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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闭到开放——对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互动的思考 

钟秉枢    （首都体育学院）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

一，并把它写入党章。2018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通过决议呼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日益凸显其时代价值，显示出

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体育是世界各地都能

看懂的“肢体语言”，有着国际通行的技术标准、竞赛规则

和运作程序，较少受到国家大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

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在外交中更容易跨越

语言障碍和文化鸿沟。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的互动以自身

独特的方式架起了不同政治外交之间的桥梁，促进合作、

增加理解，通过融入公共观点和非国家行为，在及时强化

公共观点、社会价值和认同建构以及促进交往和对话方面

提供了有效的公共外交机会，对我国公共外交、人文外交

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国体育担当

起代表新中国走出国门，树立国家形象，扩大国家影响，

服务国家外交的重要使命，通过与世界体育的互动，打破

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 

1963年，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并积极参与新兴力量运动

会，标志着新兴国家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对国际体育事务的操纵和垄断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胜

利。1971年，"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中美两国间

的坚冰被打破，开启了新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大门。

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开

创了处理中国台湾问题的“奥运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人

“一国两制”构想首先在国际竞技场上得到实现。1983

年，北京申办亚运会，使得长期互不承认、互不来往的中

韩关系出现松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奥

运金牌0的突破，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成为重

现国威、重塑国际形象的助推器。1990年，北京亚运会让

中国突破了国际封锁，改善了外交环境。2007年，温家宝

与日本首相的一场棒球切磋完成了中日关系的“融冰之

旅”。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与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首脑密集展开的系列主场外交活动，标志着中国开始

积极主动融入世界，迈入展示开放、文明、友好、和谐发

展的新阶段，封闭的中国成为开放的中国。 

2010年以来，“人文外交”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

导，体育对外交往也更多回归体育运动本质，通过中国体

育与世界体育的互动，用体育运动自身的魅力与人文精神

连接不同国家和民族，向世界展示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 

中俄、中美、中英、中欧、中法、中印尼、中德、中

南等8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均有体育交流的贡献。“一

带一路”倡议中的体育交流搭建起民心相通的桥梁。金砖

国家运动会进一步深化了五国体育合作和人文交流。元首

体育外交开拓了中国外交实践新创举，展现了我国大国领

导人的风采和当今中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

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从体育对外交往到国家人

文交流，从人文奥运到人文外交，从体育明星到国家文化

使者，从承办大型国际赛事到彰显大国国际责任，从刷新

竞技体育成绩到展示国家综合实力，从扩大体育人员交往

到提升体育国际话语权，从实施国际体育援助与赞助到提

升中国道义感召力，从推动港澳台和海外华侨体育交往到

促进国家认同，从投身国际体育学术活动到促进体育科教

交流合作，中国体育对外交往诸多方面的实践探索不仅改

变着西方对中国封闭、刻板的印象，不断提升中国体育的

开放度、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努力塑造着与强国地位相

符的国家体育形象，更用体育的独特魅力吸引各国人民，

助推文明进程，贡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助力人类命

运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中国体育通过与世界体育的互

动，向国际社会传递着中国和平发展的正能量以及和平、友

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同。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

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是我们党

第一次明确提出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中国提出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把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围

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

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成为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使命。融入这一使命，需要中国体育对

外交往积极转变角色，回归体育运动本质，主动作为。 

在新时代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的互动中，必须从国际、

国内两个大局出发，紧密围绕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助推体育

强国建设，有效整合和利用体育资源。在价值认识上，从体

育外事到体育外交；在战略谋划上，从部门战略到国家战

略；在交流主体上，从单一平面到立体格局；在话语争夺

上，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塑造。对内，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

设，以体育塑造公民的文化修养、合作精神、拼搏精神、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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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能力、社会准则，通过把各阶层的人联系到一起而起到社

会整合作用，培育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更加遵守国际规

则的新型文明，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外，构建

立体化、全方位、多层次的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互动机制和

多元工作模式，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体育人文交

流，营造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中国体育与世界

体育互动关系，积极参与全球体育治理，全面提升我国在国

际体育中的话语权，提升中国体育的国际影响力和道义感召

力，维护中国体育利益，维护世界体育公平正义，共商共建

共享，拥抱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的的人类新型文明

观，为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提供合理性的价值引领，为重塑全

球交往理性贡献中国体育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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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法三纲”到全面推进——对中国体育法治化进程的思考 

于善旭    （天津体育学院）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全方位的历史转折和社会

变革。在执政方式和治理模式上，由人治走向法治，成为

中国深化改革、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伴随

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

不懈的奋斗中坚定前行。 

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体育发展，必然嵌入伟大变革的

时代精髓。40年来，法治元素的不断注入，法治轨道的逐

步铺设，为中国体育构筑起现代治理的新格局，开创了依

法治体的新纪元。在改革开放的强劲推动下，中国体育法

治建设日趋加强，不断开辟全面推进依法治体、建设中国

特色体育法治体系的新征程。 

 

1   一法三纲：国家推进体育法治建设的标志和开端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

主制度化、法律化”，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对改革开

放作出决策部署中确立的一项重要方针，使法治自改革之

始就成为其应有之义，也为体育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1980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就有着体育立法的内容。为

贯彻1982年宪法的体育规定，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体育

发展，原国家体委也逐步着手体育法治的有关工作，并于

1988年启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起草。经过多

年的研制论证，199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体育法》的颁布实施，结束了我国没有专门体育法

律可依的历史，为发展体育事业和加强体育法治建设确立

了国家法律依据。在起草《体育法》的带动下，为适应各

方面体育工作协调发展的法治需要，国家体委也同时展开

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多方面规范文件的起草

工作。1995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与此同时，原国家体委也先后出台了《体育产业发展纲

要》和《奥运争光计划》。“一法三纲”的同时面世，形成

了体育立法的一个高潮，成为国家推进体育法治加强建设

的重要标志和体育法规制度全方位发展促进的重要开端。 

 

2   奥运法治：开拓国际视野，促进体育法治的全球化发展 

以“一法三纲”为标志的中国体育法治建设全方位展

开后，迎来了北京奥运申办成功的筹办过程。现代奥运的

法治品格，决定了法治奥运必定成为北京奥运的运行模

式，并通过北京奥运的申办筹办，为国人进一步拓展现代

法治的国际视野，对中国体育法治建设形成积极的促进。

国家积极践行举办奥运的法治承诺，以此为促进法治发展

的重要契机，筹办中认真履行《主办城市合同》和严格依

法依规组织运行，采取多种方式营造浓郁的法治奥运社会

氛围，在加强奥运以及相关立法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2002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的同时，国务院相继制定

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公共体育文化设施条例》和

《反兴奋剂条例》《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

采访规定》，成为制定体育行政法规最为集中的时期，同

时，还出台了加强残疾人体育和青少年体育的法规性文件

和启动了全民健身立法。这些奥运体育立法的颁行，以及

各项奥运法律事务的有效处理，形成了法治奥运的整体局

面，为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发挥了重要作用，还促成了我

国新闻管理制度的历史性进步，更对我国体育法治的全球

化发展形成了有力的推动和深远的影响。 

 

3   体育强国：构筑体育重心调整与维权的体育法治保障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后，党中央立即发出“推动我国

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号召，我国体育在新的起

点上进入建设体育强国的新阶段。建设体育强国，要全面

增强我国体育的综合实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影响力，使之

达到体育现代化的更高水平。作为内在制度模式和外在制

度保障的现代法治，在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中愈益凸显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