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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剖析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现状 ,结合体育社团的功能、特点 ,分析体育社团对海峡两岸体育

交流的影响。研究认为 ,体育社团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促进两岸体育交流 ;扩大两岸体育交流内涵 ,带

动其他领域的合作和交流 ;整合两岸体育资源 ,缩小两岸体育发展差距 ,营造和谐的两岸体育文化氛

围 ;传播中华体育文化 ,促进文化认同 ,遏制台湾“本土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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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ra c t: Through analyzing the sports communication of the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and combining

with fun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associ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of sports association

on sports communic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sports associations p lay a bridge linking role, p romote sports

communication, expand the sports connotation, other exchanges, integrate the sports resources and narrow the

gap, create a harmonious atmosphere of sports culture, develop the Chinese sports cultural and cultural identi2
ty, containment of Taiwan’s“lo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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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体育社团是以体育为共同特征的人相聚而成的互益组

织 [1 ]。海峡两岸体育交流是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通过非政府

民间渠道进行的体育交往 ,是典型的“强社会、弱政府 ”模式。

社会团体在社会参与和社会动员方面作用最为显著 ,体育社团

有助于实现广泛的社会参与。2005年 3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就新形式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

了四点意见 ,其中第三点“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

改变”,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 ,是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

力量 ,也是遏制“台独 ”分裂活动的重要力量 [2 ]。海峡两岸体

育社团可以把两岸同胞动员起来 ,参与海峡两岸体育交流 ,增

进了解 ,加深友谊 ,消弭隔阂 ,为实现海峡两岸最终统一奠定基

础。目前 ,两岸交流的过程中 ,由于台湾当局对两岸交流的阻

挠 ,致使政府退出了两岸社会活动领域 ,两岸授权民间社会团

体等社会力量参与管理沟通。因此 ,进一步发挥体育社团在海

峡两岸体育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是一个值得政府和社会重视的

问题。

2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现状

2. 1　台湾来访多 ,大陆出访少 ,互访尚未形成机制

1979年元旦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它从

政策层面上打破了海峡两岸长达 30年的军事对峙僵局。为了

促进两岸经贸文化交流、解决两岸交流中各个领域遇到的问

题 ,祖国大陆采取了积极主动、灵活务实的对台政策 ,积极推动

两岸交流持续深化。1980年 ,台湾当局仍在坚持“不接触、不

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担心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上被边

缘化 ,于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体育竞赛等“曲线交流 ”上 ,对原

有“三不政策”有所调整 ,既“不规避、不退让、不畏缩 ”[3 ]。面

对两岸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经贸文化交流 ,台湾当局予以粗暴阻

挠 ,为两岸交流设置障碍 ,在两岸人员往来方面严格限制 ,特别

是大陆有关方面人员赴台 ,企图延缓两岸民众的融合进程。以

厦门和台湾体育交流为例 , 1987年台湾当局同意开放台湾单

向赴大陆探亲之后 ,海峡两岸体育交流与合作逐步展开 ,截止

2003年 3月 ,厦门市共接待台湾来访的体育团体和著名体育

人士 60团次 ,共 919人次 ;交流的体育项目有武术、棒球、游

泳、羽毛球、乒乓球、篮球、足球、垒球、高尔夫球、网球、钓鱼、象

棋、桥牌、举重、风筝等 ;而同期厦门赴台的体育交流团仅有 7

团次 ,仅 81人 ,其中去台执教和出任顾问的有 2人。台湾“体

委会”中程 (2001 - 2004年度 )施政计划的发展目标中提及 :

“迄 2004年度 ,我前往大陆体育交流人数达 2万人次 ,大陆来

台人数达 1300人次”[ 4 ]。
表　1980年—2000年闽台体育社团交流情况统计 [5 ]

地区 福州 莆田 泉州 厦门 漳州 合计 比例 /%

出访批次 24 9 28 25 19 105 23. 43

来访批次 74 24 69 76 57 300 66. 96

互访批次 8 5 12 9 9 43 9. 61

合计 106 38 109 110 85 44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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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统计表可见 , 20年间台湾体育社团来访福建多达 300

批次 ,而同期大陆体育社团出访台湾仅 105批次 ,海峡两岸互

访只有 43批次。综上可以看出两岸体育交流处于一种“台湾

来访多 ,大陆出访少 ,没有形成对等比例 ,互访也尚未形成机

制”的状态。

2. 2　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受制于两岸关系 ,体育交流领域发展

不平衡

两岸政治关系至今仍处于高度的不稳定状态 ,两岸体育

交流受制于两岸关系的风吹草动 ,更受制于两岸的政治因素限

制。台湾当局不顾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意愿 ,以“矮化主权 ”

为由拒绝 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进入台湾 ,充分体现了政治因

素对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影响。

海峡两岸在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民间体育领域交流广

泛、合作密切 ,而体育学术交流和学校体育交流几乎是一片空

白 ,体育产业发展未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和讨论。目前 ,海峡两

岸体育交流领域集中在运动竞赛和参观访问层面上 ,涉及体育

学术和学校体育的交流甚少 ,体育交流领域发展极不平衡。

2. 3　海峡两岸体育交流日益频繁 ,不断深化

海峡两岸政治上由对峙到缓和 ,大陆方面提出了一系列

有利于台湾同胞利益 ,密切两岸同胞往来的政策措施 ,积极推

动两岸体育的“双向交流 ”。面对客观环境的变迁 ,面对已经

事实存在的两岸往来关系 ,台湾当局逐渐认识到两岸关系改善

对其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助益 ,因此也相应放松对两岸交

往的限制 ,同时调整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游戏规则 ”[6 ]。台湾

“体委会”中程 (2001 - 2004年度 )施政计划的发展目标 :“应进

一步促进两岸体育交流合作 ,加强两岸体育人士交流 ,加强两

岸体育团体及体育学术交流、人员互访 ;办理两岸体育院系所

学术研究交流 ;加强两岸体育运动产业交流 ;建立两岸体育交

流规范 ;建立消弭两岸障碍之体育交流沟通式 ;运行体育法规

及相关规范 ,辅导体育团体、学校办理两岸体育交流活动 ,以及

推动两岸运动科研与体育人才交流 ,提升运动竞技及相关科学

研究水平 ;举办两岸体育学术研讨会 ;办理两岸体育院系所交

流合作 ;邀请扩大大陆优秀运动科研人才及教练员赴台协助办

理运动员培训工作 ;辅导两岸体育资讯交流、合作研究”[4 ]。

随着台湾当局政策方面的调整 ,两岸体育交流与合作多

领域多层次展开 ,涉及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

业以及体育文化等方面。据不完全统计 , 2005年大陆赴台参

加各类体育交流活动的团组达到 66批、712人次。两岸奥委

会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两岸体育交流 ,促进与维护两岸体育交

流与合作 ,为实现两岸体育交流健康发展做出努力。1997年

创办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座谈会 ,是海峡两岸体育社团组织间最

高层次的体育交流活动。这一座谈会原则上每年一次 ,在两岸

轮流举办 ,两岸体育界人士定期举行座谈会 ,及时交换意见 ,沟

通思想 ,这对于两岸体育界在加强合作 ,扩大共识 ,推动交流健

康发展等诸多方面是十分有益的。两岸体育交流的规模和范

围逐步扩大 ,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也呈多样化趋势 ,形成了互访

机制 ,两岸体育界关系更加密切。

3　体育社团在两岸体育交流中的作用

3. 1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促进两岸体育交流

体育社团组织的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可以起到淡化政治色

彩的作用。体育交流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 ,可以作为官方外交

的重要补充 ,在特定情况下还能发挥官方交流无法达到的缓冲

和过渡作用 ,其效力可胜过纯官方的国家形象塑造和宣传活

动。海峡两岸体育社团都具有民间性 ,而大陆的体育社团又具

有半官半民的性质 ,在海峡两岸体育交流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

用 ,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两岸全方位交流。

体育的互动性和包容性高 ,参与者心理抵触性低 ,非常容

易建立起感情沟通平台 ,没有什么比体育更能把两岸同胞连接

在一起。两岸体育交流先行于其他领域的互动往来 ,即使在两

岸隔绝期间 ,依然保持着多渠道的间接接触 ,特别是在大陆改

革开放初期 ,两岸体育界广泛地进行接触与交流 ,为两岸关系

的良性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体育社团开展的体育项目带有

较强的民间性和普遍性 ,采用国际通行技术标准、竞赛规则和

运作秩序 ,在交流和理解中很少存在障碍 ,能够增进了解 ,加深

友谊。体育社团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把政府与社会、市场紧密

联系起来 ,促进两岸体育交流。

3. 2　扩大两岸体育交流的内涵 ,带动其他领域的合作和交流

海峡两岸体育社团都具有多样性 ,涉及整个体育领域 ,包

括竞技体育类社团、社会体育类社团、体育科研学术类社团以

及健身休闲娱乐类社团。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合作是两岸同胞

的交流合作 ,人既是创造文化的主体 ,又是文化的创造物 ,也是

文化的承载者。体育社团所构筑的桥梁和纽带 ,把不同行业、

阶层、年龄和性格的人相互融合在一起 ,多元化的人员结构 ,致

使海峡两岸体育交流过程中伴随发生文化交流 ,扩大了体育交

流的内涵。

最初两岸体育交流局限于竞技体育的交流 ,现在发展为

涉及竞技体育、社会体育、体育学术、体育产业以及休闲娱乐健

身的体育交流。台湾企业在体育市场的方方面面都与大陆有

业务联系 ,出现了更多台商投资的高尔夫俱乐部。截止 2001

年 ,约 70%的台湾体育用品制造业在大陆投资 ,生产了国际市

场上 65%的体育用品 [7 ]。体育交流带动人流、人气、物流、商

机 ,促使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范围、规模逐步扩大 ,领域逐渐拓

宽 ,层次不断提升。

3. 3　整合体育资源 ,缩小两岸体育发展差距 ,营造和谐的两岸

体育文化氛围

两岸体育交流的发展 ,还在于双方互有所长、互有所需、互

相吸引 [8 ]。大陆在体育行政管理体制、竞技体育、体育科研方

面的综合实力强于台湾 ,而台湾在体育产业经营开发、健身休

闲运动、学校体育方面优于大陆。体育社团有效整合两岸体育

资源 ,实现两岸体育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台湾借助于大陆丰

富的体育资源可以逐步缩小两岸体育发展差距 ,促进两岸经济

发展 ,对扩大两岸民间往来具有积极作用 ,大陆也可借助台湾

的优势提升体育综合实力 ;体育社团有效地整合两岸体育资

源 ,实现海峡两岸体育科学规范与合作共荣 ,为制定两岸体育

交流法规、政策、条例及具体操作措施提供对策与建议 ,有利于

和谐两岸关系 ,营造和谐两岸体育文化氛围。

3. 4　传播中华体育文化 ,促进文化认同 ,遏制台湾“本土文化

教育”

中华文化是大陆和台湾赖以生存的土壤 ,是维系中国人

的精神纽带。中华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维系两岸体育界人士的精神纽带 ,是促进两岸体育交流的原

动力。体育社团中的制度、宗旨、概念等 ,使体育文化知识以及

信息的传递过程有了共同语言 ,并借助语言文字进行。体育社

团中执行的章程、规则使体育文化知识传递规范化。体育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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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性以及开展的活动 ,是提高体育文化知识传递的层次和

水平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根同祖 ,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类似 ,在

接触交流中会有很深的认同感、亲切感 ,这对于我们反对台湾

当局企图利用“本土文化教育”,宣传台湾文化的自主性、独立

性 ,人为地割断台湾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 ,撕裂台湾与中华

文化的传统纽带 ,是非常有效的。体育是最能激发民族主义情

感的活动之一 ,应充分发挥体育社团的作用 ,发掘和弘扬中华

体育文化 ,建立共同的体育文化市场 ,传播中华体育文化 ,促进

两岸文化认同 ,推动两岸同胞交流 ,消弭隔阂、增进互信、扩大

共识 ,增强一个中国的认同感 ,为实现海峡两岸最终统一奠定

基础。

4　建议

1.当前 ,两岸关系总体上呈现出“官方冷 ,民间热 ;政治冷 ,

经贸热”的特点。体育社团的上位概念是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

组织在一定意义上 ,它是在现代社会与政府 (第一种力量 )、市

场 (第二种力量 )并驾齐驱的第三种力量 [9 ]。非政府组织在社

会参与和社会动员等方面作用最为明显 [ 10 ]。因此 ,在海峡两

岸体育交流过程中 ,应加强体育社团自身建设 ,制定相关法规

政策 ,引导体育社团参与海峡两岸交流 ,突出体育社团的对台

优势 ,充分发挥体育社团等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力量 。

2. 1990年台湾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 ,次年祖国大陆成

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授权这两个民间团体开始进行

经济性、事务性商谈和政治对话。目前 ,两岸尚无专门负责体

育交流的协调中介机构 ,无法建立起长效沟通机制 ,缺乏有效

的沟通。海峡两岸应各自授权一个体育社团 ,负责沟通、协调

两岸体育交流事宜 ,制订两岸体育交流原则、计划和方案 ,提供

两岸体育交流信息 ,促进两岸体育交流。

3.北京在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提出“科技奥运 ”、“绿色奥

运”和“人文奥运”三个理念 ,其中“人文奥运 ”理念 ,恰当地把

2008年北京奥运会定位为“文化奥运 ”,也就是文化交流的奥

运会 ,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文化交

流的盛会 [11 ]。北京 2008奥林匹克文化节 ,应大力弘扬中国传

统体育文化 ,体育社团应借此平台 ,加强宣传力度 ,扩大交流深

度与广度 ,向台湾各族同胞展示中华体育文化 ,促进两岸各民

族文化交流与融合。

4.福建与台湾一水相隔 ,福建民间体育社团应依托“乡

缘、地缘、血缘、亲缘、史缘、俗缘、神缘、文缘、语缘 ”等优势 ,尽

量减少交流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充分利用闽台民俗传统体育 ,

进一步扩大民俗体育方面的活动 ,构筑海峡两岸民族传统体育

交流的平台。

5.大力开展海峡两岸高校体育社团合作 ,以高校竞技体育

交流为切入点积极开展合作交流项目 ,建立稳定的校际关系 ,

逐步形成海峡两岸高校体育交流的长效机制 ,从而不断拓展海

峡两岸体育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T)

参考文献 :

[ 1 ]卢元镇.论中国体育社团 [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 1996, (3) : 1.

[ 2 ]胡锦涛提新形式下发展两岸关系四点意见 [ EB /OL ]. 新华网 ht2
tp: / /news. xinhuanet. com, 2005 - 03 - 04.

[ 3 ]王功安 ,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 [M ]. 武汉 :武汉人民出版社 , 1988:

54.

[ 4 ]台湾省“体委会”中程 (2001—2004年度 )施政计划 [ R ]. 2004 - 06

- 11.

[ 5 ]谢军 ,兰自力 ,徐学. 海峡两岸体育社团比较刍议 [ J ]. 北京体育大

学学报 , 2004, (4) : 444.

[ 6 ]刘国深. 两岸关系不稳态与制度创新 [ J ]. 台湾研究集刊 , 2002,

(2) : 3.

[ 7 ]兰自力 ,谢军 ,骆映 ,等.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研究 [ J ]. 北京体育大学

学报 , 2004, (3) : 296.

[ 8 ]林致诚 ,郭琼珠.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及其影响探析 [ J ]. 台湾研究集

刊 , 2002, (2) : 88.

[ 9 ]王建芹.第三种力量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2003.

[ 10 ]王建芹. 非政府组织的理论阐释 [M ].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

2005.

[ 11 ]彭永捷 ,张志伟 ,韩东辉.人文奥运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 2003.

(上接第 95页 )

4　结论

高校体育文化建设对学校体育教育 ,对全民健身计划的

实施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在生态

文明大潮的推动下 ,高校体育文化生态化建设势在必行 ,它对

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学生健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保障高校体

育运动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应加强对高校体育文

化生态化的理论研究 ,更新观念 ,完善建设措施 ,使高校体育运

动持续蓬勃发展下去。 ( T)

参考文献 :

[ 1 ]周登嵩 ,主编.学校体育学 [M ].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 2004: 66 -

70.

[ 2 ]钱俊生 ,余谋昌.生态哲学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2005: 1

- 15.

[ 3 ]邓跃宁.学校体育生态化与发展对策 [ 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 2004,

30 (5) : 89 - 91.

[ 4 ]王建民 ,郭平. 试论高校体育文化建设 [ J ].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

2000, (4) : 538 - 539.

[ 5 ]周传山.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初探 [ J ]. 甘肃教育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

版 ) , 1999, (3) : 55 - 57.

[ 6 ]孙健.生态哲学视野下的科学发展观 [ J ]. 黑龙江社会科学 , 2005,

(1) : 17 - 18.

[ 7 ]钱津.高校体育文化及其建设初探 [ J ]. 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 , 2001, (4) : 126 - 127.

[ 8 ]成守允 ,刘东辉.论教育生态环境和体育教育生态系统 [ J ]. 北京体

育大学学报 , 1996, 19 (3) : 12 - 15.

文化 ●视野 W ENHUA ● SH IY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