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国家体育总局重点项目“体育文化建设研究”（1709SS11117）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①体育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将“加强体育文化建设”作为体育发展

的一项基本原则，提出要深入挖掘体育文化的内涵，夯实体育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基，提升中国体育

的软实力。因此，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体育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制订相应的体育文化发展战

略，必须找准体育文化发展的着力点，以及如何着力的策略。

一、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体育文化是一切体育活动中展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人们在体育实践过程中为谋求身

心健康发展，通过竞技性、娱乐性、教育性等手段，以身体形态变化和动作技能所表现出来的具有运动属性

的文化。体育文化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影响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为了充

分发挥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作用和功能，让体育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

成为时代精神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应该放在发展体育生活文化、体育形象文化

和体育创意文化三个方面。
1. 体育生活文化

体育生活文化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人的体育基本权益的保障。体育权作为基本人权，涉及人们参与体育

锻炼、开展体育竞技、欣赏体育比赛等方面。体育生活文化，就是以体育参与为手段，以身体练习为内容，以

休闲娱乐为形式，以增进人的心身健康为目的的体育文化。发展体育生活文化的目的，就是要使体育运动

或体育活动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持续稳定的态度和

行为习惯，即体育生活方式。②体育生活方式是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体育生活方式作为体现人的本质

与价值的生命活动及社会实践，是一种人性的解放，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体育生活方式

能调节并改善人们由于现代文明所带来的饮食、营养、工作、社会交往、自身成长等几乎包括人类所有生活

方面存在的不合理部分，对形成人类的健康生活、健康社会交往、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能力的提升起

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良好的体育生活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1）休闲体育是体育生活文化的核心内容

休闲体育的内容有许多，依据项目划分有球类、田径类、体操类、武术类等；依据场地划分有室内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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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户外休闲项目；依据运动负荷来划分有技能性运动休闲和体能性运动休闲等。无论是何种休闲体

育，都是通过运动的方式，愉悦心身，舒缓压力，达到增进健康、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

以及人的自我和谐的目的。
时尚休闲体育是休闲体育与时俱进的产物，即是在某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普遍采用最流行、最新颖的、

为了休闲娱乐和增进健康的社会文化活动。时尚休闲是体育生活文化的一种现实表达。时尚休闲体育具有

新颖性、趣味性、娱乐性、流行性、大众性、国际性和时代性等特征。譬如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体育舞蹈、滑
雪、轮滑、滑板、沙滩排球、蹦极、攀岩、远足、山地自行车、游泳、潜水、冲浪、漂流、帆船、跳伞、热气球运动、
网球、保龄球、高尔夫球等。时尚休闲体育与传统体育紧密联系，如，高尔夫球和网球既是传统项目又是时

尚运动。
崇尚新颖、追求时髦、引领潮流、力争前卫，这是现代人特别是现代年轻人的共性。在时尚文化流行的

过程中，模仿是赶潮者得以求同领潮者的基本心理机制之一，模仿在建构个体认同也在建构着群体认同和

社会认同。在个体层次上，时尚满足了个体分化的需求，同时又满足了社会依赖的需求。从更宽泛的视野上

看，它反映了一个流动社会的潜在运行机制。因为人们在追求与模仿时尚的事物时，心理上会产生一种安

全感，当越来越多的人跟随时尚，它就会成为一种无形的规范，并逐渐成为一种强势文化，会对公众起到约

束作用，从而让人们不得不跟随时尚。③现代社会中，时尚往往不是“精英时尚”，而是一种“大众时尚”。为

此，我们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发展与引领时尚休闲体育，不断提高人们体育生活文化的品质，促进

我国体育生活文化的全方位、多维度发展。休闲体育将是未来体育发展的趋势之一，它将在今后人们的休

闲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2）活跃家庭体育和社区体育是夯实体育生活文化的重要途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的初级群体。社区是人们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

文化维系力的人群及其活动区域。体育作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它离不开家庭与社区的依托，是家庭

文化和社区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使家庭生活、社区生活更有生机，更加多姿多彩。
（3）加强学校体育是促进体育生活文化的必要保证

为了培养人的终身体育思想和体育习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国家高度重视学校体育的开展。当前全

国中小学、大学正在贯彻执行《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决

定》（教体艺[2006]6 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共中央[2007]
7 号）的文件精神，目的是要求各级学校领导重视体育教育，让学生掌握体育锻炼的技能，养成体育锻炼的

习惯。2012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2]53 号)进一步明确指出：“着力培养学生的体育爱好、运动兴趣和技能特长，大力培养学生的

意志品质、合作精神和交往能力，使学生掌握科学锻炼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有效方法，每个学生学会至

少两项终身受益的体育锻炼项目，养成良好体育锻炼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培养和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

思想和习惯是促进体育生活文化的持续发展的保证，而这离不开对学校体育教育的加强。
（4）活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丰富体育生活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源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博大精深。改革开放使中国体育开始步入全球化的发展轨道。面对一个开放的时

代，中国文化面临着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民族传统体育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基础正在受到前所未

有的挑战。④西方体育的全球化，加速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向西方体育融合。“主流与从属的社会文化结构势

必要产生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势必要导致主流文化和强势文化对从属文化和弱势文化侵蚀并且同化的结

果。”⑤因此，为促进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活化，在保持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精华的前提下，吸收和接纳西

方体育，融入现代体育元素，综合创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丰富体育生活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源。
中华武术流派众多，风格各异，历史积淀深厚，具有强身健体、防身自卫、娱乐表演、修身养性、陶冶情

操和德行教育的功能，应当积极推广、发扬光大。为此，必须遵循武术的发展规律，与时俱进完善武术的技

法结构；必须坚持武德至上的习武精神；必须加快武术的国际化进程，让武术走向世界，让世界拥有武术。
民间民俗体育是与民间风俗习惯密切相关的，主要存在民间庆典活动、节庆活动、宗教活动、祭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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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是一种世代传承和延续的体育文化形态，具有集体性、表演性、地域性、仪式性和传承性等特点，譬

如，舞龙舞狮、龙舟竞渡和赛马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亦应当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使之在体育

生活文化的园地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2. 体育形象文化

体育形象文化，是围绕竞技体育而展开、以体育传播为手段、以体育成果为表现、以弘扬体育精神为旨

归的体育文化。
（1）体育形象文化要重在树立国家形象

体育是国际语言，具有普世性的文化特征。体育活动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进行沟通和交流，它可以穿

越各种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的障碍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中有效地传播。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国客观状

况总体上、综合性的认知和评价，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形象具有物质本源性、主观性和人们

对国家形象的认知性，而人们的认知是需要通过传播媒介有效宣传的。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对

于一国在国际社会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而体育对塑造国家形象具有独特功效。体育强化国家认同。奥运

会是世界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语言国家运动员的大聚会，奥运会不仅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

的体育盛会，也是全世界最为瞩目的媒介，是展现国家形象的大舞台。奥运会促进主办国政治经济发展，促

进举办国和他国的全方位认知，为主办国提供了一个与外界进行文化沟通交流的平台。譬如北京奥运会的

举办就展现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促进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塑造。因此，体育形象文化建设要重在国家

形象的树立。
（2）体育形象文化要重在弘扬体育精神

体育的精髓在于顽强拼搏，在于团结协作，在于公平公正，在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竞技体育的

竞赛强调公平、公正，以遵守规则为前提，竞赛公平且规则神圣，不守规则者在竞赛中提前出局或者受到道

德的非难与法律的制裁。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必须是承认人人都有生存价值，个个都可公平公正竞争的社

会，是一个优胜而劣不汰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优秀者通过公平公正竞争而胜出，同时，弱者也应得到

相应保护。因此，竞技体育运动中公平公正竞争原则的示范、演绎、迁移有利于社会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竞

技体育规则是规范社会生活和行为的制度文化；竞技体育文化活动是调和人际关系的先进文化枢纽。
“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不仅是对个人的不断进取、自我超越、永不言弃的奋斗精神的期

待，也是对国家和平崛起的期待。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女排在世界锦标赛中获得的五连冠，被国人誉

为中国“女排精神”，女排精神很好地诠释了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遵法、团结友好、顽强

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再如，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 51 枚金牌，金牌数排名第一，这一骄人

成绩让国人沸腾，海外华侨欢呼雀跃，海内外掀起了巨大的爱国热潮。这种巨大精神力量和凝聚效应对期

待崛起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在当代中国，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

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

神，都属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旋律。体育形象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主旋律的重要一脉。
3. 体育创意文化

体育创意文化，是一种围绕体育产业运作而生成的体育文化，它是体育与经济相结合，且与新技术相

融合的产物。
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及通信技术等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文化产业带来了革

命性变化，随着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深入，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以新媒体、网络游戏、数字出版、
动漫等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产业正在蓬勃兴起。新技术运用到体育文化产业之中，则促进了传统体育产业的

升级，成为新兴体育文化产业的新的生长点、生长面或生长域，部分传统的体育文化产业将逐步走向衰微，

而那些适应市场需求的体育文化业态将继续保持活力。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统计数据，2010 年我国体育产

业增加值已达到 2 220 亿元，比 2009 年增长 13.44%，超过了 GDP 的增长速度，但是只占 GDP 总量的

0.5%左右。据“十二五”规划，到 2015 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将占到国民经济增长份额的 1.5%，即未来几

年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空间巨大。因此，体育创意文化将成为未来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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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写好体育创意文化这篇大文章，以下两项工作尤为紧迫。
（1）打造体育创意文化园区和项目，建设数字体育

以体育竞赛、表演、休闲、娱乐、健身和体育用品等为内容，以新技术为手段，推动体育创意文化产业与

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旨在把体育创意文化产业培育成体育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依据《体育产业“十二五”规
划》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我们要建设好现有体育文化产业基地，规划建设一批国家和省市重点体育创意文

化园区和体育创意产业项目，提高体育创意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建设数字体育，一要推进“三网融合”，推广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建设我国重要的体育通讯枢纽，逐步建

设覆盖全国城乡、统一集中的体育数据库及管理中心，实现体育的数字化、全息化和交互性，健全信息安全

保障体系。二要推进政府公共体育服务上网工程，建设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和体质健康信息数字档案管

理体系。
（2）促进体育创意文化市场的培育

正是科技与文化的联姻展现出体育创意文化产业无穷的魅力和商业前景。一个好的体育用品、竞赛表

演品牌创意同样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NFL（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2006~2011 年的赛事转播权就卖出

了 239 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耐克公司的品牌价值在其总市值中占据了 77%的比重。⑥美国《时代周刊》认

为，2015 年前后，世界将进入数字娱乐信息时代，数字娱乐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占一半的份额，新技术、
新产品将使数字娱乐全面超越传统娱乐方式。体育创意文化产业以其不断提升的创意化、高端化、增值服

务化为驱动，开拓出艺术型、精神型、知识型、体验型、休闲娱乐型的产业模态，提升了体育创意文化产业的

档次和水平，促进了体育创意文化产业的加速增长，扩大了体育创意文化市场份额，提供了个性化、大众化

的体育创意文化产品和服务，推动了体育文化经济的大发展。

二、保障体育文化建设重要着力点的策略

1.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为此，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改革刻不容

缓。体育文化管理体制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国家管理体育文化不能再单纯依靠行政手

段，要管办分离，利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市场机制管理体育文化。实现国家办体育向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

合，政府体育职能要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形成大社会小政府的管理模式。
（1）以政府为主导和社会支持相结合的体制推进体育生活文化的持续发展

2009 年 10 月 1 日实行的《全民健身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全民健身事业纳入本

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计划地建设公共体育设施，加大对农村地区和城市社区等基层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的投入，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均衡协调发展”。“国家推动基层文化体育组织建设，鼓励体育类社会团

体、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群众性体育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全民的健康水平是国家发展和发达的

第一物质基础，发展体育生活文化，促进全民的健康水平是一项公益事业。因此，完善公共体育文化服务体

系，创新公共体育文化服务设施运行机制必须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社会各阶层力量也必须承担起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发展的责任，参与公共体育文化服务体系和公共体育文化设施的建设。
（2）以坚持和完善体育的举国体制推进体育形象文化的持续发展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中国国家形象面临着各种责难，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等误解和偏

见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应运而生。西方学者曾指出“经济不是中国未来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中国发展的

最大问题是被扭曲的国家形象”。为此，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发展竞技体育。历届奥运会的运动成绩已经展

示，中国的竞技体育是世界体坛的强国，是优势文化或强势文化的表现形态，举国体制的特点已成为代表

国家与民族的显著特征之一。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举国体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与时俱进，不断坚持完善，建立促进竞技体育持续发展的良性机制，保持竞技体

育持续发展的强势劲头。因为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的发展与崛起是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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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体育作为一项社会发展事业，需要有一种长远规划，当前既不能根据国民的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而过于

急功近利，也不能在原有发展的基础上停滞不前，丧失原有的发展基础和优势。如果一朝放弃，其造成的损

失在若干年内难以挽回，对此，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在坚持中完善，

在完善中坚持，采用政府主导、社会、企业、个体等多元办竞技体育的模式，不断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

实力，充分发挥竞技体育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社会功能，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具

体体现在利用国际体育赛事促进体育国际交流，树立国家形象；建设具有标志性的公共体育文化设施和体

育博物馆来展示和传播体育形象文化；举办国际和全国性体育赛事，建设体育城市，活跃体育形象文化，促

进体育文化的繁荣，以满足人们对体育日益增长的需求。
（3）以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体育创意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

化，即市场经济要求铸造一个开放性、流动性的市场型利益结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只能作为经

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化的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具

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为进一步促进体育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要打破行业

壁垒，将体育创意文化产业融入到当前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之中，将体育的竞赛、表演娱乐、休闲等产业与

报纸、杂志、图书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介形式整合起来。大力支持和鼓励民营资本进入体

育创意文化市场，形成多主体投资、多层次开发的市场格局。目前我国体育创意文化市场还没有形成完整

的产业链，市场主体数量少、规模小、结构不合理，体育创意文化消费水平还较低，需要在培育发展体育创

意文化市场上下功夫。要大力引导体育创意文化消费需求，积极扩大体育创意文化消费群体，培育和健全

体育创意文化消费市场。通过对体育创意文化消费需求的拉动，进一步激活我国城乡居民的体育创意文化

消费潜力。积极发展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使之成为连接和规范体育文化生产、体育文化服务和体育

文化消费的有效环节。特别要指出的是，培育和规范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型体育创意文化市场，是不断地促

进体育创意文化产业发展不能忽视的重要领域。
2. 健全体育文化制度

发展体育文化必须在制度和法制的保障下有序推进。我国自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转轨以来，体育文化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体育文化市场的崛起

和体育文化产业的扩张，越来越强烈地呼唤文化法制的保障。这些年来，国家出台了一批有关体育发展和

体育文化发展的法律法规文件，例如《学校体育工作条例》（199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简称《体

育法》1995 年）、《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03 年）、《全民健身条例》（2009 年），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22 号）等，体育法制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目前体育

文化法制建设远不完善。譬如，《体育法》作为基本法，条文制定有许多缺失与不妥，没有配套法规；《全民健

身条例》的执行缺乏评价体系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较为严重。为此，我们要加强体育文化法制建

设，要明确制度建设的目标，抓住制度建设的重点，从实际出发，立足现实，着眼长远，逐步建全体育文化制

度，为体育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要坚持以繁荣发展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大力发展体育文

化事业和体育文化产业。
3. 加大体育文化建设投资力度

据报道，“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在 0.4%左右徘徊，财政部统计

的大文化支出口径（文化体育和传媒经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不足 2%。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同期

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更明显落后于其他社会事业费增长速度。财政部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

报告显示，2012 年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494.68 亿元，增长 18.9%。虽然增长幅度很大，但文化建设经费总

数仍然偏少，远远不能适应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与文化强国和美丽中国、幸福中国的宏伟战略目标的要

求不相适应。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

长幅度，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的有关要求。故此，应加大国家财政对体育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体育文化发展基金，采用政府投入与多元利益主体投入相结合，制度规范与市场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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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Focus and Strate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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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culture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s of sports life，sports image
and sports creativit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culture system，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sprots culure and building an
excellent team of talents all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tion of sprot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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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吸引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支持体育文化建设。其中，体育彩票的发行政策是

一项有效的措施，要继续实行并完善。截至 2012 年 12 月 4 日，体育彩票累计发行 5 600 亿元，筹集公益金

1 650 亿元。⑦体育彩票在销量增长的同时，筹集了更多的公益金，为我国的社会公益事业、体育事业和全

民健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4. 造就宏大卓越的体育文化队伍

人才不仅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更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我们要实

施“人才强国、强体”战略，把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吸引、凝聚到体育文化事业中来。为此，要以《国家中长期人

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为指导，依托各级各类教育，构建多层次的社会培训体系和多元化的人

才开发体系，拓展人才培养途径，创新人才使用机制，建立和完善适合体育文化事业人才特点的人才引进、
评价和流动机制，促进体育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注 释：

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上的报

告）》，《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达标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②李艳翎、汤长发：《大学体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5 页。
③苏晨：《时尚休闲体育的成因及文化心理机制分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
④杨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发展取向新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S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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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郭建平：《创意体育产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 105 页。
⑦《回顾体育彩票发展历程 数字解读“千亿时代”》，《中国体彩报》2012 年 12 月 11 日。

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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