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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外交是新时代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照新时代体育外交实践发展的新形势、
新任务和新要求,我国体育外交还存在组织机构不完善、群众参与度较低、理论支撑缺乏和人才培养

不足等问题,复杂的国际形势也削弱了其效用。应当提升体育部门、外交部门、非政府体育组织之间

的协同能力,形成工作合力;鼓励群众参与,重视驻外人员在对外体育交流中的作用;开展跨学科理

论研究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注重利用各类媒体和知名运动员等传播资源,改善国际舆论环境,提升我

国体育外交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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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外交在

国家对外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成为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场

域[1]。在历史上,体育外交为新中国冲破西方外

交封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小球转动大球”至

今仍是国际关系中的一段佳话。中国重返国际奥

委会后在反兴奋剂、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等方面向

世界展示了负责任的体育大国形象。进入21世

纪,中国体育事业更进一步,朝气蓬勃、欣欣向

荣的发展势头在中国参与和举办的国际赛事及出

台的相关政策上得以充分展现:2008年北京奥

运会的奖牌榜榜首、疫情期间冬奥会的圆满举办

无不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之快、成就之

大;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领域的一系列支持政

策的出台,更是直接体现了我国对建成体育强国

的坚强决心和实际举措。这一时期,体育外交活

动融于大型赛事之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速度、
中国力量、中国风采。然而,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种不确定性

因素随之增加,在此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客观审

视我国体育外交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发展对

策,推进中国体育外交在新时代更好发挥作用,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体育外交的概念界定及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界关于体育外交研究的着眼点和侧

重点不尽相同。国内学者重视对定义的解释,以

及从资政角度为实际应用提出建议,如我国在

2005年出版的 《世界外交大辞典》将体育外交

界定为 “是对一国部门或体育界旨在促进国家间

关系所进行的体育交往和交流。”[2]随着我国体育

外交实践的拓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相关定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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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也有所变化。张德胜等人结合具体赛事,从实

际应用角度出发,指出 “体育外交是指由政府、
非政府组织、媒体、公众人物等多元主体参与,
以各种方式与国外政府、公众进行体育交流,从

而达到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形象的一

种外交方式”[3],强调体育外交执行主体及其对

于国家的现实价值。相对的,国外学者重视以体

育视角分析国家间的关系变化,抑或是研究体育

在当今国家间交往的新作用。如Doosik
 

Min等

人通过分析体育外交在缓和朝韩关系、促进德国

统一中发挥的作用,认为体育外交只有在政治和

解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效用,应当重视体育交流

制度 化 对 体 育 外 交 的 重 要 性[4]。Garamvölgyi
 

Bence等人则将体育外交视为软实力的一部分,
认为当今体育外交的作用在于 “塑造良好的国际

形象、寻求外部政治合法性、加强跨越国界的国

家建设等方面;政府和民族国家经常以体育作为

工具,体育常常被视为向国外公众传达积极信息

的宝贵软实力资产。”[5]尽管国内外研究存在差

异,但也已达成若干共识:第一,体育外交的开

展主体是政府,且领导各非政府组织共同开展;
第二,强调体育外交中的交流沟通属性,重视通

过体育赛事、体育交流援助等方式,发挥文化传

播和改善国际形象的效用;第三,体育外交作为

一种政府对外交流政策,可促成政治议题,或进

一步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除了对定义与作用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对体

育外交的研究视角愈加多元、内容日益丰富,如

王创业等人通过布尔迪厄实践理论,将体育外交

置于国际关系场域之中,搭建场域结构关系基本

模型反思其现实困境,期望从场域结构关系、资

本和行动习性三方面推动体育外交研究的路径突

破[6]。于思远等人以政治现代性为起点,在理论

阐释的基础上对体育外交的路径要素、条件要素

与价值要素进行考察,讨论了 “体育外交如何而

来”,并总结了体育外交发生的五个要素[7]。整

体来看,学界对于体育外交的研究已具备了一定

的学理性基础和系统性特征,但仍存在一些不

足。如,主要聚焦政府行为,对其他参与主体重

视不足,特别是忽视了民众作为体育外交主要目

标群体的不可替代性[8];而国外学者指出体育外

交因其公共外交属性,民众往往是重要受众[9]。
再如,缺乏对体育外交开展机构的关注,对如何

优化结构、更好开展工作讨论较少;以及在体育

外交人才培养方面仍有一定研究空间[10]。为此,
本文将尝试围绕以上几点问题进行讨论,旨在进

一步拓展与延伸该领域研究,并为新时代我国体

育外交工作更好发挥作用提供借鉴。

2 我国体育外交的发展历程

在诸多理论研究成果出现之前,我国的体育

外交实践早已融入我国整体外交之中,并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服务于国家政策和战略需要,为我国

对外交往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79年我国重

返国际奥委会是我国体育事业、体育外交工作的

重大里程碑事件[11],因此,笔者将我国的体育

外交分为重返国际奥委会前、重返国际奥委会

后、进入新时代三个时期。

2.1 重返国际奥委会前,体育外交服务于冲破

西方封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面临着西方国家政治、
经济的封锁。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参与为我国外

交打开新局面提供了机会,这一阶段的体育外交

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冲破西方外交封锁。新

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倾向于对外争取权益,
打破西方帝国主义封锁,体育的对外交往也主要

服务于此。1963年,为支持第三世界打破西方

体育垄断,我国积极参加了在雅加达举办的新兴

力量运动会,除此之外,还举办了一些单项新兴

力量运动会。二是推动打开外交新局面。随着国

际形势的变化,1971年 “乒乓外交”促成了中

美两国关系破冰,为中外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新机

遇,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

会上 “谁才能代表中国”这一问题的解决。一系

列的外交成果不仅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还向

外界重申了中国政权的唯一性与合法性。截至

1978年,新中国与世界156个国家开展正常国

际体育交往。体育外交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

离,也为新中国打开了外交新局面[12]。

2.2 重返国际奥委会后,体育外交服务于提升

国家形象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西方的政治封锁逐渐

消解。对于正在步入国际舞台中央的中国而言,
这一阶段体育外交的首要任务也向提升国家形象

转变。一是重返国际体坛,承担大国责任。1979
年名古屋决议的签订使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中

国体育发展由此进入新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积

极履行国际体育责任,1987年成立兴奋剂检测

67



第6期 靳修远,等:新时代中国体育外交:现实困境与路径突破

中心,坚决维护体育赛事的公平性、纯洁性,让

世界看到了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形象。二是举办国

际大型体育赛事,展示大国自信。1990年,我

国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综合运动会———第11届北

京亚运会,有力改变了世界对我国贫穷落后的刻

板印象。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气恢弘的开幕式、
中国队顽强拼搏的精神面貌,以及金牌榜榜首的

辉煌成绩,将一个强大而自信的大国形象赫然呈

现在世人面前。

2.3 进入新时代,体育外交服务于新时代大国

外交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突出和平性,强调发展

性,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正义、
和合、多元文化共存的传统理念[13]。回顾近些

年,我国的外交工作为团结周边国家凝聚合力,
为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作出贡献,为稳定大国关

系砥柱中流[14]。体育外交同样展现了不可取代

的现实价值,展示了新时代中国的新特点、承担

起新时代外交战略的新使命、发挥了新时代全球

治理的新作用。
在展示新时代中国的新特点方面,通过高科

技手段结合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展示国家形象,增

强中国文化影响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2023
年杭州亚运会向世界展现了和谐、绿色、科技的

中国新面貌和新形象。北京冬奥会赛会严格实施

低碳管理,全部场馆100%使用绿电,节能与清

洁能源车辆使用占比超8成,在历史上首次全面

实现碳中和[15]。据统计,共有20.1亿人通过广

播电视和数字平台观看了北京冬奥会,比4年前

的平昌冬奥会增长了5%[16]。北京冬奥会向世界

人民展示了绿色、低碳、节俭的中国形象。杭州

亚运会开幕式以 “数实融合”的形式向世界展示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近年中国城市建设和中国

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17]。
在承担新时代外交战略的新使命方面,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合作领域。“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及人口众多,与沿线国家进行体育合

作、为沿线国家提供体育赛事等公共产品的同

时,结合现代传媒等宣传手段,向全球观众传播

“一带一路”的理念和成果,不仅有利于向沿线

及世界其他国家展示中国形象,更有利于增加有

关各方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认同,推动

更多国家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作为 “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体育在促进民心相通、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等方

面都取得了非凡成就,体育外交已形成全方位、
多渠道、宽领域的立体格局。世界各国都拥有其

独特文化,文化差异是对外交往中的重要障碍。
而体育活动具有跨越民族、语言、意识形态、文

化信仰的独特优势,以各类体育赛事为支撑面和

着力点,有利于减少矛盾分歧,增进理解互信,
扩大合作领域。

在发挥新时代全球治理的新作用方面,传播

和平精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2024年

初,北京大学乒乓球队访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乒乓球队访华,再现了中美关系史上 “小球转动

大球”的经典一幕[18],不仅为中美关系缓和迈

出了一步,也为体育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

供了鲜活的实例。通过体育扩大合作对话、促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体育外交所肩负的

重要使命。体育中孕育的和平精神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高度一致。2023年11月,联合国大会

通过名为 《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

平、更美好的世界》的决议,呼吁在巴黎奥运会

期间实施 “奥林匹克休战”[19]。体育的公平公正

精神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诉求相呼应。五环标志

代表了五大洲,彰显了奥林匹克的开放性和包容

性;运动员们平等参赛,没有种族之分、高下之

别。体育运动和体育赛事能够汇聚世界各国热爱

和平的力量,为 推 动 建 成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贡

献力量。

3 我国体育外交的现实困境

2023年底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坚持

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赢的方

针原则,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不

断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新贡献。”[20] 《奥林匹克

宪章》所倡导的 “和平、友爱、公正、平等、尊

重”[21] 以及中华体育精神中的 “遵纪守法、团

结协作”等要求与这一方针原则亦高度一致。因

此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体育外交不仅是体育精

神内涵的彰显,更是新时期我国外交方针的具体

实践。无可置疑,新时代以北京冬奥会和杭州亚

运会为典型代表的体育外交取得了丰硕成果,树

立了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但我们也应客观认识

当前体育外交实践中的问题和不足。

3.1 组织机构不完善

在体育外交中,组织机构承担着谋划、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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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落实的重要使命。《“十四五”体育发展规

划》要求:“完善体育部门与相关部门的工作联

动机制,加强部门间规划与政策协同。”[22]目前,
我国体育外交行政部门之间、行政部门与社会组

织之间在工作对接、沟通、协同方面仍可进一步

优化。
当前,国家体育总局设对外联络司,与外交

部相关机构共同负责体育外交工作,但在工作的

协同性、时效性方面仍有提高空间。如在杭州亚

运会期间,相关机构并未利用参赛这一机会,邀

请一些国家的运动员 (队)或国外游客深度访

华,以让世界认识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回击外

界不实言论。此外,我国体育领域的协会实体化

改革还在路上,体育行政部门与体育协会、体育

学会等非政府组织之间联系沟通机制不完善,对

资源的整合共 享 不 够,也 影 响 了 工 作 合 力 的

形成。

3.2 民众参与不足

目前,我国体育外交活动大多集中于专业性

国际赛事,且多数体育外交研究也主要聚焦于

此,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及如何进一步扩展体育外

交参与主体关注较少。除各地举办的国际马拉松

赛事外,我国近年举办的大型国际赛事,如北京

冬奥会、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杭州亚运会、
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等,主要面向专业运动员或

特定人群,普通民众参赛机会较少。同时,我国

驻外机构面向驻在国民众开展的体育交流不足。
以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为例,其部门网站主页公

开的信息显示,该部门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与中国

代表团交流密切,但近五年由其负责举办且面向

当地群众的体育活动较少。

3.3 专业人才和理论研究缺乏

2019年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为我国新时

代的体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战略任务中提

到 “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增强为国争光能

力”并针对性地提出 “构建科学训练体系” “建
立中国特色竞赛体系”等要求[23];然而对培养

专业运动员服务体育外交活动和国际体育组织等

方面并未提及。在人才培养方面,不少高校仍停

留在单一领域的人才培养层面 (体育专业人才或

外交专业人才),并未开展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

培养。在学科设置方面,国内15所专业体育院

校没有专门的体育外交学科或专业方向,设有国

际关系二级学科的55所国内高校在专业设置上

也是如此。理论研究方面,国际政治、国际关

系、体育领域均相对忽视体育外交这一议题,仅

少数体育类期刊刊载过相关研究成果,国际政

治、国际关系类期刊中,体育外交相关学术论文

寥寥无几。

3.4 复杂的国际环境削弱了体育外交的效用

高政治议题往往对低政治议题产生重大影

响,体育外交也不例外。1990年代以来,国际

舆论上 “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强势

论”等污名化浪潮此起彼伏,涉华议题上夸大炒

作不绝于耳。在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并与

沿线国家加强合作、投资的背景下,“债务陷阱

外交”“经济殖民”等阴谋论甚嚣尘上;当中国

积极发展周边友好关系时,别有用心者则以 “修
昔底德陷阱”等言论 “警告”有关国家;新冠疫

情暴发后,一些政客和媒体更是将病毒与中国刻

意联系,将污名化浪潮推向新高峰[24]。从当前

国际政治形势看,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处于

“竞争大于合作,矛盾大于共识”状态,这一状

态影响广泛,体育外交领域也不能幸免。北京冬

奥会举办之初,美国曾表示因 “考虑中国人权问

题”不派出任何官方代表团出席北京冬奥会,美

国的各盟友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立

场也深受其影响,对北京冬奥会进行 “外交抵

制”。通过大型国际赛事等方式进行体育外交,
一方面依赖于东道主国家的影响力和正面形象,
另一方面需要世界各国的积极参与支持。当前国

际形势和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多变,大大削弱了体

育外交的效用。

4 体育外交困境的突破路径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从完善机构设置、多元

化参与主体、加强理论建设与人才培养等维度提

出解决路径。同时,认为应积极利用媒体资源增

强体育外交效 果,真 正 发 挥 体 育 外 交 的 应 有

效用。

4.1 优化组织机构和体制机制

作为外交工作的组成部分,我国的体育外交

应在遵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原则的基础上,
积极主动作为。如抓住每次中国举办或参与国际

体育赛事的机遇,积极开展体育外交工作;通过

体育机构与公共外交部门联动,共同深挖体育赛

事公共外交价值,为体育外交提供新思维、新方

案;相关体育部门还应配合国家公共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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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改变仅依靠重大国际赛

事开展体育外交的现状。
一方面,要从组织机构上突破行政壁垒,切

实做到通力合作。外交部门应加强机制创新和组

织结构优化,体育部门则应进一步加强和凸显体

育活动的公共外交属性。可通过联席会议制度进

一步强化现有职能部门的协同运行能力,优化外

交部新闻司与国家体育总局外联司等部门的对接

流程,使体育外交工作做到 “随政策、随需要”
随时开展,多部门合力推动我国体育外交业务水

平和业务能力提升;引入第三方机构协助主管部

门开展接待国外运动员 (队)、随访人员,以及

同赛事组委会沟通协调等工作。在提高政府间工

作运行效率的同时,合理分配具体事务,使主管

部门有更多精力对体育外交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

规划。
另一方面,重视发挥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和民

间体育组织开展体育外交的积极性。强化各省、
市外事部门同体育行政部门的联系,从地方层面

深入推进外事工作与体育工作的结合,以释放地

方开展体育外交的动力和潜力。加快协会实体化

改革步伐,激发社会与市场活力[25],为民间体

育组织与政府部门密切合作提供坚实的组织机构

保障。
总之,当前我国的体育外交工作应充分发挥

制度优势,突破行政障碍,加强党的引领性作

用,促进各类组织机构协调联动、各类资源要素

充分整合,形成体育外交发展合力。

4.2 充分发挥群众和驻外人员作用

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必须充分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为更好开

展新时代体育外交,应吸引更多的国内外群众积

极参与,更好发挥体育在促进对外交往和人文交

流中的作用。
在国内,广泛开展丰富多样的群众性体育赛

事,进一步提升群众参与度。《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提出,到2035年,全民健身更亲民、更便

利、更普及;体育产业更大、更活、更优,成为

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3]。一方面,加大对大型

马拉松赛事的支持。此类项目既符合 《体育强国

建设纲要》要求,又能吸引众多国内外群众参

与,能有力扩大体育外交的影响群体[26]。另一

方面,重视新兴的时尚运动项目,如登山、攀

岩、潜水等,创新 “体育赛事+旅行”模式,既

能吸引海内外群众积极参与,又能带动经济发

展,助力体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在国外,充分重视我驻外人员在体育外交中

的作用。《“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到,主动

发挥体育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独特作用,充分利

用 “一带一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

合作平台深化体育对外交流,办好 “小而精”品

牌体育交流活动,促进民心相通[22]。首先,可

不定期组织国内外民间体育人士交流互访,促进

体育民间交往。其次,可由驻外使领馆等单位组

织或联合当地社团举办中国武术、围棋、龙舟、
舞龙舞狮等中国代表性传统体育项目比赛,鼓励

国外民众参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增进国外民

众对我国的认识和了解[27]。最后,可通过驻外

使领馆等机构积极开展体育援助,与当地共建体

育事业,包括但不限于体育设施援建、体育技术

合作和共同举办赛事等。此外,可考虑在驻外使

领馆设立相应部门,专门负责与驻在国体育机构

和民间体育组 织 的 联 系 协 调,加 大 体 育 外 交

力度。

4.3 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

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离不开立足中国国情

的理论成果的指引和专门人才的支撑。首先,开

展跨学科体育外交理论研究。将体育与政治学、
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结合,发挥学科融合下视

野更广、研究方法更多的优势,在内容上聚焦体

育外交机构管理、体育外交实施原则等方面,重

视理论创新与实际应用。其次,鼓励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及社会组织建立体育外交高端智库,广

泛征求、吸纳各领域的专业意见建议。依托决策

咨询专家和体育总局决策咨询研究项目,产出更

多高质量体育外交咨询成果。国家体育总局、教

育部、外交部等部门,可设立体育外交科学研究

专项,通过增加科研资助或给予技术指导,吸引

更多学者参与该领域研究;同时鼓励更多学术期

刊开设体育外交专栏,为成果发布提供更多学术

平台。最后,培养体育外交复合型人才。在定点

高校开展跨专业联合培养,如体育类高校与设置

有国际关系等政治类专业的高校开展联合培养,
并在相关专业开设体育外交等跨学科课程。除高

校外,国家级和省级运动队也可定期组织人员到

高校进行交流访学,弥补运动员、教练员外交理

论知识和外交意识能力方面的短板,培养新时代

中国体育队伍中 “身着运动服的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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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充分利用媒体资源和运动员影响力,改善

国际舆论环境

  大型体育赛事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以大

型体育赛事为代表的重大体育事件的媒介化呈

现,不仅在个体层面塑造了新的全球文化主体及

其观念体系,而且因其在民族国家层面对国家形

象和价值观念的建构作用,迅速成为新的历史条

件下国际传播实践的重要场域[28]。
要充分利用媒介传播力,助力新时代体育外

交工作开展。国家体育总局可发挥主导作用,联

合各大新闻媒体成立诸如 “全国体育记者协会”
的组织机构,不仅有利于对大型国际赛事和体育

重大事件进行更专业的报道,而且更有利于统一

宣传步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向世界呈现中国

成果、展现中国风采、发出中国声音。
要综合利用各类媒体优势,打出体育外交组

合拳。无论是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还是互联

网等新媒体,都是开展体育外交的重要媒介。新

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受众多、方式灵

等特点,但存在信息碎片化且制作质量参差不齐

等问题;传统媒体虽时效性较弱,但更具官方权

威。应当充分发挥二者的各自优势,进行立体化

传播:新媒体应该在广泛即时报道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升趣味性,可通过多语言、不同语境下的

“网络典故”等方式进行推送;传统媒体则要拓

展报道深度,通过推出官方纪录片、特别采访等

方式进行宣传。
要重视发挥知名运动员的国际影响力,发挥

明星示范效应。许多运动员在赛场上代表国家形

象及其价值观,在赛场外则是对外交往的使者。

Murray
 

Stuart曾明确指出运动员承担的体育外

交家作用[29]。纵然关注点不同,但运动员在体

育外交中具有更多的身份责任和显著影响力已经

成为共识。为此,要加强对知名运动员的培训,
包括如何应对外媒采访、正确表达我国立场等,
最终达到增进国家互信和国际交往的效果。

5 结束语

体育外交在展示国家形象、增强中国文化影

响力,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体育外交体系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

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体育外交

在组织机构、参与主体、理论建设与人才培养方

面还存在一定不足,亟须正视问题,查找原因,
对症下药,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外交工作

体系和工作模式,不仅更好服务于我国的大国外

交,也将推动我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和体育强

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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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ports
 

diplomac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overall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Com-
pared

 

with
 

the
 

new
 

situation,
 

new
 

tasks
 

and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diplomacy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China’s
 

sports
 

diplomacy,
 

such
 

as
 

imperfect
 

organization,
 

low
 

mass
 

participation,
 

lack
 

of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insufficient
 

personnel
 

training.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as
 

also
 

weakened
 

its
 

effectiveness.
 

The
 

coordination
 

ability
 

a-
mong

 

sports
 

departments,
 

diplomatic
 

departments
 

and
 

non-governmental
 

sports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improved
 

to
 

form
 

a
 

joint
 

force;
 

encourage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masse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foreign
 

personnel
 

in
 

foreign
 

sports
 

exchanges;
 

carry
 

out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ompound
 

talent
 

training;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all
 

kinds
 

of
 

media
 

and
 

famous
 

athlete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resources,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China’s
 

sports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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