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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语境下中国体育公共外交的地位与作用：以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和
２０１４年青年奥运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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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和体育学等多学科领域，探讨和平发展语境下中国体育公共

外交的地位与作用。公共外交着重研究一国对他国公众 的 影 响 并 使 该 国 外 交 政 策、价 值 观 念 或 文 化 取

向为他国公众所知晓并接受，进而影响他国政府和民众，减 少 本 国 外 交 政 策 在 执 行 过 程 中 的 阻 力，其 主

要途径是通过树立本国在他国公众中的良好形象来实现国家利益。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建立显得十分必

要，而大型体育赛事和活动是各国组织和人民相互交流的重要平台，是展示国家形象和建立交流沟通平

台的大好时机，体育公共外交无疑成为国家公共外交的 重 要 支 撑。研 究 和 平 发 展 语 境 下 中 国 体 育 公 共

外交的地位与作用，不仅可以丰富体育公共外交的价值理论，而且对中国和平发展时代的今天怎样运筹

和实施体育公共外交战略，确保中国体育公共外交战略发挥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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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发展是 对 我 国 原 有 外 交 政 策 和 外 交 战 略 思 想 的 继 承

和发展，是一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通 过 利 用 有 利 的 国 际 环 境

发展自己，又通过 自 己 的 发 展 去 维 护 世 界 和 平，最 终 实 现 中 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 道 路［１］。这 条 道 路 的 成 功 既 需 要 中 国 人 民 的

不懈努力，也需要外部世界的理 解 与 支 持，对 外 传 播 一 个 和 平、

真实的中国，加强 中 国 与 外 部 世 界 的 互 信，全 面 提 高 对 外 开 放

水平的基本要求被提上议事日程［２］，公 共 外 交 的 重 要 性 也 日 益

凸显。

１　公共外交概述

１．１　公共外交内涵界定

公共外交在国内的研究于 近 五、六 年 兴 起。学 者 们 对 于 公

共外交有不同定 义，分 歧 较 大。赵 可 金 在 其《公 共 外 交 的 理 论

与实践》一书中提到，公共外交是政 府 行 为，必 须 由 政 府 出 资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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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民间和个人的交流活动 不 能 算 作 公 共 外 交［３］。该 定 义 将

公共外交工 作 全 部 交 给 政 府，将 国 家 利 益 与 个 人 利 益 分 隔 开

来，政府公共外交色彩过重。韩方明 在 其《公 共 外 交 概 论》一 书

中提到，公共外交 是 一 个 国 家 为 了 提 高 本 国 知 名 度、美 誉 度 和

认同度，由中央政 府 或 者 通 过 授 权 地 方 政 府 和 其 他 社 会 部 门，

委托本国或者外国 社 会 行 为 体 通 过 传 播、公 关、媒 体 等 手 段 与

国外公众进行双向 交 流，开 展 针 对 全 球 公 众 的 外 交 活 动，以 澄

清信息、传播知识、塑 造 价 值 进 而 更 好 地 服 务 于 国 家 利 益 的 实

现［４］。该定义认为公共外交行为主体是一国政府，强调“公共外

交”中行为主体 的“外 交”主 权 和 权 力，而 不 是 积 极 参 与 国 际 交

往、沟通的对外传 播 义 务。全 国 政 协 外 事 委 员 会 主 任、中 国 人

民大学新闻学院 院 长 赵 启 正 在《公 共 外 交 与 跨 文 化 交 流》一 书

中提出公共外交指的是政府外交以外 的 各 种 对 外 交 流 方 式，包

括官方与民间的 各 种 双 向 交 流。这 些 交 流 的 目 的 是 直 接 促 进

外国公众对本国的 了 解，提 升 本 国 在 其 心 目 中 的 形 象，进 而 促

成外国政府对本 国 政 策 的 改 善［５］。该 定 义 对 于 公 共 外 交 的 界

定较为宽泛，只要 有 公 众 参 与 在 国 际 交 流 活 动 中，便 可 算 作 是

公共外交。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由 于 科 技 的 迅 速 发 展，国 际 传 播

媒介和国际行为主体都发生了巨大的 改 变，公 共 外 交 的 内 涵 也

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由此衍生出 新 公 共 外 交 这 个 概 念。新 公 共

外交的行为主体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 主 体，所 有 的 国 际 行 为 主

体都可以发 挥 公 共 外 交 的 作 用，公 共 外 交 成 为 每 一 个 人 的 事

情，即全民外交［６］。中国的公共外 交 传 播 主 要 目 的 是 向 世 界 说

明中国，发出中国的声音，讲述多 种 多 样 中 国 的 故 事，让 国 外 广

大民众了解 一 个 真 实 的 中 国，了 解 中 国 的 发 展 现 状、政 治、经

济、文化、社会、体育、生活等。

１．２　体育公共外交

体育公关外交是公共外交的 一 种，我 国 最 早 的 体 育 公 共 外

交可追溯到二 战 后 的“乒 乓 外 交”。体 育 公 共 外 交 通 常 通 过 体

育赛事而展开，能起到改善各国 间 关 系 的 作 用。在 世 界 级 体 育

盛会中，各国运动员、政 府 官 员、记 者、各 行 各 业 从 业 人 员 和 观

众等互相交流，主 权 国 家 更 可 通 过 这 种 体 育 交 流 活 动，促 进 各

国人民间的 沟 通，赢 得 信 任，并 由 此 加 深 他 国 对 本 国 政 治、经

济、文化、体育等的 理 解，树 立 国 家 正 面 形 象，从 而 达 到 体 育 公

共外交目的。此类大型体育赛事 活 动 的 开 展，为 各 国 人 民 间 的

沟通交流创造了合 适 的 机 会，提 供 了 有 利 的 平 台，尤 其 在 某 些

特定时期，传统的外交活动无法为人民 提 供 有 利 条 件 进 行 有 效

沟通的时候，体 育 公 共 外 交 为 两 国 创 造 了 有 利 的 民 间 交 流 平

台，进行关系的改 善。例 如，在 每４年 一 届 的 奥 运 会 这 种 体 育

盛会上，因其跨国 界 性 和 广 泛 性，给 各 国 人 民 提 供 了 加 深 认 同

和了解的平台，是各国发展体育 公 共 外 交 的 好 时 机。体 育 公 共

外交还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改 善 人 与 人 的 关 系。通 常 在 体 育

赛事中，体育明星经常成为本国最直接 的 体 育 公 共 外 交 主 体 行

为者。通过体育明 星，他 国 能 直 观 地 认 识 到 该 国 的 风 貌，拉 近

两国距离。如篮球明星姚明，就是 中 美 间 体 育 公 共 外 交 的 最 好

代表，美国通过关注ＮＢＡ、关 注 姚 明，更 加 了 解 中 国 文 化，而 中

国通过姚明更加了 解 美 国、美 国 篮 球 运 动 和 美 国 社 会 文 化，姚

明无疑在中美体育公共外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２　北京奥运会到南京青奥会的变化凸显 体 育 公 共 外 交 地 位 与

作用

２．１　奥运会与青奥会战略价值的变化

２００８年第２９届北 京 奥 运 会 和２０１４年 第２届 南 京 青 年 奥

林匹克运动会分 别 在 我 国 成 功 举 行。青 奥 会 是 一 项 专 门 为 年

轻人设立的最大 的 全 球 性 体 育 赛 事。青 奥 会 为 各 国 创 造 了 一

次通过跨国交流，促进国家之间 关 系 的 机 会。奥 运 会 追 求 的 是

“更高、更快、更强”的 奋 斗 目 标，更 关 注 竞 技 本 身 与 运 动 成 绩。

与传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一样的是，青 奥 会 除 了 关 注 体 育 竞

技本身，还从不同角 度，如 教 育 和 文 化 等 领 域，互 相 促 进，从 而

培养出下一代更优秀的运动员和各领 域 人 才，这 是 青 奥 会 体 育

公共外交发挥的 最 核 心 的 作 用。青 奥 会 秉 承 了 推 广 奥 林 匹 克

精神，培养下一代 优 秀 的 年 轻 人，促 进 各 国 间 往 来 的 理 念。青

奥会参赛主体突出青少年群体，注 重 体 育、教 育 与 文 化 的 融 洽，

淡化竞技的功利性，推 崇 世 界 青 少 年 普 遍 参 与，希 望 实 现 世 界

文化共享，实现对 青 少 年 进 行 教 育，促 进 青 少 年 健 康 生 活 方 式

和价值观的形成［７］。青 奥 会 的 宗 旨 在 于 吸 引 长 时 间 坐 在 电 脑

前的青少年，让他 们 认 识 体 育 运 动 的 乐 趣，进 而 为 实 现 参 加 奥

运会的梦想而努力奋斗。青奥会 的 意 义 不 仅 在 于 运 动，更 重 要

的是对青少年运动 员 进 行 奥 林 匹 克 价 值 观、健 康 生 活 方 式、快

乐方式和社会责任的教育。除创 设 体 育 赛 事 外，还 开 展 一 系 列

教育与文化活动，例如，青奥会 计 划４个 支 柱、５个 主 题、６个 方

面受众群和７个要素推出文化教育项目５０多项活动，相比于奥

运会注重比赛成 绩 和 奖 牌，青 奥 会 更 注 重 青 少 年 的 全 面 发 展，

这是举办青奥会的真谛［７］。青奥 会 的 创 新、淡 化 奖 牌、育 人、节

俭等原则更 具 时 代 性，体 现 了 青 奥 会 对 现 代 奥 运 会 弊 端 的 规

避，体现对青少年 的 关 注，真 正 显 现 出 从 奥 运 会 到 青 奥 会 体 育

公共外交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凸显体育 公 共 外 交 发 挥 实 现 和 平

发展的战略价值。

２．２　奥运会到青奥会注重文化内涵与交流的变化

北京奥运会更注重的是古代 奥 运 会 崇 高 理 想，奥 林 匹 克 精

神和价值观。而青 奥 会 的 教 育 文 化 活 动 包 括 奥 林 匹 克 价 值 观

的教育互动和论坛，讨论如何通过健康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反 对 使 用

兴奋剂和毒品，使青少年成为真 正 具 有 体 育 精 神 的 人。互 动 活

动由著名奥运冠军 和 来 自 教 育 界、体 育 界、文 化 界 的 国 际 专 家

参与；文化活动将结合奥运会的象征仪 式 传 播 奥 林 匹 克 精 神 和

价值观。奥林匹克 运 动 是 多 元 文 化 的 互 补、互 动 的 过 程，是 跨

民族、跨国度的世 界 性 文 化 体 系。不 过，也 出 现 了 单 纯 注 重 高

水平竞技运动能力培养而忽视人 体 精 神 与 外 形 和 谐 的 状 况［７］。

我国体育公共外交先行者，２００８年申奥功臣何振梁先生在理念

和价值上曾强调我们既要重视金牌，更 要 重 视 金 牌 背 后 的 精 神

与文化内涵，别忽视了对奥林匹 克 文 化 的 追 求。青 奥 会 正 是 在

此历史背景下产生，它 所 强 调 的 文 化 教 育 交 流 功 能，正 是 国 际

奥委会希望奥运 会 可 以 重 新 找 回 的 价 值 要 素。更 注 重 与 现 实

结合，注重奥林匹 克 精 神 与 生 活 融 入，注 重 多 样 化 文 化 形 式 的

开辟，搭建文化交 流 平 台，各 种 平 台 更 注 重 文 化 参 与 性 与 体 验

性，更具可操作性 和 实 践 性，真 正 体 现 了 体 育 公 共 外 交 在 文 化

交流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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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体育 公 共 外 交 的 跨 文 化 传 播 有 利 于 提 高 演 绎 和 创 新 能

力，积极推动文化走出去

奥运会和青奥会公共外交的 跨 文 化 传 播：利 用 活 动 的 影 响

力，广泛地进行对 外 文 化 传 播。从 传 播 学 的 角 度 看，效 果 最 好

的跨文化传播手段并不是大众媒介，而 是 借 助 于 各 类 活 动 的 人

际传播，通过举办活动，可 以 增 强 感 染 力 和 亲 和 力［８］。近 年 来，

随着我国对外宣传力度的加大，海外 文 化 交 流 越 来 越 频 繁，“中

国文化节”不断取得轰动效应，收到 良 好 效 果，这 使 我 们 进 一 步

认识到文化活动可以容纳更多 的 政 治、经 济、社 会 信 息，寓 传 播

于文化交流之中，比一般的对外 宣 传 更 有 效。从 北 京 奥 运 到 南

京青奥会，我们看 到 的 是 不 仅 仅 注 重 成 绩 与 金 牌，而 更 看 重 的

是文化演绎与创新 能 力，积 极 推 动 文 化 走 出 去，让 受 众 充 分 感

受到我们不仅要 组 织 好 体 育 公 共 外 交 在 青 奥 会 上 的 文 化 演 绎

能力，而且用创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 化 活 动 向 世 界 展 现 中 国

面向世界、融入世界的人性化的一面。

２．４　加强合作关系，促进文化互动，掌握文化传播话语权

加强文化合作，促 进 文 化 互 动，在 跨 文 化 传 播 中 会 因 双 方

话语不统一而出现失语现象，或因话语 不 平 衡 而 出 现 话 语 霸 权

现象。从北京 奥 运 到 南 京 青 奥 会，我 们 看 到 的 是 文 化 活 动 量

大、涉及面更广，我 们 要 学 会 用 跨 国 界、跨 体 制、跨 种 族 的 合 作

来填平文化的差异。青奥会是开 放 合 作 的 青 年 盛 会，通 过 加 强

海外各种文化集团、机 构 和 组 织 的 合 作 来 进 行，培 养 锻 造 国 际

化的专业团队，应 用 当 代 最 新 的 艺 术 表 现 理 念，以 符 合 海 外 观

众的文化心理。如会徽、吉祥物、形 象 产 品 等 的 设 计，重 要 场 馆

设计、重大活动的 创 意 方 案 等 面 向 全 球 进 行 公 开 征 集，就 是 加

强对外合作模式，以 更 加 开 放 和 敢 于 合 作 的 姿 态，才 不 至 于 在

跨文化传播中会因双方话语不统一而 出 现 失 语，最 终 掌 握 全 球

传播的话语权。

２．５　体育公共外交的传播价值在于交流与沟通

跨文化传播是面向不同文化 背 景、不 同 文 化 体 制 和 不 同 信

仰的沟通与交流，因此，要弥合不 同 文 化 之 间 的 差 异，顺 利 进 行

跨文化传播。首要 的 问 题 就 是 提 高 传 播 过 程 中 的 交 流 与 沟 通

意识，传播者与要 与 信 息 接 收 者 进 行 交 流 与 沟 通，在 积 极 的 交

流与沟通中达到互 相 的 理 解，互 相 尊 重，而 不 是 单 方 面 的 信 息

传达。《北京奥运 会 及 其 筹 备 期 间 外 国 记 者 在 华 采 访 规 定》的

对外媒体开放事件，本 意 是 为 外 国 媒 体 与 记 者 提 供 便 利，结 果

却是质疑声不绝于耳，体育公 共 外 交 受 到 了 极 大 的 挑 战［９］。从

北京奥运到南京青奥会，最大的 变 化 就 是 交 流、沟 通 与 对 话，真

正体现了体育公 共 外 交 的 理 念 与 价 值。青 奥 会 的 受 众 主 要 是

青年人，青奥会交流与传播的最大价值 就 是 实 现 青 年 人 的 交 流

与沟通。国际奥委会之所以决定 创 办 青 奥 会，其 目 的 是 希 望 奥

林匹克理念和奥运精神能更广泛地在 青 年 群 体 中 发 扬，是 为 了

弘扬奥林 匹 克 运 动 除 竞 技 之 外 更 多 的 教 育、文 化、人 文 等 元

素［１０］。正如前国际奥委会 主 席 罗 格 所 说：“举 办 青 年 奥 运 会 的

目的不是为了创建一个类似奥运会的 小 型 奥 运 会，它 承 载 着 不

同的使命，它不是 全 部 意 义 的 体 育 比 赛，而 是 通 过 体 育 教 育 青

年，青奥会要为青年提供一次 感 受 奥 运 精 神 的 机 会。”［７］从 这 里

我们就能感受到国际奥委会的用意，那 就 是 共 同 参 与 彼 此 尊 重

的青年交流与沟通，真正体现了体育公共外交的传播价值。

２．６　体育公共 外 交 的 作 用 是 加 强 体 验 性 与 互 动 性，满 足 受 众

的参与需求

北京奥运会让世 界 了 解 了 一 个 改 革、开 放、和 平 发 展 与 悠

久历史和独特文 化 的 中 国。南 京 青 奥 会 实 际 上 是 一 个 重 在 参

与、调动青年积极性，加强体验性 与 互 动 性，满 足 受 众 参 与 需 求

的一届盛会。８月１６日的开幕式上，在４　０００多 名 演 员 的 衬 托

下，南京青奥会以“中 国 梦”为 开 幕 式 主 题，向 全 世 界 展 示 了 中

国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青奥会促 进 了 世 界 各 国 人 民，特 别 是 年

轻人，对于各国文化的 深 刻 理 解。本 届 青 奥 会 至 今 已 经 有 超５
万人次参加 南 京 青 奥 会 各 项 文 教 活 动，在 青 奥 会 的 气 氛 带 动

下，更多的人们已经加入到与世 界 各 国 友 人 交 流 的 队 伍 中。在

青奥赛场上，运动 员 的 拼 搏 精 神 不 亚 于 奥 运 会，但 在 比 赛 结 构

上青奥会有创新，更 强 调 合 作、沟 通 与 体 验、互 动，让 青 奥 会 和

奥运会很不同。在参赛之外，参赛 队 员 会 全 程 参 与 到 各 项 文 化

教育活动，如与奥 运 冠 军 分 享 他 们 的 成 功 与 成 长 经 历，中 国 的

杨杨、刘翔和俄罗斯的伊辛 巴 耶 娃、布 勃 卡 等。在 青 奥 会 期 间，

穿汉服、学中文、学绘画、学古琴、学汉字等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

让青奥村变得热闹非凡。在这种方式的带领下，南京青奥会不仅

给我们带来最精彩的赛事，而且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出去，让来

自世界各地的友人深刻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年轻人成为朋友。

通过这种方式，中国的年轻人也了解到各国的文化差异，通过青

奥会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了年轻人之间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满足受

众的参与需求，彰显了从北京奥运到南京青奥会体育公共外交的

地位和作用的深刻变化，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３　和平发展语境下中国体育公共外交的启示

和平发展语 境 下 体 育 是 搭 建 各 国 间 交 流 的 重 要 平 台，在

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和２０１４年 南 京 青 奥 会 的 变 化 中，我 们 也 应

该进一步总结如何更好地利用体育公 共 外 交 促 进 各 国 间 关 系，

对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 带 来 积 极 的 影 响，凸 显 体 育 公 共 外 交

的地位与作 用，确 保 体 育 公 共 外 交 发 挥 实 现 和 平 发 展 的 战 略

价值。

１）加强培养体育公共外交人 才，尽 快 培 养 他 们 成 为 体 育 公

共外交的大使，促 进 各 国 体 育 公 共 外 交 大 使 的 交 流，以 带 动 各

国民众之间的沟通。除了传统意 义 上 的 政 治 交 流，体 育 公 共 外

交大使也可以更多地走向基层，通过各 国 之 间 体 育 大 使 之 间 的

互动，增强各国人民 之 间 的 友 谊 与 交 流。比 如，姚 明 曾 在２０１３
年作 为 中 国 的 形 象 大 使，与 英 国 的 威 廉 王 子 和 足 球 明 星

大卫·贝克汉姆共同拍 摄 保 护 犀 牛 的 公 益 广 告。通 过 国 家 形

象大使的交流和共 识，可 以 使 得 民 众 之 间 达 到 共 同 的 认 识，并

更加肯定且了解彼 此，从 而 增 加 积 极 的 交 流，真 正 体 现 体 育 公

共外交的地位与作用。

２）加强合作关系，掌握文 化 传 播 话 语 权。为 了 履 行 在 申 奥

时做出的庄严承 诺，中 国 政 府 出 台 了《北 京 奥 运 会 及 其 筹 备 期

间外国记者在华 采 访 规 定》，这 本 是 为 外 国 记 者 在 奥 运 及 其 筹

备期间在我国采访活动提供更多的便 利；但 某 些 西 方 国 家 在 肯

定它的积极意义的 同 时，对 其 实 效 的 质 疑 声 始 终 不 绝 于 耳，严

重影响了中国国家形象［１１］，中国体育公共外交受到了极大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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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南京青奥会时中国体育公共 外 交 发 生 了 极 大 的 变 化，更 没

有对外媒体开放 与 不 开 放 的 问 题。这 些 都 给 予 了 我 们 深 刻 的

启示。

３）利用活动的影响力，广 泛 地 进 行 对 外 文 化 传 播。伴 随 大

型赛事的举办，除 了 要 以 正 确 的 态 度 面 对 赛 场 上 的 竞 技，更 要

注重场下的文化交流。奥林匹克 精 神 象 征 着 世 界 的 和 平、友 谊

和团结，但如今的大型赛事，特别 是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会，参 赛 队 员

为了荣誉而不择手段的情况也屡屡发 生，这 违 背 了 奥 林 匹 克 的

精神。体育公共外 交 的 目 的 之 一 也 是 正 确 地 宣 传 奥 林 匹 克 精

神，所以应该进一步推动赛场下 不 同 背 景 的 运 动 员、工 作 人 员、

各界人士进行文化交流，通过为他们创 造 平 台 使 他 们 深 刻 理 解

奥林匹克的积极 意 义。注 重 参 与 和 体 验，传 播 健 康 文 化，鼓 励

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体育公共外交事 件，凸 显 体 育 公 共 外 交 的

地位与文化传播作用。

４）提高演绎和创新能力，积 极 推 动 文 化 走 出 去。政 府 和 企

业及相关机构应该投入更大力度扶持 民 间 的 体 育 组 织 和 团 体，

为他们创造更多 的 机 会 与 世 界 各 地 的 体 育 组 织 进 行 交 流。民

间的体育组织团 体，包 括 校 园 的 体 育 运 动 队 及 运 动 组 织 机 构，

也是有着很大关注度的群体；但这样的 群 体 组 织 往 往 因 为 没 有

得到足够的支持，而 逐 渐 无 法 坚 持 下 去，最 终 解 散。以 传 统 的

学校运动队为例，目前过于封闭，只 为 成 绩 的 训 练 模 式，阻 碍 了

与外界的交流。如 果 可 以 适 当 让 学 校 与 其 他 国 家 的 学 校 保 持

经常性的交流友谊 比 赛，不 仅 可 以 了 解 不 同 的 文 化，还 可 以 促

进体育运动队甚至学校及国家之间的体育公共外交。

５）和平发展语 境 下 体 育 公 共 外 交 的 地 位 与 作 用 是 加 强 交

流沟通，传播优秀文化，体现出体 育 的 人 文 价 值，促 使 体 育 公 共

外交战略能够真 正 发 挥 其 积 极 性 的 战 略 效 应。在 谋 划 中 国 体

育公共外交未来发展战略时，真正体现 出 体 育 公 共 外 交 在 交 流

与传播人文价值中 的 重 要 意 义；因 此，从 北 京 奥 运 会 到 南 京 青

奥会地位与 作 用 的 变 化，我 们 看 到 的 不 仅 仅 是 体 育 文 化 的 传

播，更是为中国与 世 界 搭 建 了 一 个 交 流 与 对 话 的 平 台，通 过 文

化的整合、设计和引导，使真实中 国 呈 现 在 世 界 面 前，凸 现 中 国

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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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其规律性的研究，从而推动我国 体 育 发 展 方 式 的 可 持 续

发展。为此，我们必须重视创新，加 快 体 育 发 展 方 式 的 转 变；重

视落实 以 人 为 本 的 思 想；重 视 用 正 确 的 方 法 转 变 体 育 发 展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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