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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

时再次明确了到 2035 年要“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任务。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站在迈

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起点上，体育事业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而深刻。

该文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路要求和视野关照下，可以解析出体育事业发展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

有价值拓展、方案递推、道路创新及规律探索四方面的深刻内涵。准确把握好这些基本内涵，并从根植

人民性、聚焦中国式、瞄准现代化、对标国际化、直面长期化五大指向出发，可以描绘出新时代中国体育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光明前景，进而架构起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阔视野，擘画出以体育现代化

助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整体发展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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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1］。体育作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在国家现

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高质量发展的总

基调为体育事业的整体推进营造出了优质的发展环

境；正在形成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体育事业发展新格局和不断优化的

体育业态新结构，为体育供需两端的提质增效、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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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育作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研究运用文献资料、逻辑推

理、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与视野两大

主题进行了系统探讨。研究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释析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富内涵，

是根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建设规律，对体育强国建设方案进行的递进性延伸。在中国式现代化视

域下架构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研究高度和视野，需要从根植人民性、聚焦中国式、瞄准现代化、

对标国际化、直面长期化等视角出发，系统阐释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义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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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创造了新的机遇；新兴的体育理念、教育观念、

消费方式、数智技术、文化创新以及城镇化建设、乡

村振兴等赋予了体育事业更加多元化的内生发展动

力；不断注入体育领域中的丰富社会资源，使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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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体育组织的社会化、规范化程度持续提升，推动

了体育与教育、卫生、旅游、医疗、康养、休闲、文化等

领域的深度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系统审视了我

国体育事业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基础上，提

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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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体育

事业的发展指向和重心。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

如何结合体育事业发展实际精准释析体育助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内涵；如何在聚焦中国式和

瞄准现代化的基础上架构起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顶层视野。对于这两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

尝试进行完整回答，有助于更好地阐释体育成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志性事业所蕴含的理论要义和时

代价值。

1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内涵释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

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重大问题，对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

战略谋划［3］。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释析体育助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富内涵，是对体育作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标志性事业的拓展性认识，也是根据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建设规律，对体育强国建设

方案进行的递进性延伸（图 1）。

图1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释析图

Fig.1　the Connot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dvanced by Spor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1.1　对体育事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拓展性

认识

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创新性

拓展［4］。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体育事业的发展在目标指向与行动方

式上始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和要求同向同行，

在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中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式特

色和现代化特征的体育发展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

标志性的体育发展成果和经验，不断反哺和递推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持续向前迈进。中国式体育

现代化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整体性与标志

性的统一。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整体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

体育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竞技体育成绩

不断实现突破，全民健身的质量和规模稳步提升，体

育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值持续增长，体育公共服

务能力不断优化和改进，体育文化交流和创新空间

不断拓展，人民群众内在化、多元化的体育需求得到

了积极的回应和满足，体育在国家战略和国民生活

中的整体性地位不断夯实，在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程中的整体性功能和意义不断凸显。中国式现

代化之路助推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5］，中国体育事业也是沿着这条

道路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愿景。进入

新时代，我国体育在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建设

中，迎来了向体育强国建设目标迈进的重要机遇期，

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领域取

得的新进展、新成就，体育在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程中的力量更加坚实，地位更加巩固。围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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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现代化的要求，体育领域中开展的体制创新、机制

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进一步显现了体育在

改善民生、活跃文化、刺激消费、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等方面的整体性作用。

整体性意味着影响范围的面宽业广，而标志性

则彰显着影响效能的至深至重。在“健康中国”“和

谐社会”“文明乡村”“美丽中国”等主题建设活动

中，体育成为衡量建设质量和内容的重要指标。随

着体育新理念、新形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和推行，

体育在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

领域表现出的内在价值和多元功能愈加突出，为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增添了持续性融入和创新性表达

的新元素。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中，体育事业交出的不仅是一份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其蕴含的最本质的“增强人民体质”“凝聚团结力

量”“坚强民族意志”“振奋国人精神”等层面的标

志性作用，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可

或缺的内生动力。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了体育事业发

展的时代指向，不仅使体育在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程中表现出了浓郁的中国式道路自信和理论自

信，同时也彰显出了具有鲜明现代化特质的制度优

势和文化优势，不断拓展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价值视域和时代内涵。

1.2　对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方案的递进性

延伸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国家整体层面而言

的总体性目标，又有针对不同领域而言的现代化要

求［6］。“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体

育事业发展提出的总任务和总要求。体育强国建设

是涉及庞大人口、涵盖多重领域、牵连复杂要素、关

乎复兴成败的系统性工程和战略性工程，因此在实

现方式上绝不能是激烈和冒进的。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引导下，中国体育领域通过统筹

设计与科学谋划，有组织、有计划、分阶段、分步骤地

有序推进着体育强国建设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式

体育现代化发展的系统性和可控性。

我国正处于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关键

期，系统性的统筹设计能够将体育事业各个领域的

发展规划和力量归集到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这一终极

目标上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体育强国建设

内容融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

中进行顶层设计，据此分别提出了体育强国建设的

5 大战略任务、9 大工程项目和 6 大政策保障，并在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体育法》、各运动项目和产业类型发展规划等

法律法规或政策方案中进行了具体的设计与部署，

以确保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能够得到系统性

落实。

但体育强国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系统

性设计，还需有阶段性推进与适时性调整。以促进

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这一维度为例，《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全民健身活动内容、全民健身组织网络、重点

人群体育活动、全民健身智慧化等方面做出了阶

段性的目标规划与任务设计，并且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

见》等战略规划中进行了递进性的行动部署，突出

了两个阶段性的目标任务：一是，在 2025 年要基本

建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2.6 m2 的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和 38.5%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要完

全达标；二是，在 2035 年要全面建立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并且要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要求相

适应和相配套，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要比

2025 年提高 6.5 个百分点，达到 45% 以上，要求此时

的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达到世界前列。这一系

列阶段性规划充分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的计划性，

使得每一阶段的发展任务既清晰明确，又有条不紊、

切实可行。除此之外，体育强国建设的阶段性计划

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建设进程不断调整的。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 2035 年

要建成体育强国，将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提前

了 15 年。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建设标准和要

求来看，体育强国建设进程是可以加快的，而且中国

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成就和趋势完全能够支持加

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强大活力和创造力的现代

化［7］，可以为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创设丰厚的资源

禀赋，积蓄饱满的能量动力。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

新道路中推进体育事业系统性和阶段性发展，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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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建成现代化体育强国提供递进性的延伸方

案，使体育强国建设的定位、目标、任务、措施有序地

落实到体育事业发展实践中。

1.3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的持续性

创新

指向改革性与发展性的持续创新活动是助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发展的源泉和动

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8］。体育

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需要沿着中

国式现代化的指向，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

发展道路的持续性创新。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领

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科学研判体育发展

面临的新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是在国家

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深入推动体育改革，努力谋求体

育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

路的指向是一致的，秉持改革与发展相协调的原则，

坚持实践与创新相促进的理念，能够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注入持续性的动力和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着力推进国家各项事业体

制机制的创新性改革和协调性发展［10］。创新体育

发展道路，需要抓住体育改革领域最关键和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11］。目前，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建

设战略的配合、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协调、群众体

育与竞技体育的全面推进、体育产业与体育文化的

转型升级、“体育 +”与“+ 体育”的相互促进等问题，

是关系构建体育事业发展新道路与新格局的核心问

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与注重

实践探索相结合，也需要整体部署与重点推进相结

合，由此推动体育事业发展新旧动能的持续性转换。

体育科技领域是助推体育发展道路创新的“重器”

和“利器”，体育领域的科技革命建立在“产、学、研、

训、医”的基础之上，围绕这些领域进行核心技术的

攻关和突破，有助于持续提升智能健身、大数据精准

训练、人工智能辅助训练、先进设备的开发与实战化

装配、可穿戴运动装备的迭代研发、体育场馆智能化

改造等方面的科学化、智慧化水平，形成专属于体育

领域的核心创新优势。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体

育发展道路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需要现代化体育治

理体系和配套治理能力的强力保障，不断推进体育

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程。在此

基础上，根据体育事业发展本身具有的面宽、业广、

点泛等特点，需要不断增强跨部门的协同治理，主动

联合多主体、多领域、多部门、多系统协同推进体育

领域的改革与发展，不断健全体育治理的法治化体

系，提升体育现代化治理方式的执行力，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的持续性创新提供强有力的

治理保障和支持。

1.4　对中国特色体育事业整体发展规律的创造性

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既切合中国实际又

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道

路［12］。中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具有鲜明的国情

特征和丰富的时代内涵，呈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体

育的典型结构和发展规律。“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

兴则体育兴”，是对中国特色体育事业发展规律的

最好诠释。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体育工作，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体育事业融入了“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推动了体育事

业整体改革与发展水平迈上新的台阶。截至 2021

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41 m2，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到了总人口的 37.2%，90.4% 的

城乡居民达到了《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合格水平，

96% 的行政村实施了农民体育建设工程，全国参与

冰雪运动的人数达到了 3.46 亿；我国在各类国际大

赛中获得了 3 655 个世界冠军，创超世界纪录达到

1 363 次，亚运会连续十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奥运会

连续六届位居金牌榜前三；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已提升至 1.06%，2021 年的大众健身

人均消费达 5 670 元，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参赛人数

突破 1 396 万人；精品体育文化内容不断涌现，中华

体育精神谱系正在构建，体育对外交流日趋活跃且

成果丰硕［13］。一系列聚焦中国式和瞄准现代化的

体育事业发展成果，呈现出了具有鲜明制度特色、改

革特色、时代特色的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规律。

体育事业不仅是提高人民健康素养和生活水平

的重要手段，而且被视为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

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

群众幸福美好生活需要、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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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途径和平台，这些对体育事业在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高度定位，蕴含着助推体育事业

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普遍规律是体育发展

与社会发展一脉相承，都是为了促进人类社会进步

和增进人类社会福祉，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不例

外，也受这一普遍规律的支配和约束。特殊规律在

于中国体育事业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支持、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

发展理念的引领，这 3 大特殊规律互促互生，形成了

体育事业能够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志性事

业最有力的内核驱动。按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

建设要求，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

认识体育事业的发展规律和价值功能，阐明体育在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价值内涵和使命担

当，将是对中国特色体育事业整体发展规律进行创

造性探索的最佳路径。

2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视野架构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创造了人类

文明新形态，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

的光明视野和前景［14］。从根植人民性、聚焦中国式、

瞄准现代化、对标国际化、直面长期化的视角，系统

阐释体育事业的发展指向和空间，有助于在中国式

现代化的视域下架构起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研究高度和视野（图 2）。

图2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野架构图示

Fig.2　The Vis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dvanced by Spor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2.1　根植人民性：为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

聚民心和民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作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

各项事业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

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

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

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

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

代化［15］。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体

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内涵和时代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中包含着对体育的各种期望和需求，人民群众通过

体育内在需求不断得到满足，获得了对幸福美好生

活的丰富外显体验，展示了“人人参与、人人健身、

人人快乐、人人健康、人人幸福”的幸福美好体育生

活镜像。在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根植人民性是根

本方向，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体育生活的新期盼是

奋斗目标，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体育福祉是价值导

向，维护好人民群众的体育权益是重要使命，体育事

业的发展成果和质量需要人民群众来检验和衡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需要体育事业发展来凝聚

民心、汇聚民力。

根植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中国体育事业不断发展的使命初心和一贯追

求［16］。首先，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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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增强人

民体质。推动健康关口前移，深化体教融合、体卫融

合、体旅融合。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无

独有偶，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围绕“以人民为中心”

的体育事业发展指向，在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育法》的基础上，已经陆续制定与发布了 7 部体育

行政法规、32 个体育部门的规章制度，178 个体育类

规范性文件，另外还有 34 个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与

体育相关的文件［17］，旨在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

力量引领和带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各类体育活动，

增强人民群众健身意识、运动能力和健康素养，为维

护人民群众体育根本利益提供了基础性保障。其

次，坚持普惠观念为促进体育事业全面均衡协调发

展确立指向性要求。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中国

体育事业发展的鲜明特征，建设体育强国，要致力于

消除区域间、城乡间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均衡现象，使

体育事业在改善和保障民生的过程中发挥出应有的

作用。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国家倾向于将体

育资源向困难人群、基层、农村、偏远地区、欠发达地

区集中，使体育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区域全面发展

中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效和进展。最后，发挥全过程

民主为实现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凝聚群众性力量。人

民群众作为体育强国建设实践的主体力量，决定着

中国式现代化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在体育

强国建设实践和行动中，通过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

性和能动性，使体育事务能够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问政于民，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体育权利和意愿，深

化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根植于人民这一

根本选择，进而为体育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群众基

础和提供有力的国民支撑。

2.2　聚焦中国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展现

中国体育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

代特色的现代化道路［18］。实践充分证明，中国体育

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与矛盾，只能用中国式的

创新模式和改革办法来解决［19］。聚焦中国式体育

发展特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是走中国式

现代化体育发展之路的基础和要求。区别于欧美国

家资本主义引领下失衡化、失序化、偏私化、同质化

等矛盾突出的体育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体育现

代化发展道路的根本优势和突出特色就在于有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统筹规制和中国共产党的全

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体育事业发

展提供了温室与沃土，使其有了“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制度优势和“改革开放谋发展”的先决条件。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航

路和指南，使其能够始终站在历史和政治正确的一

边，始终循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体育根本利益的方

向前进。二者共同决定着在改革创新中摸爬滚打出

来的“开门办体育、开放办体育、为民办体育、放手

办体育”的中国特色体育发展模式，将会不断衍生

出促进中国体育事业持续性发展和助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内生动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加持和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将体育事业置于与其他社会事

业同等发展的“新型赛道”，使体育成为实现共同富

裕、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的重要组构和特殊动力，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了

一系列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意义的发展成果，成为

彰显中国体育发展特色的典型标志和靓丽名片。在

经济建设领域，中国体育产业产生的动能和展现出

的潜力、实力日益凸显，体育产业总体规模、市场增

加值不断跃升，整体增速已经超越了同期 GDP 的增

速。在政治建设领域，体育事业为助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命题提交了一整套优质的答卷，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体育经历了 2014 年索契冬奥会、2016

年里约奥运会、2018 年平昌冬奥会、2020 年东京奥

运会、2022 年北京冬奥会等国际重大赛事的洗礼，

取得的优异成绩不仅提升了中国体育的整体竞争

力，而且使中国以更加开放包容、自信自强的形象立

于世界体育之林。在文化建设领域，体育文化作为

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和典型代表，在体育实践

中组构起的以中华体育精神、北京冬奥精神、乒乓精

神、女排精神、登山精神等为重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

神谱系，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心、凝练力、创造

力。在社会建设领域，体育成为普惠民生的幸福树

和健康伞，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服务类型不断丰富

和扩展，全民健身活动氛围、体系的创建方式更加多

元，作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重要路径的体育事业受

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重视。在生态文

明建设领域，体育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积极践行者，不仅倡导“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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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而且在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体

育乡村旅游、绿色低碳体育场馆改造、绿色体育公园

建设过程中，不断创新绿色环保和文明健康的体育

生活方式，使体育事业发展中融入了更丰富的生态

文明建设理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建设，为体

育事业发展聚焦中国式特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提供了有力的体育注脚，使中国体育风

貌、中国体育烙印、中国体育模式有机地融入中国式

现代化新道路之中。

2.3　瞄准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体育领

域的优质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追求优质高效

和更加全面的现代化［20］。实现体育现代化，既是体

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将体育建设成为国家

整体事业“重要窗口”的标志性任务，能够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体育领域的优质动力。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是指向多重维度、覆盖多重

领域、包含多重要素的综合性现代化，就维度层面而

言，主要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现代化；就领

域层面而言，主要包含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

业、体育文化、学校体育的现代化；就要素层面而言，

主要包括体育理念的现代化、竞技（运动）能力的现

代化、服务水平的现代化、治理方式的现代化，等等。

实现这些层面的现代化，无疑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

不断发展和进步。现代化科学技术的介入，使体育

事业的发展路径和改革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以体

育治理方式现代化为例可以看出，随着“整体智治”

的理念不断推进和深入，省市层级的现代化体育数

据归集共享管理系统开发速度持续加快，现代化体

育协同治理数据更新换代式处理方式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公共体育“一站式”服务系统不断迭代升级，

现代化体育场馆的整体架构、综合管理平台创新、智

慧化应用等环节拥有专业的建设方案和评估方法，

智慧化分级配置使新型体育场馆形成了集高效服

务、智能监管、科学决策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场馆

运营和运维管理模式。大众健身的科学化和智慧化

水平不断提升，菜单式的公共体育服务已经覆盖到

了全民健身体系的主要环节之中。体育产业的数字

化管理和运营系统愈发成熟，通过打造现代化的体

育产业示范单位、体育产业示范项目、体育旅游示范

基地、体育旅游精品赛事、运动休闲旅游（康复）示范

基地、体育旅游精品线路、高端体育赛事项目等，推

动了集资源整合、数据共享、互联互通、高效应用特

征于一体的现代化体育产业科技平台的建构进程。

运动训练综合管理体系更加完善，基于大数据的运

动训练模型、科学训练与备战的数字化模型，能够定

期实现优化和升级，助推科技化的训练成果不断涌

现。现代化体育赛事举办模式创新步伐明显加快，

如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多地体育赛事活动创新

了数字化改革应用场景，实现了参赛运动员、观众、

志愿者、保障人员、赛事报道等全流程、全链条、全方

位的大规模在线化连接，提供了“无感、便利、快捷、

舒适”的赛事服务体验。随着现代化的理念、技术、

方法、模式不断融入体育事业发展的各个领域，体育

强国建设的科技基础和现代化内核愈加坚固，使体

育在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备了更加雄厚

和先进的现代化力量。

2.4　融入全球化：展示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视域延展度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致力

于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21］。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全球体

育治理领域的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不断加强和增

多，尤其是“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

议的提出，使中国体育以新的理念与形象参与和融

入全球体育治理体系之中。在新兴的全球化进程

中，体育发展的地域性、区域性、科技性、人文性组构

和规则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国际体育的固有秩序也

在进行着深刻的调整，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定位和构

建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全球体育治理新格局。中国

体育事业积极对标国际体育规则、秩序和结构的现

有特征和发展趋势，不断调适自身的适应力和引领

力，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战略、实践等多元视角

融入全球体育治理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国别化日益深化的大背景

下，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立意宗旨和价值追求不单

单指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更是

希望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体育交流与合作，

共同推动世界体育事业朝着高水平、高质量、普惠化

方向发展，进而为全人类谋进步，为全世界谋大同。

因此，中国始终致力于将蕴含着“和而不同”“和合

共生”“合作共赢”等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思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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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方案和经验智慧融入全球化体育治理体系的进

程中，这不仅延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视域范围，

拓宽了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认同基础，更为体育助

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形塑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

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在实践形式上，

中国体育已不仅仅局限于国际体育领域的专项交

流，而且广泛地参与到国家之间高级别的人文交流

领域。如在与俄罗斯、欧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日本、韩国、印度、印尼、南非等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中，体育作为重点交流议题被写进合作规划和备忘

录；在中国——中东欧合作论坛、中拉和中非合作

论坛、金砖国家组织等重要合作活动中，体育在双边

和多边的合作内容中占据重要位置。此外，中俄两

国在人文合作委员会体育合作分委会组织的常态化

会议机制的基础上，积极促成了中俄冬季青年运动

会等多项合作成果，中俄两国元首也宣布将2022—

2023 年定为“中俄体育交流年”，两国将在 2023 年

联合举办 600 多场体育赛事［22］；中德将足球合作成

果、青少年足球精英教练培训提升到了高级别人文

交流的“主流菜单”之中；中法在冬季运动、足球、马

术和自行车领域的合作力度不断加大，法国国家山

地运动学校（ENSM）和北京体育大学开展了合作项

目，法国马业协会和武汉商学院签署了马术领域的

合作意向，法国体育俱乐部（Club Sport France）汇集

了 50 多个体育领域的在华法国企业。2023 年，中国

还将同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共同举办国际性的

大型体育赛事。凡此种种，都深刻印证着中国式体

育现代化“开放包容”“合作共享”的实践理念，更不

断拓展着中国式现代化体育治理方案的渗透力和影

响力。随着中国融入全球体育治理体系的力度不断

加大，中国体育的国际话语力量也在不断提升，通过

创建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名城、打造著名体育城市和

知名赛事之都、创建全球体育文化名城，举办与合办

世界顶级体育赛事和一流体育交流活动，将会持续

拓展中国体育融入全球化体育治理和变革领域的视

域广阔度，使中国体育事业以开放、包容、有序的形

象和稳健、有力、自信的话语积极参与到全球体育治

理活动之中。

2.5　直面长期化：应对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

期、动态的过程，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

性、艰巨性、复杂性［21］。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的

体育事业，需要长期直面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类机

遇与挑战，进而调适好发展步调，修习好助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必要“内功”。全民健身领域

的“健身去哪儿”的长期性难题，也是全民健身发展

的突出短板和弱项，关系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

能力的可及性和供给布局的均衡性；竞技体育领域

在统筹布局、开放备战、发掘新人、强化体能、识别差

距、选用公廉、整顿赛纪等方面仍然需要做好长期的

工作准备和应对预案；体育产业在政策引领、行业

信心提振、消费潜力释放、标准化建设、风险防控、监

管机制完善等方面的任务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体

育数字化水平亟须提高，体育改革对“深水区”环境

的适应性问题呈凸显态势；加快体育协会实体化进

程、深化职业体育体制机制改革、振兴三大球等领域

长期存在堵点；全面实现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面对体育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一

系列挑战，需要立足新时代体育事业核心发展目标

和关键发展任务本身，把握好体育事业发展领域出

现的新可能和新机遇，增强发展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持续强化自身的改革与创新能力，有助于推进体育

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

结合，能够有效储备和调动全社会资源，进而支持体

育事业发展能力的不断提升；通过调动基层和社会

体育组织参与全民健身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助于推

动体制顺畅、机制灵活、组织健全、保障有力的全民

健身基层组织的建立和运行；通过借鉴《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女子足球改革发展方案

（2022—2035 年）》的推行经验，有助于逐步优化篮

球、排球和其他潜优势项目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全面提升既定项目的联赛和青训水平；通过拓展体

育文化建设阵地、丰富体育文化建设内容、推出体育

文化建设精品、构筑中华体育精神谱系等工作，可使

体育文化建设内容不断丰富、阵地不断扩大、精品不

断涌现，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

体育力量；通过依托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夯实国

际体育合作基础，能够推动体育成为新时代中外人

文交流的重要支柱。在直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体

育事业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的同时，更需要体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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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不断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内省”，为体育助

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化“内功”和蓄积“内力”。

3　结束语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要精准把握中国特色

体育事业的发展规律，从战略的高度对其进行科学

性、系统性、前瞻性的认识，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社会进步的高度对其进行拓展和运用。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探讨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议题，需要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意义，整体阐释体育在党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的标志性地位，明晰体育强

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间的辩证关系。

只有透彻理解和准确把握好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具有

的深刻内涵，才能在丰富的体育建设成果及显著的

体育发展成就等表象背后，解析中国式体育现代化

发展过程中内蕴的本质与外延、普遍与特殊、变易与

恒常、守正与创新、现实与未来等一系列建设原则和

发展规律，梳理和总结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

国国情的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之路，进而擘画和

架构起体育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

未来研究中，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要求，立足于

体育强国建设实际，以全局观、大局观的视野继续阐

释体育在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标志性作用，

从大战略、大前景的视角深层次构建体育助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坐标和进程，持续探索在中

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具体路向和

举措，为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标志性事业

提供更加坚实的中国式基础和现代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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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Sports Parks in China 
——An Analysis with POI Big Data

YOU Maolin1， REN Tao2

（1.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China；2.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sports park is the main material condition to carry the national fitness campaig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s. The study uses the GIS spatial analysis，multi-scale geographic weighted regression （MGWR） and K-means 
clustering to analyze the POI data of China’s sports parks and finds that：(1) The national sports parks are spatially clustered 
and distributed，showing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more in the east and les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and has formed two high-
density areas and two secondary high-density areas；(2) Population size，economic strength，ecological environment，land 
supply，sports demand and traffic condition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ayout of sports parks，and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shows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3) The national sports park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influencing 
areas，of which Class I includes 188 cities and is a synergistically driven area of multiple factors；Class II districts include 52 
cities，which are dominated by ecological environment；Class III districts include 54 cities，which are dominated by economic 
factors. Final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layout and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arks in China：

(1) Make good use of the role of population “locator” and scientifically plan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sports parks；(2) Raise 
construction fund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parks in the western region；(3)
Guarantee the supply of land for sports park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land use；(4) Pay attention to the new need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and plan and build sports parks to meet various needs.
Key words： sports parks；spatial distribution；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sports needs；public sports 
facilities；land composite utilization

Connotation and Vision of Sports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ZHAO Fuxue1，2

（1. Hube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Scientific Sports and Health Promotion，Wuhan Sports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2.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Cent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PE Course，Wuhan Sports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pointed out that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advanced with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s a landmark 
cause for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ports has an iconic status and role in the processing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logical reasoning，cas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this research makes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connotation and vision of sports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the rich connotation of sports to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progressive extension of the plan for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law of the new roa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 construct the research height and vision of sports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oting in the people，

focusing on Chinese style，aiming at modernization，benchmarking internationalization，and facing long-term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Healthy China 
Initiative；Chinese sports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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