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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深入分析各影响因素内在层

序关系与分层逻辑。研究表明：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发展影响因素分为竞争力、影响力、引

导力 3 个维度和 9 个影响因素，其中竞赛成绩、国家实力、文化宣传为影响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

发展的深层根本性因素，国际交往、赛事举办、组织任职、人才资源为影响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

发展的中间层间接因素，科研水平、规则把握为影响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发展的表层影响因素。

在打造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过程中应把握深层根本影响因素，培育竞技体育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重视中间层间接影响因素，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表层影响因素，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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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 of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China’s competitive sports,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sequential relation and hierarchical logic of 

those influential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for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include three dimensions of competitiveness, influence and guidance, and 

nine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them, the first level of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national strength and cultural 

publicity are the deep and funda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for 

competitive sports, whil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event holding, organization and employment and human 

resources are the indirect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for competitive sports, 

and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grasp of rules are the superfici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for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China's competitive sports, it is important to grasp the deep and fundamental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ultivat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development for competitive sports; paying attention to indirect influencing factors so 

that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direc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urface layer so a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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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软实力重要构成的话语权在展示国家实力和

争取国家利益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逐步成为国与国、

地区与地区甚至行业与行业之间争夺的重要阵地。《体

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指出：“到 2050 年，体育综合实

力和国际影响力居于世界前列”“扩大我国在国际体育

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1]。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国

际话语权影响力与号召力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尚未拥有与国家综合实力相匹配的话语力量。随着体

育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交流与合作越发频繁，

我国已由被动参与逐渐转化成主动吸收与理性思考，

整体影响力显著提高，为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提

升提供新的可能[2]。本研究从竞争力、影响力、引导力

3 个维度构建解释结构模型，分析各个影响因素之间

的相互作用与内在层次，以期为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

语权提升提供理论指导。 

 

1  理论依据：解释结构模型(ISM) 
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最早应用于系统工程学研究领域，该模型认为引

发社会事件的各项影响因素之间并不存在完全平行一

致，众多因素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且不同因素之间还

存在因果关系[3]。因此，有必要对众多因素之间的模糊

关系进行厘清，并依据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对其分级

分层，使因素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晰明了，进而提高对

事件发展规律的整体认识。基于以上优势，本研究引

入 ISM 的目的在于将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发

展的因素之间模糊不清的影响关系转化为结构分明、

直观易懂的结构关系模型，以便得出各因素之间的逻

辑关系，更好提升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4]。构建 ISM

基本步骤为：(1)成立 ISM 专家小组；(2)确定主要影响

因素及因素间关联性；(3)建立邻接矩阵；(4)建立可达

矩阵；(5)划分影响因素层级；(6)绘制 ISM 图[5]。 

  

2  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发展的影响因素确定 
2.1  成立 ISM 专家组 

根据 ISM 的操作要求，成立了我国竞技体育国际

话语权发展影响因素 ISM 专家组，成员包含体育管理

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传播学和国际关系等学科方向

的 14 位专家以及 1 位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官员。 

2.2  因素选取与效度、信度检验  

1)专家组权威度。 

为检验专家意见的权威程度，特引入社会学领域

常用的专家权威度(CR)，来检验专家对方向的熟悉程

度，进而提高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评价体系的信

效度。专家权威程度(Cr)的计算公式为 Cr=(Ca+Cs)/2，

其中 Ca 为专家判断依据及其影响程度，Cs 为专家对

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发展内容的熟悉程度。通常

认为 Cr≥0.7 则表明权威程度较高，专家咨询结果具

有较高的可靠性，Cr 值越大说明权威程度越高[6]。经

过两轮专家咨询，专家权威系数和熟悉程度均超过

0.7，表明研究所选取的专家对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

权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熟悉度(见表 1)。

 
表 1  专家咨询判断系数、熟悉程度和权威系数 

轮次 判断依据 判断系数 判断系数之和 指标维度 专家熟悉程度系数 熟悉程度平均系数 权威系数
理论分析 0.273 竞争力 0.763 
实践经验 0.227 影响力 0.772 

参考国内外文献 0.251 引导力 0.701 
第 1 轮 

个人直觉 0.062 

0.813 

  

0.745 0.779 

理论分析 0.281 竞争力 0.825 
实践经验 0.253 影响力 0.774 

参考国内外文献 0.266 引导力 0.742 第 2 轮 

个人直觉 0.078 

0.878 

  
0.780 0.829 

        
 
2)确立维度和影响因素。 

(1)维度确立。话语权的提出者米歇尔•福柯[7]认

为，“人们通过话语的斗争而获取权力，话语是获得权

力的目的和手段”。通过梳理权力的特性发现，权力强

调的是控制、管理和服从，与话语权关注的某种观念

或思想在情感上和价值上被认同存在较大差异[8]。因

此，将体育话语权理解为一种影响力、引领力更为贴

切[9]。在相关研究中，话语权由不同因素构成、是通过

争取而来已成为学界共识。当前学界对话语权影响因

素的研究尚不多见，部分学者从不同维度对话语权评

价做了深入探讨。如赵蓉英等[10]从传播力、影响力、引

导力 3 个维度构建了话语权的影响因素。张兆阳等[11]

基于专利权人的基本概念，从“竞争力、影响力与引

导力”3 个维度设计了专利权人话语权的影响因素。

Hovden 等[12]认为国际体育话语权的构建分为经济话语

权、政治话语权与文化话语权 3 个维度。Grix 等[13]认

为国际体育话语权可以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两大类。

对已有文献、政策文本资料和访谈部分典型案例，根

据指标选取的全面性和科学性等原则，确定竞争力、

引导力和影响力为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发展影响



 
80 体育学刊 第 29 卷 

 

因素的主要维度，进而从这 3 个方面确定影响我国竞

技体育话语权的具体因素。 

(2)拟定影响因素。运用德尔菲法将在文献资料和

政策文本的基础上初步确定 3 个维度和 10 个具体影响

因子以表格形式提交给 ISM 专家小组，请专家从理论、

实践经验等方面对备选影响因素进行评估，给予“同

意”“不同意”和“建议指标”的筛选。经过整合第 1

轮专家意见，对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影响因素进

行修正后进行第 2 轮调查，最终结果趋于一致，从而

确定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的 9 个影响因素。 

2.3  影响因素构成与解析 

通过 ISM 专家小组讨论，最终确定我国竞技体育

国际话语权发展影响因素包含竞争力、影响力、引导

力 3 个维度，竞赛成绩、规则把握、科研水平、国家

实力、赛事举办、文化宣传、人才资源、组织任职、

国际交往等 9 个影响因素。 

1)竞赛成绩。竞赛成绩是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的

基础性因素，没有竞赛成绩话语权也就无从谈起[2]。竞

赛成绩体现在世界大赛奖牌数量、运动员创奥运和世

界记录数量等方面。竞赛成绩对话语权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竞赛成绩的强势会得到竞技体育领域的认可，形

成领域内的“权威”，进而影响赛事举办、组织任职、

规则制定等事项的运转，最终提升国家的竞技体育国

际话语权。 

2)规则把握。规则是任何流派、学者都共同认可

的体育基本属性之一，也是区别娱乐的重要属性。对

于竞技体育而言，规则是仅次于竞争性的第二属性，

没有规则便无法谈论竞争，无法形成突破自我，追求

更高更快更强也无从谈起[14]。一方面，规则把握体现

在对已有规则的理解和运用，尤其是对于赛后维权的

有效性、科学性影响极大。另一方面，规则把握更是

对竞技项目规则更改的把握。因此，规则把握是决定

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因素。在奥运框架下，

规则的制定与判决都是由西方国家所主导，其官方语

言也以英文为主，导致我国在翻译和理解上存在客观

难度，这也使得我国许多竞赛项目，尤其是体操等难

美类项目出现规则理解不够而导致丢分的现象，进而

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 

3)科研水平。科研水平是指我国竞技体育科学研

究在国际体育学术领域中的绝对水平与相对水平，不

仅包含整体科研论文发表情况，还包括引领竞技体育

训练的原创性理论等[15]。一个国家竞技体育话语内容

的强弱与这个国家在竞技体育领域的科研水平有着极

大联系。科研水平对竞技体育话语权的影响机制在于，

一方面通过高水平的科研实力改善竞技体育训练水

平，提升运动成绩。另一方面，高质量成果可以扩大

本国国际影响力，在国际范围内形成引导力。 

4)国家实力。国家实力对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

权的影响在于国家的文化影响力、竞技水平和对竞技

体育投入等方面，是影响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强

弱的核心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十分重视竞技

体育，无论是传统的举国体制还是近些年改革的新型

举国体制，都对竞技体育的资金投入、设施配备高度

关注，是我国竞技体育成绩飞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相关部门在制定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规

划时应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出发，把竞技体育国际话语

权的提升同国家实力相联系，在推进各项指标时也应

考虑到国家的实际情况，做到服务和顺应国家发展大

局，使中国竞技体育话语权的提升与国家综合实力的

发展齐头并进。 

5)赛事举办。赛事举办是指在我国举办的大型体

育赛事，既包含我国承办的奥运会、青奥会等国际大

型体育赛事，也包含我国足球、篮球等职业联赛。一

方面，赛事举办是我国展现大国形象的重要平台。随

着信息化时代来临，大型体育赛事和高水平职业联赛

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事件，通过赛事举办可以向

世界各国展示我国赛事组织、管理能力和竞技体育水

平。另一方面，举办赛事有利于我国教练员与运动员

了解项目最新发展动态，既能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的

联络，有效进行竞赛信息沟通，又能争取赛事规则和

赛制制定的主动权，为我国提升竞技成绩打下良好基

础，进而提升我国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 

6)文化宣传。包括我国体育文化的影响力、体育

文化传播平台打造和体育国际形象打造等内容。习近

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主题学习研究时强调“通

过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

这反映了国际话语权与国家文化实力之间的深层次关

系。只有提升体育文化、体育价值等体育文化软实力，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以西方国家为主的传统国际话语权

叙述框架，这样我国才能获得并保持文化的长期声音。

体育价值理念的传递与文化领域的价值传递相一致，

通常由媒体报道、赛事举办向外传递，这就决定了如

果没有合适的渠道和平台则无法传递我国的价值理

念，甚至还会遭到他国对我国体育体制的诋毁。因此，

应积极拓展宣传手段，向世界讲好中国体育故事，传

递中国体育声音[16]。 

7)人才资源。人才资源是竞技体育的基础性资源，

主要涵盖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服务于我国竞技

体育的高层次人才。运动员是竞技体育发展的主体，

运动员水平的高低不仅决定了该项目的竞争力，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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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育的宣传和青少年人生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近

年来，我国涌现出一批高水平、世界级运动员，刘翔、

苏炳添、姚明、丁俊晖等优秀运动员为展示中国国家

形象、激发国民体育参与兴趣和推动项目发展做出了

极大贡献。裁判员对于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影响主

要有：一是推动规则的普及。裁判员是竞赛规则最为

熟悉的群体，每一次规则的变动都需要对裁判员进行

培训。因此，高水平的裁判员队伍有助于我国各类竞

技项目教练员对规则的理解和最新规则动态的把握；

二是维护我国在国际竞技体育赛场上的正当权益。如

何将我国的优秀人力资源推向国际，扩大其国际影响

力是提升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必备环节。 

8)组织任职。组织任职是指各级各类国际单项体

育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和行政官员。在国际竞技体育组

织中，话语权的表达与执行都是由组织中的行政官员

与代表来体现，国家组织任职人员的数量就决定了该

国在国际竞技体育组织中说话声音的大小与强弱。因

此，组织任职被各个国家视为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争

夺的重要阵地。对于我国而言，组织任职人员的提升

不仅可以为我国竞技体育提供公平环境，更可以通过

这一平台展现中国形象，为世界竞技体育治理提供中

国方案，在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同时

又能使世界竞技体育走向良性发展之路。 

9)国际交往。竞技体育的国际交往是展示我国竞

技体育形象，树立我国竞技体育话语权的重要因素。

国际交往主要包含国外体育活动交往次数、体育外交

活动次数、接收国际访学人次、外派国际访学人次、

竞技体育对外援助项目数量等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

作为体育事业和外交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

外交在争取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上留下了不可磨

灭的重要印记。  

 

3  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发展的影响因素ISM

模型构建 
3.1  构建二元关系图 

二元关系是进行 ISM 运算的第一步，体现的是两

个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主要有相互影响、互不影响

和单向影响 3 种状态，由于涉及 2 个因素之间的单向

影响，所以每 2 个因素间共有 4 种不同结果： 

   FYZ = 

 V  横轴因素 y 对纵轴因素 z 造成影响

A  纵轴因素 z 对横轴因素 y 造成影响

X  横轴因素 y 对纵轴因素 z 相互影响

O  横轴因素 y 对纵轴因素 z 互不影响

通过前文组建的 ISM 专家小组对 9 个因素进行两

两分组，识别其二元关系，共产生 36 个结果，得出竞

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影响因素间的二元关系(见图 1)。 

 
O X X O X A O X S1 竞赛成绩 
O A A O A O A S2 规则把握 
X A X A O A S3 科研水平 
V V V V V S4 国家实力 
X X V V S5 赛事举办 
X O X S6 文化宣传 
X X S7 人才资源 
X S8 组织任职 
S9 国际交往 

 

图 1  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影响因素间的二元关系 

 

3.2  构建邻接矩阵 

连接矩阵所表达的是影响事件发生的所有因素间

两两因素之间的单向链接关系，通常由 0 或者 1 表示[17]。

根据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发展影响因素二元关系表，

建立如下邻接矩阵 A，用于表明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

发展各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性。根据布尔代数规

则，当 Sij=1 时，表明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影响因素中

的 I 因素对 J 因素有直接影响；当 Sij=0 时，表明 I 因

素对 J 因素没有直接影响[18]。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1 0 1 1 0
0 0 0 1 1 1 1 1 0
0 0 1 0 0 0 1 0 1
0 0 0 0 1 1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0 0 0 0 1 0 0 0 0

A=

0 0 1 1 1 0 1 0 1
 

3.3  计算可达矩阵 

可达矩阵是指事件影响因素到另一因素的联系关

系，是通过数据解释的方式对模型进行表达，通过

MATLAB 软件进行运算[19]。计算流程为在软件中输入

程序语言与某一因素的邻接矩阵 A，并通过布尔代数

法对在邻接矩阵 A 上和单位矩阵 I 进行矩阵幂运算，

计算(A+E)k。当(A+E)k=(A+E)k-1 时，可得出结果可达矩

阵 M。其中，E 是单位矩阵。 

 
1 0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0 1 1 1
0 0 1 1 1 0 1 1 1
0 0 1 0 1 1 1 1 1
0 1 0 0 1 1 0 1 0
1 1 1 0 1 1 0 1 0
0 0 1 1 1 0 1 0 1
1 0 0 0 1 0 0 0 0

M=

0 0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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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划分指标层级 

通过计算可达矩阵和邻接矩阵，可得出各影响因

素的可达集 R(Si)、先行集 Q(Si)和共同集 C(Si)。其中可

达集指的是受 Si 因素影响的其他因素的集合，先行集

为影响 Si 因素的其他因素的集合[20]。通过计算得出我国

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层级划分(见表 2)。 

 

表 2  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各因素级数划分 

Si 因素名称 可达集 R(Si) 先行集 Q(Si) 共同集 C(Si) 
S1 竞赛成绩 (S2、S3、S5-S9) (S2、S4、S7) (S2、S7) 
S2 规则把握 (S1、S7) (S1、S3、S5、S7、S8) (S1、S7) 
S3 科研水平 (S4、S5、S8) (S1、S2、S3、S7、S8、S9) (S8) 
S4 国家实力 (S1、S3、S4、S5、S7、S8、S9) (S4) (S4) 
S5 赛事举办 (S1、S6、S7、S8、S9) (S1、S4、S6、S8) (S1、S6、S8) 
S6 文化宣传 (S3、S4、S5、S8、S9) (S1、S4、S7、S8、S9) (S8、S9) 
S7 人才资源 (S1、S2、S3、S8) (S1、S3、S4、S5、S8) (S1、S3、S8) 
S8 组织任职 (S1、S2、S3、S5、S7、S9) (S1、S4、S6、S9) (S1、S9) 
S9 国际交往 (S3、S5、S6、S7、S8) (S1、S4、S6、S7、S8) (S6、S7、S8) 

 

3.5  多级递阶结构模型图 

通过对可达矩阵 R 进行进一步缩减，并按照层级

逻辑关系对各因素进行分级排列，得到我国竞技体育

国际话语权的结构模型骨架矩阵[21]。结合我国竞技体

育国际话语权影响因素间的关系，最终得出我国竞技

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多级递阶结构模型图(见图 2)。 

 

 
 

图2  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影响因素多级递阶结构模型 

 

4  讨论 
根据图 2 所示，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发展影

响因素划分为深层、中间层、表层 3 个层级。3 个层

级既可以反映出同级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也可以反映出跨层级因素之间的关系。 

(1)表层影响因素分析。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发展

的表层影响因素为科研水平、规则把握。由于系统内

所有层级的影响因素都是通过以上两个因素作用于竞

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因此表层因素是我国竞技体育国

际话语权提升的直接影响因素。遵守规则是竞技体育

的本质属性，也是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形成的基础，

没有规则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也无法施展。规则把握

受科研水平、人力资源等因素的影响较大，更深层次

规则制定更加依赖于组织任职、竞技实力等因素的影

响。科研水平的高低会影响竞技水平，但科研水平同

样受文化宣传、国家实力等深层次因素影响。因此，与

其他因素相比科研水平和规则把握属于表层影响因素。 

(2)中间层间接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认为中间

层影响因素属于能动因素，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

既受下层指标的影响，又影响着表层指标，对整个系

统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通常在深层要素发生改变时

中间层要素会有最明显的反映，深层要素的提升或降

低会直接传导至中层要素。与此同时，中间层要素属

于能动因素，更能体现事物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具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具体因素来看，国际交往、赛事

举办、组织任职、人才资源 4 个因素，均属于对我国

竞技体育话语权影响力较大的因素。相对于深层因素，

中间层的 4 个因素是可以通过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得

到迅速提升的因素，同时其提升难度相对较易。因此，

重视中间层间接影响因素的提升对最终我国竞技体育

国际话语权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3)深层根本性影响因素。核心竞争力是两者之间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综合体现，是体现具备比较优

势与竞争优势的关键之处[22]。从解释结构模型分析结

果来看，影响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发展的深层因素包

括竞赛成绩、国家实力、文化宣传。解释结构模型认

为深层影响因素往往超越事物本身，其对整个影响因

素系统起着基础性作用，以多种方式影响着中层影响

因素和表层影响因素，进而影响整个系统，因此需要

重点关注。简言之，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深层次

因素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深层次因素提升可

以带动其他因素的提升，深层次因素如果下降则其他

因素也失去了提升空间。文化宣传因素极大程度上影

响到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可达性和国际认可度；竞

赛成绩作为竞技体育的本源性因素是形成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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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性力量，也是开展国际交往和提升组织任职的

基础；国家实力和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发展的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的内在逻辑相统一，国家实力是竞技体

育国际话语权发展的一切前提，而竞技体育国际话语

权的推广和发展主要通过国家实力来体现。 

 

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与我国的经济水平

和大国地位不相匹配，仍有许多环节处于弱势地位，

亟需进一步提升。通过运用解释结构模型，最终确定

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发展影响因素包含竞争力、

影响力、引导力 3 个维度和国家实力等 9 个影响因素。

其中竞赛成绩、国家实力、文化宣传为影响竞技体育

国际话语权发展的深层根本性因素，是我国竞技体育

的核心竞争力；国际交往、赛事举办、组织任职、人

才资源为影响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发展的中间层间接

因素，优化中间层因素往往可以更为明显地提升我国

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科研水平、规则把握为影响竞

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发展的表层影响因素，对竞技体育

国际话语权的作用更为直观和明显。在后续研究中，

可以进一步分析我国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影响因素的

影响程度权重排序，探讨各关键因素存在的问题，并

对细分指标提出针对性提升策略，最终实现我国竞技

体育国际话语权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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