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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通过对外体育援助、支持优秀运动员跨国流动、合理归化外

籍运动员等形式，展现了体育大国的包容性发展风范。我国体育的包容性发展对推动世界体育的

均衡发展，快速提升落后国家的体育竞技水平，补齐我国竞技体育项目的结构性短板具有重要意

义。我国体育在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中始终坚持以推动世界体育均衡发展为目标，坚持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包容性发展方式，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营造合作多赢局面。当下，我国体育包容性

发展面临国际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西方国家的话语抹黑以及我国自身体育法规政策建设滞后等

诸多挑战。因此，需要主导构建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国际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保持大国定力，不断

增强我国国际体育话语权，同时，完善自身的政策法规，合法保障我国体育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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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ractice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for Chinese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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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has demonstrated its inclusive 

development as the greater sports country by providing sports aid to foreign countries, supporting the transnational 

flow of elite athletes, and reasonably naturalizing foreign athletes.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our 

count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the world, to rapidly improve the 

sports competition level of backward countries, and to make up the structural shortcomings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our country. While practicing the concept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China's sports have always adhered to the goal 

of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world sports, kept pace with the Times, constantly innovated the mode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nd 

created a win-win situation for cooperation. At present,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China is facing 

international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western discourse smear and discredit and China's sports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related to construction lags behind, and many other challenges. Therefore, we need to 

dominate the build sports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and specification system, 

alleviate sports development logic of 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and keep the power concentration. 

Meanwhile, China should improve its own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legally protect China's sports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words: inclusive development；sports aid to foreign countries；athletes’ naturalization；greater sports country；

great country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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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是不同国家、民

族与公民共同发展、平等参与、成果共享的发展模式[1]，

其前身是亚洲开发银行于 2007 年提出的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 初被当作经济术语使用，随着人们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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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增长深入理解和不断实践，对经济“增长”的这

一要求慢慢转向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2]，包容性

发展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并逐渐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更

广泛的社会领域，其所蕴涵丰富人文关怀和正义秩序

逐渐得到世界认可。包容性发展强调发展的公平性与

共享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世界各国基于发展机

会不平等而导致的发展结果不平衡，推动人类社会的

健康发展[3-4]。从国际层面来说，包容性发展突出的是

世界“均衡与共同”发展，即大国、强国、发展快、

发展条件好的国家应该秉持包容性发展理念，帮助小

国、弱国、发展慢的、发展条件差的国家，承担起更

大的国际责任，促进世界一体化和国际分工协作，并

使所有国家、人群有机会共享由此带来的利益和好处。

作为竞技体育强国，我国的很多体育项目居于世界领

先地位，我国通过多种形式对他国进行体育援助。同

时，对于弱势项目，我国也通过归化外籍运动员等手

段进行补强，彰显体育大国的包容性发展风范。研究

试图对我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国际实践形式、实践意

义、基本经验进行总结，分析我国体育包容性发展过

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我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推

进策略。 

 

1  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国际实践形式 
1.1  中国体育援外工作 

中国体育援外工作是指中国政府、企事业单位以

及民间力量为促进他国体育的发展，动用本国资源对

他国体育进行援助的行为，包括硬件援助和软件援助

两种形式[5-6]。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体

育援外工作在 20 世纪 50 年代便已展开。1957 年越南

政府请求我国派遣教练员前往支教，在周恩来总理的

亲自批示下我国组建了体育援外教练队伍。自此，新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拉开序幕[7]。1965 年原国家体

委成立援外办公室，专门负责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工作，

极大推动了中国体育援外工作的进展，仅在“九五”

期间，中国对外援赠的体育器材就达到 500 万元[8]。20

世纪 70 年代，在自身经济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中

国援助埃塞俄比亚修建体育场馆等硬件设施，并向叙

利亚、塞浦路斯、墨西哥等国家派遣教练员[9]。2003

年 1 月中国奥委会向蒙古奥委会赠送价值 20 万元人民

币的体育医疗检测设备[10]。时至今日，中国体育对外

援助工作仍然有条不紊推进，形成政府主导下，企事

业单位、民间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主体模式。援助的

国家包括越南、巴基斯坦、几内亚等亚非拉第三世界

的国家，也涉及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援助项目众多，援助形式多样。 

1.2  中国运动员的跨国流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我国体育援外工作的不

断推进，我国一些优势项目的运动员开始跟随体育援

外教练员到海外广泛交流。80 年代末，伴随改革开放

的逐步深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初露

端倪，一些优秀运动员获得去海外学习或工作的机会。

部分运动员甚至申请加入其他国家国籍，出征国际比

赛，成为“被归化”运动员。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我国优秀运动员跨国流动逐渐增多，呈现出如下基本

特征：(1)从性别来看，女性比男性多。(2)从流动国度

看，发达国家对我国运动员吸引力更大。(3)从项目看，

主要集中在传统优势项目，但也有向一些潜优势项目

扩散的苗头。(4)从年龄看，我国早期跨国流动的运动

员一般是已经在国际大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备一定

名气。进入新世纪后，我国跨国流动的运动员逐渐呈现

低龄化趋势。(5)优秀运动员在跨国空间转换中难辨身

份归属，表现出跨国文化特点和资本主义的商业惯例[11]。 

1.3  中国归化外籍运动员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引进外籍高层次人才，并为此

出台一系列引进外籍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文件，展示大

国包容性发展的姿态。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等 5 部门相继颁布《关于为外籍高层次人才

来华提供签证及居留便利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2]57 号)、《关于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办理签证及居

留手续有关事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3]341 号)等文

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

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中办发[2016]25

号)，这些顶层设计为我国归化外籍运动员提供法律参

考和政策保障。2016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足球

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中国足球协会)、体育

总局、教育部共同编制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6—2050 年)》明确提出中国足球要坚持“包容共

享，开放发展”，实施海外人才引进计划，吸引高水平

足球人才来华工作，完善出入境、居留、医疗、子女

教育等相关政策[12]。在 2018 赛季职业联赛总结大会上，

中国足协明确提出，将出台相关政策，加快外籍优秀

球员归化速度。在中国政府、社会各界的积极推动以

及俱乐部自身的精心准备下，2019 年 1 月 31 日原挪

威籍球员侯永永、英国籍球员李可两名华裔球员率先

加入中国籍，拉开中国足球归化外籍球员的序幕。随

后几个月，埃尔克森、洛国富、阿兰等无中国血统的

球员相继入籍中国，另有几个在中国联赛征战多年的

外籍球员正在着手办理入籍手续，一时间，中国足球

界掀起了一股归化热潮[13]。中国足球拉开归化外籍运

动员的序幕后，部分项目也紧随其后，启动了归化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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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程序，如冰雪运动的谷爱凌等归化运动员在冬奥

会上大放异彩，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 

 

2  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国际实践意义 
2.1  通过积极对外援助，推动世界体育的均衡发展 

由于环境、人种等自然和生物要素以及政治、经

济、文化等社会要素各不相同，世界体育呈现出非均衡

发展状态，这种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缪尔达尔[14]

认为，如果长期推行非均衡发展，必然会在发展过程

中形成“回波效应”，从而加剧经济社会全面的不平衡。

也有学者指出：“非均衡发展只是均衡发展的一个不得

已的中介而已。”[15]世界体育发展的 终目标是实现体

育的均衡发展，使全人类拥有平等参与体育的机会，

共享体育事业发展成果。中国积极践行包容性发展理

念，通过对外援助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世界体

育的均衡发展，展现体育大国包容性发展风范。在硬

件投入方面，中国为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援建大量

的体育场馆，援助了众多体育设施器材，改善了这些

国家和地区的运动环境和条件，让广大亚非拉人民拥

有较好体育运动基础条件，得以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

乐趣。即便是在自身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体

育也未停止对外援助的脚步，如 1967 年 4 月我国无偿

援助索马里价值 4 万多元的体育器材；1967 年 12 月

我国帮助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扩建体育场馆设施，耗

资约 12 万英镑[16]。在软件支持上，中国外派优势体育

项目人员把中国先进的体育理念、技术带到世界各地，

为被援助国体育事业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极大提

升被援助国竞技体育水平，带动被援助国群众体育的

普及。在当下奥运会及其他国际体育赛场上，能够站

上领奖台的国家和地区在不断增加，这离不开世界各

国人民发展本国体育的努力，也显示出中国体育对外

援助的力量。 

2.2  中国优秀运动员的跨国流动，迅速提升了归化国

的竞技水平 

习近平[17]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文明是包容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竞技

体育发展迅速，步入世界竞技体育强国行列，拥有一

批优势明显的竞技项目，也涌现出大量优秀运动员。

我国的一些优势项目人才储备丰富、后备力量强大，

而部分国家却因自身条件所限，导致人才短缺，我国

优秀运动员的跨国流动既使他们有机会代表他国站上

世界竞技体育的 高舞台，有利于运动员自身价值的

实现，又能迅速提高归化国的体育竞技水平，推动一

些体育项目的全球化发展，让全世界分享我国体育发

展成果和经验的同时，更让全世界分享中华民族的和

谐与包容[18]。从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优秀运动员开始

被他国归化到现在，活跃于国际赛场的原中国籍的优

秀运动员越来越多，逐渐形成“海外兵团”。这些被归

化运动员往往能够为归化国取得优异成绩，提升归化

国的竞技水平，带动归化国某些运动项目的深入发展。

如李东华为瑞士体操队获得过世锦赛冠军和奥运会金

牌，赵常玲、姚丽为哈萨克斯坦举重队获得奥运金牌，

而李佳薇、冯天薇担纲的新加坡女子乒乓球队，则在

2008 年奥运会上帮助新加坡时隔 48 年后再获奥运会奖

牌，使得新加坡举国沸腾，引发了新加坡的乒乓球热[19]。 

2.3  中国归化外籍运动员，逐步补齐我国竞技体育项

目的结构性短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竞技体育发展迅猛，成绩卓

越，但必须正视我国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的规模、结构、

效益等依然存在不均衡问题，竞技体育项目结构布局

不够科学合理，夏季项目与冬季项目、奥运项目与非

奥运项目、个人项目与集体项目、优势项目与弱势项

目之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20]。我国大赛成绩的取

得主要依赖跳水、羽毛球、乒乓球、举重等优势项目。

以 2016 年的伦敦奥运会为例，我国在跳水、乒乓球、

举重、体操、羽毛球、射击 6 个项目上共获得 26 枚金

牌，约占金牌总数的 68%[21]。而在田径、游泳、“三大

球”、水上项目等“重金项目”上，我国与美国、英国

等竞技体育强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男子三大

球项目，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在短

期内仅靠国内人才储备难以扭转局面。在我国自身后

备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要实现我国竞技体育的均衡发

展，就需要借助外力，归化外籍运动员成为一条重要

途径。“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

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

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

特色”[22]。通过归化外籍优秀运动员，可在一定程度

弥补我国竞技体育项目的结构性短板，优化我国竞技

体育项目结构，实现 2019 年颁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提出的“到 2035 年，我国竞技体育更好、更快、

更高、更强，夏季项目与冬季项目、男子项目与女子

项目、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三大球’与基础大项等

实现均衡发展，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23]

的战略目标。 

 

3  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基本经验 
3.1  坚持以推动世界体育事业均衡发展为目标，肩负

体育大国责任 

由于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世界体育长期以来呈现

非均衡发展态势，特别是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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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发展水平相对较为落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

在发展自身体育事业的同时，始终坚持以推动世界体

育事业的均衡发展为目标，为世界体育事业的均衡发

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此，中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便展开了对外体育援助，极大提升了受援国的

体育基础设施、人才储备、竞技成绩等，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世界体育的均衡发展。以乒乓球项目为例，

仅在 1966—1978 年年间，我国乒乓球教练员援外人数

达 122 人次[24]。在蔡振华担任乒协主席时，实施“养

狼计划”，不仅鼓励优秀教练员和球员“走出去”，到

世界各地传经送宝，而且把外国选手“引进来”，让他

们与中国国家队、地方队一起训练，参加中国职业比

赛，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技战术水平。中国乒协的这一

举措正是围绕推动世界体育事业均衡发展这一目标，

完全跳出计较一时、一国之得失的小格局，担负起体育

大国的责任。正如外国学者评论，中国政府与它国政府

对外援助的 大不同是“无附加条件”，因为在中国人

的传统文化中，附加条件是一种卑劣行径[25]。 

3.2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方式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断变换的时代需

求，中国体育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包容性发

展方式。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中国运动员被他国归化、

中国归化外籍运动员是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具体形

式，出现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生动反映了中国体育包

容性发展道路上的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

广大亚非拉国家落后的体育发展现状及援助请求，积

极展开了对外援助，给予广大亚非拉国家体育硬件投

入和软件支持，而且几乎是无偿援助。改革开放后，

我国一些优秀运动员开始走出国门，有些运动员 终

被他国归化，代表他国登上国际竞技舞台，为推动和

提升归化国体育发展水平、促进世界体育均衡发展添

砖献瓦。2019 年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又有新举措，即

我国迈出归化外籍运动员的实质性步伐，侯永永、李

可、埃尔克森等一批华裔与非华裔足球运动员加入中

国籍，亮相国际赛事。在北京冬奥会上，以谷爱凌为

代表的归化运动员大放异彩，彰显中国体育更加开放、

包容的一面。 

3.3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营造合作双赢局面 

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与洲际间联系愈

发紧密，任何国家与区域都无法脱离国际社会而独自

存在。自多边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中国先后宣布建

立“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不断与其

深化交流合作[26]。“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体育包容性

发展过程中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为促进世界体育的

均衡与共同发展，长期无私为世界各国提供体育发展

资源，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体育发展的伟大成果，同

世界各国共享体育发展机遇、共谋世界体育发展大计，

积极推动全球体育治理体系变革。当下，世界各国“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牵一

发而动全身。体育发展中的全球性挑战也越来越多并

以不同形式呈现在全人类面前，需要世界各国以合作

方式共同应对。世界各国只有摒弃因制度、信仰、文

化的差异而引发的不信任，甚至敌对状态，在相互包

容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提升体育领域的合作，才能

共同建设世界体育发展的新秩序，营造世界体育发展

的合作双赢局面。 

 

4  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面临的挑战 
4.1  国际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 

曼瑟尔•奥尔森[27]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

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

殊手段促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动，理性的、

自利的个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

的利益。包容性发展是中国体育长期践行的发展理念，

也是一种推动世界体育均衡、公平发展的全球体育治

理理念。但推行包容性发展理念需要倚仗全球体育治

理体系和机制进行动员、组织和协调，需要世界各国

积极响应，主动参与，共同打造促进世界体育事业的

均衡发展的开放、有序、公平的国际体育秩序。在体

育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平衡体育大国、强国、发展快

的、发展状况好的国家与体育小国、弱国、发展慢的、

发展条件差的国家的体育权利、责任与义务，调动世

界各国共同推动世界体育事业均衡发展的积极性，解

决国际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是塑造公平有效全球体育

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关键，也是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面

临的长期挑战。 

4.2  西方国家负面话语的诋毁和抹黑 

中国快速的和平崛起引发西方国家的惊恐和担

忧。“中国威胁论”“替代论”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

的“伪理论”，他们本能地将中国的发展理念视为试图

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取代其霸权地位的一种手段而加

以诋毁。中国体育对国际社会的援助和贡献也成为西

方国家极力抹黑的对象。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便积

极展开对外体育援助并持续至今，特别是对广大亚非

拉国家，从人、财、物进行全方位的援助，极大提升

受援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促进亚非拉国家与中国

关系的和谐发展。但是，西方国家完全无视中国在促

进亚非拉国家体育事业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而是运

用“新殖民主义论”“资源掠夺论”等话语抹黑、诋毁

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体育援助，将中国体育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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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置于其臆想的政治话语体系之中。实质上，西方

国家诋毁、抹黑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背后隐藏着国家

利益的争夺和意识形态的较量，是西方国家面对中国

崛起的不适和恐慌的反映，也是西方国家试图在全球

推行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策略的写照。 

4.3  我国相关体育法规政策建设的相对滞后 

在我国体育长期践行包容性发展的过程中，取得

了非凡成就，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特别是我国

体育法规政策建设的相对滞后，给我国体育事业发展

带来一定的损失。以我国运动员黄穗和李明阳被他国

归化为例，这种非正常归化造成我国优秀运动员被动

流失，破坏国际体育秩序，有违体育道德和奥林匹克

精神，我们必须加以防范。同样，我国体育的对外援

助也曾走过不少弯路，造成自身利益的损失。当下，

我国又拉开归化外籍运动员的序幕。面对这一新兴事

物，我国的相关法规政策并不明朗。如果不及时制定，

防患于未然，必将导致归化外籍运动员行为无序，

终损坏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

如何面对复杂的国际体育形势和国内体育发展需要，

未雨绸缪，构建完善的体育法规政策体系，保护我国

体育利益是我国体育包容性发展面临的挑战。 

 

5  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推进策略 
5.1  推动国际体育行为规范系统建构，提升世界各国

集体行动能力 

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推动世界体育事

业的公平正义、均衡发展不惜余力，以长期的包容发

展姿态彰显体育大国风范，但推动世界体育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仅靠一国或几国的努力与包容远远不够。人

类世界作为一个松散的命运共同体，必须有一套为所

有或多数成员所认同的行为准则与行为规范，这是一

个社会共同体赖以存在并开展活动的基本条件[28]。因

此，中国体育走包容性发展道路，推动世界体育公平、

均衡发展，首先需要推动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类体育组

织明确包容性发展对世界体育事业的伟大意义，共同

建构一套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包容性发展的规范和规则

系统。然后充分发挥世界体育包容性发展的规范和规

则系统，明确世界各国的体育权利、责任和义务，确

立世界各国在体育发展中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方式

和程序，缓解体育发展中国家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

号召世界各国在全球体育治理中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同心同向同行，共克艰难困苦，助推全球

体育更好造福全人类。 

5.2  保持大国定力，不断增强我国国际体育话语权 

西方国家对我国体育包容性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抹

黑体现西方国家对中国加速发展的极度恐慌、对自身

衰落的过度担忧和对不同于西方的中国体育发展道路

广泛影响力的深度焦虑。给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胡乱

贴上标签、极尽抹黑之能是西方国家的惯用伎俩。我

们首先应该保持大国定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坚定不

移地推行自己的包容性发展之路，推动人类文明交流

互鉴，与各国人民一道共建没有霸权的共商共享共建

的崭新世界体育秩序。其次，我们也要主动出击，不

断增强自身的国际体育话语权。当前，西方国家占据

国际体育话语体系的主流地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话

语霸权”，中国及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育话语体系

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表达自身的体育发展诉求[29]。因

此，我们需要强化体育权利意识，勇于向世界传递中

国体育话语，表达中国体育诉求，形成同我国综合国

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肩负体育大国的国际责任，

逐步推动公正、合理及多元的国际体育话语体系的构

建。此外，我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形式加

强我国体育外交管理人才的培养，争取在各级各类国

际体育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逐步改变国际体育话语

权“分配”不平衡的状况。 

5.3  完善我国体育法规政策，合法保障自身体育权益 

体育法规政策是我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基本保障

之一，不管是我国体育对外援助，还是运动员归化，

均需要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操作性的法规政策作保

障。如为防止我国优秀运动员被非正当归化，我们的

体育管理部门应该反思、检查我国体育培养人才程序

中的漏洞；加强研究各级各类国际体育组织归化外籍

运动员的法律规定和行业规范，根据我国法律及我国

体育发展等现实状况，制定出与国际体育组织接轨的

中国运动员被归化方面的规定，确保中国运动员被归

化有法可依，实现依法归化，这样既能促进世界体育

的均衡发展，彰显负责任的体育大国风采，又能合理、

合法保障自身体育权益。同样，我国在面对归化外籍

优秀运动员这一新兴事物时，也应该准确把握不同运

动项目国际体育组织各自不同的自治规则，强化归化

运动员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的制度构建，实现我国

与国际体育组织规则与法规的接轨。 

  

我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国际实践形式多样，手段

丰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部分国家的体育发展水平，

维护世界体育事业的公平正义，促进世界体育的均衡

发展，也对逐步补齐我国竞技体育项目的结构性短板

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博弈，国际

社会并非风平浪静，因此尽管我国体育在践行包容性

发展理念时积累丰富经验，但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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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通过继续推进我国体育的包容性发展展现自信、

开放、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形象，也要积极应对实践过

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推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国际

体育秩序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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