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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
东盟国家体育交流与合作研究

胡建秋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实地调查法，对中国与东盟国家体育交流合作问题进行研究。指出，中国

与东盟国家在体育赛事活动、体育产业合作、体育人文交流、民族传统体育交流和体育援建等方面都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文化差异与认识不足导致合作障碍、缺乏体育合作机制、体育与经贸的

融合不够深入等问题。中国与东盟要把握 “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在创新体育交流合作机制、推动

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体育外事人才培养、体育赛事合作和品牌打造方面发力，积极推进体育交流与

合作，为 “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繁荣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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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２０１３年９月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

的伟大倡议，旨在推动世界范围内更为广泛、更

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１］。东盟成立５０多年来，

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地区和国际事

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东盟国家与中国山水相

连，是 “一带一路”的首倡地之一，也是中国对

外经贸合作的重要伙伴和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体

育是人文和经贸交流的动力之一，以体育为切入

点和突破口，加强中国与东盟文化领域的广泛合

作，对于推动双方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等方

面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中国致力于体育强国建设，体育被

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中国体育

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竞争力和吸引力，已经是世

界体育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特别是在竞技人才、

全民健身、体育产业等方面具有丰富的资源和优

势。而东盟体育整体相对落后，且各国体育政策

差异较大，体育事业发展极不平衡，中国与东盟

体育合作有着广阔的空间。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推进，体育文化交流日益受到东盟

各国重视，中国已与东盟１０国签署体育合作

备忘录，架设起双方体育交流与合作的桥梁，

合作机制日益完善，合作领域更为广泛，体育

活动的影响逐步增强，双方的体育交流与合作

进入新常态。

１　中国与东盟国家体育合作发展现状

１．１　体育赛事活动

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国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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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明确提出支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申办

重大国际体育赛事［２］。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

的体育交流活动日渐频繁，举办的体育赛事涉及

面较广。由表１可见，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的体

育赛事合作有汽车拉力赛、马拉松、自行车、拳

王争霸赛等，其中汽车拉力赛、马拉松已经连续

举办了多届，已成为中国与东盟体育合作的固定

赛事。从参与程度来看，参赛国家和运动员数量

逐年增加。中国各级政府和体育赛事运营公司合

作，以举办中国—东盟系列赛事作为载体和抓

手，打造国际性体育文化、体育产业、体育教育

等交流合作的中国—东盟体育新名片。通过撬动

赛事经济发展，助推中国—东盟深度融入 “一带

一路”建设。

表１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体育赛事交流情况

日期 赛事名称 赛事规模 地点

２０１８．５ 中国—东盟城市羽毛球混合团体邀请赛 中国广西队、中国台北队和东盟国家俱乐部，６支队伍 南宁

２０１８．９ 中国—东盟国际山地自行车挑战赛 中国和东盟国家，３００人 南宁

２０１８．１０ “丝路杯”中国—东盟乒乓球赛 中国和东盟国家，１２０人 南宁

２０１８．１１
中国·防城港体育小镇中国—东盟国际马

拉松
中国、东盟国家及肯尼亚等国，１５０００人 防城港

２０１８．１１ “一带一路”中国—东盟健身气功交流大赛 中国和东盟国家，１５支代表队，３２０人 桂林

２０１８．１１ 中国—东盟城市足球邀请赛 柬埔寨、越南、泰国，４支队伍 南宁

２０１８．１２ “佳兆业杯”中国·东盟国际体育舞蹈公开赛
中国、东盟国家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６６支代表队，

２０００人
贵港

２０１９．４ 第三届西安东盟国家运动会 中国与东盟国家留学生，３００余人 西安

２０１９．４
“壮族三月三·民族体育炫”中国—东盟狮王

争霸赛
中国和东盟国家，９支队伍，１６０人 桂林

２０１９．８ 中国东兴—越南芒街首届武术比赛 广西、越南，１５０人 越南

２０１９．８
“三生地产杯”２０１９年中国—东盟城市网

球赛
中国和东盟国家，１５支队伍，２０４人 防城港

２０１９．９ ２０１９中国—东盟国际汽车拉力赛 中国和东盟国家，８１台车 南宁

２０１９．１０ “一带一路”中国—东盟拳王赛 中国和东盟国家，２５人 南宁

　　注：以上数据由笔者整理

１．２　体育产业合作

长期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体育产业合作处

于较低水平，但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及零关税

启动，为我国体育产品对外贸易带来了新的机遇。

以运动鞋生产为例，从２０１０年以来，国内运动鞋

品牌纷纷在东盟各国开设零售店，发展较好的品

牌有安踏、李宁、特步、３６１°、匹克、鸿星尔克

等，都成立了销售公司［３］。从运动服饰来看，新

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是羽毛球最大的市

场，李宁作为中国最大的零售商，于２０１１年完成

了１００多家门店的布局；３６１°从赞助雅加达亚运会

开始，正式进入印尼市场，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已

经在印尼最大的太阳百货开了１５５家门店，并逐

步扩展东盟市场份额。众多中国体育用品企业纷

纷在东盟国家建立了生产线，开拓了马来西亚、

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等市场。但值得关注的是，

泰国、越南两国人口位于东盟前列，将体育产业

作为支柱产业之一的泰国，曾举办过四届亚运会，

但中国体育品牌如李宁、安踏等门店较少，越南

的胡志明市、河内也同样如此。近年来，随着中

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升温，国际知名品牌 “双鱼”

“好家庭”相继进入东盟市场；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华

为的最新智能运动穿戴系列产品也进入东盟。综

上可见，中国—东盟体育产业合作层次逐步提升，

但还存在一定的不均衡现象。

１．３　体育人文交流

作为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双方

的人文交流合作日渐深化。随着２０１８年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中国与东盟的体育人文

交流合作也更加频繁。首先是创建了一批重要的

体育文化合作项目，如红水河流域民族体育工

程、大湄公河次区域 “跨国体育圈”、中越边境

２



第４期 胡建秋：“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体育交流与合作研究

全民健身工程等［３］。其次，建立了文化部长会议

等交流机制，以及体育文化合作与人才培养体

系，主要包括中国—东盟体操交流合作基地、中

国与东盟体育交流合作中心、中国—东盟体育人

才培训基地、中国—东盟武术交流合作基地、中

国—东盟体育信息中心、中国—东盟体育交流合

作实验园等［４］。此外中国还在东盟各国创办了３０

多所孔子学院，分别在新加坡、泰国、老挝和马

来西亚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心，都推动了双方体育

人文的交流。再次，开展 “一带一路”体育合作

论坛、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东盟关系雅

加达论坛等，为中国与东盟的体育人文交流注

入强大动力。目前，中国—东盟的体育人文交

流已经涵盖训练、培训、竞赛、学术交流等多

种形式。

１．４　民族传统体育交流

中国与东盟各国均有着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

资源，且项目间历史渊源深厚，如越南武术、象

棋均源自中国；在东盟国家盛行的藤球，其玩法

和踢法与中国古代蹴鞠类似；马来西亚、新加坡

等地传统的舞狮、赛龙舟等，都是中国民族传统

文化传播的结果［５］。近年来，双方在民族传统体

育方面的交流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呈现出强劲的

发展势头。２００７年６月，中国与东盟签署 《落实

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合作宣言的行动计划》，

提出以各种形式的民间活动联合推介中国与东盟

各国文化，协助民间文艺团体开展文化交流，推

广宣传传统节日，支持体育交流与合作。中国与

东盟各国的民族传统体育交流频繁：据不完全统

计，从１９８６年至今，东盟各国共有１００多批代

表团２０００余人次到中国广西、云南等边境进行

民间交流活动，中国选拔代表团约８００多批次的

２５００余人次到东盟各国进行比赛、训练、考察、

访问等交流合作［６］。合作交流项目内容也较为

丰富，在竞技、表演、舞戏、养生等方面的

３００多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上展开了交流，如

抢花炮、斗牛、斗鸡、陀螺、武术、藤球、赛

龙舟等［７］。

１．５　体育援建

随着中国与东盟体育交往的密切，双方基

于各自体育优势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援建活

动。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中国共培训了来自越南的

运动员７８２人次，训练项目包括蹼泳、乒乓球、

蹦床、手球、跳水和田径等；越南也派遣其优

势项目 （如跆拳道、拳击等）的优秀运动队和

技术人员来华，为我国运动员提供训练指导。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共接待了缅甸来华训练的

运动员、教练员９６４人次，派遣了教练４９人次

赴缅甸从事乒乓球、武术等项目的援外服务，

帮助缅方在东南亚运动会等重大赛事中取得了

优异成绩，并提供了１３个运动项目的配套训练

器材。此外，中国向老挝、泰国等国援派了

５５０名青年志愿者，开展了体育教学、训练等

方面服务［８］。

在体育场馆和设施设备方面，中国对东盟国

家提供了大量援助。早在１９６３年，中国政府就

无偿为印度尼西亚援建了体育场馆，并援赠了价

值１０万元的体育器材
［９］；２０１７年４月，中国援

建了柬埔寨国家体育场工程，工程造价１．３２亿

美元，并赠送柬埔寨一大批体育器材；２０１９年８

月，中国援建缅甸国家体育馆维修改造工程，成

为中缅胞波友谊的重要标志；另外，中国政府于

２０１３年９月援助第２７届东南亚运动会开、闭幕

式项目，提供了较为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竞赛管理

方面的支持，为后续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体育竞

赛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２　中国与东盟国家体育交流与合作存在的

问题

２．１　文化差异与认知不足导致合作障碍

首先，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有着不同的社会

制度、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习

俗，即便体育在价值追求和道德规范上有诸多共

性，但依然无法在短时间内超越各国文化差异导

致的交流障碍，误解和冲突在所难免，进而影响

体育交流与合作深度和广度［１０］。其次，中国与

东盟国家存在域内安全与南海争端等问题，在经

贸合作上也存在一定的竞争性，使得部分东盟国

家对中国实施的 “一带一路”倡议持谨慎观望的

态度，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和意义缺乏更

深层认识。再次，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政治与文化

上的安全保障是双方全面深化合作与共同发展的

重要前提。当前，国际和地区格局深刻演变，地

区合作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中国在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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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合作过程中应重点就 “一带一路”所蕴

含的中国价值观进行阐释和解读，增进彼此互

信，达到全面释疑解惑的目的。

２．２　缺乏体育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虽然在不同程度实现了中国与

东盟国家间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新模式，但由于

东盟各国在政治制度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以及

部分国家地区存在严峻的安全问题，开展合作难

度依然很大。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虽合作开发了

一系列体育赛事，但层次较低，尚未达到世界知

名品牌赛事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中国与东盟国家

的体育产业合作成果对促进当地和区域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贡献也较为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双方

体育合作与发展未纳入顶层设计，工作机制的缺

失也制约着双方社会、企业和相关部门对体育产

业的投入，资源整合效果不佳，未能形成区域性

的整体优势。为了拓宽体育交流合作渠道，实现

双方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关键在于建立共属体育

管理机构，明确各自政府工作职能和工作范畴，

创新合作理念和运作新模式。

２．３　与经贸的融合不够深入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

大，投资合作卓有成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的升级加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２０１８年中

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突破５９００亿美元，东盟已

上升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也从２００９年

开始一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方经

贸合作程度都提高到了新水平，这为中国与东盟

各国开展体育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１１］。然而

在实践层面，体育尚未深入融入双方的经贸合作

体系。“十三五”期间，中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

但与东盟国家的体育产业合作层次较低，无论是

顶层规划设计还是产业活力激发都存在不足。一

方面，对世界体育产业运行规则的理解和认识不

深入；另一方面，中国体育企业缺乏对东盟国家

的文化适应，中国体育品牌无法真正渗透到东盟

各国的体育消费市场，也无法获得东盟各国消费

者的信赖和认同。体育和经贸都能促进双方多领

域交流合作，体育产业要深度融入经贸体系，借

助双方经贸合作的良好势头，发挥自身优势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

３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体

育交流合作的策略

３．１　创新体育交流合作机制

首先，要强化现有的合作机制。由双方国

家高层主导，重新制定和签署纲领性文件和中

长期合作协议，为双方进一步深化体育合作与

交流做好顶层设计。促进民间交流，通过举办

各种节庆活动、赛事，定期召开体育论坛、博

览会等，为双方体育合作与交流奠定坚实的民

间基础。同时，逐步增加双方体育合作与交流

的范围和力度，丰富活动内容的趣味性，创新

交流合作渠道。第二，利用现有的合作平台和

国家高层领导人交流磋商机制，拓展双方的体

育合作领域，推进双方体育高层领导人互访，

逐步完善各国各级领导机构或职能部门的合作

和交流机制。第三，利用现有的 “中国—东盟

博览会”平台，对各国的体育文化进行充分展

示，通过 “走出去”和 “引进来”的合作方式，

把中国的优势体育项目资源传播到东盟国家，

同时引进对方的特色体育文化、产业、技术，

互通有无，资源共享。

３．２　推动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旅游资源均十分丰富，有

着良好的旅游合作基础。中国与东盟各国互为重

要的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目前东盟国家已经形

成 “中国游客为主体、国外游客为补充、出境游

客为点缀”的旅游格局。体育需要借助成熟的旅

游市场和旅游产业，谋求自身的发展创新之路。

以 《“一 带 一 路”体 育 旅 游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为纲领和指引，中国积极与

东盟各国合作，打造了一批精品旅游赛事，中国

的中体竞赛、中国国际体育旅游等企业积极参与

其中，开发了知名产品，取得了较好效果，体育

旅游市场整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下一步，要继

续巩固扩大体育旅游发展成果，依托各国丰富的

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民俗文化，打造集旅游、休

闲、观赛、娱乐、体验和文化感悟于一体的全方

位互惠共赢模式，丰富体育旅游知名产品，使体

育旅游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新亮点，在双

方政策沟通、产业互通和民心相通中发挥更为重

要的作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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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加快体育外事人才培养

中国拥有大量优秀体育专业人才，可以为东

盟国家提高体育发展水平提供帮助。但从长远来

看，还需要将人才培养作为重点。一是，中国与

东盟国家通过体育合作办学和实施留学计划，扩

大双方留学生规模，联合培养具有体育背景并能

在国际合作事务中发挥才干的复合型人才。二

是，借助孔子学院和体育联盟等国际交流平台，

举办各类体育学术交流活动，共同建设中国与东

盟各国的体育文化智库。三是，成立外事人才培

养的专门机构，培养具有国际政治、文化、法律

等多学科背景的外事领军人才，为中国体育交流

工作出谋划策，提高体育国际传播和交流合作水

平。此外，提升媒体从业人员的综合素养和外交

能力，在体育交流合作的过程中，有效调和因文

化差异导致的合作障碍。

３．４　加强体育赛事合作和品牌打造

体育赛事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体育交流乃至全

方位合作的重要桥梁。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均

拥有丰富的体育资源，赛事合作较为密切，涉及

项目较广泛，特别是基于跨境民族多的特点，举

办了丰富多彩的跨境赛事，且规模逐年扩大，这

是双方进一步加强赛事合作的良好基础。中国与

东盟各国要继续立足民族民间体育资源，加强民

族传统体育赛事合作，进一步展示各民族优秀文

化，增强民族认同，促进睦邻友好，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

树立精品理念，充分利用政府和民间的双线

推动，打造品牌赛事，形成项目传播的持久动

力，实现沿线各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融

合。可借助河南国际少林武术节、世界太极拳大

会等中国武术赛会知名品牌，将中国优秀的武术

项目和传统体育文化进行传播推广，以项目为载

体，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另外，将

“一带一路”马拉松系列赛事等打造成为双方体

育交流的品牌标杆，提高双方体育赛事合作的层

次，同时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提供更广阔的

空间。

４　结语

中国与东盟国家作为 “一带一路”沿线的重

要国家，在 “东盟共同体愿景２０２５” “中国—东

盟战略伙伴关系２０３０年愿景”“中国—东盟体育

交流合作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框架下，开展

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体育合作与交流。但由于中

国与东盟各国在历史背景、宗教信仰、文化制

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双方在体育合作中

也存在一定的矛盾障碍。未来，要在尊重双方差

异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体育的共性与互补性，

积极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文化的交流机制和

实践路径。在交流合作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中国

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优势，打造内涵丰富的体育品

牌，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来引领合作方向，为实现

中国和东盟国家区域间的稳定和繁荣做出积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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