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 第 42 卷 ） 第11期

Vol. 42,No.11,11-18,2022

体 育 科 学

CHINACHINA    SPORTSPORT    SCIENCESCIENCE

新冠疫情背景下拓展和优化我国体育竞赛体系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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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疫情持续反复重创世界体坛，对国际国内竞赛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在客观分析新冠疫情对国内外体

育赛事举办产生的影响基础上，对标体育强国建设目标，提出建立覆盖四大主体工作领域的新竞赛体系的建议：1）以

提高各项目国家队竞技运动水平为目标，参照主要国际体育组织赛事体系，分类推进我国竞技体育竞赛体系改革；

2）以发现和培养优秀后备人才为目标，构建体教融合的学校体育竞赛体系；3）以项目化、常态化、生活化为方向，构建

更具活力的群众体育竞赛体系；4）以激活赋能、内容驱动、生态优化为目标，构建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竞赛体

系。进一步，从 5 个方面提出推动全行业树立竞赛驱动的新发展观：1）充分调动各级政府举办各类体育赛事的积极

性；2）压实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拓展和优化本项目竞赛体系的主体责任；3）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创办自主品牌赛事；

4）“以我为主”，统筹国内举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资源，组织和支持地方政府有序申办和举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5）制

定因极端情况导致我国运动员短期内无法参加国际体育赛事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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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是带动体育运动全面开展的核心杠杆 ，是推动

体 育 强 国 建 设 ，促 进 体 育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关 键 中 枢 。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多点散发，全球赛事体

系不断受到冲击，多项赛事停办和延期，已举办的赛事也

因参赛队伍不全、明星球员弃赛、限制观众人数或空场比

赛等原因，比赛质量大幅下降。多年来，我国竞赛体系一

直是对标奥运会和各个项目的世界杯、世锦赛分级分时

设置的，奥运会和高水平世界单项比赛是“锚”，是规约我

国竞赛体系的底层逻辑。现在这个“锚”在松动，我国高

水 平 运 动 队“ 出 不 去 ”或“ 出 去 了 回 不 来 ”的 问 题 不 时 出

现，以赛促训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时，我国还有相当一部

分运动项目，特别是低水平的集体球类项目，国内的竞赛

体系原本就不健全，当国际赛事动荡无序时，缺少稳定参

加高水平比赛以及通过竞赛来检验训练成果的机会，提

升训练效能变得更加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构建

以国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竞赛体系就是“下好先手

棋，打好主动仗”的战略选择。

1 新冠疫情背景下国内体育赛事组织运行的主要特征 

新冠疫情暴发对我国体育竞赛体系造成了较为严重

的 冲 击 ，但 随 着 疫 情 防 控 取 得 一 系 列 阶 段 性 成 果 ，截 至

2022 年 6 月，国内体育赛事总体处于逐渐恢复的态势，并

呈现出以下 3 个特点：

一是本着疫情防控为先，把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原则，除如期举办北京冬奥会、

冬 残 奥 会 外 ，2020 年 以 来 在 中 国 举 办 的 全 球 、洲 际 体 育

赛 事 普 遍 采 取 延 期 、取 消 或 易 地 举 办 的 措 施 予 以 应 对 。

2022 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北京携手张家口作为主办

城市尽锐出战、全力投入，同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

等国际体育组织紧密合作，克服新冠疫情等各种困难挑

战，向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冬残奥

会 ，全 面 兑 现 了 对 国 际 社 会 的 庄 严 承 诺 。 但 是 ，2020—

2023 年，原定在中国举办的绝大部分国际体育赛事均采

取了延期举办、取消或易地举办的措施（表 1）。

二是 2021 年以来，在我国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

国内各级、各类体育赛事的举办有序恢复。国家体育总

局 与 各 级 地 方 体 育 主 管 部 门 严 格 落 实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要

求，有序恢复了部分体育赛事活动，但赛事举办数量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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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前相比明显减少。从 2021 年初至 2022 年 6 月国内实现

复赛的体育赛事的具体举办情况来看，主要体现出以下

5 个特点：1）优先恢复了东京奥运会获得参赛资格项目与

北 京 2022 冬 奥 会 设 立 项 目 的 全 国 锦 标 赛 、冠 军 赛 ，杭 州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项目测试赛、选拔赛，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四届运动会资格赛；2）从职业体育来看，优先恢复

了足球、篮球、围棋、汽车等项目的职业体育赛事；3）从项

目类别来看，冬季运动项目、足球、赛艇帆船、棋牌、汽车等

项目赛事恢复项数相对较多；4）马拉松等人员密集性体育

赛事因疫情防控需要，严把审批关口，赛事数量相较于疫

情前大幅减少；5）通过压缩比赛天数、联赛主客场制改为赛

会制、采取空场比赛或严格控制现场观赛人数等措施，简

化办赛流程、精简赛事规模。

三是在职业体育赛事方面，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由于

各职业体育俱乐部所在主场城市疫情防控面临着不确定

性，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以下简称“中超联赛”）和中国

男 子 篮 球 职 业 联 赛（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CBA）

采取赛会制办赛，以确保联赛的顺利举行，维护联赛各方

利益。从中超联赛的举办情况来看，一方面，联赛总场次较

疫情前有所缩减，空场比赛成为常态。2019 赛季中超联赛

总场次为 240 场，2020 赛季仅为 160 场，2021 赛季为 176 场。

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2020、2021 赛季中超联赛大部分场

次比赛采取空场比赛方式，仅有部分场次向观众开放。另

一方面，疫情暴发初期的 2020 赛季，中超联赛的媒体关注

度有所提升。2020 赛季中超联赛累计电视观众观赛人次

较 2019 赛季增长 20.80%，新媒体传播方面，PP 体育和咪

咕视频点击率为 12.39 亿次，较 2019 赛季同期增长 6.26%，

独立 IP 点击率为 3.99 亿次，较 2019 赛季同期增长 10.22%

（中国体育报，2020）。从 CBA 办赛的情况来看，一方面，

在 CBA 常规赛场次增加的同时，赛事媒体转播场次亦明

显 增 加 。 2018—2019、2019—2020 赛 季 CBA 常 规 赛 由 原

来 的 38 轮 增 至 46 轮 ，2020—2021 赛 季 更 是 增 至 56 轮 。

2019—2020 赛 季 ，联 赛 全 网 媒 体 转 播 场 次 达 5 011 场 ，较

2018—2019 赛季赛季增加 860 场，增幅达 20.7%（新华社新

媒体，2020）。另一方面，CBA 在新媒体传播方面依旧保

持一定热度。2019—2020 赛季季后赛，CBA 共有 88 个话题

登上微博热门，相关视频播放量高达 11.4 亿，相关话题阅

读量达 77 亿，阅读增量过亿话题共 22 个，“CBA 总决赛”

话题累计阅读量达 6.2 亿。快手作为 CBA 联赛新的合作

方，直播了 2020—2021 赛季常规赛第三、四阶段，直播总

播放 4.5 亿，互动总量 1.95 亿，总决赛期间直播总播放量

达 2.4 亿，总观看人数 1.9 亿（中篮联，2021a，2021b）。

2 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体育赛事组织运行的主要特征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体育赛事举办也都

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与挑战。从疫情对欧美国家职业体

育联赛产生的影响来看，欧洲五大职业足球联赛、美国四

表 1 2020—2023 年原定在中国举办的全球、洲际体育赛事推迟或取消情况（部分）

Table 1 Postponement or Cancellation of Global and Continental Sporting Events Scheduled from 2020 to 2023 in China （Partial）

赛事名称

亚足联亚洲杯足球赛

2021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

第19届亚运会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2022年成都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

第3届亚洲青年运动会

第18届国际田径联合会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

2022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北京站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中国站

2022年世界田联半程马拉松锦标赛

2021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

2021年ATP中国公开赛

第24届亚洲田径锦标赛

世界田联洲际巡回赛南京站

2020广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

国际乒联中国香港公开赛

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四星级分站赛

2020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

2020、2021赛季F1中国大奖赛

2020、2021年ATP上海网球大师赛

原定举办地

中国

中国

中国杭州

中国成都

中国成都

中国汕头

中国南京

中国北京

中国上海、深圳

中国扬州

中国重庆

中国北京

中国杭州

中国南京

中国广州

中国香港

中国厦门

中国北京

中国上海

中国上海

原定举办时间

2023年6月

2021年6月

2022年9月

2022年6月

2022年4月

2021年11月

2020年3月

2022年12月

2022年7、8月

2022年3月

2021年11月

2021年10月

2021年5月

2021年5月

2020年11月

2020年5月

2020年4月

2020年3月

2020、2021年

2020、2021年

变更情况

易地举办

易地举办

延期举办

延期举办

延期举办

延期举办

延期举办

赛事取消

赛事取消

赛事取消

赛事取消

赛事取消

赛事取消

赛事取消

赛事取消

赛事取消

赛事取消

赛事取消

赛事取消

赛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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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明晓， 等： 新冠疫情背景下拓展和优化我国体育竞赛体系的对策研究

大职业体育联盟赛事虽在疫情暴发当年面临现场观赛人

数下滑和联赛营收下降等问题，但近两个赛季呈现出明

显的复苏态势。新冠疫情对网球四大满贯公开赛、F1 世

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等全球主要职业体育巡回赛事虽产

生了一定冲击，但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消退。相较于职业

体育赛事，新冠疫情对全球、洲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和国际

单项体育赛事举办的影响更为明显，赛事恢复进程明显

滞后于职业体育赛事。

从 2017—2018 赛季到 2021—2022 赛季欧洲五大职业

足球联赛场均上座人数的变化情况来看，虽然现场观赛

人 数 在 2020—2021 赛 季 因 部 分 赛 段 空 场 比 赛 而 呈 现 断

崖式下滑的局面，但 2021—2022 赛季恢复态势较为明显

（图 1）。2021—2022 赛季西班牙甲级联赛总上座人数为

873 万 人 ，已 接 近 疫 情 前 2018—2019 赛 季 的 1 029 万 人 。

2021—2022 赛季英超联赛总上座人数为 1 520 万，这一数

据 甚 至 相 较 疫 情 前 的 2018—2019 赛 季 增 长 了 4%（Trans‐

fermarkt，2022）。自 1996—1997 赛季以来，欧洲五大职业

足球联赛营收总体上保持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2019—

2020 赛 季 受 新 冠 疫 情 影 响 ，欧 洲 足 球 市 场 出 现 有 记 录

（1996 年）以来第一次整体规模负增长，五大职业足球联

赛 营 收 遭 遇 整 体 性 下 滑 ，但 相 关 数 据 显 示 2020—2021、

2021—2022 赛 季 各 联 赛 营 收 继 续 恢 复 以 往 上 升 趋 势

（图 2）。总体来看，近两年来欧洲五大职业足球联赛正在

逐渐摆脱新冠疫情影响，呈现复苏反弹之势。

疫 情 暴 发 初 期 的 2020—2021 赛 季 ，美 国 国 家 橄 榄 球

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美国职业棒球大联

盟（Major League Baseball，MLB）、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a‐

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NBA）、国家冰球联盟（Nation‐

al Hockey League，NHL）也面临着现场观赛人数断崖式下

滑的局面。随着美国防疫政策的调整 ，2021—2022 赛季

美 国 四 大 职 业 联 盟 赛 事 现 场 观 赛 人 数 迅 速 回 升 ，其 中 ，

NFL、NBA、NHL 现场观赛人数已经超过 2019—2020 赛季

水平（图 3）。随着现场观众的回归，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盟

的营收也有所提升。2021 年，NFL 32 支球队共计获得了

171.9 亿美元的收入，超过了 2019 年的 150 亿美元（Statista，

2022c）。 2021—2022 赛 季 NBA 总 收 入 突 破 100 亿 美 元 ，

创造了 NBA 单赛季收入新纪录（Statista，2022d）。可见，在

摆脱新冠疫情影响后，美国四大职业联盟赛事亦呈现了

复苏反弹的趋势。

从新冠疫情对四大满贯网球公开赛的影响来看，除温

布 尔 登 网 球 公 开 赛 因 新 冠 疫 情 原 因 取 消 了 2020 年 赛 事

外，其余年度赛事均正常举办。从 2019—2021 年四大满

贯网球公开赛的营收数据来看，新冠疫情的确造成了各

项赛事营收下滑的问题。2020 年法国网球公开赛亏损超

过 1 亿欧元（Firstsportz，2020），2021 年初的澳大利亚网球

公开赛受变异毒株影响，赛事疫情管控措施带来的观众

上座率下降、运动员隔离、赞助商减少等问题，使得当年该

项 赛 事 亏 损 近 7 000 万 美 元（Essentiallysports，2021）。 疫

情暴发当年（2020 年），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取消了

4 站赛事，赛事总场次缩减至 17 场。但 2021、2022 赛季，赛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赛季

德甲 英超 西甲 意甲 法甲

20
17
—
20
18

20
18
—
20
19

20
19
—
20
20

20
20
—
20
21

20
21
—
20
22

场
均
上
座
人
数
/千
人

图 1 近 5 个赛季欧洲五大职业足球联赛观赛人数变化趋势图

Figure 1. Trend Chart of the Number of Viewers in the Five Major 

European Professional Football Leagues in the Last Five Seasons

注：数据来自Statista（20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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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近 12 个赛季欧洲五大联赛收入变化趋势图

Figure 2. Trend Chart of Revenue Trends in Europe’s Top Five 

Leagues in the Last Twelve Seasons

注：数据来自Statista（2022b），2021—2022赛季为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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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Spectators of the Four Major 

Professional Leag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st Three Seasons

注：数据来自Pro-football-reference（2022）、Baseball-reference（2022）、

ESPN（2022）、Records.nhl（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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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总场次已恢复至 23 场，甚至超过了疫情前 2019 赛季的

21 场。从近 3 个赛季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的营收情

况来看，虽然 2020 赛季赛事总收入下降并亏损 3.86 亿美

元，但 2021 赛季该项赛事在实现 21.36 亿美元总收入的基

础上还实现了 9 200 万美元的盈利，上述两项数据已超越

了 2019 赛季水平（图 4）。总体来看，随着各国疫情防控政

策的调整，目前四大满贯网球公开赛、F1 世界一级方程式

锦标赛等全球职业体育巡回赛事已恢复常态化运营，疫

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正在逐渐消退。

由于欧美国家的职业体育赛事往往牵涉投资人、赞助

商、转播商等多方利益主体，对于赛事恢复有着较强的动

力，因此，在欧美国家防疫政策松动后，职业体育赛事的

恢复更为迅速。即便在 2021 年初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开始

肆虐全球之时，全球主要的职业体育赛事仍然在一定限

制措施条件下坚持运行。相对于职业体育赛事，全球、洲

际综合性和单项体育赛事往往涉及大量运动员的跨国流

动 ，疫 情 传 播 风 险 更 大 ，且 面 临 所 在 国 家 民 众 的 舆 论 压

力，因此这类体育赛事更多地需要举办地政府的强有力

支持。加之各国疫情防控政策的差异，疫情形势变化不

定以及各国政治经济形势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诸如奥

运会、世界运动会、亚运会等综合性体育赛事以及橄榄球

世界杯、国际泳联跳水世界杯等全球单项体育赛事面临

更高的取消或推迟举办风险。2020 年第一季度，全球计

划内的体育赛事几乎全部延期或取消（图 5）。在新冠病

毒变异毒株开始蔓延的 2021 年，当欧美国家职业体育赛

事已逐渐恢复之时，多数全球、洲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和单

项体育赛事也仍然面临被迫推迟的选择。可见，不仅仅

是在中国，全球范围内，当赛事主办国面临较大的卫生防

疫压力时，推迟或取消计划内的全球综合性和单项体育

赛事也是第一选择。如瑞士的防疫政策在欧美国家中相

对严格，2021 年瑞士就因应对新冠病毒变异毒株而取消

了原定于当年冬天举办的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

3 拓展和优化我国体育竞赛体系的对策 

3.1 建立覆盖四大主体工作领域的新竞赛体系　

体育的发展直接表现为竞赛的发展。一个国家（地

区）体育发展水平与其竞赛体系是否健全、是否活跃呈正

相关，一个运动项目的发展水平更是可以直接用其竞赛体

系健全度和活跃度来衡量。面对新冠疫情对国际国内竞

赛体系的严重冲击，着眼于全面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目

标和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要，从拓展和优化我

国竞赛体系出发，有必要建立覆盖四大主体工作领域的

新竞赛体系（图 6）。

第一，以提高各项目国家队竞技运动水平为目标，参

照主要国际体育组织赛事体系，分类推进我国竞技体育

竞赛体系改革。竞技体育是围绕竞赛以争胜突破为目标

而组织开展的体育形态，是达成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显

性领域和核心指标。在这一领域建立一个科学高效的竞

赛体系，对引领和支撑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面对当前

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我国竞技体育的竞赛体系有必要

做进一步的完善和调整：1）竞技体育的竞赛体系建设要

坚持以提高各项目国家队竞技运动水平为总目标，优化

外循环，带动内循环。所有国家级单项运动协会都应对

接国际奥委会和本项目世界性单项组织的竞赛体系，制

定 和 完 善 本 项 目 的 竞 赛 体 系 。 要 以 国 际 头 部 赛 事 为 引

领，赛历和赛程的设置紧盯奥运会资格赛和本项目的世

锦赛或世界杯，不搞低水平的内循环和“安慰赛”。2）分

类推进我国竞技体育竞赛体系改革。优势项目要充分利

用项目的国际影响力，主动加强与本项目世界单项组织

的合作，积极创建“中国风”系列的头部赛事，推动国际竞

赛国内化，更好把控项目发展的节奏，掌握主动权。潜优

势项目要紧盯本项目的国际头部赛事和优势大洲的地域

性头部赛事，有效增加国际赛事参赛比例，以赛促练，在

不断与强手和强队竞争中寻求突破。弱势项目要锚定奥

运会资格赛配套健全国内竞赛体系，创建和举办“一带一

路”国际邀请赛、金砖国家邀请赛，组建国家队俱乐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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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Formula 1 World Championship Revenue and 

Profitability from 2019 to 2021

注：数据来自 Motorsportweek（2022）、Libertymedia（2022）各年度财

务报告。

0

10 000

20 000

30 000

40 000

50 000

60 000

原计划举办赛事数量

推迟、取消赛事数量

赛
事
数
量

/个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图 5 新冠疫情对 2020 年全球体育赛事举办的影响

Figure 5. The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on the Hosting 

of Sporting Events around the World in 2020

注：数据来自Statista（2020）。

14



鲍明晓， 等： 新冠疫情背景下拓展和优化我国体育竞赛体系的对策研究

加中高水平的外国联赛，最大限度地提升这类项目的国

际化发展水平，改变长期落后局面。3）在美洲、欧洲、非

洲和大洋洲，选择适宜的地点建设一批中国队海外训练

基地，为各项目国家队海外驻训、中转、参赛提供全方位服

务，同时也可以作为未来部分项目国家队俱乐部的主场，

为参加国外联赛提供支持。

第二，以发现和培养优秀后备人才为目标，构建体教

融 合 的 学 校 体 育 竞 赛 体 系 。 学 校 体 育 是 国 民 体 育 的 基

础。学校体育的竞赛体系建设，要坚持体教融合的总方

针，按照面向全体学生“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的原则

来系统构建：1）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要协力办好全国

学生运动会，打造龙头品牌赛事，选拔精英人才，组建参

加世界大学生和中学生运动会的队伍和运动员。国家级

运动项目协会与教育部各级学生体育协会要密切合作，

共同创建各项目的青少年赛事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跨

区域（县、市、省、大区），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四级

青少年赛事体系，形成“周末制、主客场、升降级”的竞赛

模式。2）逐步把校园、俱乐部、体校、社会青训机构等各

类青少年队伍纳入统一的竞赛体系中，共同发布青少年赛

事赛历，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校内训练和比赛，周末组织区

域内校际联赛（县、市、省、大区四级青少年联赛，原则上

小学联赛不出市，初中联赛不出省）、假期组织跨区域及

全国性赛会制比赛。3）通过体系化竞赛制度发现、选拔

和培养优秀后备人才。4）鼓励俱乐部、体校、社会青训机构

进校园，为学校开展校内和校际竞赛提供专业技术服务。

第三，以项目化、常态化、生活化为方向，构建更具活力

的群众体育竞赛体系。群众体育是体育强国的基石，全

民参与、持续活跃的大众赛事体系的构建与运行是群众体

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构建更具活力的群众体育竞

赛体系：1）所有全国性运动项目协会都要充分发挥龙头

作用，努力打造本项目群众性赛事体系的四梁八柱，制定

本项目群众性赛事的分级分类管理办法，培育和打造全

国性和区域性的品牌赛事和精品赛事。2）推动各级地方

政府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品牌打造，组建社区联赛

和城市联赛，创新开办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家庭运动会，鼓

励群众性赛事与社交网站、视频社区互动。3）支持和鼓

励各类社会力量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探索制定企业赞

助和捐赠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免税抵税政策，简化群众性

体育赛事使用道路、空域、水域、无线电等行政审批流程，

倡导公民为群众性体育赛事提供自愿服务。4）大力发展

群众性户外运动赛事，开展自然资源向群众性户外运动开

放试点，制定在可利用的山地、水域、空域、森林、草原等

自 然 区 域 内 允 许 开 展 的 群 众 性 户 外 运 动 赛 事 和 活 动 目

录。推动户外运动装备器材便利化运输。5）加强基层群

众性体育组织建设，鼓励发展在社区和单位备案的自发

性群众体育组织，并为这类组织开展活动提供支持。

第四，以激活赋能、内容驱动、生态优化为目标，构建

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竞赛体系。体育产业是提升

消费者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幸福产业，其本质上是内

容产业而不是平台产业，内容驱动特别是创新性内容驱动

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赛事是体育产业的核心内

容，是体育企业引流的关键入口和流量变现的重要渠道。

构建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竞赛体系：1）大力发展

职业体育赛事，推动更多项目走职业化发展道路，大力发

展集体球类项目的职业联赛，个人职业化项目（网球、拳

击、高尔夫等）的职业巡回赛、分站赛、大奖赛、年终总决赛，

同时，鼓励非职业化运动项目的龙头赛事、品牌赛事商业

化开发、职业化运作。2）大力发展促消费的场景类赛事，

鼓励各运动项目协会、赛事公司在城市商圈、地标景观、

广场公园组织开展系列街头赛、争霸赛、挑战赛、专业业余

对抗赛等，助力商圈复兴和夜经济发展。3）大力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户外运动赛事，鼓励各

类赛事运营机构在体育特色小镇、休闲度假类景区开展

路跑、登山、骑行、水上、冰雪、露营、低空运动等户外运动

图 6 覆盖四大主体工作领域的新竞赛体系

Figure 6. New Competition System Covering the Four Main Areas of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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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赛事，促进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联动发展。

4）大力发展面向儿童青少年、女性等群体的特色赛事，如众

辉国际体育管理有限公司创立的全国青少年篮球公开赛

（NYBO）、中国篮球协会创立的“上场吧，女孩！”训练营、

中国田径协会创立的女子马拉松系列赛，以及女篮名宿宋

晓波女士创立的“粉色风暴”系列赛等。5）大力发展数字化

体育赛事，鼓励各运动项目协会和赛事运营机构基于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创新线上赛事系

列（如中国田径协会创立的线上马拉松赛事，AI 运动催生

的家庭运动会、客厅运动会等），同时，通过元宇宙技术改

造和提升传统电子竞技类赛事水平，促进该类赛事有序

健康发展。

3.2 推动全行业树立竞赛驱动的新发展观　

面对新冠疫情对国际国内竞赛体系的严重冲击，为推

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体育强国，必须推动全行业

树立竞赛驱动的新发展观，扎实推进全行业立足岗位学竞

赛、懂竞赛、用竞赛、创竞赛，把搞活竞赛、做大做强做优

竞赛作为评定发展成效、工作业绩的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KPI），学 会 用 内 容 创 新 来 带 动 平 台

建设、渠道拓展和效能倍增。

第一，压实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拓展和优化本项目竞

赛体系的主体责任。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是拓展和优化

竞赛体系的关键中枢和主责单位，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赋予全国性单

项体育协会制定相应项目竞赛规则、团体标准、规范体育

竞赛活动的法律责任。国家体育总局要将拓展和优化本

项目竞赛体系作为督察和监管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重

要内容，督促它们结合本项目的发展实际，制定并实施竞

赛体系建设改革和发展规划。分级分类推进赛事体系建

设，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按照国际

与国内、职业与业余、争光与普及 3 条线梳理本项目竞赛

体系现状，找问题、补短板、强弱项，统筹本项目为国争光、

推进项目普及和发展项目产业三大任务，夯实项目发展的

社会基础、市场基础和文化基础，带动项目高质量发展。

第二 ，充分调动各级政府举办各类体育赛事的积极

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举办和承办各类体育赛事的关

键主体，要通过多种渠道宣传举办体育赛事在促进区域

协同发展、提升城市影响力、带动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促进民族团结、增进国际交流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从

践行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激发各级政

府承办和举办体育赛事的积极性，扭转“白银事件”以来，

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不敢办赛、不愿办赛的被动局面。加

强新修订《体育法》的学法和普法工作，让各级政府全面

准确知晓承办和举办体育赛事的法律责任，更好履行赛

事举办的监管职责，避免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同

时，国家体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制定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和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目录时，一定要科学合理

精准，避免扩大化，防止过犹不及、事与愿违情况的出现。

第三，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创办自主品牌赛事。各类市

场主体是拓展和优化我国竞赛体系的重要力量，特别是

在支撑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竞赛体系建设

方面作用显著。近年来，受“白银事件”和新冠疫情在国

内多点持续散发的双重影响，国内体育赛事企业生存困

难，大量中小体育赛事企业歇业、倒闭。当前各级体育行

政部门要全面准确了解本地区体育企业尤其是赛事企业

的生存状态，帮助它们全面享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各项

纾困解难的专项政策，加大购买这类体育企业公共服务

的专项采购，降低其租用国有体育场地设施举办各类体

育比赛的租金。同时，全国性单项协会也要及时跟进，适

度减免向赛事公司收取的技术服务费，延续市场主体办

赛的“薪火”。要结合党中央、国务院稳增长、稳就业的系

列部署，鼓励体育赛事企业围绕激活消费、重振经济、恢

复城市“烟火气”，创办接地气的自主品牌赛事，打造一批

体旅文商融合发展的商圈赛事、地标赛事、夜经济赛事的

品 牌 ，助 力 城 市 复 苏 、经 济 复 兴 。 要 制 定 鼓 励 退 役 运 动

员、应届体育专业大学生创业就业的专项政策，引导他们

利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创办体育企业，创新体育赛事。

第四，“以我为主”，统筹国内举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的资源，组织和支持地方政府有序申办和举办重大国际

体育赛事。我国是承办和举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能力和

意愿最强的国家。当前，受新冠疫情全球继发、俄乌冲突

不断发酵、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多重影响，各大国际体育

组织普遍遭遇财政危机，越来越多的国际大赛已经从过

去由国际体育组织掌控的卖方市场转变为由承办国家和

城市主控的买方市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稳定，举

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基础设施完善，东部发达地区和

区域中心城市申办重大国际赛事的意愿强烈、需求旺盛。

为改变过去我国各大城市自主申办、恶性竞争及申办和举

办的重大国际赛事不能更好支撑国家体育发展战略的问

题，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让需求更好地引领

供给优化，让供给更好地服务需求扩大，有必要加强中央

政府统筹，实施“以我为主”，统筹国内举办重大国际体育

赛事的资源，指导各地有序申办的新战略：1）国家体育总

局要进一步强化组织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的政府职能，

组建专门委员会，指导各地科学申办；2）重大国际综合性运

动会的申办要与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实

施相衔接，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有序申办；3）在加

强国家层面统筹的基础上，支持国内一线城市和部分区域

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和特色城市有序申办单项重大国际体

育赛事，以全国一盘棋，优化申办策略、提升举办效益。

第五，制定因极端情况导致我国运动员短期内无法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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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国际体育赛事的预案。未来有可能导致我国运动员短

期内无法参加国际体育赛事的极端情况主要是：1）全球

疫情出现重大反复或国内疫情阶段性失控，导致全球赛

事重新停摆或国内运动队无法出国参赛；2）“台独”势力

铤而走险，冲突爆发，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胁迫各

大国际体育组织全面制裁中国运动队和运动员。尽管两

种 极 端 的 假 设 情 境 未 必 会 出 现 ，但 凡 事 预 则 立 ，不 预 则

废，必须增强风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制定好专项预案，

防患于未然。应对第一种极端情况，可以借鉴北京冬奥

会的防疫经验，在国内的东、中、西部各选择一个奥体中

心（举办过大型综合性国际国内赛事的场馆群）或临时征

用满足条件的体育类高等院校用地，设置严格的闭环系

统，邀请部分国家（地区）的运动队及部分省市的专业队

在闭环系统内开展竞赛，避免各项目国家队长时间无比

赛的情况出现。应对第二种极端情况，应着力激活国内

竞赛体系，推动国内竞赛国际化。可考虑通过多种渠道

邀请友好国家（地区）的运动队来华比赛，提高国内职业

联 赛 外 援 参 赛 比 例 ，招 聘 更 多 国 外 高 水 平 教 练 员 、体 能

师、战术分析师来华工作等措施加以应对。同时，利用多

边和双边外交机制，创立“一带一路”系列赛、上合组织系

列赛、中非友谊邀请赛等，突破外部封锁，保持中国竞技

体育应有的国际竞争力。

4 结语 

竞赛是驱动现代体育高速发展的核心引擎，是实现体

育核心功能和多元价值的关键机制，是吸引和集聚社会

资源的重要端口和平台，也是保持体育自身巨大魅力和

影响力的内在基因。面对新冠疫情对国际国内竞赛体系

的严重冲击，我们需要对标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建立覆盖

四大主体工作领域的新竞赛体系，并推动全行业树立竞

赛 驱 动 的 新 发 展 观 。 全 面 建 设 体 育 强 国 是 包 括 群 众 体

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四大主体业务领域的全

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拓展和优化我国的竞赛体系要跳

出单纯为专业运动员设置、为竞技体育服务的狭隘竞赛

观，要以拓展体育发展空间、激活体育发展动能、优化体

育发展环境、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总体谋划、系

统设计，构建服务于勇攀高峰、为国争光的竞技体育竞赛

体系，服务于激活参与、发展和培养优秀后备人才的学校

体育竞赛体系，服务于提质增效、内生驱动的群众体育竞

赛体系和服务于内容驱动、融合赋能的促进体育产业发

展的竞赛体系。以新竞赛体系支撑体育发展的质量变革、

动力变革和效率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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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pandemic continues to hit the world sports scene repeatedly in this moment, causing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mpeti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on the holding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ports events, and in line with the goal of building a leading sports nation, a new competition system covering 
four main work areas is proposed: 1)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ompetitive sports of national teams, reference the event system of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China’s competitive sports competition system by category; 2) 
with the goal of discovering and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reserve talents, build a school sports competition system that integrates 
sports and education; 3) in the direction of projectization, normalization and life-oriented, build a more dynamic mass sports 
competition system; 4) to build a competition system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with the goal of 
activating and enabling, content-driven and ecological optimization. Further, it proposes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etition-driven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for the whole industry from five aspects: 1)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hold various sports events; 2) to consolidate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he national individual sports 
association to expand and optimize the competition system of this event; 3) support all kinds of market players to establish their own 
brand competitions; 4) to coordinate domestic resources for holding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organize and support local 
governments to bid for and hold major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in an orderly manner; 5) to formulate plans for the inability of 
Chinese athlete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due to extreme circumstances.
Keywords: competition system; COVID-19 Pandemic; athletic spor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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