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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的内涵、困境和路径

刘浩明，吴建喜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征程。体育现代化作为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开辟出符合我国国情和满足时代需求的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新方向、新路径、新范

式。本文在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体

育现代化的自身内涵——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并揭示了体育治理效

能、精神文化、科学技术、专业人才等方面存在的发展困境，进而探究中国式体育现

代化的发展路径。具体包括优化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制

度保障；弘扬中华体育文化，激发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内在动力；增强科技创新，加速

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更好实现；完善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支撑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持

续发展等，以期为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目标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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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Dilemma and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Modernisation

LIU Hao-ming，WU Jian-x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s: The report of the Twentie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learly points 

out the new journey of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through 

Chinese-style modernis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isation of the country, sports modernisation 

is bound to follow the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sation and open up new directions, paths and paradigms of 

Chinese-style sports modernisation that meet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analysi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sation and Chinese-style sports modernis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style sports modernisation itself: the landmark cause of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style sports modernisation from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existing in term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ports governance, spiritual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fessional talents. It also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style sports modernisation from 

the development dilemmas in sports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spiritual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talents, etc. It includes optimising the spor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o provide systematic 

guarantee for Chinese-style sports modernisation; promoting Chinese sports culture to stimulate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Chinese-style sports modernisation; enhanc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o accelerate 

the better realisation of Chinese-style sports modernisation; and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sports talents cultiva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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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2］四个现代化目标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奋斗方

向。然而，由于特殊时期的政治原因，现代化的实践没

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现代化进程受到了一定阻碍。直到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才重新把党的工作重点和国人的注

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并提出了改革开放

这一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的发展观，

并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又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开启了现代化发展的新面貌。成功在 2020 年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要求，实现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顺利完成建党一百年的历史任务，开启了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新阶段、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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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并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

义以及鲜明的特征和本质要求，同时提出分两步走的战

略安排，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本世

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中国式现代化规划

了时刻表。

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和改革的奋斗中不断探索和领悟得

到的符合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它既汲取了各国现代

化的宝贵经验和共同特征，又有基于自身国情的特色和

亮点。总的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丰富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现代化。它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我

国各领域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和行动指南。

1.2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

1）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历史进程

体育现代化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现代化一样，

是社会事业中体育领域发展的理想目标与未来趋势。实

现体育的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中国体育的基

本走向［4］。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称我们为“东亚病夫”，

不仅是对当时国家衰败的体现，也是对当时人民体质健

康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就曾在《体育之研究》的开头就

写到：“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

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情景，在阐述体育功能的时候说到：

“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把体育上升到了保卫国

1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体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是随着我国国情的不

断变化而不断演进的，它融入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

进程之中。因此，首先明晰我国现代化的发展之路，将

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本质和发展方向。

1.1  中国式现代化

1）新中国成立前的现代化探索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开始在不断地尝试

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李鸿章、曾国藩等人为首的洋务

派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他们主张“中

体西用”，妄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技术来解决当时

内忧外患的危机局面，开启了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第一

次探索［1］。然而，甲午战争的惨烈失败宣告了仅仅拥有

现代化的技术还不足以对抗西方列强。随后，以康有为、

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发起的“戊戌变法”，以模仿西方国

家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做法来挽救摇摇欲坠的中华民族，

但最终也仅在百日后便被扼杀。1911 年，随着武昌起义

打响辛亥起义的第一枪，结束了中国 2000 年来的封建统

治，但是此时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列强殖民的压迫并没有

使我国找到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方向。在五四运动后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门打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开

始传播起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在中

国大地流传开来，并在 1921 年，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在经过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后，中国共

产党人一步步找寻到符合我国的现代化道路，并自始至

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

使命。

2）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探索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标志着中华民族迎来新生命

的同时，也象征着我国现代化事业开辟了新道路。最初

在 1954 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就曾

说过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

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并首次指出了四个现代化要求，

分别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国防现代化。此后再经

过不断的完善与调整，周恩来总理在 1964 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正式完整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把此前的

交通运输现代化改为科技现代化，并且指出分两步走实

现四个现代化，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

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

support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sports modernisation, etc., with a view to contributing wisdom 

for the realisation of the strategic objective of a strong sports nation.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sation; Chinese-style sports modernisation; Powerful sports nation;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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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层面。此后体育被共产党人一直视为强国强种的重

要手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把体育的目的、内

容、形式等更多地融入到为民族救亡而英勇战斗的锻炼

之中［5］。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的现代化才正式进行。为

摆脱“病夫”称号，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

体质”的要求，又通过“乒乓外交”为我国突破外部封

锁打开了局面，再到改革开放后提出《全面健身计划纲要》

和《奥运争光计划》，体育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不断推进。

2008 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我国成为了世界体育大国，

体育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开启了建设体育强国的伟大征

程。随着《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发布，中国式体育现

代化初具雏形。

2）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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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3］，并且提出了到 2035

年基本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绘制了中国式体育现代化

的时间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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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要改

善在体育发展中存在的不均衡现状，体育强国的建设从

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等各个方面

共同发力，推动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二十大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事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体育强国梦更是深刻融入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既有各

国体育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发展实

际情况，具有自身发展思想与理念，具有鲜明道路特色

的现代化新样态与新模式［6］，它的最终实现也必将成为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

2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发展困境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国体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如女足取得亚洲杯冠军，女篮取得世界第二的好

成绩，东京奥运会成为境外参赛的最佳成绩，北京成为

“双奥”之城等，竞技体育领域基本形成体育强国的姿

态。群众体育中，全民健身计划纳入国家战略层面并不

断巩固完善，城市 15 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学校体育同

样蓬勃发展，体教融合深入实施，各级各类比赛逐步建

立，学生体质健康情况逐渐向好。但与此同时，我们应

该看到当前距离实现体育现代化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

距，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在体育治理上还没有形成

完善且高效的治理体系；体育精神文化特色还不够鲜明；

体育科技动力还不够充足；体育专业人才应对体育现代

化需求还不够匹配等。

2.1  体育现代化建设机制治理效能不充分

随着我国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人民物

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体育领域建设取得一系列显

著成果。截至2021年底，全国体育场地达到397.14万个，

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34.11 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达到 2.41 平方米［7］。当前阶段，体育设施的缺乏已经不

再是制约我国体育发展的主要问题，而是如何让这些体

育资源充分发挥作用，以此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生活中

的多种体育需求［8］。体育治理效能不充分的问题愈加凸

显。在我国的体育发展历史上，长期存在着“管理主义”

的模式，主要体现在政府作为单一主体垄断了绝大部分

体育资源，社会力量很难参与其中，并通过行政指令的

形式自上而下地对体育发展进行全能型的控制［9］。其中

典型的例子就是退役运动员安置问题，在过去，运动员

退役后能通过政府安排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但随着我

国进入市场经济，时常会出现运动员以变卖奖牌为生，

甚至出现流浪街头的现象，无法很好地融入社会当中。

其次自上而下的垂直式管理结构也造成了体育跨部门协

调发展无法很好地展开。截至 2013 年，教育系统管理的

体育场地占全国体育总面积的比例为 53.01%，而体育系

统则仅为 4.79%［10］，而 2013 年我国学校体育场馆开放

率仅为 31%，全天开放的仅为 8%［11］，造成了严重的资

源浪费。想要扩大对外开放率，满足群众体育需求，单

纯依赖体育部门无法有效地实现，必须协同教育部门，

合理规划开放时间，明确责权划分。如今，体育发展必

须要从“管理”转变为“治理”，充分发挥治理效能，

才能推动中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

2.2  体育现代化建设精神文化影响不深入

在体育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体育精神、体育文化

建设是其灵魂，不仅彰显了一个国家的体育发展状况，

同时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体育之声。纵观全球体育现代化

发展现状，在以实现体育现代化的国家中，无不都是体

育精神文化丰富多彩，充满国家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以

美国的 NBA 赛事和英国足球超级联赛为例，成功塑造

了典型的美国篮球文化和英国足球文化，并且在世界范

围广泛传播，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而我国还没有形成

全球范围内知名的体育赛事，自然也就无法更好地宣传

我们的体育精神文化。当前我国体育文化发展与体育事

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体育文化理论研究相对滞

后、实践不足，在体育文化宣传、制度建设、机构设置、

经费投入和人的思想观念上都与体育现代化的需求不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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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12］。同时，竞技场作为体育文化传播的直接载体，

运动员们在国际赛场上的优异表现和优良品德是国家体

育文化的直接体现，而文化渗透作为体育文化全球化最

隐蔽的手段［13］，其典型例子就是各类体育影视作品，

西方诸多国家都通过拍摄运动员的生涯故事或其他体育

类型的电影作品，来为他们的体育文化做宣传，目前我

国这方面还有所欠缺。在面对外来体育文化的进入时，

如何在保持自我的同时，传播我国的体育精神文化，是

我们不断对外开放、不断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

任务。

2.3  体育现代化建设科学技术动力不充足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实现我国体育现代化之路

上，科学技术创新将成为关键。回顾美国体育成功的原

因，技术革新与科学训练是美国的两大法宝，如录像分

析技术、利用风洞进行运动研究、生理与饮食研究等等，

都是由美国率先引入体育科学领域［14］。西方发达国家

的体育科技优势主要在体育科研、管理模式、科技应用

的推广和科技交流等方面，而我国由于体育科学研究起

步较晚，目前我国的体育科技主要应用在高水平竞技体

育方面而对于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的应用研究重视不够 

多［14］，使得体育科技不能很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群众

体育需要，基础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许多理论依据依

然以国外为主。与此同时，参与体育科学技术研究的主

体太过单一，主要是以政府和学校为主导，社会企业等

力量参与薄弱。其次，我国在体育科学研究中还存在创

新性研究成果不多、研究方法存在缺陷、体育科研发展

不平衡、国际体育科研地位不高等问题［15］。体育科学

作为一门综合性科学，需要我们集合各方力量，共同推

进“以科兴体”，以满足全面健身和竞技体育发展中对

体育科学的需求。虽然我国的体育科学在部分领域已取

得不错成绩，并且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同样要看到，

我国整体体育科学发展还是相对落后的，还不能满足中

国式体育现代化中科学技术的需要，急需不断增加科技

发展的动力。

2.4  体育现代化建设专业人才供给不匹配

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

才，体育科学技术的创新离不开人才。随着社会经济条

件的变化，我国传统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已不太适应新

时代的需求。在竞技体育方面，传统的三级训练网运动

员培养体制有待改善，新型的举国体制尚未完全建立。

我国竞技体育出现后备人才短缺，培养数量有限；成才

率较低，培养效益差；投入产出比低，培养模式“粗放”；

学训矛盾依然突出，培养质量不高；退役安置困难，培

养出口单调等问题［16］，使原有的竞赛训练体制受到了

一定程度的影响。在体育科研领域，我国体育学科人才

的培养体系也面临新的挑战。当前我国的高水平科技人

才还有所缺乏，科技创新意识和能力还不够，人才培养

模式过于简单，无法完成更高水平的科研需要。由于体

育学科是一门极具综合性的学科，复杂性是其特征之一，

而我国在培养如医学和体育学、心理学与体育学、教育

学与体育学等交叉融合的学科人才方面还不够完善，面

对多学科复杂问题往往无法有好的突破。并且，由于我

国进入小康社会以来，人们对体育需求不断增多，科学

引导大众健身，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当前我国每千人

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数超过 1.86 名［9］，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还有较大差距，无法满足我国体育现代化对全面健身

的要求。总之，我国体育专业人才还不能与现代化的体

育事业相匹配，不能很好地实现国家体育发展的需要，

还需持续完善我国体育人才培养体系。

3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3.1  优化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供中国式体

育现代化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7］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部分，必然要不

断优化、升级，以满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在建设体育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我们以系统性、

全局性、协同性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第一，要加强顶层

设计。政府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统揽整个发展全局。

由于我国条块化分割的体育管理系统体制，体育行政部

门，无论上层还是下层，往往都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

化的倾向，没有长远的战略发展眼光，而基层体育治理，

由于自身局限性，一些创新和改革也无法很好地实现。

所以，作为系统的工程，我们需要有宏观的战略顶层设

计［18］，通过合理规划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和社会组

织之间的关系，明确政府的引导作用，要加快出台体育

改革的总体方案和体育各领域的发展目标，完善配套政

策，以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的体育治理体

系。第二，完善法律法规。要加快推进体育各领域的法

制建设，避免出现体育事故和纠纷时无法可依，同时要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让法治成为“推进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和重要基石［19］。

第三，激发社会力量。要鼓励社会体育组织在体育基层

治理中发挥作用，要落实管办分离，推进各体育协会实

体化改革，发挥其带头作用，形成社会体育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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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加快社会体育组织的规范化，让其能合理、有效地

参与国家体育治理的大局之内，夯实体育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3.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激发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内

在动力

文化强国需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源远流

长的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坚实根基。中华体育文化诞生于

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之中，拓展于快速进步的体育事业

之上。挖掘和弘扬中华体育文化中的精神内核，是丰富

中华文化本身，是应对世界异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心理

支撑，也是实现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精神支柱［19］。在

传播中华体育精神和文化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我们坚持

以人为本的理念。体育文化的产生、发展与演变都与人

密不可分，体育文化应该充分体现人文精神，而人文精

神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20］。自古以来，中华体育

文化就关注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也是我们弘扬中华体

育文化的内核。其次，要守正创新，这是我们立足世界

文化之林的法宝。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式体育现代

化的文化之根，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体育文化，挖掘其

中丰富的正能量，能让我们更加坚定文化自信，而文化

创新则是我们继续发展中华体育文化的重要手段。由此

诞生了“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

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21］。同时，

创新发展也离不开文化自信，离不开深化改革，更离不

开技术支持。利用新科技、新方法能持续开拓中华传统

体育的发展空间，完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产业链［22］。

3.3  增强科技创新，加速推进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更

好实现

正如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式体

育现代化的实现必然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只有我们

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这一根本力量，才能在瞬息万变的世

界体育道路上保持我们自身的优势，保证中国式体育现

代化的更好实现。第一，要加快完善体育科技创新体系。

当前，我国进入了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创新体

系建设的新时代，体育科技创新体系也需要同步推进。

它离不开生产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科技中介组

织以及其他科研与服务机构和相关组织。作为整体、系

统的一项工程，在体育科技创新建设中，政府主要发挥

其宏观调控作用，统筹规划各方利益，实现其监督、调

控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23］。第二，持续推动体育科

技在各类实践中的应用。科技成果不能只在某些领域服

务，而要转化为服务全体人民的成果，要在家庭体育、

社区体育、学校体育等不同体育实践上发挥科技的力量。

要大力推动体育科学成果的便民化、简单化，通过科技

创新不断赋能全民健身。第三，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体育研发与推广。科技创新离不开企业，更离不开社会。

要畅通科技创新参与渠道，让有能力、有想法的企业、

社会组织等相关机构贡献他们的力量，要发挥市场潜力，

通过市场化模式推广的体育科学成果，在带来经济效益

的同时，提升科学体育的普及程度。

3.4  完善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支撑中国式体育现代

化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人才供给，中国式体育现

代化更加需要人才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样指出，要

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

质人才。因此，完善当前体育人才培养体系是实现我国

体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式体育现代化持续发

展的坚强后盾。第一，要加快完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

传统举国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型举国体制已经浮现。

要深化体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顺应人的成长成

才规律，要把运动员作为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培养。还

要充分结合教育资源，破除学训矛盾，打破传统体校单

一的培养方式。要树立开放融合的治理理念，把传统学

校、体校、社会俱乐部共同引入人才培养体系之中，充

分发挥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这一后备力量，合理吸纳

社会体育俱乐部人才培养经验，并建立一体化赛事体系，

保障各方参赛资格［24］。共同促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质

量和数量的双提高。第二，要尽快完善体育学科人才培

养体系。现代化的体育事业需要大量体育学科人才支撑。

在运动医学、运动康复、运动训练、运动生物力学等高

精尖学科领域，我国的课程结构和培养方式上还存在缺

陷。可以借鉴国外相关学校人才培养经验，抓紧打造世

界一流学科。还要全力推进全民健身计划，高校要发挥

自身优势，培养高质量的专业人才，让社会体育指导员

掌握更多的体育技能，满足不同群众的体育需求，科学

地指导大众健身。

4  结语
在当前新时代背景下分析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内涵

和困境，能挖掘我国体育现代化的本质目的，能理清我

们对未来发展的思路。而探索体育现代化的路径，可以

加快我们实现体育现代化的步伐，最终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实现。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在如今的新征程上已经快

步向前，面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体育需要贡献自己的独特力量，

努力实现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的各种目标，建成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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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代化体育强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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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影响力将充分得到提升，体育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将进一步得到优化，体育成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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