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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外交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可以打破文化障碍的通用语言，是国家外交战略谋求核心利益的

重要工具之一。澳大利亚 《体育外交２０３０》从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４个战略领域共同实施，将

体育外交上升为国家战略，以 《体育外交２０１５—２０１８》为借鉴与优化的基础，将体育赛事作为多边

外交的主要窗口，并制定了三大体育外交蓝图。通过回顾、梳理我国体育外交发展概况，指出尚存在

对体育外交作用认识不足；传播手段单一，民间体育交流活力不足；体育外交人才缺乏，国际话语权

较弱；体育外交助推体育产业的引擎作用尚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以体育强国战略为契机，构建体育

外交战略体系；转变体育外交理念，激发民间体育外交活力；以 “一带一路”为战略平台，利用赛事

建立体育外交窗口；推动体育外交人才智库建设，提升国际体育话语权；以体育外交为引擎，大力发

展体育产业的建议，以促进我国体育外交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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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珀 （Ｃｏｏｐｅｒ）指出外交不再是官方认可的

国家代表之间的专属对话，而是通常涉及跨国公

司、民间社会组织、政府间机构，甚至有影响力

的 “名人外交官”的多元努力，是一个复杂灵活

的多边机制［１］。“体育在外交中的最大优势在于，

它是一种通用语言”［２］。这种语言与传统外交相结

合促进了国外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利于

扩大国家间的外交信息、文化和价值观交流，以

体育锻炼为中心的共同追求，可以团结不同国家

和人民［３］。因而，体育外交作为一种 “低风险、

低成本并且高调”［４］的新型外交手段在发达国家越

来越被接受和重视。澳大利亚于２０１５年６月出台

了 《体育外交战略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犛狆狅狉狋狊犇犻狆犾狅

犿犪犮狔犛狋狉犪狋犲犵狔犻狀狋犺犲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狀），并在此版体育

外交战略基础上，于２０１９年１月颁布了 《体育外

交２０３０》（犛狆狅狉狋犇犻狆犾狅犿犪犮狔２０３０）
［５］。这既是澳大

利亚为适应新时代、多元化的体育发展主动寻求

变革的应然需求，又是其积极探索新型的外交方

式，在国际舞台上谋求国家核心利益的实然抉择。

新中国７０年的外交演进，大体表现为立国

外交、建国外交、强国外交三种不同形态［６］，分

别折射了我国不同时期的外交主张，而体育在三

种不同形态中无一缺席。新中国成立之初，竞技

体育成为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有效途径，国际竞

赛中的胜利传递出中国的强大声音；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 “乒乓外交”完成了冷战时期的 “破冰之

旅”；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的 “人文奥运”理念，

奠定了新时期大国人文外交的基本理念［７］３８。

２０１４年习近平主席的索契冬奥会之旅，为中俄

两国友谊再添助力。如今，在 “一带一路”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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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中国与东盟国家发

展战略等重要的多边机制中，体育都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成为我国多边机制建构的助推器［７］３８。

与此同时，２０１９年９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体

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将体育外交战略作为新

时代体育强国的五大任务之一，但与澳大利亚

《体育外交２０３０》战略相比，在战略目标、布

局、体系、路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鉴于

此，本文对 《体育外交２０３０》进行分析，希冀

对我国体育外交事业有所启示。

１　《体育外交２０３０》的优先事项、目标及

实施措施

　　 《体育外交２０３０》是全球性的，但战略重

点关注太平洋地区，强调本国体育产业与邻近太

平洋地区之间的深度合作，加快建立新型伙伴关

系，进一步扩大本国体育产业的全球影响力。太

平洋体育合作伙伴计划 （犘犪犮犻犳犻犮犛狆狅狉狋狊犘犪狉狋

狀犲狉，犘犛犘）是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投资３９００

万美元的旗舰体育发展项目。该计划由澳大利亚

体育委员会 （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狀犛狆狅狉狋狊犆狅犿犿犻狊狊犻狅狀，

犃犛犆）和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提供战略指导。

ＡＳＣ联合本国５个体育 （板球、足球、篮球、

网球和橄榄球）组织，与１３个国家的体育联合

会合作，在７个太平洋国家实施。在 《体育外交

２０３０》战略的第一阶段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设置

了４个优先事项 （表１）。

表１　 《体育外交２０３０》战略第一阶段优先事项与目标
［５］

优先事项 目标

授权澳大利亚体育在全球代表澳大

利亚

利用澳大利亚强大的体育品牌提升全球声誉并建立持久关系；增加澳大利亚在国际体育

机构中的代表名额；开发数字资源库分享体育外交专业知识与成功经验等。

与周边国家建立广泛联系
为精英运动员和团队提供参赛途径，加强外交与经济联系；组织运动员参加澳大利亚的

高规格体育培训 （涵盖法律、人文、新闻与传播等），提升在太平洋地区的体育地位。

扩大贸易、旅游和投资的机会

展示澳大利亚在全球主要体育市场的体育治理能力、高绩效管理技术、行业领导地位和

卓越表现；推动澳大利亚成为主要国际体育赛事举办的中心地，确保本国拥有更广泛的

经济机会；通过外交和贸易网络连接澳大利亚体育，促进更多的澳大利亚公司释放全球

市场潜力；通过贸易代表团和有针对性的体育外交举措促进澳大利亚繁荣。

构建印度洋—太平洋共同体

促进妇女和女童在太平洋地区体育运动中的参与；利用体育的力量促进性别平等、包容

残疾、社会凝聚力和健康生活方式发展；支持体育机构政策与实践系统以促进发展安全、

公平和无障碍的体育运动；支持体育全球化，提高人们对体育贡献的认识。

　　４个优先事项的实质是从政治、文化、经

济及社会四大层面与体育外交进行深度融合，

全方位服务国家核心利益。①政治外交层面，

授权澳大利亚体育在全球代表澳大利亚。政府

积极推动运动员、教练团队、行政人员、科学

家和企业家代表澳大利亚出国建立关系，创造

商业机会，逐步建立体育网络资源，做出更多

贡献。这些体育代表展现了一个自信、富有创

造力和外向型的国家形象，希望将体育外交作

为澳大利亚外交贸易的一部分得到承认，扩大

澳大利亚的体育利益。②体育文化传播层面，

积极与邻国建立联系。充分利用ＰＳＰ平台，结

合板球、足球、橄榄球等发展比较成熟的运动

项目与邻国开展体育交流，塑造国家形象，传

播体育文化。２０１５年澳大利亚举办亚足联亚洲

杯，１６支队伍在澳大利亚５个主办城市进行比

赛，转播覆盖人群高达２５亿，成为澳大利亚

举办的观看人数最多的盛会之一，让世界看到

了一个 “富有创造力和外向的国家，一个多元

文化的体育乌托邦，且拥有世界一流的设施”。

③体育经济层面，促进贸易、旅游和投资机会

最大化。政府利用全球贸易网络，加强品牌推

广，在全球扩大澳大利亚体育产业发展与贸易

机会。联合 “赛事计划 （犕犪狋犮犺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主

要赛事专项计划 （犜犺犲犕犪犼狅狉犛狆狅狉狋犻狀犵犈狏犲狀狋狊

犜犪狊犽犳狅狉犮犲）、国际媒体访问计划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犕犲犱犻犪狏犻狊犻狋狊）和体育大使计划 （犛狆狅狉狋犈狀狏狅狔）”

４个计划在世界体育市场寻求商业机会
［８］。④

社会体育层面，推动印度洋—太平洋共同体建

设。联合 《澳大利亚体育外展计划》（犃狌狊狋狉犪犾

犻犪狀犛狆狅狉狋狊犗狌狋狉犲犪犮犺犘狉狅犵狉犪犿）、《亚洲体育合作

伙伴计划》 （犃狊犻犪狀犛狆狅狉狋狊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犘狉狅

犵狉犪犿）等计划，进一步支持国家之间的体育合

作项目，提供资金及教育培训资源来扶持体育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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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项目发展。在这些计划成功的基础上，推

出 《新印度洋—太平洋体育促进发展计划》

（犖犲狑犐狀犱狅犘犪犮犻犳犻犮犛狆狅狉狋犳狅狉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犘狉狅

犵狉犪犿），已于２０１９年底开始实施。 《澳大利亚

体育伙伴关系计划》 （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狀犛狆狅狉狋狊犘犪狉狋

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犘狉狅犵狉犪犿）每年提供价值６００万澳元的

服务产品，通过多部门合作伙伴关系在体育发

展和政府组织之间提供更安全、更具包容性的

体育服务计划。

２　 《体育外交２０３０》的战略特征

２．１　战略主体：体育外交上升为国家战略

澳大利亚２０１８年制定了 《体育２０３０———国

家体育计划》 （犛狆狅狉狋２０３０—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狆狅狉狋

犘犾犪狀），作为本国第一个国家体育战略计划，致

力于为本国公民身体活动、体育卓越计划

（犛狆狅狉狋犻狀犵犈狓犮犲犾犾犲狀犮犲）、体育产业和体育外交等

方面提供详细的目标与战略规划。而 《体育外交

２０３０》在 《体育２０３０》战略计划总体部署下单

独制定、颁布实施，体育作为一种定期的、广泛

包容的、公共的外交政策，正朝着正规化、合法

化的方向发展，其甚至媲美传统外交手段为国家

谋求核心利益。新的体育外交战略构想了澳大利

亚体育法规、行业和政府之间更密切的合作，第

一阶段战略围绕四个优先事项开展，出台了一系

列实际举措，与国际联合会和多边机构加强联

系；利用国家体育卓越计划扩大国家利益和提高

本国影响力，使澳大利亚成为国际体育界备受尊

敬的领导者和影响者。

２．２　战略基础： 《体育外交２０１５—２０１８》的借

鉴与优化

《体育外交２０３０》从战略重点、组织与策略

３个方面对２０１５年颁布的 《体育外交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进行借鉴与优化。①战略重点由 “模糊”

向 “具体”转变，相比第１版体育外交战略的重

点是连接、发展、展示和维持新的或现有的体育

产业合作伙伴关系和国际体育网络渠道，在印度

洋—太平洋地区建立澳大利亚的运动品牌，彰显

澳大利亚在体育领域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新的体

育外交战略重点在太平洋地区，注重与邻国之间

的联系；依据国内体育外交的发展实际，分阶段

逐步实施。②战略组织由 “局部”向 “全球”覆

盖，新的体育外交战略继承了原有的国家体育组

织，它们将继续在体育外交活动的设计和实施发

挥关键作用。新战略制定了三大体育外交蓝图，

进一步加强了民间体育团体、精英运动员、体育

大使等的互动交流，布局范围也由 “邻国外交”

过渡到 “区域外交”再到 “全球外交”的全覆

盖。③战略策略由 “单一实施”向 “联动执行”

优化，第１版体育外交战略依据４个战略目标，

逐一设定实施策略，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以ＰＳＰ

为主线，配以 ＡＳＯＰ将体育作为一种软动力工

具来解决区域发展优先事项，实施策略比较单一

化。新的外交战略在第１版的战略基础上继续优

化，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深度融

合，加强了行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共同实施体

育外交战略。

２．３　战略路径：体育赛事是多边外交窗口

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认识到体育对促进

社会、经济、文化和社区发展的重要性，大力

支持举办国际体育赛事以提升国际声誉。譬

如，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ＤＦＡＴ）

在２０００年悉尼奥运会和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

中，除了履行正常的领事职责外，还组织了多

场媒体吹风会，分发了一系列介绍澳大利亚的

营销材料，并与悉尼奥组委保持联系，组织了

火炬传递活动并主办了 “澳大利亚———我们的

体育生活 （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犗狌狉犛狆狅狉狋犻狀犵犔犻犳犲）”展

览，有超过１５０万人观看，并且在１１个国家、

地区进行了积极报道。由澳大利亚企业、个

人、非政府组织和各级政府组成的澳大利亚奥

林匹克军团，也积极参与了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

会的筹备工作。体育赛事不仅是多边外交窗

口，还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澳大利亚政府正

在推动澳大利亚成为主要的国际体育赛事举办

中心地。在新的外交战略推动下，澳大利亚政

府支持的黄金海岸２０１８年英联邦运动会已圆

满完成，并获得了２０２０年 Ｔ２０板球世界杯举

办权，政府还为申办２０２１年女子橄榄球世界

杯、２０２３年ＦＩＦＡ女足世界杯提供资金支持。

２．４　战略特色：制定三大体育外交蓝图

三大体育外交蓝图是澳大利亚政府的伟大外

交战略。首先，ＰＳＰ是为促进澳大利亚与太平

洋地区体育组织间合作、丰富太平洋地区体育活

动而提出的体育外交蓝图，后又设立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太平洋体育合作伙伴创新基金》 （犘犪犮犻犳犻犮

犛狆狅狉狋狊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犐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犉狌狀犱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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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以补充ＰＳＰ计划。其次，制定 《亚洲体

育合作伙伴 （ＡＳＰ）赠款计划》 （犃狊犻犪狀犛狆狅狉狋狊

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犌狉犪狀狋狊犘狉狅犵狉犪犿）。ＡＳＰ在ＰＳＰ的

基础上，利用现有的体育合作伙伴关系将高质

量、高影响力的体育促进发展活动扩展到亚洲地

区；目标是通过有效的体育伙伴关系为亚洲发展

和公共外交事业做出积极贡献。最后，制定 《全

球体育促进发展伙伴关系》 （犌犾狅犫犪犾犛狆狅狉狋犳狅狉

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狊），该战略不仅涵盖了

上述ＡＳＰ和ＰＳＰ，还支持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朱莉·毕晓普 （ＨｏｎＪｕｌｉｅＢｉｓｈｏｐ）提出 《妇女

参与新闻和体育倡议计划》 （犜犺犲犠狅犿犲狀犻狀

犖犲狑狊犪狀犱犛狆狅狉狋犐狀犻狋犻犪狋犻狏犲，犠犐犖犛），通过扩大

女性从事体育新闻工作的机会，来提高 《全球体

育促进发展伙伴关系》的影响力。为了更好实施

该计划，２０１６年７月，澳大利亚 ＤＦＡＴ重新加

入了为期四年的国际体育与发展平台 （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ｎＳｐｏｒ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ＮＳ计划着重在３个领域开展工作：通过与澳

大利亚广播公司合作，为女性体育记者提供技能

培训和行业知识；改善保护女性权利平台；与其

他女性体育记者、媒体和体育组织建立联系。

３　我国体育外交的发展概况

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我国体育外交奉行独

立自主的外交路线，适应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外

交需求，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发

展格局。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体育与政治、

经济、文化等领域不断交融，体育外交实践也

在不断丰富。然而，“面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新使命”［９］，我国体育外交工作仍然存在较多

的问题。

（１）对体育外交作用认识不足。近年来，虽

然我国参与大型体育赛事较为频繁，并逐渐成为

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举办的中心地之一。“但一些

部门、运动队和个人不重视或不善于利用多边国

际活动的机会，仅完成出访、参加比赛或会议的

任务，不注意做相关调研和友好交流工作”，使

得这些国际体育赛事及活动的多重成效未能凸

显［１０］。对体育外交作用认识不足，导致长期以

来我国公共体育外交在国家形象塑造、文化传播

方面大多数是政府单一主导。

（２）传播手段单一，民间体育交流活力不

足。当前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手段

极大拓展了体育的外交功能，实现了更显著的外

交效应。而国内传播手段单一及 “体育媒体的实

力与国际影响力仍比较有限”［１１］等问题比较突

出，导致公共体育外交价值理念宣传有限，弱化

了民众的体育外交意识与行动的自觉性，造成了

民间体育交流活力不足。

（３）体育外交人才缺乏，国际话语权较弱。

截至目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的共有

２７６人，其中仅有５人在国际奥委会或单项体育

协会组织高层任职。”［９］体育外交人才短缺必定会

对我国参与国际体育赛事的规则修订，裁判任

职，赛事承办、管理与运行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４）体育外交助推体育产业发展的引擎作

用不充分。统计显示，２０１７年我国体育产业总

规模 （总产出）为２．２万亿元，仅占国民生产

总值比重的０．９４％。从体育产业布局、新兴体

育产业质量与规模、国际体育品牌等方面看，

其与国际体育产业仍有较大差距，这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体育外交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作用

有限。

４　澳大利亚 《体育外交２０３０》的启示

４．１　以体育强国战略为契机，构建体育外交战

略体系

“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强则国家强”的高

层定位鲜明地阐释出新时代体育与社会的密切关

系［１２］，体育强国理应成为强国梦建设的助推器。

借体育强国建设之契机，构建体育外交战略，既

是我国新时代外交政策的实际需要，又符合我国

人民的根本利益。①战略任务。深入贯彻 《体育

发展 “十三五”规划》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

２０３０年）》等政策精神，严格落实 《体育强国建

设纲要》对体育外交提出的战略任务，使其成为

新时代体育强国发展的新引擎。②战略原则。坚

持 “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

础、多边是舞台”的原则，为国家寻求核心利

益。③战略主体。构建以国家为首的战略制定主

体机制，促进体育外交与政策、经济、文化、环

境等领域的相关单位深度合作；跨部门协同发

力，确保战略体系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

交战略相一致。④战略层次。以国家体育外交战

略体系为基本遵循，各地方制定不同层次且具有

地方特色的体育外交战略，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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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开创体育外交全面发展新格局。⑤战略平台。

借 “一带一路”倡议，开展体育交流活动，践行

中国外交主张，注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输出与

体育援助，鼓励民间开展对话交流活动。

４．２　转变体育外交理念，激发民间体育外交

活力

体育外交是 “一国体育部门或体育界旨在促

进国家间关系所进行的对外体育交往和交

流。”［１３］换言之，体育外交是指 “为国家寻求核

心利益的原则上，政府领导下的正式与非正式的

不同类型组织机构对外从事外交活动的总合”。

由此观之，非正式的民间体育互动交流也属于体

育外交的范畴，理应得到重视。

一是大力宣传 “外交无小事，全民皆参与”

的理念，纠正外交仅局限于官方的认识误区；文

化宣传部门注重广泛征集社会建议，凝聚公民体

育外交力量，积极制定体育外交实践指导手册，

并且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介进行传播。

二是鼓励各级政府因地制宜搭建不同层次的体育

外交平台，鼓励民间社会体育组织走出去，积极

参与体育外交事务。譬如，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在云南

安宁市举办的 “七彩云南·一带一路”国际网球

邀请赛，共吸引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 “一带

一路”沿线１０个国家的参赛者齐聚安宁，赛事

举办方还特别组织了由参赛国外交官、企业家参

加的联谊赛，这场赛事被称为亚洲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民间体育外交的一次有益尝试和创新。

三是利用体育明星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积极推动

民间体育外交，如篮球明星姚明、网球明星李

娜、珠峰英雄郭川等都在非正式的体育外交中发

挥过重要作用。

４．３　以 “一带一路”为战略平台，利用赛事建

立体育外交窗口

“一带一路”是新时代我国在世界对话格局

中的重要外交舞台。近十年来，由于受经济形势

的影响，世界各国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热情下

降，而作为新兴的经济大国，我国积极承办大型

综合性国际赛事，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强烈

的国际责任感［７］４０。现在我国举办的大型体育赛

事越来越多，为我国创建了良好的外交平台，这

更需要我们提高大型体育赛事的运作管理能力，

发挥其在体育外交中的重要作用。

①明确各项体育赛事的体育外交战略目标。

赛事主办方积极利用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契机，

寻找体育与当地文化、旅游等行业的结合点，拉

动内需、刺激消费；邀请文化界、企业界知名人

士参与，探索外交利益新空间。②以筹备北京

２０２２年冬奥会为体育外交工作的重点，补齐体

育外交短板，为教练员、运动员、赛事运营管理

者提供培训，提升其外交意识和能力，使每个人

都成为 “体育外交家”。③借 “一带一路”资源

优势，拓宽文化合作领域，以举办和参与体育赛

事为重点，促进沿线国家的体育人文交往，带动

体育科技、体育产业合作［１４］。④推动实施体育

赛事的 “互联网＋”发展战略，积极推动与新媒

体的融合发展，探索多音齐鸣的 “复调传播”模

式［９］，借助赛事平台，讲好中国故事。

４．４　推动体育外交人才智库建设，提升国际体

育话语权

智库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强大作

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

的重要体现［１５］。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

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

了 “智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

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体育外交人

才智库有利于我们 “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

音，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

权”［１６］，因而也是当前体育外交的工作重点

之一。

①推动体育智库建设。一是要实施体育外交

人才本土培养与合作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

式，即积极依托国内高校及体育科学研究院所进

行本土培养的同时，积极与国际知名高校展开合

作，联合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体育外交人才。二

是积极贯彻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基本要求，把体育外交人才

纳入到体育外交战略；同时 “鼓励优秀人才在政

府、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实业界进行有规律的

流动，开阔我国体育人才的视野和思维，为我国

体育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有效的、科学的咨

询。”［１６］三是在积极培育或构建良好的公共体育

外交环境基础上，鼓励民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智库建设，广纳贤才，广开言路，不拘一格集

中优势人力资源。②提升国际体育话语权。一

是加强体育援助，尤其向欠发达国家提供体育

场馆建设、体育器材、体育志愿者等方面的援

助，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二是将武术项目

作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输出的重点对象，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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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窗口。

三是 “加强对自身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掘、传

播和尊崇，努力为本民族体育的生存和发展争

取话语空间。”［１７１８］

４．５　以体育外交为引擎，大力发展体育产业

体育产业兼具经济和人文两种特性，既是

一种生产经营活动，也是一种满足人们健康生

活方式的社会服务［１４］。澳大利亚 《体育外交

２０３０》指出 “澳大利亚要成为世界上最活跃、

最健康的体育国家，它需要拥有积极、健康和

成功的体育产业，才能跟得上世界变化的步

伐；体育产业是澳大利亚的支柱型产业，每年

有超过１２０亿美元用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支

持超过２２万劳动力就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３％，与澳大利亚旅游业相当。”
［１９］中国近

年来体育产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体育产

业产出增加值逐年上升，２０１７年达到７８１１亿

元，增长势头明显。目前，体育产业已形成上游

资源生产、中游产业运营与传播和下游产品到达

的完整产业链，同时融合新业态形成了新的经济

效益增长极”［２０］，但与 《体育产业发展 “十三

五”规划》提出的 “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３万

亿，从业人员数超过６００万人，体育产业对国民

经济的综合贡献率明显提升，产业增加值在国内

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１．０％”的目标要求仍然有

较大差距［２１］。

为此，我国要继续发挥体育外交资源优势，

积极承办大型体育赛事，不断提高高水平体育赛

事的电视转播权价值，为体育事业提供实质性收

入。其次，继续推进体育旅游产业与体育产业间

的深度融合，将体育旅游发展积极融入 “一带一

路”建设、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金砖国家合

作机制等战略框架，联合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体

育旅游产品，提高国际体育旅游合作水平，充分

发挥体育外交的驱动力，实施 “外引内联”，推

动体育产业国际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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