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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体育强国的过程中，体育改革已进入深

水区，迫切需要组织力量、整合资源对一系列重大问

题开展战略性、系统性、实效性研究。2015 年 11 月，

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会议时强调，要建设

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

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

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2021 年 5 月 18 日，中共中

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

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指出：“学术期刊是开展学术研

究交流的重要平台，是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是

促进理论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体育期刊

与体育智库二者之间是一种互联互通、互融互利的

关系。显然，在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充

分利用体育期刊的现有资源，积极培育一批具备卓

越能力，能够破解实践难题的体育智库，已然成为其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举对于提升我国体

育事业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以及在国际体育领域

的影响力，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体育学术期刊

本身即具有智库属性，同时体育学术期刊为体育智

库建设提供信息咨询与服务，为体育智库成果提供

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的学术共同体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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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化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在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实践应用等多个层次上的“融合互嵌”

并走向“共同体”发展，是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应坚持的基本逻辑。研究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

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的学术共同体建设议题进行理论探析。研究发现，体

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的学术共同体建设面临定位模糊、缺乏互动、成果微弱等现实困境，基于共同体

理论遵循，提出建设路径：一是，协同创新，发挥体育期刊学术引领，推动体育智库成果分享，促进二者互

融共享；二是，搭建多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共同扩大学术影响力；三是，优势互补，围绕体育学术选题策

略，开设体育智库研究专栏；四是，跨域合作，共享体育专家人才资源，加强学术研究主体建设。综合而

言，坚持开放创新，拥抱新兴技术，积极引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以高品质学术期刊、体育智库成果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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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平台。体育智库则聚焦战略性问题开展科研攻

关，产出预见和前瞻的储备性政策建议，其研究成果

为政府决策或企业发展提供决策咨询与智力支持。

学术共同体是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目标，遵循

一定的规范而形成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

相近的群体［2］，是营造良好学术生态的关键所在，在

学术创新、资源聚合、行业驱动、服务社会、文化传承

等方面发挥重要引导作用。学术共同体中学会、期

刊和年会构成较为密切的学术网络，各司其职共同

增添人类学术的福祉［3］。学术期刊既是打造高端体

育智库，凝聚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中心，又是促进体育

学术共同体的重要关联纽带，而体育智库则是提升

体育期刊办刊能力的重要抓手。由于体育智库在我

国建设时间较短，仍属新兴事物，初期发展阶段存在

运作模式单一、成熟经验匮乏等问题。体育学术期

刊与体育智库二者之间仍然存在认知分歧、关系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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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结构脱离、资源割裂等问题。因此，进一步强化

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二者在人才培养、学科发

展研究、实践应用研究等多个层次上的融合互通、交

互驱动，并走向“共同体”发展，是体育学术期刊与

体育智库应坚持的基本逻辑和发展路径。鉴于此，

有必要对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的学术共同体建

设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2　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的学术共同体释义

2.1　体育学术期刊概念诠释

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共同体由“体育学术

期刊”“体育智库”两个关键词语构成。首先，关于

体育学术期刊概念。尽管国内学术界、期刊界关于

“学术期刊”还没有相对统一的概念，但众多学者持

有的学术观点认为：“期刊指由依法设立的期刊出

版单位出版的图书”。学术期刊是一种经过同行评

审的期刊，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通常涉及特定

的学科［4］，主要包括：各大学学报及各科研单位、学

会主办发行的专门学术研究型刊物。由此，体育学

术期刊可以界定为：以体育科学研究成果为主要报

道内容的学术期刊［5］。

2.2　体育智库概念诠释

智库是“经费自筹、人事独立、利益中立的非官

方的第三方研究机构”［6］。还有学者提出：“智库

是独立于党派、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利益群体的、

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智库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

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社会责任为研究

准则，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的专业研究机构。”［7］

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

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

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应当具备以下基

本标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

实体性研究机构；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

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

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

源；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功能

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

章程；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等［8］。综合以

上观点，研究认为，体育智库作为专业型智库的一

种，是一个对体育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进行深入研

究、咨询与服务的组织，主要职责包括思想产品供

给、体育交流平台构建、体育人才培养以及公众舆论

引导等。其主要作用是为全社会体育事业发展建言

献策，而解决体育相关问题构成了其核心职能。确

保体育智库能够培养和输送顶尖的体育人才是实现

其核心职能的必要条件，而创建体育交流平台则是

提升智库成果质量的根本。

2.3　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的学术共同体概念

界定

“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自由人联合

体”的当代呈现，他认为，“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变成了

世界普遍交往，过去那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

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资产阶级国

家必将走向消亡。德国著名哲学家胡塞尔对“共同

体”的定义是：“我们：世界意义的共同承载者。”［9］

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在《共同体与社

会》中提出，“共同体”是指依赖人的感情、心理、精

神等“本质意志”而形成的有机整体。众多学者持

有这样的学术观点，即共同体的组成要素主要包括：

“利益”“价值”和“制度”。其中，共同的价值和目

标追求才能够为共同体的进步和完善提供强大的精

神和文化动力。利益、制度和价值是共同体必不可

缺的 3 个重要因素。鉴于此，本研究构建了体育学

术期刊与体育智库学术共同体的解析框架。即主要

内容应该包括 3 个部分：利益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和

价值共同体。

基于对“体育学术期刊”“体育智库”以及“共

同体”的概念理解，研究将“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

库学术共同体”界定为：以体育学术期刊为主要交

流和展示平台，由体育学者、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基于

共同的兴趣、目标和价值观而组成的，通过深入研究

体育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具有创新性

和实用性的研究成果，为体育政策制定、体育产业发

展以及体育文化的传播提供科学依据和智力支持的

学术群体。在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学术共同体

中，成员们共享学术资源、交流学术思想、探讨研究

方法，形成了紧密的学术联系和合作关系。成员通

过撰写学术论文、发表政策咨询报告、组织学术研讨

会等方式，不断推动体育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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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时，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学术共同体也

承担着社会责任和公共服务功能。关注体育领域的

热点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建议，为政

府决策、企业发展和公众健康提供科学依据和智力

支持。通过这一过程，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学

术共同体不仅有助于促进体育学术研究的繁荣和

发展，也为体育事业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做出积极

贡献。

3　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学术共同体建设的逻

辑关联

3.1　目标契合：传播体育科学成果，助力国家体育

事业发展

体育学术期刊办刊的目标在于传播体育科学

新成果、促进体育学术交流、加快体育成果转化、发

现和培养体育科学人才、服务体育科学发展为目

的［10］。中国国内的体育学术期刊在不断调整办刊

方向、加大改革力度。目标导向为刊载高质量学术

成果，努力提升我国体育学术研究的影响力与国际

话语权，同时服务体育实践需要，助力国家各项体育

事业发展。近年来“专题化办刊”逐渐受到体育学

术期刊青睐，就专栏主题设置而言，我国体育学术期

刊载文倾向于关注解决我国体育事业改革发展实践

问题。如《体育学研究》策划推出的“体教融合”“乡

村振兴与乡村体育”“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等专

题，对时代体育发展问题给予了学理性和应景性回

应。体育智库则重点聚焦于体育实践场域内亟待破

解的难题，实施科研攻关，针对问题提出可行的建

设性意见。“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对体育高端

智库的定位为“充分发挥智库在服务体育改革发展

中的智囊作用”“围绕体育改革发展重点难点问题，

加强调研、论证与攻关”。如清华大学体育发展研

究院、武汉体育学院中国青少年体育与体教融合公

共政策研究中心、南京体育学院竞技体育研究院等

体育高端智库，其全方位、高质量、多维度的体育创

新成果，为我国体育事业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智力支撑和决策咨询。更为重要的是，体育智

库建设也促使专家学者着力“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加快体育学术成果转化。综上所述，体育学术

期刊和体育智库运用专业知识和科学工具开展体育

决策咨询研究，解决体育科技和社会体育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在目标上体现出契合性、一致性，二者肩

负推进学术共同体建设、提升国家体育科学研究水

平、构建体育自主知识体系和提升体育国际话语权

等重要任务。

3.2　功能互补：期刊与智库共创共享，为体育学术

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共同体视域下，学术期刊与智库共创共享，学术

期刊为智库提供了新平台，智库研究为学术期刊带

来新的灵感与活力［11］。智库的研究成果需要通过

权威的媒体传播，学术期刊则是专业、严肃、权威的

智库传播的主要渠道［12］。体育智库的主要功能包

括：服务体育决策、引领社会舆论、提供智力服务、

参与公共体育外交、加强理论创新、培养输送体育人

才等［13］。决策咨询能力提高以服务政府部门决策

为主，能够解决体育智库供给与政府需求之间主要

矛盾［14］。体育学术期刊则以传播科学研究领域新

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加快成果转化，服务科学发展

为目的［15］。就二者的功能定位而言，体育学术期刊

应该发挥学术研究平台理论引领优势，创造有价值

的体育知识，积极推动体育“三大体系”建设，为服

务体育实践提供智力服务。体育智库则需要精准对

接国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智力需求，紧跟国家体育

事业发展战略，紧跟当下的传播内容，科学决策与精

准服务受众［16］。如此，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在

功能上形成互补效应。学术期刊以其专业性和权威

性，为体育智库的研究成果提供了高质量的传播平

台，促进了学术交流和知识更新。而体育智库则凭

借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决策咨询能力，为学术期刊

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和研究方向，推动了学术研

究纵深发展。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为体育

领域的学术进步和实践创新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3.3　内容关联：学术期刊和体育智库，形成良好研

究互动

目前，体育学术期刊和体育智库是中国体育改

革与建设领域内的两个重要内容，二者互动共生，在

作者来源、构成人员和研究领域等多个内容维度上

具有天然的内在耦合性。首先，在人才资源方面，我

国体育学术期刊稿源主要来自国内高校体育教师和

科研所工作人员，将体育行业内一流的学者汇集为

稳定的作者资源。相比较而言，近年来在国家政策

推动下，多数体育智库人员组成主要以高校体育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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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者［17］。智库的专任或兼职战略、决策研究的

人员同时也是学术期刊的优质作者和审稿专家。其

次，无论是体育智库还是体育学术期刊，所研究的

内容都与社会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以强烈的问题

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精准追踪社会热点、反馈社

会思潮，从而把握时代脉搏、张扬民族文化精神［18］。

如《体育学研究》推出的“体育助力青少年健康”专

题研究，刊登武汉体育学院中国青少年体育与体教

融合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智库成果，学术期刊

与体育智库形成了良好的研究互动。另外，学术期

刊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展示平台和传播路径，

其刊发的研究成果，也都呈送给相关部门或组织机

构，提供现实可操作性的方案与对策，成为新型智库

建设的依托。

4　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的学术共同体建设的

现实困境

4.1　定位模糊：期刊学术研究引领作用不强，智库

咨政建言成果缺乏分享

体育学术期刊作为体育研究创新引领的重要平

台，通过培育和传播创新性、引领性的学术成果，从

而为体育学科建设和体育治理现代化提供解决方

案、学理支撑［19］。“引领”指带动事物跟随他或他们

向某一方向运动、发展；“引领力”即吸引带领的力

量。体育学术期刊“引领力”可理解为基于体育学

术期刊的学术内容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产生的带

动效用［20］。

近年来，中国体育学术期刊重点借助本土化

的网络出版平台，已经初步打开了国际传播局面，

形成了一定的世界体育学术影响力，展现了我国

体育学术期刊的国际创新力。如上海体育大学创

办的《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JSHS）》、

北 京 体 育 大 学 创 办 的《Journal of Science in Sport 

and Exercise（SSEJ）》、成都体育学院创办的《Sports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MHS）》等外文期刊，

为加快国内体育科技成果国际传播和国际交流提供

了良好平台。然而，综观当下体育学术期刊发展现

状不难发现，体育学术期刊存在办刊目标趋同化、学

术定位单一化、研究内容同质化等问题，服务目的不

明确，并未承担起促进学术交流、引领体育实践、推

动理论探索等多重任务［21］。相比较国外体育学术

期刊学术内容大众化转化、题材生活化剪贴、表达通

俗化改编等，我国体育学术研究与智库融合发展水

平还有较大发展空间。因此，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

国际地位相比，中国体育学术引领力和话语权仍然

比较弱小［22］。

体育智库核心功能是“资政、启民、伐谋、育

才”［23］。其中，所谓“咨政建言”，就是根据党和政

府的决策需求，开展战略性政策研究，突出专业特

色，提供有创意、切实管用的对策建议。体育智库

“咨政建言”重点关注我国体育改革发展中亟须解

决的问题，其研究成果需要关注现实且具有可操作

性和高执行度，然而实践中，智库成果存在虽呈递体

育部门但处于被忽视状态，抑或因与决策需求大相

径庭被反馈采纳的情况不理想等问题。与此同时，

体育智库的研究成果必须经过政府的评价、得到政

府的认可，体育智库人员能否参与决策也由政府部

门决定，由此导致我国体育智库产生功能未能充分

释放。另外，体育智库研究成果服务对象主要以政

府管理部门为主，缺少向社会公众广泛宣传的重要

抓手和稳定平台，传播不足限制了体育智库成果分

享，体育智库在围绕国家战略和公共决策问题开展

研究的过程中，仅仅对通过刊发学术论文来提升体

育智库的智慧作用明显不足。

4.2　缺乏互动：体育学术期刊与智库尚未构建起有

效的沟通互动平台

体育学术期刊与智库二者之间存在人才交流互

动有限、数据信息共享匮乏等问题。首先，学术期刊

与体育智库的人才资源不流通。体育智库在回答

“时代之问”、追寻“解决之道”过程中，高质量的人

才队伍是主体和动力源［24］。智库是生产知识的部

门，智库专家是具体的知识生产者［25］。体育智库是

涵养体育人才的“蓄水池”，也是链接政府、社会、智

库等多重领域的枢纽。与之比较而言，审稿质量是

决定科技期刊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审稿

人起着重要作用［26］；与此同时，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作者也是决定期刊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期刊专

家库的建设是体育学术期刊高效、持续发展的动力

源，尽管现实中学术期刊的作者队伍和体育智库的

人员构成有一定重复，但是体育学术期刊与智库专

家库人才双向交流的程度不够。体育学术期刊和体

育智库人才供给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在：其一，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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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理论功底、大局观强和较强组织能力的一流人

才稀少；其二，人才分布失衡体现在机构、地域和专

业三个方面；其三，体育理论研究与体育实践参与

的沟通机制的缺失导致体育智库与体育期刊在领军

人才的流通上存在困难；其四，专家学者在体育理

论成果与体育咨询报告话语体系转化方面的意识、

训练和能力不足等问题。

其次，数据信息共享存在“烟囱孤岛”现象。尽

管体育智库在对当前亟须解决的体育发展问题展开

研究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然而这些

成果在与体育学术期刊分享方面十分不畅，存在严

重的壁垒现象［27］。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受书斋文化

影响，体育智库研究成果论道的多，实干的少。体育

智库从事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命题作文”，与民

众互动不足，导致思想与行动“掉链”，这导致研究

成果与转化运用脱节，成果建议可操作性不强，转化

为政策的效率偏低，以及浅智、曲智现象比较突出。

这些研究成果作为国家、政府决策报告的组成部分，

研究成果信息不透明，公开程度不够，很多成果数据

信息并没有公开。同时，体育智库市场陷入“信息

肥胖症”，表达“稳妥”的观点积淀太多，政府 “苦于

如何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有质感的东西”的困境。

另外，我国体育智库成果并没有广泛覆盖到特定的

受众群体，社会公众对智库成果缺乏关注，在与体育

智库密切相关的体育学术领域，智库成果被引用率

较低，而且现有体育类期刊论文也很少有作者来自

体育智库。因此，由于政府反馈滞后、体育智库成果

不透明等原因，造成信息“瓶颈”，导致学术期刊研

究与智库平台建设之间的信息孤岛。

4.3　成果微弱：期刊智库专题研究不足，智库研究

成果质量不高

学术传播是体育学术期刊的重要使命，其既是

学术交流的研究平台，也是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承

担着政治引领的责任和使命［28］。学术观点、学术成

果、学术价值是学术期刊的生命线，高质量的内容及

刊物品质始终是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重中

之重［29］。有鉴于此，体育学术期刊应该坚持以创新

水平和时代价值作为用稿标准，着重围绕重大体育

主题打造专栏、组织专刊，不断丰富刊载内容。毋庸

讳言，专栏是体育学术期刊摆脱困境，优化资源配

置，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已有学者通过文

献收集、整理和分析，可知创办体育智库专栏的期刊

数量、专栏数量和专栏中的文章篇数仍处于起步阶

段。进入新时代，在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

发思想之先声的情怀感召下，在体育智库辛勤耕耘

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着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来把握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发现新规

律、提出新对策，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的

作用并未发挥出来。很多智库研究成果，关注的主

题主要集中在体育经济、体育政治等领域的部分主

题，距离多视角关注体育经济、社会热点问题、解决

突出问题的理想状态仍有较大差距［30］。并且，体育

智库专栏内容的传播受制于期刊权限、学科差异、主

题差异等原因，学术期刊智库专栏刊发内容差异性、

社会影响力及学术引领力仍然较弱，现阶段中国体

育智库的建设需要学术研究的浸润和创新思想的促

进［31］。正如习近平指出：“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

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

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

义的做法。”［32］ 

5　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的学术共同体建设

策略

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理论，结合体育学

术期刊与体育智库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困境，从二者

协同创新、互嵌共享、优势互补、跨域合作等角度推

进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图

1），成为当下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5.1　协同创新：发挥体育期刊学术引领，推动体育

智库成果分享

协同强调不同主体间资源的有效整合与资源功

能发挥的最大化［33］。在学术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体

育学术期刊和体育智库需要找准各自定位，其中，体

育智库需要产出并供给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体育学

术期刊则需要引领体育智库成果的发展，借助自身

的资源和平台优势、强化服务功能，促进体育智库成

果的转化传播。体育智库成果具有三重传播分享面

向。一是，面向政府部门，为其提供决策参考；二是，

面向社会设置议程，充当意见领袖，启迪民众智慧；

三是，面向国际社会，进行国际传播，争夺国际体育

话语权，建立自主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就这三

方面而言，体育学术期刊均有较大的引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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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共同体的成果首先需要与政府部门分享，

这需要打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成果呈送渠道。在这

一过程当中，学术共同体需要与政府部门形成良性

互动，期刊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体育文化导刊》作

为国家体育总局主管期刊，“每期均呈送国务院分

管体育的领导以及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参阅，是国家

领导人和高层体育管理者了解体育工作情况和发展

动态的窗口”，其他体育学术期刊在向政府部门呈

送成果方面不具备先天优势，因此需要考虑采取体

育学术期刊联合专报、文摘的形式，推动政府部门形

成期刊成果的专门对接机制，打通成果报送渠道。

其次是与社会分享，这需要广泛传播学术共同体的

成果。体育学术期刊需要借助现有的成果传播平

台，根据智库研究成果的保密级别，将智库成果获得

的领导批示、采纳情况及时反馈给体育学术期刊，并

通过体育学术期刊进行成果转化，向社会传播以扩

大成果影响。尤其是通过体育学术期刊的微信公众

号等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智库成果，提高智库成果

的公众触达率。再者是与国际社会分享，这需要体

育学术期刊继续加强国际化。体育学术期刊需要为

体育智库成果发挥国际影响力提供平台。体育智库

研究成果需要借助国内现有的国际期刊，同时各体

育学术期刊需要确立国际目标，积极创办外语期刊，

以进入国外数据库为目标，提高中国成果在国际学

术界的可见性。除此之外，体育学术期刊可以依托

现有平台，通过举办、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方式，联

动国内外作者群体和智库团体，为体育智库成果发

挥国际影响提供渠道。

为了满足上述成果的转化传播，体育学术期刊

和体育智库需要在平台建设、成果管理和渠道搭建

等多个方面协同创新。体育学术期刊需要不断发挥

引领能力，强化服务功能，与体育智库一同搭建成果

转化平台，并借助新型数字化技术，加强体育智库研

究成果的转化传播，提升智库成果转化率。第一，

鼓励资源互补、功能互补的优质智库联手，成立“智

库产品深加工平台”。“平台”需要承担智库产品打

造、智库论坛组织、智库产品发布等核心工作。应该

特别重视体育学术期刊对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化机制

建设，发挥体育学术期刊对智库研究成果的增值效

应，把体育学术期刊打造成为以学术成果刊发为核

心的，同时具备多样化研究成果转化能力的智库平

台，从而服务学界学者、推动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

第二，政府部门牵头成立体育智库联盟，推进体育学

术期刊和智库常态化协同工作。“体育智库联盟”

为体育智库治理的第三方机构，旨在为体育智库提

供政策上行渠道、专业的成果转化服务以及学者成

果转化能力培训等。“体育智库联盟”平台应在与

国家和地方等体育部门规划对接、体育政策协调、体

育机制设计上做好党和政府的参谋助手，在体育改

革、重大决策、赛事活动及公共政策等方面，成为理

念传播、政策解读、民意通达的纽带桥梁，尤其是需

要在凝结中国体育智慧、凝聚国际体育共识发挥更

大作用。同时，逐步完善决策需求发布、优秀研究成

果征集、研究成果筛选及质量把控、精准对接匹配等

功能，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加强政策制定部门（需求

方）和体育智库（供给方）彼此的深度了解，拓宽成果

呈送渠道，从而提升教育智库的政策影响力。第三，

加强体育智库网站建设及体育智库研究成果的多渠

道传播，树立数据共享理念，组建数据联盟，搭建数

据平台。网站是体育智库传播推广学术研究成果的

重要阵地。故而，体育智库一方面要加强官方网站

平台建设，另一方面则需要借助体育学术期刊现有

图1　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的学术共同体建设推进理路

Fig.1　Promotion of academic community construction of sports academic journals and sports think t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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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化媒介，以可读性、便捷性、多元的检索方式

全面展现研究成果及对重大体育社会问题的研判，

以满足政策制定者、学者、民众等需求，从而完善体

育决策咨询服务成果推介制度，不断提升体育智库

研究成果转化率。

5.2　互嵌共享：搭建多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共同扩

大学术影响力

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学术共同体的建设需

要做到深度互嵌共享，才能发挥共同体的合力，取得

“1+1 ＞ 2”的互嵌共融效果，进而通过搭建多层次学

术交流平台的方式，扩大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影响力，

提升学术成果的实际效益。在此过程中，体育智库

以兼具学理意义和应用价值的成果，助力提升体育

学术期刊的成果质量、拓宽前沿学术视野，进而提升

期刊在学术领域和社会层面影响力。因此，产出高

质量研究成果始终是体育智库的使命所在；体育学

术期刊则需要通过自身的权威平台提升体育智库成

果的影响力、传播力和权威性，与体育智库共享自身

的信息和人才等优势资源，因此，体育学术期刊需要

发挥好平台价值，积极搭建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

二者互嵌共享的最终指向则是提供信息平台、进行

信息资源服务以及传递优质前沿知识。

一方面，为了确保两者互嵌的效果，体育智库需

要不断强化自身研究能力，以确保优质成果产出。

体育智库需要加大对新技术和新方法的运用，增强

循证研究能力，提高研究成果可信度。体育智库可

以与大数据等智能技术进行结合，通过技术手段保

留、汇总并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数据，有效分析政

策作用机制，准确捕捉政策难点，提高对策建议的针

对性，优化政策实施过程，确保完成既定目标。基于

大数据分析的成果和服务，体育智库可结合社会发

展的大趋势，即可预测体育舆情及其风险，也可聚焦

体育公共政策、赛事活动等未来研究热点，以此为政

府和社会提供咨询和知识服务。在智库价值观方

面，体育智库需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

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应该“对准

风口、找到题源、扭住问题、吃透政策、判明动态、立

稳结构、体现深度、做实对策、凸显新意、厚积内功”，

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总体思

路、总体要求和科学方法，为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学话

语体系贡献学理智慧。

另一方面，体育学术期刊依靠现有的权威平台

与优势资源，与体育智库一同搭建智库研究成果的

跟踪、管理和交流平台，帮助需求方和体育智库之间

形成顺畅的对接与交流机制。如《管理世界》主动

邀请在其刊物发表的智库成果作者对文章进行视

频讲解，以系列录播课程的形式在中国知网在线教

育平台“《管理世界》大讲堂”对外推广。首先，建立

“需求—成果”管理平台。平台中，体育智库可以上

传、更新研究成果，而各单位可以发布他们的需求。

定期举办学术交流活动，发布智库成果，对还不成熟

的成果或新问题，实行智库接单模式，全方位为各单

位的需求提供支持。其次，建立成果实施交流与跟

踪平台，体育智库针对成果安排相应对接人。各单

位在接收成果后，需定期上传实施效果，针对实施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与对接人进行交流，后续智库

针对前期实施效果对成果进行改进与创新。最后，

搭建中国体育学术“走出去”的桥梁，成为中国故

事、经验和知识“走出去”的主力军。正如习近平所

讲“时代是出卷人”，这要求体育学术期刊和体育智

库学术共同体要扎根中华大地，勇于与时代同行，敢

于发时代先声，善于为时代明德，抓住发展新机遇，

借助我国主办的国际期刊、国际学术会议，着眼形成

面向国际的研究成果，积极与国外学术平台和团体

沟通交流，参与全球体育治理，进行国际体育学术交

流，助力中国体育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用“讲得清、

听得懂、传得开”的方式讲好中国体育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

总体而言，体育学术期刊和体育智库均需要以

开放心态拥抱新兴数字技术，积极引领学术期刊的

数字化转型，以高品质学术期刊、体育智库成果助力

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也应

坚守体育学术甘醇的清净心，围绕体育学科定位和

办刊方向深耕，以严谨治学之风赢得体育学界尊重

和社会认可；同时兼具国内国外两个方面，促进国

内成果的国际交流和转化，全方位、多领域提升学术

共同体的学术影响力。

5.3　优势互补：围绕体育学术选题策略，开设体育

智库研究专栏

学术期刊作为体育学术争鸣的公共场域，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供广阔的思想实验

室，应该发挥凝心聚力的思想载体和文化媒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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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智库作为前瞻性政策建议的提供者、理论创新

的先行者、舆论风向的引导者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者，需要与其他学术组织进行充分协作，尤其是与体

育学术期刊形成互补优势。从实践来看，体育学术

期刊需要为体育智库开辟专门领地，围绕前沿的学

术选题和实践问题，开设智库研究专栏，充分发挥吸

收智库力量，发挥体育智库自身的价值功能。

第一，倡导广大科研工作者、智库人员、期刊编

辑、新闻从业者等群体积极参与独具特色的智库研

究和智库专栏文章的撰写，尤其鼓励专家学者将自

身学术专长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做到“经世致用”，

为党和政府建言，不断提高智库专栏文章的学术质

量和政策影响力。所选主题需要满足“具有问题意

识”“前沿热点”“能被长期深入探讨研究”等多种

条件，而不是流于“无病呻吟”，一些学术研究争论

看似“你来我往很热闹”，实则双方论辩所争的是子

虚乌有的假问题、伪命题。

第二，期刊开办跨学科专栏或专题期刊智库栏

目，打破学科界限，提倡学科融合，促进学术创新。

从政府、期刊、高校与科研院所等多方面入手，发挥

协同作用。研讨体育学术期刊肩负新时代的责任担

当，发挥体育学术研究交流的重要平台，传播思想文

化的重要阵地，促进体育理论创新的重要力量作用，

踔厉奋发传播中国体育声音、中国体育理论、中国体

育思想，助推构建中国自主的体育知识体系的思路

与路径。

第三，邀请国内著名智库专家担任专栏主持人。

例如，《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自 2011 年起，

开始设立由国内著名学者、智库专家担任主持人的

“公共管理”和“应急管理”两个专栏。“公共管理”

栏目特邀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振明担

任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方向的栏目主持人［34］。我

国体育学术期刊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邀请具有智

库实践经验，同时理论研究基础扎实的专家学者作

为专栏主持人，确定主题方向，进行组稿、质量把关

等工作。

第四，积极推动构建多种学术共同体，凝聚学界

共识，从而引领体育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建构

跨学科交流机制。山东大学《文史哲》原副主编、《新

文科理论与实践》副主编刘京希谈到，“人文社会科

学期刊的存在意义在于通过编、作、读的多元互动，

致力于学术探索、发现交流，以期繁荣学术、寻求真

知”［35］。另外，体育学术期刊的学术力量参与公共

议题，可以增进体育智库专家、学者与普通民众的对

话交流，提升期刊本身“接地气”叙事风格下的社会

关注度。例如，《体育与科学》编辑部 2013 年起，探

索创设由编辑部、政府部门人员、专家、学者、在校学

生等在内，共同围绕体育热点事件进行自由研讨的

“学术工作坊”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智库成果的前瞻性和预见

性等特征，大多数成果对时效性有所要求，我国体育

学术期刊普遍刊发周期较长，时效性不强，不利于及

时将智库成果呈送给政府部门，以及向社会公众传

递信息。针对这一情况，建议体育学术期刊完善预

出版制度，“预出版是针对经过严格‘三审制’审查

初步录用的稿件进行优先数字出版，目的是加快出

版速度，抢占学术制高点和优先刊发权”［36］，预出版

制度配合借用体育学术期刊成熟的电子出版平台加

快智库成果的发布速度。

5.4　跨域合作：共享体育专家人才资源，加强学术

研究主体建设

“人才是第一资源”，体育学术期刊和体育智库

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其核心在于双方人才的充分交

流和互动，在持续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形成思想和观

念共识，合力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进而扩大学术

共同体的整体影响力。然而，由于我国体育智库建

设处于起步阶段，对什么是体育智库人才、如何培养

体育智库人才，以及如何运用体育智库人才的问题

也处于初级阶段。当前，体育智库人才和传统的学

术研究人才的边界还不是很清晰，因而，在学术共同

体的建设中，无法准确确定各自的职责、取向和目

标，所以，加强体育智库人才体系建设，是实现真正

的“跨域”合作的基础。

第一，明确体育学术期刊和体育智库人才的特

征和标准，逐步建立健全共享的体育智库人才体系。

当前我国体育智库对于什么是智库人才的认识也处

于初级阶段，因此，需要在人才遴选和选拔工作上有

所突破和创新，需要充分借鉴国内外经验，按照体育

智库的内涵确定人才标准选拔，避免“唯论文”“唯

头衔”，积极从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引进

符合条件的知名专家、学者。

第二，探索和创新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弥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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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体育学术期刊、智库人才的巨大缺口。改变传

统教学思维，打破封闭式教学结构，积极构建“政用

产学研”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树立跨学科、多学

科协同教育理念，以培养出高素质、复合型、理论与

应用兼备的人才。另外，高校作为研究型人才培养

的主要组织单位，也是我国体育智库的主要类型和

主要力量，其角色和地位至关重要。高校需要在研

究资助、管理模式、评价导向、组织机构等方面作出

积极改变，将获得国家认可或具有社会传播效能的

智库决策成果纳入职称评聘体系，建立健全适应体

育学术期刊和体育智库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评价

机制。

第三，转变选人用人观念，注重选拔理论、实践、

循证能力三者兼顾的人才，完善体育研究团队结构。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构建管

办分离、内外联动、各司其职、灵活高效的体育发展

新模式，实现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7］，

加快体育智库和学术期刊人才引进工作。建立健全

人事制度、薪酬制度和人才评价机制。开展体育智

库、学术期刊引智工作，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掌握政、

学、商三界的话语体系。

第四，还需要注意充分发挥体育科学学会等社

会学术团体及各类体育科教机构的作用，密切同体

育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系，关心体育社会科学工作

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多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

要采取各种措施，充分发挥广大体育社会科学工作

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在我国体育事

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6　结语

学术共同体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和广泛影响力

的理论概念，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体育事业深

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需求，面对体育学术竞争的加

剧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加快体育资源汇集和整合，

以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诉求促进共同发展，推进体

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必

然趋势。本研究基于两者紧密的网络关系以及趋于

同向的目标和利益提出共同体建设思考，为充分发

挥两者功能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体育学术期

刊与体育智库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并非一蹴而就，研

究提出协同创新、互嵌共享、优势互补、跨域合作建

设策略，打破两者发展中交流合作的束缚，以更好地

促进学术创新发展。作为一项探索性议题，后续研

究中体育学术期刊与体育智库的学术共同体建设仍

然需要不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进行大量的理论研

究与创新，如基于学术规范及评价、学术成果传播、

学术服务精准化供给等视角，进而共同推动体育学

术期刊、体育智库高品质建设，为新时代体育强国、

科技强国战略推进和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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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Community of Sports Academic Journals and Sports 
Think Tanks

YOU Chuanbao1，2

（1.Nanjing Sport Institute Periodical Press，Nanjing 210014，China；2.Jiangsu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ports and 
Health Project， Nanjing 210014，China）

Abstract： It is of basic logic that sports academic journals and sports think tanks adhere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and 
mutual embedding at multiple levels such as talent training，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logic analysis and text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construction of 
sports academic journals and sports think tank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community comprising 
sports academic journals and sports think tanks is faced with such realistic difficulties as vague positioning， lack of interaction， 
and weak achievements. Therefore，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path： Firs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giving 
play to the academic leadership of sports journals， promoting the sharing of achievements of sports think tanks， and promoting 
the mutual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the two； Second， build a multi-level academic exchange platform to jointly exp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ird， complement each other with their own strengths， focusing on the selection strategy of sports 
academic topic， and setting up sports think tank research column； Fourth， cross-domain cooperation， sharing sports expert 
talent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subjects. In summary， it is suggested to adhere to 
open innovation， embrace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actively lea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ith high-quality academic journals and sports think 
tanks.
Key words： sports journals； sports top think tank； new think tanks； government decisions； journal digitization； academic 
ecology；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