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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outbreak and pandemic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professionals from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of China stated that the Chinese Sport Delegation should positively face it and make preparation at 

advance. It has been founded that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news and social media posts mainly focus on 

reporting in three dimensions. Firstly, they pay attention on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Chinese athletes 

and the influence of delay of the Tokyo Olympics on athletic performance. The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por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port image through online and offline activities of Chinese sport 

fans are also included in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news and social media posts. According to the ideologies 

of cosmopolitan and nationalism connected with Chinese sport, in post-epidemic era,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young athletes so as to promote national confidence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port. While 

online Chinese citizens actively join in the discuss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port image, heathy and 

positive cyber-nationalism should be promoted. Media professionals can play the role of “opinion leader” in 

sport virtual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expressions of cyber-nationalism. 

Keywords: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Post-epidemic era, Cosmopolitanism, Nationalism related with Chinese 

sport, Healthy, positive and professional cyber-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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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世界性的大爆发，中国国家体育总局针对东京奥运会延期决定召开研讨大会多位

专家表明，应做到积极应对，未雨绸缪。研究发现后疫情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与自媒体报道主要聚焦关

注三个方面： 关注东京奥运会延迟对中国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影响、关注中国体育国际化之路与体育实

力提升、体育产业线上线下联动，网民成为体育形象建构参与者。基于世界主义与中国体育民族主义

理念，后疫情时代，加速中国形象世界化的过程中需培养本土化年轻运动员等手段提升中国体育民族

主义与本国的民族自信。网民积极参与中国体育形象的讨论，需培养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民族主义，

专业媒体人可成为体育超话社区里的“意见领袖”，并促进网络民族主义情感的表达专业化。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后疫情时代，世界主义，中国体育民族主义，健康、积极与专业的网络民族
主义 

1. 前言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世界性的大爆发，造成了经

济、体育、文创等产业不可估量的损失，特别是疫情严

重的国家及地区，国际体育赛事、国家体育俱乐部赛事

相继停摆，如环意、法网、F1、 NBA、五大联赛等国际

赛事相继延期，甚至有取消赛季余下赛事的趋向。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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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来的 “体育寒冬”，给职业联赛俱乐部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压力，迫于商业运营的压力，诸多俱乐部正大量裁

员。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TO）认定为“大流行”的新

冠肺炎疫情，截至 2020 年 4 月底，世界 200 余个国家

与地区的国民深受其害，超过 100 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东京当地时间 4月 28号，东京奥组委主席表示，若 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得不带控制，原定 2021 年 7 月举

行的东京奥运会将取消，据文汇报消息称，东京奥运会

延期举办额外成本超 3000 亿日元。此外，日本权威传

染病学家北村义浩认为，明年如期举办奥运会的可能性

为 0。他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除非出现疫苗或

其他治疗药物，限制新冠疫情的发展，但这不能仅靠日

本一个国家的努力［9］。 

尽管日本奥组委主席与权威传染病学家提出东京

奥运会在 2021 年举办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中国国家体

育总局针对东京奥运会延期决定召开研讨大会，多位体

育领域专家学者、资深媒体人表明，“我国应密切关注

东京奥运会延期对运动员、教练员造成的心理影响，最

忌备战心态由紧绷而突然松弛，或因延期而导致焦虑”

［3］，应做到积极应对，未雨绸缪。南京体育学院院长

杨国庆表示，我国传统优势项目譬如蹦床、体操、羽毛

球等，已进入新老运动员交替期，17 个项目中 30 岁以

上运动员达 31 人，老运动员伤病增多，他们能否延续

巅峰时期的竞技状态？能否保持传统夺金项目曾经的

优势？都成为奥运延期后国家体育代表团担忧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导致原定于 2020 年举办的东

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甚至有取消举办的风险，作为

世界体育强国之一的中国，面对东京奥运会延期所带来

的重大影响，中国体育产业的变化与中国体育形象建构

值得研究，研究成果对后疫情时代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改

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8］。 

2. 东京奥运会延期影响下的中国体育产业 

国际奥委会委员会丹尼·庞德(DickPound)当地时

间 3 月 23 日正式宣布，原定于 2020 年 7 月举办的东

京奥运会将延期举办。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奥运会

延期，多国体育职业联赛停摆，体育产业正经历着后疫

情时代的挑战与变革。本研究抽取 2020 年 4 月（东京

奥运会正式宣布延期一个月）人民日报每日“体育要闻

排行榜”前十五的体育新闻文本，与 2020 年 4 月新浪

微博体育类超话社区阅读量排行第一的“体育”超话社

区所有推文，作为内容分析的研究文本。针对近 1000

条新闻文本与推文的主题进行归类，东京奥运会正式宣

布延期后一个月内，中国官方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主要从

以下几个角度再现中国体育产业： 

2.1 关注东京奥运会延迟对中国运动员竞技
状态的影响 

东京奥运会延迟，加上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下诸多国际体育赛事延期举行，意味着 2021 年运动员

们的参赛日程更加紧密。密集参赛对运动员们的体能以

及心理状态是个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几个传统夺金项目

的老将们需要推迟一至两年退休。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

学研究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邱雪认为，“随

着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定程度上会对我国运动员的备战

节奏带来改变，因此需要及时调整应对。对于一些年龄

偏大的运动员，他们的竞技状态能否保持到明年举行奥

运会时，甚至能否继续参赛，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问

题。”③奥运冠军马龙，丁宁，刘诗雯，37 岁的“高龄”

林丹，33 岁的中国女排主要的闫妮，36 岁的奥运举重

冠军吕小军，行走 33 岁的奥运冠军刘虹，花样游泳世

锦赛亚军黄雪辰 30 岁，已过运动黄金年龄的老将们，

仍然被国家给予夺金厚望。后疫情时代开启，东京奥运

会备战进入新的一轮挑战期，老将们需要在保证良好身

心健康前提下，适当训练保持体能与竞技状态，重点夺

金项目老将们的竞技状态成为媒体和体育观众们关注

的热点之一［4］。 

此外，在关注中国运动员备战东京奥运会竞技状态

同时，人民日报与“体育”新浪微博超话社区多条推文

提及国家需要调整体育人才培养战略。在东京奥运周期

的备战中，中国竞技体育出现整体竞争力下滑的态势，

尤其是传统的六大夺金项目老将需要延长运动周期（乒

乓球、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操），老将们的

竞技状态不确定性与年轻人才匮乏已成为困扰中国竞

技体育的难题。2020 年 4 月中国境内新冠肺炎疫情已

得到稳定控制后，备战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们开始恢复

训练，既要保证老将们的身心健康与竞技状态恢复，又

要大力提升与培养年轻的运动人才能增添中国体育产

业的活力，已成为后疫情时代中国体育产业不可忽视的

人才培养战略。 

2.2 关注中国体育国际化之路与体育实力提
升 

东京奥运会正式宣布延迟举办后，主流新闻媒体与

自媒体除了关注中国本国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从宏观角

度洞察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体育实力的提

升途径与体育国际化发展之路。东京奥运会备战周期的

延长，意味着 2020 年下半年至 2021 年中国运动员将

要面临密集的国际大赛赛程，新闻报道涉及各传统强项

中国队的实时备战状态，与他国国家队热身赛训练赛等

报道。同时也关注在海外效力的中国运动员身心健康与

竞技状态，以及后疫情时代中国体育产业外援引进状况

譬如中国足坛对“归化球员”政策变化。新冠肺炎肆虐

欧洲，中国球员武磊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且由于经济形

势惨淡导致俱乐部资金周转困难，武磊暂时面临失业。

自 2 月底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爆发后，武磊感染新冠肺

炎疫情直至康复出院恢复性训练，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均

密切跟踪报道武磊的身心健康与降薪等。对于武磊暂时

性失业，新闻媒体报道中透露出足够的信心，鼓励在海

外职业俱乐部效力的中国球员重新树立信心，在欧美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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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竞技体育竞争中提升个人实力，促进中国与世界各

国体育产业的交流与融合。全球化进程加速后，体育人

才交流已成为普遍现象，2019 年起中国足联加大“归

化球员”的引进力度，即鼓励有华裔血统的外籍球员加

入中国国籍，为中国国家队或中超俱乐部效力。中超恒

大足球俱乐部加大引进“归化球员”的力度，中国国足

引进“归化球员”备战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等，

中国足球产业国际化发展变革与“归化球员”相关的新

闻故事，已成为主流媒体与自媒体新闻排行榜中重大议

题之一。 

不同国家之间关于体育发展的互动与竞技，球员出

国发展，球员交易等，是体育产业国际化之路的重要组

成部分，即体育研究学者康昌发教授提到的“体育国际

化”第一层内涵“沟通观”，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体育相

互交流、相互沟通, 通过找寻各国体育差异之所在, 求

同存异, 以便更好地加强体育的国际交往。同时，康昌

发教授还提到“体育国际化”另外两个重要内涵，“协

调观”与“统一观”尽量减少不同国家之间体育交流的

差异性、冲突与矛盾［5］。后疫情时代，“体育国际化”

依旧是一个动态过程，体育研究学者薛来何提到，在体

育国际化过程中，“需要通过以专业化带动多元化、进

行专业性调查分析、培养本土化人才等手段,最大限度

地提升我国体育产业竞争力”［10］。在体育国际化进程

中，稳固传统强项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希望中国体育

代表团参与国际赛事展现出强大的综合实力，鼓励有实

力的中国本土运动员“走出去”，用开放的心态接受学

习世界各国的优势体育文化，同时也更新政策便于引入

海外球员为中国体育产业注入多元体育文化。 

2.3体育产业线上线下联动，网民成为体育形
象建构参与者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东京奥运会和其他国际

体育赛事纷纷延期或停摆，线上健身直播、“云健身”

的 推广达到了新高度。人民日报推出了新栏目“居家

动起来”，新浪微博出现 10 个“云健身”／“健身直播”

话题讨论区阅读量均超过 20 万。“云健身”／“健身直

播”即线下健身运动转化为线上健身教练直播，受众参

与互动并在自己所处的空间里参与健身文化。 

2018 年中国体育学者石岩发现，在体育消费需求

升级带动作用下，用户的体育消费方式爱是转变。随着

社交媒体在大众生活中的日益渗透，大众运动休闲消费

需求开始强调“休闲社交体验”的综合性，可根据不同

用户的消费需求对社交媒体科技进行创新［6］［7］。新

媒体科技引发的短视频热潮与大众休闲运动、健身文化

的结合，由短视频带动大众参与健身文化，并给予大众

自由发挥利用新媒体科技创造新的健身文化的空间。后

疫情时代，由于国际赛事的停摆以及线下体育活动受阻，

又掀起了一波“云健身”／“健身直播”热潮，居家运

动与线上社交互动结合的新型健身方式的推行，在中国

体育产业中衍生出新的大众运动休闲方式。疫情影响下

的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体育代表团

运动员备战状态的关注以及对中国体育产业国际化之

路的反思，不少新闻报道与学术研究涉及网民参与“云

健身”／“健身直播”的动机与满足感等。国家体育总

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知名教练员和运动员制作的科

学健身视频在互联网平台上的累计播放量已超过 26 

亿次，其中不少用户为“云健身”的忠实参与者，不但

积极地与健身教练互动，还录制自己健身打卡视频在线

上传，引发线上对于中国健身文化甚至中国体育更加多

元化的讨论。因此社交媒体互动体验与线上健身文化的

结合，促进网民成为中国体育形象的建构者，线上线下

联动为中国体育文化注入更多科技创新的元素。 

3. 后疫情时代，基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

中国体育形象建构 

后疫情时代，中国的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对于中国体

育形象的报道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东京奥运会延迟对

中国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影响，中国体育国际化之路与体

育实力提升以及“云健身”热潮助力中国体育形象建构。

体育学者康昌发曾提出，中国建构体育形象增强体育实

力的同时，需要加快体育国际化进程。“体育的国际化

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往来和体育国际间的交流;有利于

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利于加强对跨国体育产业活动

的理解和管理;有利于世界体育水平的提高。同时,体育

的国际化不仅是体育管理者和体育信息外部使用者的

要求, 而且也是众多国家体育内部发展的需要。”［5］ 

中国体育产业的国际化进程，即面向世界各国再现

中国体育形象，并促进人类共同体的形成。正如社会学

学者张有奎所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构想积极建

构了全球化时代人类交往的新范式，为人类的光明未来

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性, 对于人们突破个体本位主义,

思考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对于世界

不同国家之间的连结具有重要意义［12］［13］［2］。后

疫情时代全球化日益加剧，面向世界各国展现中国体育

形象，即推行“文化世界主义”与“消费世界主义”的

过程。政治学家蔡拓曾提到，“文化世界主义”即认为

“文化领域始终处于变动之中，所以要在文化的变动中

不断选择、修正、重塑文化诉求与倾向，不要固守一种

特定的文化”，从世界多元文化与本国文化关系此维度

来解读“文化世界主义”的内涵，即“坚持世界主义视

角下的多元文化，反对排他性的文化边界与文化身份固

定论的主张”［1］。“文化世界主义”既保护世界文化的

多元色彩，也能够帮助中国体育形象不断修正加速国际

化进程，避免固守本国文化阻碍国际化发展。同时，蔡

拓强调了“消费世界主义”的重要性，霍尔特曾指出，

“由于世界主义导致了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的多样性,

消费者往往希望变成世界主义者。希望获得较多文化资

本的消费者逐渐形成世界性的品味，这种品味可能体现

为对起源于他国且异于本国的音乐、文化以及其它产品

的消费。”［1］ “消费世界主义”的兴起，能够带动中

国体育形象获得更多他国体育粉丝的高度认可，带动他

国体育粉丝接受中国体育形象并致力于打造世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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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育消费产物。 

然而，面向世界建构中国体育形象并推行“文化世

界主义”与“消费世界主义”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体育

形象与本国民族主义的相关性。体育学者余捷强调全球

化进程中，中国体育形象塑造与体育民族主义的相关性，

“全球化、世界主义理念影响下，跨国资本试图消融文

化边界，并整合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资本消解了民族

认同，转化这些混杂的文化认同，使得曾经被视为具有

抵抗全球同质化可能性的体育民族主义，反而加速了全

球同质化的过程”［11］，譬如代表中国体育形象的网球

运动员李娜、中国篮球运动员姚明，承载“世界化的体

育民族主义”的价值。但余捷也提到，代表中国体育形

象的人物如姚明、林书豪等，也塑造了中国社会依附于

中国籍运动员身上的民族自信与认同，不同于西方语境

下的体育民族主义，因此引发了全球化、世界主义理念

影响下体育民族主义的反思，以及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交织下中国体育形象建构［11］。 

4. 后疫情时代，完善中国体育形象建构的路

径 

4.1 推行世界主义与中国体育民族主义融合 

全球化进程加速过程中，“文化世界主义”与“消

费世界主义”的推行逐渐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

转化为世界公民社会共同的消费产物与文化资本，加速

中国体育形象世界化，在认可与消费中国体育形象的同

时形成了世界化的民族主义。但后疫情时代，诸多国际

体育赛事停摆的现状，对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的训练

状态与备战国际赛事的状态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譬如世界知名运动老将们需要推迟退役年龄与重新开

启奥运会备战。在国际赛事的空窗期，在保证世界知名

运动老将们征战世界大赛的状态同时，应致力于维护中

国体育形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即中国体育形象建构对

世界化民族主义情感的积极作用。世界化民族主义情感

形成过程中，不断反思与重构中国体育形象，应将本土

化与世界化结合，培养本土化年轻运动员等手段提升中

国体育民族主义与本国的民族自信。 

4.2 促进健康、积极向上与专业化的网络民族
主义情感表达 

后疫情时代，东京奥运会延期至 2021 年以及其他

国际赛事、职业联赛停摆，公民的运动休闲形式由线下

为主转化为线上“云健身”／“健身直播”、新浪微博

的体育超话社区等运动与社交相结合的生活体验，网民

特别是运动爱好者们在“云健身”／“健身直播”、新

浪微博“体育超话社区”等虚拟空间里成为表达言论、

自我呈现的主角，与中国国家体育代表团运动员一样，

都是中国体育形象的典型代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新浪微博的体育超话社区里关注度最高的几个话题为

东京奥运会延期对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影响、中国球员武

磊在欧洲职业联赛的发展之路、疫情影响下归化球员引

入中国的合理性，关注度高的话题均涉及中国运动员的

海外发展以及中国体育产业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反思，均

渗透着网民们对本国的民族自信以及对中国体育形象

建构的反思。后疫情时代网民参与“云健身”／“健身

直播”线上社群互动、新浪微博“体育超话社区”对于

中国体育形象的讨论，需培养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民

族主义，网民作为网络民族主义的参与者，依附民族自

信对中国体育形象建构做出集体化的回应。就职于主流

媒体的专业媒体人可深入网络体育讨论社群譬如新浪

微博的体育超话社区，专业媒体人可成为体育超话社区

里的“意见领袖”，带动社群里网民对中国体育形象建

构相关热点事件的评论动态，并促进网络民族主义情感

的表达专业化，即尊重体育新闻故事的客观性、敢于接

受批判等记者专业素养在参与网络民族主义表达过程

中的体现。 

5. 结论 

后疫情时代，东京奥运会延期以及国际赛事停摆，

东京奥运会延迟对中国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影响、中国体

育形象国际化以及网民线上线下联动参与中国体育形

象建构，成为中国体育产业的焦点。在世界主义与民族

主义理念影响下，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体育形象建构需兼

顾中国体育发展现状与未来的国际化发展可能性，推行

中国体育文化世界话的同时，培养本土化年轻运动员等

手段提升中国体育民族主义与本国的民族自信。网民作

为网络民族主义的参与者，关注中国体育形象国际化建

构，主流媒体从业者可深入社交媒体体育社群，促进健

康、积极向上与专业化的网络民族主义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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