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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开展中国—东盟体育文化交流与

合作发展，助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应举办“中国-东

盟运动会”。 主题为交流、友谊、和谐、共享，

定位为区域性国际级别规格的运动会，第一步

是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筹办，第

二步是建议从第三届运动会开始，争取得到中

央的支持由国家组织举办,努力达到世界知

名、国家品牌、广西名片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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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东盟运动会”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国际国内场合阐述、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了“和平合作、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了

“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讲好中国故事，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思想。“中国—东盟运动会”应以繁荣

中国—东盟体育文化，加强中国—东盟各国之间的互信和友谊，

增强民心相通，助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为目标。 

二、“中国—东盟运动会”的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旨演

讲中指出：“在文化、体育、卫生领域，要创新合作模式，推动

务实项目。”而且，习总书记对广西发展指出了“三大定位”，

做出了“广西有条件在‘一带一路’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论断。

广州市于 2017 年承办了“金砖国家运动会”，共设置了武术、

篮球和排球 3个大项、10个小项的竞赛，有来自金砖五国的近

300名运动员参赛。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门发来了贺信进行祝贺并

作出了重要指示，运动会在体育竞技、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取

得了系列成果，广州市也被誉为“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体育

之城”，并“朝着国际体育名城迈进”，大大提升了广州市的形

象和知名度，运动会在金砖国家及国际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 
                    

2016 年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差异与融合发展研究》（批准号：

12BTY019）（李乃琼，教授，钦州学院体育教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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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借鉴广州承办“金砖国家运动会”的成功经验，利用广西

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基础和举办“中国—东盟”多个

单项体育竞赛的基础，应将“中国—东盟运动会”定位为区域

性国际级别规格的运动会，达到世界知名、国家品牌、广西名

片的水准。 

三、举办“中国—东盟运动会”，实施两步走的策略 

南宁市作为永久性会址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已经

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会展品牌，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

政府和人民上下同心、克服重重困难、主动谋划的基础上得到

中央的支持而实现的。因此，“中国—东盟运动会”应分两步实

施：第一步是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筹办，争取用

约 4 年的时间筹备，并完成第一、第二届运动会的举办。具体

措施是整合当前已有的“中国—东盟各单项体育竞赛”的资源

和“中国—东盟博览会”的资源，筹办具有国家级层次的“中

国—东盟运动会”，以期建立运动会的基本构架、取得相应的效

果，为运动会的层次提升至国家工程打基础。第二步是建议从

第三届运动会开始，争取得到中央的支持由国家组织举办。措

施是依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筹办的基础，认真总结经验、

凝练成果，争取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相关部门理解和支持，会

同东盟各国共同举办具有国际层次的“中国—东盟运动会”。 

四、“中国—东盟运动会”的模式 

主题：交流、友谊、和谐、共享。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互学互鉴、共享成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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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通”等思想理念而提出。 

参赛对象：中国和东盟各国分别组建代表国家的运动队

参赛。 

时间：举办时间在每年中国—东盟博览会之前的两周左右；

竞赛时间约 12天左右。使之与中国—东盟博览会衔接，突出博

览会与运动会开展的有机结合；并使举办天数与运动会的规模、

类型、层次相吻合。 

周期：设定为 2 年一届为宜。根据大型体育运动会为 4 年

一届的常规，结合中国—东盟博览会每年一届的实际，需要兼

顾大型体育运动会的周期特征和博览会的年度性需求实际，为

最大限度地保障运动会的效果和可持续性，设定 2年周期为宜。 

竞赛机构：成立“中国—东盟体育联合会”之“中国—东

盟运动会组委会”组织竞赛，由“组委会”在世界范围内遴选

运动会的官员和裁判员、工作人员。第一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

主办，并由广西体育局和东盟各国体育管理部门承办；第二步

由国家主办，并由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和东盟各国承办。 

类型：确定为综合性运动会。可更好实现打造知名运动会

的目标，并与本区域多文化性的社会状态相吻合，具有更广泛

的适应性。 

规模：定位为中小规模的综合性运动会。既要保障达到一

定的规模以实现有效的交流，也要避免规模过大、负担过重而

影响可持续开展。宜定位为略小于东亚运动会、大于金砖国家

运动会的规模，约设置 10大项、30个小项左右，运动员在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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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左右。 

竞赛项目：多年来，广西成功举办了对接东盟的龙舟赛、

武术赛、篮球赛、汽车拉力赛等系列体育赛事，在竞赛项目设

置及运行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检验了适合本区域开展

的竞赛项目。应兼顾民族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项目、基础运动

项目和各国传统优势项目的平衡。以历年中国—东盟单项体育

竞赛的项目为基础，拓展中国—东盟区域内的热门运动竞赛项

目，如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游泳等；并要突出区域内

民族民俗特征的项目，如武术、龙舟、舞狮、藤球、毽球等，

以激发东盟各国参赛的积极性。 

举办地点：应以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性会址的广西

南宁市设为主赛场，以东盟各国轮流申办运动会中的单项竞赛

作为分赛场。 

条件保障：应统筹南宁市社会和企事业单位的体育场馆，

增建部分竞赛项目的急需场馆，指导与援助东盟国家建设单项

竞赛赛场，提供竞赛场所保障；采用市场运作筹集经费和通过

中央财政计划专项资金拨款相结合的办法，为运动会提供经费

保障。 

管理保障：成立中国—东盟运动会组委会，统领和协调运

动会的业务组织和管理；利用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举办各

项单项体育竞赛的资源，中国与东盟各国公安、交通、边境等

部门为运动会的需要提供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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