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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式体育现代化

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体育篇章和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做出独特贡献。中国式体育

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育现代化。百年来，从“体育救国”“体育兴国”“体育报国”到“体育

强国”，其发展理念不断演进变化。根据国际环境和国内改革发展任务，中国体育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

不同模式特征，即从军事体育、群众体育的“单核心”模式，到侧重竞技体育、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

同的“双核心”模式，再到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的“多核心并进”模式，以及群众体育、竞

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和体育交流的“多核心网络融合”模式。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在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色”上发挥独特的功能价值。该文提

出持续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运行机制和 6个方面的具体举措，旨在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标志性事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体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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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

刻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

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

现代文明等各个方面的转变。中国提出“现代化”

这一概念并作初步规定，先于西方国家约 20～30

年［1］。“现代化”涵义随着时代演变不断拓展，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提

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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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体育篇章和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体育通过自身发

展及其外溢效应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独特贡献。通过政策分析、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提出并深入阐

释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理念演进、发展模式、价值功能及实现路径。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历经“体育救国”

初始萌芽、“体育兴国”积极探索、“体育报国”持续拓展、“体育强国”创新突破等4个阶段；发展模式亦

呈现从“单核心”到“双核心”，再到“多核心网络融合”演进特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5大

领域发挥独特功能；在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 等5大特色上呈现重要价值。基于此，从增强制度生命力、

彰显大众亲和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夯实经济贡献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扩大世界影响力等6个方面，提

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推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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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首次提

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

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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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任务、本质要求等进行了重要论述。中国式现代

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

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中

国体育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带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现代化，是我国

体育事业在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阶段达到的某一高

度发展水平和状态，具有精神强、体制强、物质强、全

面强、融入强的体育强国内涵特征［2-5］。在中国式现

代化视域下，实现体育现代化已成为现代体育发展

的根本方向，成为实现体育强国宏伟目标的必由之

路。通过梳理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理念演进、模式

特征，明晰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功能与价值，探索中

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对于加快体育强国建

设，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理念演进

理念是指人类以自己的语言形式来诠释现象

（事与物）时，所归纳或总结的思想、理论、观念、概念

与法则［6］。发展理念是基于对发展内外部环境的科学

判断，在客观分析发展现状、发展阶段、发展特征、发展

问题，以及把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归纳出有关“发展”

的全局性、时代性、战略性的思想、理论或观念。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以各个历史阶段发展理念

为引领，历经初始萌芽、艰难探索、持续拓展和创新

突破的百年探索和实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体育救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体育兴

国”，再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

“体育报国”，直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体育强国”，中国体育现代化发展理念在百年历史

进程中不断演进和完善，为推动各时期体育事业发

展指明了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7］（图 1）。

图1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理念演进

Fig.1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1.1　“体育救国”：初始萌芽（1921—1949）

甲午战争落败后，中国人被西方列强讥讽为

“东亚病夫”，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为救

亡图存，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近代化探索之

路，一时各种“救国”主张此起彼伏。随着西方近代

体育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呼吁借助体育锻炼国人坚

强之体魄以厚植国力，达抗战建国目的之“体育救

国”主张在这些救国方案中脱颖而出，并在各阶层、

各派别有识之士的共同推动下，进一步从理论走向

实践 ［8］。1921 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体育被赋

予“强国强种”的精神之托。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

路中，中国共产党不断以“体育救国”思想唤醒国

人，号召国民为增强民众虚弱的体质积极开展体育

活动，以御外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汲取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思想，借鉴现代西方体

育理论和实践成果，内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以科

学理论对“体育救国”之道进行阐述，在探索救国救

民的道路中，具有时代背景的中国体育特色化发展

之路开始萌芽。

在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体育现代

化进程实现了“体育救国”式的启蒙与革新，群众性

红色体育运动迅速发展，体育课加强了军事锻炼，增

加了学习侦察、通讯、站岗、放哨、坚壁清野、埋地雷

等实际技能。早期共产党人基于体育与国家危难之

间的联系，开始探讨体育对增强民族体质、拯救民族

危亡的重要作用。1941 年，毛泽东给《解放日报》体

育专刊题词：“发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1942

年，在艰苦的“八年抗战”时期，毛泽东向边区军民

发出“锻炼身体，好打日本”的号召。在“体育救国”

理念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危

亡为主要出发点，将增强体质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大

力倡导体育运动对于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作用，重

塑了时代民族精神，丰富了体育的时代内涵，为中国

体育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1.2　“体育兴国”：积极探索（1949—1978）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实现了新民主主义

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阶

段。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工人体弱多病，工

厂出勤率不高，劳动生产率也随之下降；农民群众

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直接影响农作物收成［9］。在国

内外双重压力之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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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

代化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起步和发展需

要拥有一支体魄强健的建设队伍。1949 年 9 月 28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八条规

定“提倡国民体育”；同年 10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副主席朱德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筹备会上发

表讲话：“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

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为国防和国

民健康服务。”1952 年，贺龙在中央人民政府运动委

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体育工作必须积极为国家

总路线服务”［10］。1974 年８月８日，邓小平在接见

我国亚运会代表团时说：“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

面主要是群众运动，就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就是群众性文体。当然，这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

运动。”在此背景下，“体育兴国”的理念应运而生，

体育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

“体育兴国”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

热情，在建设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之路的进程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

导集体对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进行了初步探索，

迅速将体育工作提至重要议事日程，逐步形成了

“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体育发展方向和任务，学

校体育、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均取得优异成绩。我国

参照前苏联经验，设置以体育运动学校为基础的后

备人才三级训练网模式，竞技体育水平得到了明显

提升。据统计：1953—1956 年，全国共举办了 6 000

多次县级以上运动会，打破全国纪录 1 300 多次［11］。

到 1957 年，全国农村已建立起 30 000 多个基层体育

协会，拥有 90 多万会员，全国有 67 个县推行了“劳

卫制”，10 多万人达到标准，有 2 000 多万人参加各

种体育活动，职工体育也得到快速发展［12］。文革时

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体育

事业发展受到了一定冲击，但仍然在积极探索体育

现代化发展之路。“体育兴国”理念契合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时代特征，为体育现代化建设奠

定根本政治前提、宝贵经验和物质基础。

1.3　“体育报国”：持续拓展（1978—2012）

1978 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启

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这一时

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

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

物质条件。”［13］体育战线的“举国体制”充分发挥了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展示了国家的制度自

信。1979 年，我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益，

并积极组队参加夏季和冬季奥运会。1984 年，确定

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14］。1995 年，制定《奥

运争光计划》。1990 年２月 21 日，江泽民为体育工

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振兴中华”。2008 年 9 月 29

日，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

的讲话》强调：“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

现。”立足民族强盛、国家荣誉和综合国力提升，实

现社会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双丰收的需要，中

国体育始终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被赋予了

“为国争光、报效祖国”的精神内涵。

在此期间，体育改革不断深化，国家体育事业

得到了蓬勃发展。其中，以“举国体制”为核心的

竞技体育事业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如女排“五连冠”

等，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

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发展活力；2008 年北京奥运

会实现了中国人百年奥运梦想，提升了中国的国际

声望，强化了民族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群众体育

方面，1995 年 6 月 28 日，发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2009 年，设立“全民健身日”并颁布实施《全民健身

条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日益

成为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育报国理

念引领下，国家体育事业发展不断与国际接轨，大大

提高了竞技体育现代化水平，推动了群众体育和体

育产业的发展，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体育报国”的

奋斗激情，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

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1.4　“体育强国”：创新突破（2012— ）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

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

结合新时期国内国际环境，在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

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特质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梦”思想，将此作为指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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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的时代之魂。“体育强国”建设是实现“中

国梦”的基础要素，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拉动经济

转型发展、提振引领民族精神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或

缺。习近平明确指出：“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

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

体现，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体育强国梦都与中国梦紧

密相连。”［15］着眼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体育强国建设纳入国家发

展战略。2019 年 8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

育强国建设纲要》，体育强国建设肩负国家民族振

兴的历史使命，中国正在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

进的道路上稳步前行［16］。

“体育强国”理念全面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体育强国建设目

标，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和新举措，形成目标明确、内

涵丰富、意义深远的体育强国建设体系，推动了群众

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协调发展。在体育强国

理念指引下，“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

战略，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人民群众满意度不断

提升，群众体育发展取得新成效。竞技体育以奥运

备战为重点，不断引入新理念、探索新模式，从单一

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变，从“奥运争光体育”向全面

发展、全面育人方式转变。体育产业积极进行供给

侧改革，产业结构得到不断调整和优化，供给主体得

到进一步丰富。新时代体育融合发展的格局初步形

成，“体卫融合”“体教融合”成为体育强国与健康中

国建设的热点词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广泛开

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

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行

动纲领，促进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

文化、体育交流齐头并进发展模式的形成。“体育强

国”建设成就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

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

力量。

2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发展模式是指发展主体从一种较低形态向较高

形态转化时所遵循的原则、途径、程序和方式，具有

时代性、空间性和综合性特征。体育发展模式演变

是根据国家和社会需要做出的应对性选择，是不断

探索适合我国体育发展实际的选择过程。从“体育

救国”到“体育强国”的体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根

据各个历史阶段发展理念和核心目标任务，体育发

展模式可归结为单核心模式、双核心模式和多核心

模式。

2.1　单核心模式

2.1.1　军事体育核心模式（1921—1949）

近代以后，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落在

了中国共产党身上。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老

一代共产党人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基于时代

之祸、国风日衰的时代背景，面对“东亚病夫”的帽

子，号召开展体育运动改良民风。这一阶段，军国民

体育、军事体育成为体育发展的主要功能定位。陈

独秀极力主张军国民教育，号召青年参加军训，准

备效命疆场［17］，“体育”与“救国”紧密结合在一起。

1933 年，中国共产党在苏区革命根据地成立“赤色

体育会”，将体育与军事技术训练、政治任务相结

合，组织兵、民参与体育活动，加强身体锻炼。中华

苏维埃政府提出了“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

一切敌人”的体育工作方针，强调“发展赤色体育运

动”“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强健体格，适合阶

级斗争的需要，是非常必须的”“体育特别要做战争

需要的运动，强健身体，锻炼在革命战争中所需要的

技能，更有力地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与四次围剿，争

取革命在中国的完全胜利”，并开办了赤色体育大

会。1934 年，《青年实话》在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政府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指出，“我

们搞比赛不是为了比赛的胜负，乃是锻炼铁的筋骨，

保卫苏维埃政权”。1934 年 3 月，湘赣军区举办全军

赤色体育运动大会，其指导思想是“为使每个红色

战士和赤少队队员提高军事技术，适应战争开展的

需要”。1942 年，延安新体育会成立，朱德强调部队

应建立正规的器械运动，发动各种体育比赛；吴玉

章提出“视体育为改造现代文弱国民之基础，摒除

东亚病夫的侮辱”［18］。以军事体育活动为核心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体育工作，增强了军民身体素

质，提高了队伍作战能力，为中国革命和反侵略斗争

胜利提供了保障，亦为实现体育现代化创造了根本

社会条件（图 2-a）。

2.1.2　群众体育核心模式（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初

步探索，经历了体制建立、曲折发展、“文革”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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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发展的基本历程，体育发展也实现了新体制的

建立，为体育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

经验。体育为生产、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的价值定

位，强调体育的发展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1952 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写了“发展

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同年刊发于《新体育》

杂志。1952 年，荣高棠在《为国民体育运动的普及

和经常化而奋斗》中强调大力发展各学校、机关、工

厂、农村等基层单位经常性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这

一时期，摘掉“东亚病夫”帽子，增强人民体质、服务

于国防等事业是体育的重要功能，体育发展体现为

“群众体育核心”的带动发展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对

竞技体育、学校体育、职工体育、农村体育、军队体

育、体育场地和体育科研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规划，促

进了体育的多方面发展（图 2-b）。在这一阶段的中

后期，体育的国际交流、振奋民族精神等价值也逐

渐得到重视，呈现出以“群众体育核心”带动竞技体

育、体育文化、体育外交等领域发展的格局，并与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相互渗透。

2.2　双核心模式

2.2.1　侧重竞技体育双核心模式（1978—199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在 1979 年和 1980

年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的前提下，重点抓提高。1979 年 4 月，中共中央提出

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1980 年，

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力争在今年奥运会上进

入总分前 10 名，在 1984 年奥运会上进入总分前 6 名

的指标”，并提出了“力图在 80 年代（20 世纪 80 年

代——编者注）根本改变我国运动技术水平的落后

状况，使我国体育在全世界大放异彩”［19］。在竞技

体育优先发展的思路下，国家体委的工作重点放在

了竞技体育的推进中，按照有利于在奥运会上取得

好成绩的原则，对运动项目进行了突出重点的布局；

按照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原则，调整了全运会的项

目设置；为了增强竞技体育的后劲，确立了“思想一

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要求，完善了后

备人才培养体系，群众体育逐渐转向以各行业、各部

门筹办为主，各级体委主要进行协调指导。在这一

体制设计下，体委对竞技体育进行独家领导和管理，

集中人、财、物进行竞技体育的重点突破，体育行政

体系对竞技体育发展采取“举国体制”模式，形成了

“竞技体育优先发展”，带动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

育文化、体育交流等全面发展的体育现代化战略布

局（图 3-a）。

2.2.2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同发展双核心模式

（1995—2012）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体委提出了“以青少年为

重点，以全民健身为基本内容的群众体育与以奥运

会为最高层次，以训练为主要手段的竞技体育协调

发展”的战略思想。1995 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的颁布与施行，标志着我国体育发展进入新的历史

发展阶段。《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提出，到 2010 年努

力实现体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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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单核心”发展模式图谱

Fig.2　“Single core”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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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基本建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明确了青少年和儿童为

重点，并对青少年、儿童、职工、农民、军人、少数民

族、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知识分子群体体育发展

都做出了具体要求。《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提出了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改革目标，确立了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 2000 年悉尼奥运会的奖

牌和积分目标，做出了调整奥运竞赛项目布局；建

立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多强对抗的国家队体制；加

强科学训练和教练员队伍建设等举措设计，同时，提

出了重视竞赛杠杆作用和加大对外交往的发展思

路。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实现了国人的百

年奥运梦想，并成功问鼎金牌榜首位。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两个《纲要》和《体育法》的出台

实施，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

条件，形成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同的“双核心

协同发展”模式（图 3-b）。

2.3　多核心模式

2.3.1　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多核心并

进”模式（2012—2022）

在举国上下为竞技体育的成就所自豪的同时，

体育发展的非均衡性、发展效能较低等问题也日益

凸显。体育各领域的发展与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发

展不协调问题，以及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不协

调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党的十八大提出“广

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

面发展”；201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

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促进了体育产业

的较快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全民健身和竞

技体育全面发展，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

体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同

时，一系列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文件相继出台，极大

地促进了体育产业的发展；2019 年，《体育强国建设

纲要》发布，明确了体育的发展目标与重点布局；党

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这一阶段逐渐形

成了“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为核心带动

体育文化、体育交流的多核心发展模式（图 4-a）。政

府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通过公共服务型政府的

建设促进体育体制机制改革，致力于构建政府有为、

市场有力、社会活跃、公民主体的体育发展体制机

制，充分调动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多元力量参与

到体育发展之中。全民健身、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

国家战略的实施推进，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

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

力量。

2.3.2　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和

体育交流的“多核心网络融合”模式（2022— ）

到 2035 年，我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

国，体育的制度生命力、大众亲和力、国际竞争力、经

济贡献力、文化软实力、世界影响力充分彰显，体育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体育成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要实现率先建成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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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代化体育强国的目标，需要体育各领域的全面、

均衡发展，需要建立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互动共生的发展。体育既要实现内部的全面、协调、

均衡发展，又要实现与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

适配性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群众体育、

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交流等领域的

共同高质量发展，并形成体育五大领域的网络融合，

更好地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建设，更好地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

设（图 4-b）。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的贯彻，重点领

域改革和关键环节突破，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健

康幸福生活需要。进一步促进竞技体育体制机制与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不断提升体育产品和服务有

效供给，激发体育消费潜力释放，人民的体育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提升，创新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

如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

3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功能与价值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

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中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

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

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

台。”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阶段，体育是促进现代

化经济建设的重要动力，是推进政治治理现代化的

重要途径，是展示现代化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是助

力现代化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开展现代化生态

文明建设的需要。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价值取向应立

足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的 5 大特色，助力

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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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基本功能

3.1.1　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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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育产业作为绿色发展、低

碳环保、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是加快现代化经济体

系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推动力。其一，

体育产业是新经济、新动能、新业态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在《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引领下，我国体育产业增

加值由 2014 年的 4 041 亿元增至2019 年的 11 248 亿

元，年均增长率达 22.7%［20-22］，2021 年全国体育产业

总规模（总产出）为 31 175 亿元，与 2020 年相比体育

产业总产出增长 13.9%，增加值增长 14.1%。其二，

体育产业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体育产业暴露出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并存、工作机

制不完善、扶持政策不完备、供给与需求不平衡、市

场主体活力不强等问题。那么，从政府、市场、社会

等层面完善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的内在逻辑，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样化体育消费需求，

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加快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力抓手。

其三，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大。在

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下，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

契合度高，实施“体育 +”的空间巨大，其中“体卫融

合”“体旅融合”“数字 + 体育”等业态融合发展空间

广阔。体育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了区域发

展，优化了产业布局，助力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

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空间体系。

3.1.2　政治功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体

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软实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发

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其一，在党和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体育发展观念实现了从体育管理到体

育服务的成功转变，体育参与先后实现了“强国强

种体育”“精英体育”到“人民体育”的转变。体育

发展观念的转变，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运动参与

度，为我国的政治治理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创造了

良好的生态环境，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

理理念。其二，在体育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方面，伴随

着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三大球等领域充分学习国

际成功经验，进行了大胆改革创新。中国职业体育

的改革为我国走向民主化、法治化道路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对于国家政治治理民主化和现代化、制度化

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客观上发挥了加速中国政治

治理民主化和制度化的功能。其三，在国际交流方

面，1971 年，“乒乓外交”突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在

促进中国体育外交事业发展的同时，得到了国际社

会的高度认可。以上成功体育案例，加快了我国现

代化建设理论创新和机制改革的步伐，党和政府更

加亲民、为民，更加开放和宽容，这也与党和政府开

放治国的理念相吻合，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自信。

3.1.3　文化功能

体者，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舍也。中国式现代

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体育起到了独树一帜的作用。其一，体育有

益于增强文化自信。女排精神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典

范，2019 年，习近平在会见女排时指出“实现体育强

国目标，要大力弘扬新时代的女排精神，把体育健身

同人民健康结合起来，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同坚定

文化自信结合起来”。在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中国竞技体育体现

出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

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提供鲜活的精神动力。其二，体育有益于强化中华

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

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汇聚实

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近些年来，体育交流日

益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纽带。2016—

2019 年，中国乒乓球协会每年举办“一带一路”国际

乒乓球公开赛，加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合作与交流。其三，体育有益于强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党中央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体现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体

育强盛、人民健康正成为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动力，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了无

限活力。

3.1.4　社会功能

社会建设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加快建设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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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体育作为社会生活中引人注目的领域，具有极

强的社会建设功能。其一，体育助力提升公共体育

服务治理效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体育治

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公共体育

服务治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强调多元协同，注重供给平衡与发展均衡，在加快推

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方面走出了

中国特色之路。其二，体育助力人民健康美好生活

向往目标的实现。增强人民体质、强身健体是国家

历届领导人关切的问题，也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

的重要标志。通过“体卫融合”模式，体育逐步成为

人民增强体魄、治疗未病、健康生活的基础，正在成

为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助力健康中国实现

的重要内容。其三，体育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

发展。习近平指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近年

来，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坚持体育

和教育融合发展，促进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

调并进，坚持体魄与人格并重教育的教育原则，充分

发挥了以体育人的立德树人载体作用。

3.1.5　生态功能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

征。其一，体育有效践行了绿色生态发展理念。生

态体育旅游、生态体育产业、数字化体育等新兴经济

实体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转型，符合了

自然主义的人文教育思想，实现了体育发展方式的

全面转型与升级。“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新建、改扩

建 1 000 个以上体育公园，生态体育公园将会得到蓬

勃发展。体育生态公园的建设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实现了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其二，体育在绿色发展方式转型中起

到了表率作用。2022 年，冬奥会理念是绿色、共享、

开放、廉洁，“绿色办奥”坚持生态优先、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为北京冬奥会打下美丽中国底色，将更多

更新的节能环保技术应用到赛会的筹办和举办中，

充分展现了体育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近

年来国内举办的诸多大赛纷纷采用最新的节能环保

技术，成为宣传和展示节能环保新理念和新技术的

平台，客观上起到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表率和示

范作用。

3.2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3.2.1　在“人口规模巨大”上的价值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特征，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时期的基本国情，也是

布局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战略的出发点。我国十四

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

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根据

此特征，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秉持“人民

利益至上”的理念，既坚持系统观念、整体建设、全

面推进，又注重问题导向，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始

终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

体质”作为基础性目标，将提高全体国民的体育素

养和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作为时代使命；将增

强竞技体育发展，提升竞技体育为国争光水平作为

硬性要求；将体育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新动能，加快

体育强国建设。纵观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群众体

育地位不断加强，而全民健身是群众体育的基础，也

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基础环节和重要领域。自 1995

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全民健

身计划（2011—2015 年）》《全民健身计划（2016—

2020 年）》等一系列文件政策先后颁布，全民健身成

效显著，充分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主体地位。

3.2.2　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的价值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

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着力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近些年来，我国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总体而

言，距离体育强国建设与健康中国的目标要求还存

在差距，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全民健身需求相比

还存在着不足。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内涵主要体现

于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均等化、公共体育服务数量

的均等化、公共体育服务的机会均等化等 3 个重要

方面［23］。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进程中，要加快公共体

育服务均等化，健全公共体育服务基本标准，大力发

展群众身边的体育设施，充分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基

本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力。在区域之间，将人财物等

资源优先用于保障城乡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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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在政策上向西部、农村、财政相对比较困难的

地区倾斜，优先保障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等各类

人群的基本健身需求。基于此，全体人民共享改革

发展的成果，有助于全体人民健康美好生活目标的

实现，避免了两极分化，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3.2.3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上的价值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

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进程

中，取得了一系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

据统计，1984—2021 年中国奥运会冠军人数达到了

509 人次［24］。体育赛事供给成为丰富人民生活、提

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的

举办，促进了国家、城市的文化传播，提升了城市的

文化输出率。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呈现突飞猛进态

势的同时，又与大量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助力经

济建设的重要抓手。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必然包

含文化的创新创造。积极推动体育与社会主义现代

化同频共振，弘扬中华体育文化将成为现代文明建

设的重要目标。国家深入挖掘中华体育精神，将其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运动员顽强拼搏、

超越自我精神在校园乃至全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充

分发挥了体育的教育价值，助力于精神文明建设。

3.2.4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的价值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

今天尤为重要和迫切。充分发挥体育事业健康环

保、体育产业绿色低碳的特点，将提升体育对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度。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

建设进程中，体育旅游、体育公园、体育生态环境的

建设得到了蓬勃发展。据统计，2022 年全国范围内

推选出 202 个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其中，景区 66

个、线路 40 个、赛事 72 个、目的地 24 个 ［25］。资源消

耗较少的健身休闲、竞赛表演、体育培训等本体性产

业，助推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避免

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就某种程度而言，体育生

态的建设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于健

康美丽中国的建设。

3.2.5　在“走和平发展道路”上的价值

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

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

同利益，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

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积

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育成为中国高举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一面旗帜。在中国式体育现

代化进程中，积极申办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22

年北京冬奥会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在对外

战略布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体育的国际交

流合作。此外，加强了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协作，推

动社会组织参与国际体育交流，发挥体育在国际友

好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展现出大国风度。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体育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许多

地区制定实施共建“一带一路”体育发展行动计划，

积极搭建各类体育交流平台，鼓励丰富多样的民间

体育交流，通过体育加强了与许多国家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

4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中国共产党在 100 余年体育实践中取得了诸多

辉煌成就，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契机。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到 2035 年，将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体育的制度生命力、大众

亲和力、国际竞争力、经济贡献力、文化软实力、世界

影响力充分彰显［26］。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实现需

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以体制、机制建设为基础，围绕群众

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以及体育交流

等不同领域持续推进，从而加速体育高质量发展，使

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

4.1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运行机制

4.1.1　主体协同：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多元力量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推进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等多元力量参与，形成发

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

多元主体协同，全社会参与的体育发展格局。政府

在体育发展各领域起到总体规划、政策引领、基础兜

底、市场监管、氛围营造的作用；市场在体育资源配

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促进体育资源的顺畅流通和

高效配置，提升体育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社会承

担起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润滑作用，更好发

挥专业性、公益性的价值；公众充分确立体育发展

的主体性地位，形成政府主导有力、社会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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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范有序、公众积极参与的中国式体育发展主

体新格局。

4.1.2　整体布局和内外耦合：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

施力重点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要实现群众体育、竞技体育、

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交流多领域的整体发展，

协同发展，是在同步推进的过程中全面的发展。推

进群众体育发展，促进体育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实

现，提高人民的身心健康水平，增强人民体魄、治疗

未病。充分发挥竞技体育的引领示范作用，提升竞

技体育凝聚人心、为国争光的能力。大力发展体育

产业，体育是绿色发展、低碳环保、前景广阔的朝阳

产业，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就业的重要领

域，通过扩大体育消费、优化体育供给，促进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把体育产业打造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产业。体育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传播中国声音、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共通语

言。要通过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优秀传统体育文

化，汇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注入动力和活力。体育交流是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公众力量，紧

紧依托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载体，深度

开展体育对外交流活动，在服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

同时，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整体推进。

4.1.3　高质量和治理现代化：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

根本遵循

高质量发展和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体育现

代化的根本遵循，在全面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同时，

发挥体育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功

能价值。其一，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应以体育的

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遵循。当前，我国体育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群众体育供给无法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体育生活需要，立体化、多

维度、多层次的高质量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尚未形成；

竞技体育项目发展不均衡、后备力量薄弱、社会力量

参与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严重制约竞技体育高质

量发展效能；体育产业的供给和需求协同不够，供

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问题并存，体育产业在全球

价值链仍处于低端的局面亟需破解；体育文化交流

的世界影响力依然较为薄弱，需要大力扭转。在中

国式体育现代化的道路上要以“高质量发展”为指

针，推进体育各项工作全面开展。其二，推进中国式

体育现代化要以体育治理现代化作为根本遵循。在

政府层面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理清政府对于体

育发展的总体规划、政策制定、市场监管、环境优化

等职能；优化政府对于市场和社会的服务能力和流

程建构。对于运动项目协会等社会群体，应不断引

导完善体育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不断提升

体育协会、社团等组织的专业性、独立性、公益性，优

化自我造血能力，提升影响力和社会认同度。对于

体育市场，应不断优化市场的行业自治能力，发挥经

济主导力的同时提升体育市场主体的企业家精神，

提升市场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在整个体育治理

中应建立包容各类群体的发展体系，洞察并响应各

类群体的体育诉求，调动各类群体参与体育治理，真

正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体育发展格局（图 6）。

图6　中国式体育现代的运行机制

Fig.6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4.2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推进措施

4.2.1　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

体育的制度生命力

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现代体育治理结构

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体育体制与机制的核心要求。在全面现代化的

进程中，推动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

的核心是要逐渐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多元化路径调

动有效的社会力量，真正构建起“管办分离、内外联

动、各司其职、灵活高效”的体育发展新模式［27］。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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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治理理念，充分发挥体

育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的功能，带动人民群

众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享体育事业的成果。其

二，增强体育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构建政府、市场、社

会力量和公民个体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

体育治理体系，逐步厘清社会组织和行政机关职能

边界，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三，

优化体育治理的顶层设计，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完善体育治理法规政策，提高依

法治体的治理能力。其四，优化体育治理方式与工

具，推动体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最终，形成

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的体育发展新局面，不断

提高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2.2　加快构建高水平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彰显体

育的大众亲和力

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和参与国际体育合作的程

度，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构建更高

水平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全面推进和落实全民健

身国家战略，提升人们生活幸福感和满足感的基础。

2022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

见》，指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是顺应人民对高

品质生活期待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内容。当前，

全民健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水平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

距。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要确立人民至上的群众体育

发展观，基于公民体育诉求制定顶层设计和政策方

案，保障公民基本体育权利。坚持补齐短板和城乡

协调的原则，围绕全民健身“六个身边”工程推进公

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健全可持

续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同时，提高科学健身指导

水平，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推动公共

体育服务智慧化发展。

4.2.3　深化竞技体育改革与创新发展，提高体育的

国际竞争力

我国体育的国际竞争力需要进一步发挥竞技体

育举国体制的传统优势，进一步提高竞技体育为国

争光的能力。近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在取得优

异成绩的同时，仍然暴露出了项目发展不均衡、过度

商业化、退役运动员就业困难等问题。新时代中国

式体育现代化发展需要进一步增强竞技体育实力，

做好杭州亚运会、2024 年巴黎奥运会、2026 年米兰

冬奥会等重大国际赛事的备战参赛工作，不断优化

竞技体育体制机制，积极构建政府优势与市场机制

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促进竞技体育项目科学

布局，实现奥运项目与非奥运项目、夏季项目与冬季

项目、个人项目与集体项目平衡发展，重点提升世界

关注较高、群众基础较好的项目实力；加强青训体

系建设，推进竞赛体系改革，提升国家队竞技实力；

推进体教融合，深化体校改革，促进青少年体育优秀

后备人才持续涌现。

4.2.4　扎实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体育的

经济贡献力

体育产业在落实扩大内需战略、服务经济增长、

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和体育强

国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体

育产业提质增效，先后印发了《关于体育助力稳经

济促消费激活力工作方案》《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

划（2022—2025 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但是，中

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激发体育市场主

体活力，促进体育资源和生产要素向优质市场主体

集中，打造体育产业品牌龙头企业；总结推广国家

体育消费试点城市经验，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潜力，

丰富竞赛表演、健身指导、技能培训等各类产品和服

务，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体育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扎

实推动“体旅融合”“体教融合”与“体卫融合”，带

动体育产业链全面发展；加强体育市场监管，细化

监管举措，强化监管力度。

4.2.5　促进体育文化健康与繁荣发展，提升体育的

文化软实力

体育能够塑造国民精神气质，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建设体育强

国的进程中，我国既直面优胜劣汰的竞争局势，又身

处竞合交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弘扬中华民族

的主体意识、主体精神至关重要。体育作为提高人

民健康生活水平、促进人民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挖掘并发展具有深厚底蕴的民族体育

文化，将成为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满足新时代

人民对健康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中国式体育

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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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纽带作用，进一步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深度挖

掘中国女排、跳水、乒乓球、举重等传统优势项目文

化内涵，形成项目示范效应；加强奥林匹克精神与

中华体育精神教育，充分发挥各类媒体和传播手段

在弘扬体育精神中的推动作用；加强中华传统体育

项目的开发利用与活态传承，推动优秀传统体育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4.2.6　提升体育对外交流层次和水平，扩大体育的

世界影响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如其来

的新冠疫情使得全球化步伐放慢，国际体系的开放

性和合作性下降，“强权政治、冷战思维沉渣泛起，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横行，人类发展面临空前风

险挑战，国际形势进入动荡变革期。”［28］ 在人文交流

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三大支柱

的今天，认识体育在人文交流中的意义，总结双边和

多边交流机制中体育人文交流进展，分析体育人文

交流面临的挑战，探讨体育人文交流的路径，对更好

发挥体育的人文交流作用，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

心相知相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29］。中国式体

育现代化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体育对外交流层

次和水平，坚持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创新体育对外

交流方式，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

等多边合作平台为纽带开展交流活动，深化交流合

作；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

际体育治理，扩大我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5　结语

习近平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

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

己特点的发展道路。”［30］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

体育既承载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目

标，又是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逻辑前提。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发展历经初始萌芽、积极探索、

持续拓展和创新突破等阶段，先后呈现单核心、双核

心、多核心等模式特征，有其鲜明特色和内在逻辑，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要充分认识中国式体

育现代化的功能价值，讲好中国体育故事，传播中

国体育声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中国体育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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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ZHU Chuangeng，GUO Xiujin，WANG Kai，WANG Jian，LIU Hongjian，LIU Li，CHE Bingq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jing 210014，China）

Abstract：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is a chapter an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Chinese sports make a unique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rough its own development and spillovers. Through 
policy analysis，literature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this study summarizes and deeply explains the concept 
evolution，development mode，value func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ports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the initial germination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sports”，the active exploration 
of “rejuvenating the nation by sports”，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serving the country by sports”，and the innovation 
breakthrough of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by sports”. The development mode also present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from 

“single core” to “dual core”and then to “multi-core network integration”.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plays a unique role in 
five major areas，including the economy，politics，culture，society，and ecology；It presents important values in the five major 
feature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huge population”，“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people”，“harmony betwee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ports from six aspects：enhancing the vitality of 
the system，demonstrating the affinity of the public，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consolidating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enhancing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expanding the world influence.
Key words：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sports to save the nation；sports to rejuvenate the country；sports to serve the 
country；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multi-core network integ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