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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成果

何谓与何为：体育共同富裕的四重逻辑

李桂花，李旭东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体育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两个内在要求在新发展阶段上套嵌生成的实践型概念，从多维度理顺和建构其

内在逻辑是把握其生成规律、引导其发展趋向的基础。从概念逻辑看，对体育共同富裕概念进行合取式阐释和

析取式阐释较为单薄，关系式阐释能够辩证地对其进行科学界定；从理论逻辑看，体育共同富裕是历史唯物主

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空间的特殊展开，批判资本逻辑宰制下的“体育异化”与“两极分化”，以“劳动”为

核心范畴在体育与富裕的主客体关系中构建理论框架，并在当代得到理论发展；从实践逻辑看，只有坚持党的

领导、完善体育基本公共服务、盘活体育资产并公平分配其价值，方能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体育的“本质复归”；

从价值逻辑看，体育共同富裕使体育正义的分配面向更加彰显，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动注脚，也是“两个和

解”解放理想的现实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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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22，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外延之一，体育事业发展与共同富裕统一于中

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两者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共

通与契合，这便是“体育共同富裕”概念出场的时代背

景。“体育共同富裕”是继“物质共同富裕”和“精神

共同富裕”后的又一全新场域，其概念的复杂程度、理

论的纵深厚度、实践的涉域广度以及价值的伦理高度

不言而喻。中国学人已有相关成果指出，体育共同富

裕有望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例如：有学者将共同

富裕作为基本视域，探讨了农村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

机理与路径[2]，研究了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体系现代化

的矛盾与解决方案 [3]，还讨论了体育慈善的中国境

遇[4]；有学者[5−6] 则将体育（体育文化）作为促进共同富

裕的途径进行思考。这些成果为体育共同富裕的深入

研究做出了有益探索，但是总体上呈现一种“重实践而

轻理论”“重实证而轻哲学”“重描述而轻伦理”的文

献初始格局，未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指导地位，总

体性、系统性与哲学高度有待增强和提升。基于此，疏

通体育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构建体育共同富裕的逻

辑体系，需要以明确概念逻辑为前提、厘清理论逻辑为

基础、建立实践逻辑为目标、彰显价值逻辑为旨趣。

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体育强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的必要学术努力，也是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认知、

明确人类文明新形态意蕴所指的必要理论工作，对于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具有深远意义。 

1　概念逻辑：复合型概念的多维逻辑梳理

清晰的概念厘定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因此

概念逻辑的廓清是构建体育共同富裕整体逻辑理路的

必要前提。概念是感性认识抽象至理性认识的基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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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这一形成机制或路径决定了概念本身具有深刻的

社会历史性。体育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尚未在官方文件

中被正式提出，但学界已在时代要求下将体育与共富

做出某种程度和角度的关联，其建构自觉正在形成，事

实意义的概念正在转换为学术意义的概念。对于体育

共同富裕这一新兴复合概念的逻辑梳理需在特定概念

分析工具下进行。 

1.1　合取概念式阐释：子概念间的“工具—目的”关系

诠释

合取概念（conjunctive concept）是根据一类事物中

单个或多个相同属性形成的复合概念，它们在概念中

必须同时存在，缺一不可，即合取概念需满足各子概念

要素本身内涵的确定性与独立性，并不因新概念的形

成而改变其原有内涵这一条件。遵照此界定，“体育”

和“共同富裕”两个子概念各自保持其原有内涵。

我国学者对“体育”这一概念的界定莫衷一是，颇

具争议。有学者专门就《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国际

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和《体育科学词典》等权威辞

典进行考辨[7]，仍未廓清“体育”概念，而争论的根源在

于“真义体育观”与“大体育观”两种理论的对立 [8]。

笔者无意卷入这场概念纷争，只对“体育”做相对全面

的本质性界定，即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

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

神文明建设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计划的社会文化

活动，包括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和高水平竞技体育等。

“共同富裕”这一概念自出场就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和意识形态属性，不同于“概念构成理论”的一般逻

辑，而呈现出“理论催生概念”的反向逻辑。据此，学

界对于“共同富裕”做了大量的内涵界定，包括“生

产—分配说”“物质—精神说”“五位一体说”等。由

于本文的分析目标是构建体育共同富裕的概念逻辑，

应从复杂的本质性内涵或理论性内涵的界定中抽离出

来，根据表层语义做出界定：共同富裕即在一定范围内

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和富有的精神生活。

合取概念中的各个子概念并非简单的机械“拼

凑”关系，而是按照一定逻辑关系组合而成。在“体

育”和“共同富裕”两个子概念各自内涵独立的条件

下，复合概念内部呈现何种逻辑关系？学界虽未曾就

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但现有文献在“自在”地使用该

概念时，背后的隐含逻辑就是“工具—目的”关系，即

从体育视域去认识共同富裕、以体育逻辑去阐释共同

富裕，并用体育途径去推动共同富裕。如：陈姗等 [9]

认为，“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体育现代

化的话语归宿”；郭子瑜等[10] 从价值意蕴、实践经验与

推进策略 3 个维度论证了体育产业对共同富裕的推动

作用。 

1.2　析取概念式阐释：子概念间的“内涵—外延”关系

诠释

析取概念（disjunctive concept）是指根据不同的标

准，结合单个或多个属性所形成的概念。按析取规则

构成的概念，包含的事物可同时具备两个要求的属性，

也可只涉及其中之一，即析取概念不必保有各子概念

要素本身内涵的确定性与独立性，只需满足一个子概

念 a 的内涵的确定性即可，而对另一子概念 b 的内涵

可作模糊理解，析取其中一个外延或一个属性与子概

念 a 复合为新概念。然而，对“体育共同富裕”作析取

式阐释虽然遵循以上前提性规定，但是由于“共同富

裕”这一析取对象的特殊性，其析取路径或组合逻辑并

未严格遵循析取概念的一般或绝对要求。

对于体育共同富裕这一复合概念而言，以“体育”

为确定性子概念，以“共同富裕”为非确定性子概念，

将其内涵作泛化处理，其实主要是对“富裕”所指向的

客体作广义理解，而“体育”就充当一个“锚定装置”。

具体而言，按照合取概念的理解，共同富裕是指一定范

围内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和富有的精神

生活，这里共同富裕的客体专指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

的富裕，而对共同富裕的客体作广义理解后，富裕的客

体的经济指向就被消解掉了，形成了一个有待填充的

部分“概念真空”，共同富裕的内涵变得简单化，由于

内涵与外延的反变关系，其外延也就随之丰富化。那

么此时作为确定性子概念的“体育”就充当了共同富

裕的专指性外延，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丰富

的客体。

根据上述析取式分析过程，体育共同富裕意指全

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充分的体育益品和均衡的体育资

源供给。如布特等[11] 就持这一观点：“不平衡、不充分

的体育发展很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

也很难推动体育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说明的是，以

上分析和界定并非析取式定义的规范路径——子概

念 a 与子概念 b 的属性之一等位结合，而是子概念 a
直接充当了子概念 b 的一种属性，这种非等位结合形

成的复合概念更加紧密和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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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系概念式阐释：子概念间的辩证关系诠释

关系概念（relational concept）是指根据事物之间的

相互关系形成的概念，类似于辩证关系。不同于合取

概念和析取概念复合过程的形式逻辑，关系概念呈现

的是更高维度的辩证逻辑。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在内

容、规律、作用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而在复合概念的

界定和分析上，辩证逻辑对于形式逻辑的超越性体现

在其客观性和关联性上。第一，辩证逻辑以客观世界

为基础，以客观存在为内容，不同于形式逻辑将前提的

客观性悬置，而仅进行形而上的纯逻辑推演。第二，辩

证逻辑是联系的、发展的逻辑。形式逻辑是单向的、

固定的，而辩证逻辑是双向的、流变的。所以，对体育

共同富裕做关系概念式界定，既需要深入“体育”和

“共同富裕”两个子概念的现实基础，又要探明二者的

现实互动关系。

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

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12]。

概念界定的任务决定了必须从变化的世界中框定概念

时间与概念空间，体育共同富裕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

概念出场，因此将体育共同富裕的概念时空限定在中

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发展场域之中。问题是时代的声

音，是催生新概念形成的客观基础。正是由于我国体

育产业和事业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以及贫富差距的

现实问题亟待解决且呈现相互交织的特征与态势，才

使得体育共同富裕概念应运而生。体育共同富裕的关

系式内涵兼具合取与析取概念内涵内核并互相促进：

一方面，体育事业的发展与体育资源的商品化能够助

力共同富裕；另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和共同富裕的逐

步实现也将为全体人民享有充分的体育时间与体育空

间创造条件，最终在二者的辩证运动中实现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从概念性质看，体育共同富裕既是历史概

念，与中国式现代化伴生出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一具体阶段内汇聚市场、政府与民众等多方之力付诸

实践，并最终随“两个和解”（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

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实现而退场；同时它也是伦理概

念，承担着消解体育异化与两极分化的规范性“指

令”，在劳动正义的复归中驶向全人类解放的理想彼岸。

综上所述，体育共同富裕的合取概念式和析取概

念式逻辑尽管符合语言直觉且担当了学界使用该概念

的隐含逻辑，但难免形式化和狭隘化；而关系概念式的

界定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目标概

念的科学界定。关系概念阐释是对体育共同富裕的逻

辑系统、逻辑理路进行研究的前提与基础。但是，概念

逻辑中的现实土壤因“浅论辄止”而过于单薄，且概念

单位上升到理论体系是逻辑建构的必然路径，所以必

须深入挖掘体育共同富裕的理论渊源，构建体育共同

富裕的理论逻辑。 

2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唯物史观的深度

契合

理论逻辑的构建不单单是理论渊源的回溯和文本

叙述的罗列，而是在概念逻辑明晰的基础之上，探明客

观对象要素之间和本身自有的必然性联系，掌握事物

发展态势和基本走向，通过合逻辑的形式呈现出来。体

育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贯穿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人学深度契合，并遵循“批判—

建构—发展”的理论逻辑框架和呈现进路，是一个完整

的理论逻辑体系。 

2.1　理论批判：资本逻辑宰制下的“体育异化”与

“两极分化”

人的社会性存在是马克思、恩格斯体育观的基本

问题，而人的物理性存在问题是其体育观的前设问

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

部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

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

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3]146

理想中的、未被异化的体育是人之为人的感性需要，这

是马克思身体哲学的基本要义，而在资本逻辑的宰制

下，人的身体与其主体性发生主客二元对立，无产阶级

的体育权利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权力。资本的效用性

使包括人的身体在内的一切存在物为自身服务，马克

思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利

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

性的体系······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

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14]715，使工人“变成片

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15]514。资本逻

辑统摄下的资本积累作为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祸

首”角色更是马克思主义文本和原理的显性逻辑，资本

增殖的无限性与劳动者身体所能承受的自然界限的矛

盾不仅表现为后者的节节败退，还“为富人生产了奇迹

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13]158，逐渐使“整个

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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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和无产阶级”[13]401。

总之，资本逻辑不仅引发了以财富占有巨大差异

为根本特征的人与人的矛盾，也导致了无法根除的工

人阶级的身体异化，工人体育权利非但得不到满足，还

受到“反向吞噬”，使得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达之境普

遍陷入“体育贫困”。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对于“异化劳动”对工人的身体戕害以及“持续

不变的贫困”做了细致描绘与原因的深刻揭示（劳动异

化与体育异化的关系千丝万缕却又异常复杂，在这里

暂且定性：劳动异化是体育异化的根源）。扬弃资本主

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公有制才是真正克服体育异

化和贫富两极分化、实现人的“感性需要”自我救赎的

根本途径。马克思的体育共同富裕观带有鲜明的生产

性和阶级性，只有摧毁资本对人的感性身体与财富占

有关系的“深入毛孔”式的统治，体育和共同富裕才能

真正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2.2　理论奠基：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空间内的

体育叙事

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以人的

发展状态为尺度提出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

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

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

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

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

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

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

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

条件。”[16]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依赖社会）中，财

富分配呈现“贫而不均”的特征；在“比过去一切世代

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405 的资本主义

社会（物的依赖社会）中，社会财富“富而不均”；共产

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则是全面的“共同富裕”。

体育具有的时代特征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又是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

态为体育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奠基。

第一，人对人的依赖是人类社会的低级形态，劳动

生产率低下，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不发达，人们需要依

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存活，人无法超脱特定社会阶段的

物质贫困和片面发展，只能向内寻求物理或精神慰

藉。“体育具有主动超越与进取的意涵，是挣脱压制获

得自由的实践形态”[17]，所以体育便成为人暂时避开匮

乏的苦难、追求“精神富裕”的主要路径，它扮演着马

克思口中作为“人民的鸦片”[13]2 的宗教角色，却又超

越了宗教，因为人在体育中总会得到认可、拥有肯定、

身体强健、力量充盈，即使是社会底层群众也会得到自

我超越的鼓励。

第二，在人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的能力转变为物的

能力表现出来，但是资本无情压榨工人的剩余劳动时

间，使得工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资本制造出一个

个麻木的躯体，彼此猜忌并且虚假伪装，唯有体育撕破

伪善的面具，袒露真实的身体与性情，拉近彼此的距

离。”[18] 尽管体育时间被压榨，体育权利被侵占，但也

正是这一阶段，众多体育文化、体育理论、体育设施与

体育财富被创造出来，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属

性，这些体育益品仅被一小部分人享有，未曾普惠广大

劳动者阶级。

第三，共产主义是体育共同富裕得以完全实现的

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体育

共同富裕的概念逻辑将在此得到充分展开的条件：一

方面，打破资本统治但又保留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使

体育事业（公共权力主导）与体育产业（市场活力赋能）

的两大优越性齐发力促进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共同富

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后，物质意蕴将缓慢消解，其

内涵重心转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维需要，包括对体

育活动的丰富性以及体育益品的公平占有。在物的依

赖社会中被资本侵占的体育时间将会得到空前释放，

被资本压抑的体育需求将会得到空前解放，被资本吞

噬的体育财富将会得到所有人的充分享有，被资本异

化的体育之花将会得到充分的绽放。 

2.3　理论内核：真正的富裕将在终结“强制劳动”后的

“自由劳动”中开显

前文已述，马克思、恩格斯体育观以人的社会性与

物理性的存在为基础，而“劳动”是将体育的两种属性

统一起来的实践性存在。劳动以社会历史得以展开的

第一个活动形式直接指向了身体的出场，身体是劳动

的物理载体。当劳动者有意识地运用身体，指向身体

感知的活动，以身体运动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形式——

体育得以产生，身体的其他运用以及审美、育化等活动

都要放在劳动之后，劳动是体育产生的直接原因[19]。

既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是体育产生的社会性

根源与历史性成因，那么消除体育异化、实现体育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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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就不应该在“现象”的层次上兜圈子，而应从根源

上消除劳动异化。因此，实现劳动解放，让无产阶级从

阶级社会“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

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3]54 的“强制劳动”中挣

脱出来，真正实现“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

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13]165 的“自由劳动”，是

体育解放和体育共同富裕的根本救赎之道。

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

“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整个发展的基

础。”[20] 在此，马克思超脱出共同富裕的物质客体定

位，将自由时间作为共同富裕的高级客体和本质对

象。按照马克思的体育观，体育权利的占有和实现以

“自由劳动”为基础，而“自由劳动”的前提是自由支配

时间的充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在自由时间之内

的自由劳动毋庸置疑地构成了体育共同富裕坚实的

“理论硬核”。自然存在的欠缺——人的饥饿、贫困、

愁苦——是促成“强制劳动”的动力（无论这种强制是

自然外在强制还是社会外在强制），这是由外在的需要

和目的规定了的劳动必然性；而按照“自由劳动”的本

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21]。在

此，马克思又重申了共同富裕的基础客体，即物质财富

的充分涌流。综上，“自由劳动”的实现建立在达到生

产力和自由时间两条标准之上，体育共同富裕才有真

正得以实现的时间条件和空间场域，真正的富裕才能

够在“强制劳动”的渐进扬弃与“自由劳动”的逐步出

场中得以开显，体育所承载的使命也将通过身体运动

的方式寻求解放与复归，使人在体育中获得全面发展

的实践动力。 

2.4　理论发展：体育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

具象表达

如果说马克思的体育异化、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和

“自由劳动”理论是体育共同富裕的一般性理论构件，

那么习近平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则是在新的特定历史

条件下对体育共同富裕的理论发展，辩证阐述了体育

事业、体育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系统谋划了体

育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图景，为体育共同富裕的

实践逻辑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基础。

第一，体育共同富裕的主体是人民。“加快建设体

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

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2]25 中国

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这是与西方以资

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根本分野。习近平曾指出“现代

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3]。从体育视角看，现代化的

人与传统的人最直观的区别在于对自己自然意义上的

身体的自觉把握以及对物理健康的科学认知与关注，

“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

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24]。推动全

民健身、发展民族体育事业正是实现体育共同富裕与

人的全面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举措。

第二，体育精神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外

延。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都富裕”[25]142，而中华体育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

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精神富裕不可或缺的方

面。习近平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论及体育精神的内涵与

功能，进而总结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

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22]213 的中华体育精

神，并认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弘扬中华体育精

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提高为国争光能力，让体育

为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22]129。习近平从“四个自信”

的高度全面阐述了体育精神的独特价值，让体育精神

成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

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来源。

第三，体育产业是能够促进共同富裕的朝阳产

业。2017 年 1 月 23 日，习近平在张家口市考察冬奥

会筹办工作时强调：“中国是一个 13 亿多人口的大国，

体育是重要的社会事业，也是前景十分广阔的朝阳产

业。”[22]178 体育促进产业发展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

作用，其与践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高度契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上，体育

现代化不可或缺，体育在产业方面的价值将不断凸显，

对接社会发展和休闲时代的到来，体育产业发展规模

将不断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扩

大体育消费，发展健身休闲、户外运动等体育产业”，

这对于体育资源共享、体育产业繁荣以及体育共同富

裕的实现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3　实践逻辑：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共同富裕进路

概念逻辑的厘清和理论逻辑的梳理最终是为了实

践逻辑的构建。实践逻辑不仅是对于过往理论与思想

正确与否的检验，也是回应当下社会发展要求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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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必然性概括，更是引导未来时代进步的实践活

动的规律性预见。体育共同富裕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

践，其开创性和艰巨性既要求从整体高度着眼，把握其

实践要领，搭建其实践逻辑，也要求从具体层面着手，

从构建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维度全面促进

其实践落地，推动其实践进程。 

3.1　实践基础：完善基础供给，促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

均等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1]46。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作为基本公共

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政府的均等化提供和投入，

能够充分保障公民的体育权，满足群众体育锻炼需求，

有效促进体育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里的体育共同

富裕实际上是析取式概念理解。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

进程中劳动者的体育权利缺失、身心遭到资本异化的

症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做了批判。中国式现

代化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

们置身于赋予人民以真实的体育权与体育解放的初级

阶段。从三次分配基础性制度的角度看，基本公共体

育服务属于以政府为主体的第二次分配，但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制度属性和体育共同富裕所内生的特殊性共

同决定了第二次分配是整个实践的基础环节。

完善的公共体育服务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

给长期存在政策规划不适配、需求识别不充分、协同

机制不健全等困境[26]。要建成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国

家，首先必须通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和精准

化，缩小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的公共体育供给的数

量及质量差距，尽快使中国全体公民享受体育资源的

“无差别对待”。一方面，在物质上要加强体育场馆设

施供给。注重增量建设，各级政府应划拨出专项资金

及土地，建造体育健身场地和器材。在土地划拨问题

上不应遵循“经济理性”，而应秉承“价值理性”，建立

一批便民利民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既要打造城市

“15 分钟健身圈”，也要开展农村“30 分钟体育圈”；发

挥存量价值，各类非私人或商业体育场地设施（如事业

单位的球场、健身场地）应逐步免费或低价向社会开

放，坚决破除公共单位的领地意识和垄断行为。另一

方面，在文化上要厚植体育文化根基。要搭建层次分

明、覆盖全面、项目多样、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蕴的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系，确保城乡每季度、每月甚至每

周都有丰富的文体活动供给；同时，要积极利用大数

据、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通过体育摄影、体育电

影、体育音乐等艺术形式，着力扩大赛事关注度及影响

力，普及阳光体育、文明观赛、规则意识等现代体育礼

仪观念，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提高群众

基本素质，培养现代公民[10]。 

3.2　实践关键：激活市场动力，助力体育产业蓬勃发展

如果说完善体育基本公共服务是体育共同富裕的

实践基础，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产业

的蓬勃发展则是体现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特征、实现体

育共同富裕的实践关键，体育共同富裕在这里又作为

合取式概念出场。体育产业作为具有广阔消费市场、

重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共同富裕所承载的主要功能

是“做大蛋糕”。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形成推进体育

共同富裕的产业策略。

第一，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积极吸引和正确

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体育产业。根据产业经济学的基本

原理，私人资本在纯“经济理性”的指导下，其逐利性

建立在周期性与风险性的综合规约之上，因此国家资

本应发挥“国家理性”，尽可能为体育产业创造“前

提”，投资推动建立一批规模较大的体育产业集聚区，

建立、修缮各类体育项目的基础设施。以冰雪产业为

例，近年来，我国新建成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跳台滑雪

中心、国家速滑馆、首钢滑雪大跳台等世界一流竞赛

场馆，滑雪滑冰场馆区域布局日渐均衡、建设质量与服

务水平日益提高。冰雪产业蓬勃发展，产业规模明显

扩大，结构不断优化，产业链日益完备。相关数据显

示，我国冰雪产业的市场规模在 2021 年达到 5 788 亿

元，2022 年增长至 8 000 亿元，并有望在 2025 年突破

万亿元[27]。

第二，营造良好体育产业营商环境。我国体育产业

处于发展初期，现有体育产业政策体系尚不完善，体育

企业在土地、人才、技术等方面存在发挥市场主体活力

的“限制瓶颈”。因此，一方面要完善体育企业扶持政

策体系。加快出台相关财税政策和土地政策，在培养具

有示范效应的龙头体育企业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同

时，加强对创新型体育企业的财税政策供给，增强社会

资本投资动力。另一方面，要加大体育人力资本的投

入、重视体育人才培养。加强体育产业智库建设，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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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管理、体育工程、体育医学、体育大数据等体育复

合型人才的培养，改善体育产业的人力资源供给结构。 

3.3　实践创新：引导体育慈善，营造良好的共同富裕

氛围

第三次分配作为前两次分配的补充环节，尽管不是

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抓手，但其社会意义和内蕴的伦理

价值不容小觑。与西方文化相比，慈善文化在长期受世

俗文化和实用主义浸润的中国自古以来便相对缺乏。

慈善土壤的相对贫瘠使得体育慈善在体育共同富裕的

实践系统中亟待培育、引导和创新。所谓体育慈善是

“以体育的名义来促进社会财富的集中与转移，通过体

育捐赠等形式将物质财富从先富者转移到后富者，通过

慈善义赛、基金会等形式将社会财富集中起来再转移，

最终达到增加贫困人口与弱势群体物质或精神财富的

目的”[28]。针对当前我国体育慈善中存在的文化共识淡

薄、宣传力度微弱、体制机制滞后以及组织效率低下等

问题，主要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第一，积极培育体育慈善的文化氛围。从源头上

讲，现代体育和慈善文化都是西方的产物，因此要培育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体育慈善文化，既要有“它山之

石，可以攻玉”的宽广胸怀，又要有“以我为主，为我所

用”的主体意识。要通过多种途径、以多种形式加强

相关跨国交流，推动现代体育慈善文化的本土化创新，

大力发展现代体育慈善教育，创新慈善宣传方式。

第二，积极建立体育慈善助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

制。要完善支持和保障体育慈善持续健康发展的管理

制度和法律法规，各级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积极推动

辖区内的体育慈善制度建设，进一步细化体育慈善监

管的法律规制，强化对体育慈善组织的财产保护和信

息公开规制。

第三，大力加强体育慈善的组织建设。要使体育

慈善朝着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一定要积极推动体

育慈善基金会的建立与发展，通过金融手段创新体育

慈善资源运作机制和体育慈善发展模式；加强和改进

慈善组织薪酬管理制度，健全体育慈善从业人员薪酬

待遇、社会保险、职称评定等政策，提升体育慈善行业

从业人员工资待遇水平，增强行业就业吸引力。

第四，始终锚定第三次分配的“柔性补充”定位，

始终坚持“自愿原则”为体育慈善的第一原则。体育

共同富裕能否最终实现取决于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

而体育慈善主要起“润滑剂”的作用，如若处理不慎，

极易沦为“集体性道德绑架”，使得体育慈善的初衷丢

失，最终阻碍体育慈善的良性发展。 

3.4　实践重心：助力乡村振兴，农村是体育共同富裕

的重点空间承载区

从第一、二、三次分配的视域构建体育共同富裕

的实践逻辑是宏观维度的系统安排，而实践逻辑最终

要落地到特定空间，应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寻求贯彻与

展开。习近平曾深刻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

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5]146 因此，我国广袤的农

村地区成为体育共同富裕实践逻辑的现实落脚点和空

间承载区，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下体育共同富裕的三重

概念逻辑得以融贯与发显。

第一，农村是体育资源的富集地，而体育共同富裕

在农村实现的关键思路在于明确体育资源集体产权的

公共性质以及产权范围，为农村贫困主体的体育收益

权确立前提，再将潜在的“体育资源”盘活为“体育资

产”，通过各种途径市场化运营，最终将体育资产的货

币化收益公平分红给其所有者，即村民。正如习近平

所说：“冰天雪地也能成为群众致富、乡村振兴的‘金

山银山’。”[29] 具体而言，首先要明确本地体育资源的

比较优势，针对时代特征和市场需求重点开发，如打造

“赛事型”“旅游型”“疗养型”运动休闲特色村庄；其

次运用“体育+”的模式，将体育产业与旅游、教育、文

化、养老等产业相结合，释放产业效能，使得农民不仅

是体育资产的所有者，还是体育产业的劳动者。

第二，促进城乡融合与区域帮扶，解决农村体育要

素不健全和体育要素分布不均的难题。农村地区的土

地要素与劳动力相对丰富，但是资金要素、技术要素以

及知识要素欠缺，因此要发展体育产业、实现体育共同

富裕，必须通过行政手段或市场方式将城市丰富的

生产要素向农村倾斜，积极优化整体体育产业空间布局，

使得要素间流动畅通，提高体育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当农民享受到体育共同富裕的实践成果后，

体育财富便会惠及自身，从而无限接近于马克思所预

想的真正的财富——对自由时间的拥有。到那时，村

民所享有的体育资源、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的生产性

质（营利性）将日渐式微，越来越复归到其使用价值本

身，进入体育共同富裕的高级阶段。 

4　价值逻辑：体育正义、文明形态与解放意蕴

根据英国哲学家休谟“事实与价值二分”认识论

李桂花, 李旭东. 何谓与何为：体育共同富裕的四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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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概念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都可被划分到事

实逻辑的范畴内，其逻辑建构和演绎主要呈现一种经

验性和描述性特征；而价值逻辑更强调一种超验性和

规范性，其导向功能和伦理内涵蕴含的“目的论”比事

实逻辑的“因果律”对于实践的引导作用更加显著。

因此，对体育共同富裕价值逻辑的建构是从精神层面

和未来向度作出的必要努力。正义是价值的核心规范

维度、文明是价值的时空载体维度、解放是价值的归

依主体维度，三者共同构成体育共同富裕的价值逻辑。 

4.1　正义维度：体育共同富裕是“体育正义”分配面向

的伦理发展

“正义”是一个悠久的政治理念，其观念性质是形

式的，因为“正义没有内在的内容”[30]，所以用“体育”

赋予其实在内容符合概念逻辑。关于体育正义的具体

内涵，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认识，但是可以大致归纳

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这两派观点。再进一步

看：“程序正义说”认为体育正义只存在于特定时空的

微观层面，一者曰体育赛场之内的竞技规则正义，二者

曰体育赛场之外的行政管理正义；“实体正义说”超越

了体育竞技的视域，其内涵更广泛和宏观，一者曰人类

免遭各种物理压迫和异化的身体健康正义，二者曰体

育市场之内的经济交换正义，三者曰体育资源的分配

公平正义。严格而言，体育共同富裕属于“实体正义

说”的理论范畴，但又实现了对“实体正义说”的丰富、

发展和超越，这种超越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我们所说的体育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是以

马克思主义人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从伦理视

角看，共同富裕表现为分配正义问题，而在马克思看

来，“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

于生产的结构”[14]695，因此分配正义的根源其实是生产

正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是更为根本的正义问

题。前文已述，体育共同富裕在乡村的实践前提是对

体育资源进行“确权”，通过市场化生产和交换，获取

货币化收益。这不仅超越了浮于表象的分配正义，也

是对单纯的“体育资源”分配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丰富和发展。因此，共同富裕内蕴的生产正义与分配

正义能够赋予体育正义新的生命力和规范力。

第二，分配正义不仅涉及人与物的关系，其本质上

是要协调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曾言共产主义“必须

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

西的一切关系”[13]10，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是资

本主义分配不正义的阶级根源，实现分配正义和共同

富裕必须首先“剥夺剥夺者”，将无产阶级从贫困与异

化的社会关系中拯救出来。一方面，体育实践是摆脱

狭隘、单一和局限，获得丰富、广泛和完善的主体形

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动因；另一方面，社会

主义能够打破资本主义少数人对体育资源的垄断权以

及体育文化的领导权，实现体育权利的全民共有和体

育财富的全民共享。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为

人的自然身体与整个“社会身体”的和谐发展指明了

新的前进方向。 

4.2　文明维度：体育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生动注脚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概念，并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

代化的本质要求。在体育共同富裕视域下，人类文明

新形态之“新”体现在两方面：三种维度理性的深层融

嵌；体育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体。

一方面，在体育共同富裕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

之“新”在于经济理性、制度理性与人本理性的深层融

嵌。启蒙运动以降，理性成为人类与非人生物的本质

区别。但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对经济财富的狂热追求

下，理性被冠以经济理性的帽子，不仅以牺牲生态环

境、无视工人健康、加剧社会贫富裂痕为代价，也扭曲

了理性本来的真谛。作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间“链

接”的制度理性在经济理性的笼罩下也呈现出“非理

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

调的现代化，这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身特有的人本

理性；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这表明我们并未完全摒弃经济理性，不仅拓宽了经济

理性的客体范围，实现了对经济理性本真意义的复归，

而且将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融合统一，在全民共享体

育资源和全民共创体育财富双向发力，实现了对资本

逻辑宰制下资本增殖与人的健康发展间两难悖论的超

越。在人本理性的高维指导与经济理性的全民转向

下，我们的制度理性不仅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

势，更具有确定的价值遵循和应然彼岸的优势。三维

理性相互促进、深度融嵌，表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

性结构，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样貌。

另一方面，在体育共同富裕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

态之“新”在于体育在“文明”内涵上的双重定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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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对于“文明形态”这一概念内涵的阐释浩如烟海，无

论其内涵如何丰富，都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而体

育因其内生的自然和精神两重属性，将文明形态的两

重维度统一起来。体育共同富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

供了现实依据和生动注脚。共同富裕社会是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社会样态，因此

体育共同富裕本身就具备齐全的文明要素；而由于我

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育共同富裕的实践尚

在探索期，但是已然形成由倚重物质文明向重视精神

文明转型的高度历史自觉，必将在继续开创人类文明

新形态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4.3　解放维度：体育共同富裕是“两个和解”解放理想

的现实开端

“两个和解”是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中首次提出的，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

和解”[13]24。马克思同样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

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

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31]。

“两个和解”统一地、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是通往共产

主义的必备前提，是实现人的解放的两重维度。人类

的彻底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建立在生产

力高度发达且自然生态与人类物质精神需要、生产力

水平三者均衡适配的基础之上，所以“两大和解”既是

在克服资本逻辑的“两大矛盾”前提下凭借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提高生产力所带来的人的全方位富裕，也

是体育异化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后全人类形成“自由人

联合体”以及在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中“自觉地自

己创造自己的历史”[32]。

体育共同富裕与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和解”思想

或“两个矛盾真正解决”思想同出一源，是实现全人类

共同解放的现实开端。第一，体育共同富裕的社会主

义属性是人类解放的制度前提。体育共同富裕建立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逻辑统治下体育异化和反共富

性的揭示与批判基础之上，其内生的体育指向和共享

逻辑催生了公平正义的制度理性，并鲜明地体现在体

育资源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共属性之上。第二，体

育共同富裕的主体指向与人类解放的终极旨归高度一

致。体育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一国实践需

要汇聚政府、企业和民众等多方主体的磅礴力量，但主

体的多重性根源于社会的结构性，在全人类解放的高

级社会形态里，一切呈现结构化的社会主体终将归为

“自由人联合体”。第三，体育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

化的伴生关系决定了它是人类解放的实践开端。中国

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道路，它的

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其道路终点必定是超越民族疆域

的“世界大同”，因此体育共同富裕的终极意涵是全球

的体育解放与全人类的共同富裕。 

5　结束语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本身是发展的和演进的，

事物逻辑的生发和演绎也并非固化的，因此事物逻辑

的梳理与建构绝非一劳永逸的工作，应随着实践活动

的深入、社会结构的更新与社会形态的嬗变而持续进

行。体育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特征，对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强国和扎实推动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具有开创性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

要将体育共同富裕作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抓

手，还应将其升华为高度的政治站位和主体自觉，在促

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富裕社会转型的同时，不断拓展

体育共同富裕的逻辑构建空间，持续推动体育共同富

裕的逻辑构建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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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nd How: The Four-fold Logic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Sport

LI Guihua，LI Xudong

Abstract："Common  prosperity  in  sport"  is  a  practical  concept  embedded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is study tries to sort out and construct its internal logic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which is an academic necessity to grasp its generating law and guide its development trend. From the conceptual
logic  perspective,  it  will  be  weak  if  adopted  by  conjunctive  and  disjunctive  interpretation,  while  relational
interpretation can define it more scientif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common prosperity in
sport is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historical stag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criticizes the " alienation in sport" and "polarization" under the capital logic. With "labor" as the core categor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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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i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 and wealth, and a brand-
new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s obtained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In terms of practical logic, only by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mproving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for  sport,  revitalizing  the  sport  assets  and  fairly
distributing them, will the common prosperity be achieved and the "essential return" of sport be promoted. From
the logic of value, the common prosperity in sport makes the distribution of sports justice more prominent, which is
the vivid footnote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lso the realistic beginning of the "two reconciliation".
Keywords：common prosperity in sport; sport asset; sport justice; free lab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uthors' address：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Jilin, China

 

·新视点·

中国航天体育：运动应对方案建构的新视角

运动应对（exercise countermeasures）是指航天员通过身体运动应对微重力环境中身体机能的下降。研究

结果显示：短期（<3 周）的航天飞行后，人体会失去 10%～20% 的肌肉力量，最大摄氧量可下降 15%～

20%；长期（>90 d）无重力或微重力飞行后肌肉力量会下降 50%，最大摄氧量下降 30%～50%。美国航空航

天局发布的修订版人机系统标准（NASA-STD-3001）要求，使用防护措施后肌肉力量下降不得超过 20%、最

大耗氧量下降不得超过 25%。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运动应对方案在航天员的空间任务中展开，每天运动

时间已达到 2～2.5 h，形成了从持续有氧或单纯抗阻转向高强度间歇要求下的抗阻+有氧组合模式（concurrent
training），如沿用至今的 SPRINT 方案（高强度低量运动设计）。

中国航天体育已走过 30 余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飞行前、飞行中和飞行后运动应对方案体系，其中运动

应对方案的优化是建构的核心焦点。国内学者围绕运动应对方案已开展中短期（≤90 d）－6°头低位卧床实

验研究，形成了飞轮抗阻（进行硬拉和深蹲，负荷大小分别为 50%、80% 和 100% 自身体重或最大负重，持

续时间为 2 h）、仰卧跑台（1~1.2 BW 持续或间歇）和综合运动应对方案，但这些方案还无法明确不同深空

探索任务（活动空间小于 9 m3）和时间限制下的动作模式需求，也无法明确原有动作方案在内容上的匹配关

系，尤其是未能更好地解决航天员深空探索中肌耐力、姿势稳定性及协调能力下降的问题。瑞典学者

Eriksson 在 2015 年提出了肩部不同幅度的启动和制动性动作模式，并验证了该动作模式对身体躯干部位肌力

的同步激活效应；我国学者汪毅等在 2023 年提出了乒乓挥拍及准等长抗阻模式，并得到可观测的实效性，这

为中国航天员在宝贵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实现运动应对方案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面对新征程，中国航天正在走向深空星际探索以及空间站的长期驻留（≥6 个月），运动应对方案需要

达到不同空间任务需求导向的人体运动能力防护目标，在骨骼肌肌力、心肺耐力、平衡稳定性及本体感觉等

方面实现标准化、具体化。未来建议在我国航天运动应对领域中探讨如下议题：①如何更好地实现天地同步

对比实验，确立在轨评估体系和评估内容，建立新的无创评估技术；②在时间极其宝贵的空间任务探索中，

设计长期飞行或狭小空间环境下的运动应对新手段或动作模式；③开发运动负荷评价技术，开展针对空间任

务的运动负荷剂量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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