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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我国政府以国际大局观为出发点，为推进
“一带一路”区域内不同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共同发展交流，
实现国家繁荣昌盛、民族复兴而规划部署的国家战略。“一带一
路”是积极发展区域内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在政治、经
济、文化上互相包容信任的合作共同体，同时也成为区域内不同
国家之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1]。我们将曾经的改革开放看做是

“引进来”，而现在我们将“一带一路”战略看做是“走出去”，通
过体育文化输出的手段来繁荣体育文化产业经济，促进体育文化
的合作与交流，消除文化之间的隔阂，实现各国经济、文化、教
育等方面的共建、共享和共赢[2]。

1  “一带一路”背景下发展体育产业文化输出的重要意义
1.1体育产业文化是重要合作资源
从本质上看，体育产业文化是各国进行经济文化合作的一种

重要资源。不仅在经济文化合作中起到促进作用，对提升国民
体质也能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还能增强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同
时体育产业文化优秀元素的输出向世界奠定体育产业“中国造”
的自信和体现国家民族体育产业精神。

1.2体育产业文化的发展是文化交流途径
体育文化是各国之间的无障碍交流方式，可以作为世界范围

内的一种通用语言，不受地区、宗教和民族等限制，是各国之间进
行有效沟通交流的桥梁。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奥林匹克运动在全世界
范围内获得巨大关注，奥运精神在全球得到极大的传播，可以说这
是一个非常成功案例。由此可见，体育产业文化发展在促进“一带
一路”战略的有效实施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助于体现国家
的文化软实力，更为重要的是体育产业文化的输出承担起中国体育
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影响世界、提升国家影响力的时代使命。

2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体育产业文化发展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

2.1体育产业文化的机遇
随着社会发展，国家之间的“硬实力”竞争将逐渐转变为“软

实力”竞争，其本质就是文化之间的竞争。体育产业文化作为国
家软实力的体现，对提升国家文化的竞争力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体育产业文化要想面向国际化输出，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发展
过程，而“一带一路”战略则作为我国体育产业文化输出的突破
口，指明了陆上“一带"和海上“一路”同时进行的发展道路，给

“一带一路”范围内国家进行体育产业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基本
受众基础[3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为我国体育产业文化的
建设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2.2体育产业文化的挑战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体育产业文化的输出同时也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的体育产业文化对外输出传播还是
主要依靠官方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人员交流。且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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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国家共同发展。“一带一路”作为我国当前极其重要的外交战略，对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将会起到促进的作用。体育
文化作为我国当前文化产业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配合“一带一路”的文化先行建设发展思路，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
化发展机遇，以体育文化为先导，在国际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展示出中国体育文化的自信和魅力，构建中国特色的体育产业文化输出
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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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文化尚缺少品牌化的活动项目，面向国际的传播力度也
丞待提高。中国体育产业文化对外输出能力不足，主要原因则表
现在传播渠道上的单一，这也要求我国加强新媒体的建设发展。

3  “一带一路 " 背景体育产业文化输出途径的启示
3.1树立体育产业文化的自信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进行体育产业文化输出建设的过程

中，需要树立正确的体育产业文化发展理念，使体育产业文化建设
得到良性发展。地方政府上一定要提高对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视，在
体育产业文化发展建设中起到促进作用，完善制度体系，为我国体
育产业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在体育产业文化输出的建设
中，我们不能丢掉自身体育文化的自信，将文化自信烙印在我们的
体育产业文化输出上，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体育文化发展格局。

3.2正确看待文化差异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体育产业文化是否能持久发展，要看是

否能解决跨国家文化的差异问题。在选择文化元素交流的同时，要注
意对跨国文化内容的包容性。而想要熟悉文化输出的途径，则需要换
位思考一下，站在对方的思维习惯中，思考文化差异性和包容度。对
异国文化、思想的表现方式，都需要建立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互不
了解的文化交流，只会限制体育产业文化交流的发展。虽然各国之间
经济、文化千差万别，但是从本质来看都是人类共同体。在这个多元
文化的交流下，才能实现目标统一。因此，虽然体育产业文化的输出
可能需要长期的发展，但是在互相信任与支持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
发展，使交流与沟通市场化，一定能让体育文化的形成产业化发展。

4  小结
在体育产业文化的实际交流过程是相互配合、协同发展的，

不同体育产业文化主体都有各自的交流途径。因此，应当建立起
多元化的交流途径，这样既贯彻国家的正确指导方针，又实现了
体育产业文化输出途径的有效性。当今体育产业文化日趋全球化，
我们应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结合重视起来，跟上时代和技术发
展的步伐，加快迈向体育产业文化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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