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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基于共享发展理念，探讨竞技体育

成果共享的内在逻辑与现实价值，分析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提出推进路径。研究认为：我国竞技

体育发展成果共享主要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推动竞技体育成果共享

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能有效提升竞技体育系统综合效能、优化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赋能学校体育教育健康发展。目前，我国竞技体育成果共享面临意识相对薄弱、

实施主体单一、深度广度有限、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基于此，提出以下推进路径：价值先

导，营造共享文化氛围；多元主体联动，凝聚共建共享合力；拓宽边界，打造多元共享平台；增

强制度保障，优化共享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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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interview, and observa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logic and practical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achievement sharing, analyzing 

the authentic challenges it faces now, and then proposes the advancement path.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haring of 

Chinese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results mainly includes sharing by all, comprehensive sharing,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nd progressive sharing. Promoting the sharing of competitive sports achievements has 

profound theoretical origins, historical basis, and realistic foundation, which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and optimize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national 

fitness, and empowe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competitive sports achievement sharing still faces several realistic dilemmas, such as 

relatively weak awareness, a single implementation subject, limited depth and breadth, and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motivation. Based on this, the following advancement paths have been proposed by this study: anchoring value 

coordinates, and creating a shared cultural atmosphere; linking multiple subjects to gather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synergy; broadening the boundaries of sharing, and creating a diverse sharing platform; and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optimizing sharing systems and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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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要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我国《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基本原则，

明确我国体育发展的价值追求和方向引领，即以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根本目的，这对我国全民健身、竞技体育等领域发

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更多竞技体育成果

全民共享”，2022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也提出要推广应用体育科学技术成果。在此背景下，

推动我国竞技体育成果共享已成为一个重要且迫切的

现实问题和学术命题，这既是我国体育事业贯彻共享

发展理念的现实应答，亦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融

入体育事业的生动实践。 

目前学界有关我国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研究尚处

起步阶段，既有研究对该领域也有所触及，指出竞技

体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竞技体育联动效应失

能、过度侵占和控制体育资源、反哺社会能力不足、

融合发展难度和阻力较大等方面，从侧面说明我国竞

技体育发展成果共享仍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整体而

言，已有研究成果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指向较为清晰，

为本研究提供立论依据，但也存在较为零散和浅显的

问题，没有直接正面地进行深入探讨，缺乏系统性和

整体性。与此同时，根据政策要求全国各地也在积极

探索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实践路径。因此，本研究基

于新发展理念，结合课题组参与广东省“冠军课堂”

活动期间所获取的资料，对我国竞技体育成果共享这

一实践性命题进行理论探索，厘清其基本内涵、理论

框架和学理逻辑，聚焦现实挑战，着力破除束缚成果

共享的障碍。这有助于拓宽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理论

视野，为推动竞技体育成果共享这一现实问题提供理

论依据和实践方向，让竞技体育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人民，更好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价值取向。 

 

1  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内涵与框架 
1.1  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基本内涵 

“共享”原指资源或空间的共同使用、享用。对

“共享”概念边界的延伸与拓展主要集中于经济、政

治和互联网技术等领域。经济学家认为，“共享”是将

我们的东西分配给他人使用，或者从他人处获得物品

或服务为我所用的行为和过程[2]。在政治学语境中，“共

享”是对社会发展成果享有方式的一种表达，让人民

群众更加公平地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3]，是基于人的

基本权利出发的一种社会保障理念[4]。自从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新发展理念以来，“成果共享”“共享发展”等

主题成为了学术热点，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探讨社会

发展过程中的“共享”问题。有学者认为，“共享”具

有普惠性和公平性两种基本属性[5]，是通过制度安排让

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机会与成果[6]。而“社会共

享”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

使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7]，增加人民

群众的某种获得感[8]。“发展成果共享”其实是通过有

效的制度安排，让全体社会成员拥有平等分享成果的

权利和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9]，具有人本性、均衡

性、普惠性和公平性的特征。 

国内关于体育共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公共服

务、体育产业领域。有学者认为“体育发展成果共享是

人民主体性的一种体现”，保证体育发展的公平性，其

实质是保障人民群众平等享有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10]。

也有学者提出体育文化共享的概念，认为体育文化共

享是不同群体间关于体育文化互为主动的意义建构过

程[11]。也有学者指出，“共享”意为多主体分享体育发

展和治理的成果[12]。综合国内学者基本观点，运用归

纳演绎法，在理解共享基本含义基础上结合体育共享

特点，从共享范围、内容、途径和进程 4 个维度，将

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基本内涵界定为“在推进竞技体

育高质量发展基础上，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经由

有效的制度安排，逐渐让全民拥有分享竞技体育发展

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的权利与机会”。 

1.2  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理论框架 

1)共享的主体：全民性。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3]。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价值主体、实践主体和成果享受主体，人民共建、共

享体育成果是竞技体育强国建设的不竭动力。在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下，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基

本目标就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体育权益。实

现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竞技体育成果共

建共享，就要破除观念壁垒，拓宽竞技体育成果共享

的边界和价值，推动更多竞技体育成果向社会开放，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优质、对口的产品和服务，

增强人民群众的体育获得感。 

2)共享的内容：全面性。在“竞技体育成果共享”

命题中，共享的客体和内容是竞技体育发展的成果[14]。

竞技体育成果主要是指我国竞技体育系统在备战、参

赛、办赛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荣誉、经济收益、体

育精神等各种实质和非实质的成果和收益，是竞技体

育活动的重要产出和目标之一，也是评价和研究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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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发展和影响的重要指标和依据。可按照成果存在

的形态，将竞技体育成果分为物质成果、制度成果和

精神成果。物质成果包括体育场馆、体育人才等，制

度成果包括训练方法、体育运动水平等级制度等，精

神成果包括体育精神、体育形象等。 

3)共享的方式：共建性。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

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15]。根据共享发展理念，竞技体

育发展成果共建共享有两层含义：一是多主体参与推

动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把竞技体育成果的“蛋糕”

做大，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二是让多主体

参与实施竞技体育成果共享，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

体人民。当前，要做到共建共享仅靠单一主体力量无

法实现，必须依靠多元主体的协同力量。实践表明，

政府、社会、市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推动体育治理

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也是实现竞技体育成果共建共享

的有效途径[16]。因此，在实践操作层面，要充分调动

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创造

出丰富的竞技体育物质和精神成果，依托政府、市场

和社会等主体力量，提升共享的内生动力，借助互联

网技术、数字化等多种手段，让竞技体育发展成果更

直接高效地惠及全体人民。 

4)共享的进程：渐进性。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

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

的水平也会有差别[17]。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举国体制等

历史因素的影响及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区域不平衡，

决定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是一个长期

的系统工程。尤其是要实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学

校体育、体育产业融合共生，更是一个分步实现、逐

步完成的历史过程。在共享发展成果的渐进过程中，

要不断建立健全科学长效的共享机制，其中包括决策

机制、驱动机制、实施机制、保障机制和反馈机制等，

逐步消解竞技体育发展成果共享的区域不平衡、领域

不平衡和群体不平衡等问题。通过循序渐进的共享政

策和制度安排，保证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可行性和持

续性，最终实现竞技体育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目标。 

综上所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

进共享构成竞技体育发展成果共享的基本逻辑。竞技

体育发展成果共享的 4 个要素是相互贯通、相互作用、

有机统一的整体，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多元主体

协同搭建共享的途径与方式，既可以反作用于竞技体

育发展成果，也可以联动竞技体育自身、全民健身与

学校体育的发展，进而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由

此，也全面回答共享发展理念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成

果“谁来共享、共享什么、如何实现共享以及共享的

进程是什么”等问题(见图 1)。 

 
 

图 1  新发展理念下竞技体育发展成果共享的理论框架 

 

2  新发展理念下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逻辑机理 
2.1  理论逻辑：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的深化与延伸 

竞技体育成果共享根植于新时代共享发展理论。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构成一个

系统的理论体系，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共产党在

发展理念上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和创新。其中，共享发

展理念主要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

进共享等方面，主要目的在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物

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既

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指引和行动准则。根据共享理

念，实现共享发展并不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一个系

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发展就是要全面保

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13]。体育作为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是国家建设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探索竞技体育

成果共享实践活动的模式和方法，更好地解答体育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推动体育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既是当前我国体育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共享发展理念在体育领

域的延伸和拓展。 

2.2  历史逻辑：百年体育强国建设经验的继承超越 

体育强国建设征程中所积累的探索实践与历史经

验，蕴含着深厚的历史逻辑，为我国竞技体育成果共

享奠定重要的思想与实践基础。首先，竞技体育成果

共享是对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体育观的继承。“人

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体育观确立、巩固和完善的价

值根基[1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体育

作为改造国民体质与精神的载体嵌入救国方案中；新

中国成立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新

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改革开放后，体育日

益成为人民群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体

育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推动

竞技体育成果共享成为“以人民为中心”体育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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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反馈和行动应答。其次，竞技体育成果共享是对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实践的总结、反思与超越。新中国

成立后，为树立体育大国的形象，我国重点扶持竞技

体育的发展，在赛事成绩、人才培养、赛事举办等方

面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但竞技体育系统内部存在

资源垄断、过度封闭、功能单一等问题，阻塞竞技体

育发展成果向社会共享的路径，有碍于全面发掘竞技

体育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因此，有必要在总结借鉴新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经验基础上，改变竞技体育系统的

封闭性、专属性和排他性，拓宽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

内涵，推动竞技体育成果全民共享。 

2.3  现实逻辑：缓解全民健身供需矛盾的必然选择 

体育领域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和实践是化解社会矛

盾、实现人民健康、精神富足和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必

然要求。现代公民社会的崛起，使得公民多元化、个

性化和人本化的体育权利诉愿，成为社会体育需求的

新常态[19]。面对这种新常态，习近平在 2020 年教育文

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紧紧围绕

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在实践层面，当前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

给与需求存在结构性失衡，已成为体育强国建设进程

中亟需解决的问题。面对复杂多样动态的体育需求，

必然要求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解决全

民健身的供需矛盾。有效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体育

组织的力量，推动竞技体育成果向全民健身领域共享，

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提质增效”的有效方式。

在我国“奥运争光计划”“举国体制”的催动下，竞技

体育的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越发显著，利

用其优势积极搭建成果共享机制，引入社会和市场的

力量，丰富公共体育服务产品与服务供给，推动竞技

体育成果向社会开放，使竞技体育发展成果更加均衡、

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3  新发展理念下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时代价值 
3.1  提升竞技体育系统综合效能 

推动竞技体育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有

助于提升竞技体育的综合效能。一方面，破除共享的

藩篱：让竞技体育与社会互动，可以充分发挥竞技体

育自身的多元价值功能，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同时

还可以充分调动社会、市场等多元力量增强竞技体育

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和持续力。在访谈参与“冠

军课堂”活动的一位跳水奥运冠军时，其多次提及竞

技体育蕴含丰富内涵，开展冠军课堂活动既能充分发

挥竞技体育的人文价值，让大众从竞技体育中汲取力

量；也有助于运动员、教练员在社会互动中积累社会

资本，提升社会适应力。另一方面，竞技体育成果共

享有助于提升竞技体育系统的融合能力和联动效应，

借助共享机制实现与社会资本、学校体育、群众体育

等诸多主体之间的协作，有效整合优质资源，强化中

国竞技体育高质量产品供给能力[20]，带动竞技体育、

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等系统的协调发展，更好地服务

于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 

3.2  优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彼此蕴含着优势互补的要素

和资源[21]。实施竞技体育成果共享可以在参与主体、

供给内容和供给模式等层面助力打造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多元化格局。一是竞技体育成果共享可以调动体育

协会、市场、运动员等主体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由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向

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方式转变。二是竞技体育成果共享

有助于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供给内容，在体育场

馆设施、健身与赛事指导服务、运动康复等方面提供

专业、优质的内容支撑，满足群众的多样化体育需求。

三是对竞技体育成果实行市场化开发和转化能有效激

发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发展全民健身，打通制度壁垒，

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资源流通与信息共

享[22]，弥补社会力量参与的不足，促进群众体育与其

他领域或行业的融合发展，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新动力。 

3.3  赋能学校体育教育健康发展 

竞技体育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和文化价值，推动

竞技体育成果共享可从多方面赋能学校体育健康教育

发展。第一，优秀运动员进校园开展一定时间的健身

指导服务，多维度地展示和传播体育精神，有助于营

造浓郁的校园体育文化，充分发挥竞技体育的育人功

能。正如“冠军课堂”走进 H 县 LK 小学时，时任校

长 LB 表示，将竞技体育的发展成果引入学校，可以

激发和补充校园体育发展，助力形成良好的校园体育

文化生态。第二，互享学训资源，现役专业运动员或

退役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均拥有扎实的专业技能和教

学经验，通过运动员进校园，实现竞技体育人力资源

与学校体育共享，可以有效补充体育师资队伍，助力

学校运动队建设、竞赛活动开展，促进学校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第三，以协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组织，具

有优质、专业的体育资源，推动竞技体育成果反哺学

校体育，有助于将社会力量引入学校，为学校体育健

康教育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数字化场地、现代化器械、

信息化技能等方面的资源支撑，促进学校体育健康教

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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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现实困境 
4.1  共享发展意识相对薄弱 

共享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而且在渐进式共享过

程中还存在不少“变数”。在观念层面，由于成果拥有

者缺乏主动共享的自觉意识与内在驱动力，存在“开

放发展力度不够，共享发展观念薄弱”等问题[23]，导

致竞技体育的成果依然服务于系统内部，不能及时向

社会全面开放和深度转化[24]，极大阻碍竞技体育成果

共享的组织实施。竞技体育系统的各相关利益主体对

于推进成果共享的内在动力不足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

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竞技体育肩负提升竞技水平、

为国争光的使命，其工作重心倾向于备战各大赛事，

加之传统的绩效评估主要以竞技体育成绩为标准，相

关主体往往更关注自身的成果和利益而忽略了共享和

社会责任，难以自觉主动地树立和贯彻共享发展的观

念。另一方面，由于举国体制下所形成的路径依赖，

导致人们在观念上对竞技体育的多元社会功能和价值

认识不足，无法认识到竞技体育成果所蕴含的巨大社

会价值。这种思想观念的桎梏，将本可以自我发展、

发挥综合效益的体育变成了资源消耗型专业体育，竞

技体育服务人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功能不足[25]。 

4.2  共享实施主体单一 

当前在推动竞技体育成果共享发展与实践过程

中，市场和社会主体参与程度还比较低，市场机制和

志愿服务发挥作用较为有限。具体而言，竞技体育成

果共享的主要推动力仍然依靠行政部门牵头，政府扮

演着单一主体的角色。课题组在参与广东省“冠军课

堂”活动期间发现，该活动主要依靠广东省体育局以

及体育彩票中心等单位主导，社会和市场主体参与度

不高，导致此类活动的自我造血功能不足，降低了成

果共享的持续性效应。尤其对于竞技体育科技成果，

受举国体制政府垄断竞技体育公共服务的惯性影响，

企业等市场主体难以参与到成果转化与共享的实践

中。此外，单项体育协会组织属性不清以及实体化进

程的滞后，话语权不足，体育社会组织在推动竞技体

育成果共享过程中的力量有限，尚未发挥出其应有的

作用。由此，竞技体育成果共享供给呈现出以行政性

力量为主导的“一元化”“单一化”的主体格局，成果

供给的活力与合力不足，成为竞技体育成果共享面临

的又一现实挑战。 

4.3  共享深度广度有限 

在内容层面，推动竞技体育成果共享面临的是共

享深度和广度有限，呈现出碎片化、同质化的共享样

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取得长足的进步

和发展，在体育科技、体育人才、体育精神文明建设

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近 10 年来，我国共获得 986

个世界冠军，连续 6 届奥运会跻身金牌榜前 3 名，培

养大批优秀体育人才[26]。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兴建

冰丝带、首钢滑雪大跳台等场馆，200 多项科技成果

得到应用。中华体育精神、女排精神和北京冬奥精神

熠熠生辉。但是，现阶段我国竞技体育所取得的丰硕

成果并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尚缺乏有效的竞技体育成

果共享平台，共享内容的范围和边界相对狭窄，惠及

的群众有限。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成果共享主要局

限于冠军进校园、进社区的互动交流活动，共享内容

碎片化、共享形式同质化，尤其在体育场馆设施方面，

虽然在数量上实现较大提升，但现实中依旧存在资源

配置不均衡、不充分、单一化、片面化、质量低等各

种问题，开放率和共享程度并不高[27]；另一方面，竞

技体育的科技成果市场转化或深度开发不足，竞技体

育集聚的科学训练方法、高端医疗手段、专业化团队、

精良的场馆设施等资源多局限于运动训练系统，有效

融入全民健身的渠道受限[28]。尚需拓宽共享边界，借

助多种方法手段挖掘和利用现有成果，对竞技体育成

果进行全面的开发和利用。 

4.4  共享内生动力不足 

竞技体育发展成果共享，是一个长期系统工程，

不仅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更需要有内生动力持续驱

动。目前我国关于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规划和政策比

较分散、零散，缺乏战略规划和整体性的推进方案。

例如，我国公共体育设施共享的直接规范依据仍然付

之阙如，竞技体育发展成果共享的内生动力不足[29]。

以“冠军课堂”乡村行为例，该活动虽然取得一定效

果，但由于缺少明确的政策或制度保障，活动的持续

性、深入性、广泛性、规范性很难实现。当前竞技体

育成果共享只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中的笼统性规

定，并没有出台配套的政策、实施细则，对于成果共

享范围、方式、时间、安全保障等，既缺乏普遍宏观

的指导意见，也没有具体、可操作的制度规定，加之

原有制度壁垒的限制，导致当前我国竞技体育成果共

享在推进实施过程中归口不明确、权责不清晰，停留

于碎片化的短期的成果共享，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的

推动过程，无法真正将竞技体育成果的价值传导至有

需求的人民群众。总而言之，制度建设的滞后性，是

当前我国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重要堵点。 

 

5  新发展理念下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推进路径 
5.1  坚持价值导向，营造共享文化氛围 

观念塑造制度，制度决定行动。竞技体育的价值

定位是实现竞技体育共享发展的前提条件[23]。价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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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行动者面对无限可能的行动做出选择的标准[30]。

首先，锚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的价值

坐标，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竞技体育发展思想，为成

果共享提供价值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平台”。各级竞技体育主管部门除了继续肩负为国争

光的使命，还应积极践行共享发展观念，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共享理念，以开放的心态及时关注和回应人

民群众对体育的多元诉求，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地享

受优质的竞技体育成果。其次，注重相关主体共享意

识的培养，大力开展成果共享宣传教育活动，树立成

果共享典型案例，通过媒体加强竞技体育成果共享实

践价值的宣传，营造浓厚的共享文化氛围；开展科普

宣传，通过举办各类体育活动和科普讲座，提高公众

对竞技体育成果的了解和认识，增进成果供需方对共

享社会价值的认识与认同，引导利益相关主体转变思

想观念，让成果共享意识深入人心，让全体人民共建

共享竞技体育发展成果。 

5.2  多元主体联动，凝聚共建共享合力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推进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有

效路径。多元主体参与的竞技体育成果共享协同机制，

一是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与功能定位。根据不同人群

和不同地域的需求，政府部门扮演引导的角色实施宏

观调控，体育协会、体育基金会等社会体育组织是沟

通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重要桥梁，可以具体负

责竞技体育成果共享的组织实施；对于科技成果，可

引入市场力量进行开发和转化，搭建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服务平台，将竞技体育积累的研究成果向运动健

康领域普及推广。二是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让社会、市场等主体有意愿也有渠道参与到共享中，

提升体育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参与程度，凝聚共建共享

合力。例如，对于运动员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可

采取政府部门指导、体育协会承办企业协办的模式，

各参与主体形成紧密协作；对于体育场馆、国家队训

练方法、日常食谱、康复技巧等成果可引入市场力量

进行运作和开发，向社会释放竞技体育的发展红利。

三是激发全体人民参与成果共享的积极主动性。共享

的前提是共建，竞技体育发展为了人民，更需要依靠

人民，应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保障参与主体的

多样性、实施过程的广泛性以及成果共享的包容性，

为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施提供关键支撑。 

5.3  拓宽边界，打造共享平台 

面对竞技体育成果共享内容碎片化的现实挑战，

需要拓宽共享边界，构建多元化的内容共享生态，让

竞技体育成果得到多样化利用和转化，向人民群众提

供多元优质的体育服务与产品。首先，竞技体育成果

向社会开放共享，须兼顾合理性与开放性，需要进一

步明确、厘清竞技体育成果的共享边界，明确哪些成

果可以向社会共享，哪些成果还不具备向社会共享的

条件。对于不影响竞技体育正常训练、备战比赛的成

果，应最大范围的向社会公众开放，将众多分散和隐

性的成果关联起来，打造包含物质、制度及精神的立

体化共享内容生态体系。其次，积极开展跨界协同，

推动竞技体育共享活动与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

领域联动发展，获取丰富的互补资源，催生更多业态

的运动健康产品与服务，比如可以与卫生部门，在基

层社康中心开展康复、营养等内容的共享。最后，有

必要创新共享形式与手段，借助互联网技术、数字化、

大数据等手段，打造竞技体育成果多元共享智慧平台。

全面深入挖掘竞技体育成果的内在价值，丰富成果共

享生态，以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模式开展成果共享，例

如，利用市场和科技力量，打造成果共享平台，将国

家训练方法、康复技巧等成果以短视频的形式呈现，

借助数字化手段开展体育精神展览，让人民群众以更

便捷、更直接的方式共享到竞技体育成果。 

5.4  增强制度保障，建立共享激励机制 

制度建设是推进竞技体育成果共享常态化、长效

化的根本保障，增强制度保障是打造覆盖全民、分层

分类、综合高效的竞技体育成果共享格局的关键。具

体而言，一是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需

要由体育行政部门做好顶层设计，明确竞技体育成果

共享的边界和范围，厘清相关主体的权责，统筹考虑

各参与主体、群众诉求等因素。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下，

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

开展各具特色的成果共享活动，充分发挥共享主体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探索多元化的成果共享模

式。二是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成果共享机制，以共

建夯实共享发展基底，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开发

成果，兼顾公益性和积极性，增强成果转化与共享的

驱动力，形成共享活动的长效化；将成果共享融入各

项国家战略，推动成果共享和全民健身、乡村振兴、

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有效衔接。三是建立健全竞技体

育成果共享激励机制，加强资金、人才、物资等要素

保障，鼓励体育工作者和科技创新者参与竞技体育成

果的研究和应用，打通竞技体育成果要素与广大人民

群众的流动通道，建立健全高效的竞技体育成果共享

协调机制，实现公益性体育服务产品的常态化供给。 

坚持共享发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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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发展理念下我国体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与价值归

宿。在建设体育强国的时代语境下，竞技体育成果共

享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也是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行动应答。推动竞技体

育成果共享需要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人民至上，

让体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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