

了“对抗”之门，促使本为“敌对”关系的国与国之间实

现了沟通和对话，进而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一点正

如南非总统曼德拉所言：“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对于中国的外交观念的变革而言，国内的政治经济基

础和国际环境的促动是观念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政治

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往往通过体育交流等活动率先打

破沉寂，体育赛事更是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比如以亚

运会为契机中国就先后与韩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以

及新加坡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也与越南等国

家恢复了外交关系。而在奥运会期间中国以一届“无

与伦比的奥运会”成功回应了西方国家的质疑，展示了

中国形象，同时也成功地传播了中华文化，提高了国际

社会对中国的认知程度。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

升，“中国威 胁 论”的 消 极 影 响 一 直 与 中 国 发 展 同 行。
为了舒缓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和疑虑，中国的

外交观念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就开始做出向“负责

任的大国”的重心调整。围绕这一战略，中国的对外交

往开始承诺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着眼构建大国之

间的“伙伴关系”，不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并在

国际社会中倡导新的“安全观”和“发展观”。特别是新

世纪以来“和谐世界”战略构想的提出，使中国的外交

观念进入 到 一 个 新 的 高 度。北 京 奥 运 会 举 办 正 是 对

“和谐世界”外交观念的综合诠释，以中国文化为基础

构建的“和谐世界”外交观念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独立自主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以及和而不同的国际格

局建设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全面概括。这一点与体育

运动所追求的“和平”理念相互契合，体育外交活动营

造的跨越国界和种族的交流场域，为展示中国形象和

传播中华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是体育外交观念演

进的动力之一。

３　政策演进与实践探索：体育外交承担了由封

闭走向开放、由对抗走向合作的先行力量

３．１　体育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

交流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时代发展的角度上来看，中国外交观念的演进

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方向

性演进。从国家化格局来看，中国则实现了从“两大阵

营”向“多极化格局下的和谐世界观”演进。现在看来，
中国外交史上的观念转型是推动中国由自我封闭的国

际舞台的“边缘者”到国际舞台核心位置的“利益攸关

方”的关键［６］。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外交进入了大

调整时期［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观念经历了三

个阶段的重要 变 革。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国 内 实 行 改 革

开放的战略政策，在国际上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在实践中改善了与美国、苏联、日本的关系，与美国拉

开了距离，不搞战略结盟，改善了与前苏联的关系，以

主权和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加强周边国家的睦邻

友好关系。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内大力发展经济，积极

融入国际社会，做“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全球规则的制

定并发挥主动作用，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推行多边主

义的外交政 策，建 立 伙 伴 关 系，改 善 国 际 形 象。２１世

纪初，国内提出“中国梦”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战略构想，在国际上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
以加入 ＷＴＯ为标志，中国在经 济、安 全、文 化 等 领 域

全面融入世界，成为世界舞台中的一员并占据核心位

置，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提出“一带一路”的
战略构想，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伙

伴关系网。
从宏观的历史阶段来看，体育对外交往活动在国

家公共外交中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对国家公共外交

政策的实 施 起 到 了 积 极 的 作 用。冷 战 时 期 的 打 破 封

锁，把“乒乓外交”作为中美两国在对立时期开展交流

活动的主体，打开了中美两国隔绝多年的大门，为进一

步增进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体育作为

外交活动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

在学术界虽然没有关于“体育外交”的认证和完善的理

论建构，但是体育外交活动所发挥的实践作用却得到

了诸多学者的认可［８］。以体育活动为载体进行对外交

流符合公共外交的基本特性，体育外交活动在我国的

外交实践中已经形成一种灵活有效的模式，在改善国

际环境中的作用与日俱增。

３．２　以大型体育赛事为载体，形成了体育外交政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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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双向驱动，树立了体育赛事的外交典范

中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一

定的时期内难以消弭。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

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中国的崛起势

必引起他国的关注，特别是其他国家难以对大国崛起

的方式和目的产生理解和认同，势必产生误解和恐慌，
甚至将中国崛起理解为潜在的威胁［９］。这也势必将中

国与西方一些崛起的大国相提并论，因为西方的一些

大国的崛起是依靠战争和掠夺实现的。比如：法国、英
国、德国等。消弭“中国威胁论”，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

环境是外交活动的核心。由于较少受到政治与意识形

态的制约，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为增进国际间的交流

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以大型体育赛事为载体构建国际

交流的广阔平台是现代外交实践的产物，也是中国综

合国力提升的具体体现。从建国初期的“乒乓外交”到
改革开放初期的借助区域性比赛展示国家形象，再到

以全球性体育赛事为平台构建具有普世性质的价值观

念进而展示制度自信、传播中华文化，这一系列的历史

事件实际上是中国由贫穷走向富强的真实写照。北京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树立了以大型体育赛事为载体的外

交典范。在北京奥运会上参与开幕式的各国政要就有

１０６名，其中国家元首级的领导人有８１人，创 造 了 历

届奥运会之最。奥运会期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同

志先后与７０多个外国首脑举行了外交活动，并取得了

一系列丰硕 的 成 果［１０］。北 京 奥 运 会 树 立 了 中 国 借 助

大型体育赛事广泛开展外交活动的典范，此后的２０１０
年的广 州 亚 运 会，２０１１年 的 上 海 世 界 游 泳 锦 标 赛，

２０１５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等一系列的大型体育赛 事

都不同程度地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和民间外交活

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产生了一系列丰硕的外交成

果。特别需要关注的是２０１４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

飞赴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这是中国最高领

导人首次在 境 外 出 席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的 开 幕 式［１１］。这

更是我国体育外交传统的延续，“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

力量”，习总书记的体育外交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习

总书记的“点穴式”体育外交［１２］，突出了短、平、快的特

点［１３］，是对体育强国梦、中国梦以及“和谐世界”的生动

诠释。中国借助大型体育赛事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一

个民主开放和富有人性的真实形象，真实中国国家形象

与外交理念的展示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驳斥。

４　经验与启示：以体育外交为载体促进中国与

世界的全面融合互动

４．１　借助体育交流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为维护世界和

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体育外交的实践与观念变革是

服务于国家外交政策的整体需求的，体育外交活动也

构成了我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综合

国力的提升，大型体育赛事所提供的交流平台在外交

活动中的重要程度与日俱增。打破封锁到利用国际重

大体育赛事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从而展示制度与文

化的自信，变革背后的驱动是国家的发展以及国际环

境与格局的剧变。概括而言，对于体育外交而言其政

策演进的历史任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为不同

国家和种族之间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打破

隔阂与心理上的距离感进而消解“中国威胁论”，营造

和平的国际环境。第二，以体育赛事为载体表达“和谐

世界”的文化外交观念，形成普世的价值认同。第三，
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和

吸引力。体育比赛也是和平的象征，体育比赛提供了

全世界目光聚焦的机会，借助体育赛事所营造的交流

平台宣传中国文化，实现不同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同，
进而实现“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是中国为世界和平做

出的贡献。

４．２　建立体育公共外交的长效机制，用好精英力量，
发挥外交特使作用

新时期的 外 交 理 念 将 中 国 的 发 展 与 世 界 紧 密 融

合，这一融合的过程也是体育外交观念变革的逻辑过

程。新时期我国体育外交的时代使命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第一，促 进 体 育 外 交 与 国 家 外 交 观 念 的 有 机 融

合，进而服务外交全局；第二，以体育交流为载体促进

多元参与主体的深入交流；第三，以塑造国家形象、提

升国际影响力为目标，促使体育外交观念的不断转化。
近年来，我国体育借助亚运会和奥运会等国际性体育

赛事成功地实现了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的

文化和价值观也得到了一定范围内的理解与认同，国

际影响力也在逐年提升。但是中国的体育外交仍然没

有建立系统长效的机制，体育外交的公共效果和水平

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因此体育外交应该在公共外交

发展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载体作用，增强理论与

实践创新，为 国 家 战 略 服 务。此 外，对 于 体 育 外 交 而

言，更应该用 好 精 英 的 力 量 为 国 家 外 交 战 略 服 务［１４］。
体育领域的精英运动员往往具有跨越国界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往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因此在世界

范围内往往具有“普世性”。对这些精英运动员进行人

力资源整合，通过体育院校与外交专业院校的力量对

其进行专门培养，为我国的公共外交事业服务。

４．３　发挥体育外交作为国家形象代言人的作用，争取

国际体育组织的话语权

体育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国家形象代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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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冷战时期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与国家之间

往往通过体育外交展示国家形象。国家重大体育赛事

的参与者不仅代表着所属国的形象，还是一个国家文

化、精神与综合国力的集中展现。体育明星在这一过

程中不仅作为国家形象代言人的角色出现，还承担着

外交使者的新形象。比如法国《回声报》副主编埃里克

·伊兹拉莱维奇就这样评价姚明加入ＮＢＡ，他说：“这

位来自上海的年轻人用活力、微笑、自信和集体精神赢

得了公众的赞赏，几年内他已经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表

和民族的象 征。”［１５］姚 明 用 他 的 自 信 和 睿 智 改 变 了 西

方人对中国运动员刻板和锦标主义的一贯看法，为西

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建立了新的认知。美国《新闻周刊》
记者布鲁克·拉尔默曾经这样评论：“姚明和王治郅的

美职篮（ＮＢＡ）之旅，隐喻的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体育

外交发挥的 作 用 也 跟 国 家 体 育 话 语 权 有 着 一 定 的 联

系，特别是在国际体育组织的话语权更是起到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这一点也关乎体育强国的国际影响力，
目前我国由于语言和文化等差异在国际高层体育组织

的任职人数相对较少。数据显示“在奥运会的２８个单

项国际体育组织中，我国仅有３０余人在１０个单项体

育组织任职”［１６］。近年来这一数据虽然也有改观但是

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因此发挥体

育外交作为国家形象代言人的作用，争取国际体育组

织的话语权是中国体育外交带给我们的启示。

４．４　努力打造自身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形成“地理

标志性”产品，大力扶持海外华人体育组织，增加

体育对外援助的力度，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努力打造自身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形成“地理标

志性”产品是保持民族文化内涵的关键举措。“地理标

志性”产品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化符号的高度浓缩。印

度的“瑜伽外交”以及瑜伽成功的国际推广经验为我们

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华人海外体育组织以及对外体育

援助人员是弘扬国家文化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使者。
华人群体身居异域他乡更能体会族群认同的重要性和

价值，每逢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海外的华人群体都要进

行传统体育项目的展演，这为国外民众了解中国文化

提供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同海外华人体育组织，使

其为改变国家形象和我国的公共外交服务。因此中国

的体育外交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应该构建全民

参与的“平民外交”以加大对外交流交往的力度，形成

政府主导、社会精英主流和民众全面参与的外交局面，
从而进行文化输出获得国际社会的价值认同；第二，拓
展体育文化内涵，努力 打 造 自 身 特 色 的 体 育 项 目，形

成“地理标志性”产品；第三，进一步提升广大民众的外

交观念，构建民主、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此外，加强

留学交流活动，增加体育对外援助的力度也是新时期

体育外交的重要领域，在请进来的人群中要不断加强

留学生的培养水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突出重

点，量力 而 行”的 原 则 指 导 下 搞 好 体 育 对 外 援 助 工

作［１７］，特别是要加大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的对外交

流和援助的力度。

５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

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体育外交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乒乓外交”、“亚运外交”、“奥运外交”等体育

事件是我国公共外交政策的外在表现，从“打开封锁”
到“和谐世界”是我国体育外交观念演进的历史逻辑，
背后昭示着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体育外交观念变革的

动力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多变与时代的需求；体育外交

政策演进的结果告诉我们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

分，体育外交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以大型体育赛事为载体树立了体育外交新的典

范。借助体育交流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为维护世界和

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建立体育公共外交的长效机制，用
好精英力量，发挥外交特使作用；发挥体育外交作为国

家形象代言人的作用，争取国际体育组织的话语权；打
造自身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形成“地理标志性”产品，
大力扶持海外华人体育组织，增加体育对外援助的力

度，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是体育外交观念演进带给我

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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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能有失偏颇，拉大体育参与的社会距离。

５　结语

体育与国家的形象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表征实践过

程，既有意象符号、书写符号和真实符号。体育与国家

形象发生关联的机制包括不同社会对冠军的需要，体

育符号经过提喻处理后跃升为象征符号，而象征符号

是传达国家政治行为的载体。舒盛芳［２１］在考察日本、
美国、德国和前苏联的体育与政治后发现，体育的崛起

成为大国崛起的信号和象征。竞技体育能力内嵌于国

家的形象，片面化的体育竞技感知能放大国家象征意

义。中国竞技体育早期的优先崛起和“赶超型”战略消

除了国家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形象。体育象征国家形

象具有多重性，随着时代和国家实力的变化，不能期望

惯习的体育符号与国家形象完全匹配，应及时对体育

象征符号进行调适。否则，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就会出

现编码和解码的严重脱节。体育提升国家形象的具体

路径有政治性符码与体育精神的平衡，构建国家、个人

的体育话语能力、历史性符码与当下性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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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国家体育总局．关 于 加 强 国 际 体 育 组 织 人 才 培 养 的 意 见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 － ］．ｈｔｔｐ：／／ｈｔｚｌ．ｃｈｉｎａ．ｃｎ／ｔｘｔ／２００５

－０６／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８８８５３９．ｈｔｍ．
［１６］刘冠楠，陈 刚．论 公 共 外 交 视 域 下 中 国 体 育 外 交 的 任 务

［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１１）：１６－２０．
［１７］朱迪斯·戈尔茨坦，罗 伯 特·Ｏ·基 欧 汉．观 念 与 外 交 政

策：信念、制度与 政 治 变 迁［Ｍ］．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５：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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