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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20 年 9 月 22 日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

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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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科学研判体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开

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而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后，

中国体育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体育饭圈也迎来风口”[1]。

年轻人将体育明星作为偶像，推动了体育“饭圈文化”快

速增长，其乱象治理也成为了当务之急。

2 体育“饭圈化”的表现

体育饭圈组织逐渐成熟，涉及运动领域逐渐增多。尤

其是大众化运动领域如乒乓球、游泳、篮球、羽毛球等项

目粉丝组织结构严密，规模较大；其他一些门运动项目的

垂直化粉丝人群数目也呈上升的态势。一些体育饭圈已经

基本具备了功能齐全的粉丝组织。有以制作、传播偶像的

美图或视频为主的宣传组；有以统计比赛数据的数据组；

还有运作线下，组织见面会、生日会等粉丝活动的应援组。

这些粉丝组织内在结构与文娱“饭圈”套路如出一辙。

2.1 干扰运动员的场外生活，影响公共场所秩序
在不久前的东京奥运会上，不少运动员光彩绽放，破

圈成新“顶流”，此次出征全运会，引来众多粉丝追捧，

但不少运动员都表示很“困扰”。9 月 13 日，在 10 米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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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混合团体比赛中，由杨倩和杨皓然组成的超级 CP 射落金

牌，杨倩在颁奖仪式前与现场工作人员合影，俨然成为追星

现场。在本届全运会收获 6 枚金牌的游泳运动员汪顺现身机

场便被大批粉丝围住，有位阿姨多次强行给他戴帽子，让汪

顺不堪其忧。

2.2 “颜值担当”法则蔓延
早些年，粉丝对游泳名将宁泽涛的追逐，甚至不少中

年妇女，娱乐圈那一套追星手法将宁泽涛喊作“国民老公”。

另外，从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开始，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网

友们就致力于挖掘所谓的“神颜”运动员，饭圈化的词汇充

斥在互动与评论中，个别网友关注重点竞技体育本身。

2.3 饭圈的拉踩、battle 等不良习气
体育饭圈的逻辑是撕队友、撕对手，“除了自家哥哥，

一切皆可撕”，不能容许偶像不好。粉丝和机构操控一些热

门运动项目频上热搜，并利用运动员一些比赛细节、发言，

进行了“甩锅口水战”，甚至“捧杀”的行为。

2.4 为运动员造“人设”
粉丝买广告、在标志性建筑上点亮炫彩灯光为偶像庆

生，通过各种渠道购票，把客场变主场。游泳世界冠军宁泽

涛 24 岁生日时，他的迷妹更是包下纽约时代广场电子屏幕

为他庆生。女排明星选手朱婷，有站姐极专业地组织应援，

接机送机、活动直播，连应援 T 恤、限量卡贴都“安排”上，

费时费力，不求回报。

2.5 网络暴力方式恶意挑事
在竞技体育界，粉丝时而将与将运动员（爱豆）一捧

上天，时而将网络暴力无孔不入。例如，在东京奥运会进行

的时候，就有网友对运动员的微博言论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和

放大。14 岁的全红婵在 8 月 13 日发布了一则海绵宝宝的视

频和几位跳水运动员的合影，被人扎实地扣上了“感觉飘了”

的帽子。其陈芋汐未在她的视频下留言，网友便主观地揣摩

因为她与陈芋汐是竞争对手，所以得关系不好。刘诗雯获得

混双银牌，第一时间哭着道歉；射击运动员王璐瑶预赛失利

后表示“我怂了”，遭到“群攻”不得不继续认错。

3 “饭圈文化”污染体育界的危害

3.1 不利于群众体育的健康发展
2021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北京河北考察并主

持召开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时指

出：“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职业运动员毕竟只

有金字塔尖的少数人，群众广泛参与、青训体系完备、后

备人才充足，才能够使运动项目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以“饭

圈”模式造星、追星，把体育圈异化成“饭圈”，舆论热衷

于聚焦一朝成名的运动员，忽视或者选择性忘却大多数热

爱体育的业余人士、辛勤付出的基层教练员和运动员，“长

此以往，体育项目整体氛围将变得乌烟瘴气，从业者成就感

日趋下降，群众基础逐渐动摇，不利于体育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2]。

3.2 不利于体育竞技的健康发展
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不需要流量加持，只需用成绩

说话。粉丝对运动员无孔不入地跟拍、无休止地要求“亲密

接触”，很容易让一些运动员迷惑从而“跑偏”：追求享受

万众瞩目、众星捧月的快感，甚至以此为跳板进军娱乐圈，

出名挣大钱。如此一来，当他们遭遇严格训练、伤病困扰、

成绩起伏等问题时，很难守住初心，甚至丧失追求、失去斗

志，从可塑之才沦为平庸之辈。

这种“爱”实为“害”的例子常常出现。例如，跳高

名将张国伟，在过去几年间，因频繁参加各种综艺节目，似

乎慢慢转型成了综艺大咖。但他却因未经国家队批准编造理

由私自外出参加商业活动，被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

心勒令离队。其后，张国伟只能退役成了“网红”。

3.3 冲击了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实质
真正的球迷，虽然有钟爱的球队和球星，但是会理性

地尊重对手，也不会将自己的偶像与他人比较。但狂热的死

忠粉截然相反。一些女友粉、妈妈粉、死忠真爱粉、脂粉（职

业粉丝）、黑粉，他们不能接受自己喜欢的偶像有缺点，固

执地比较谁更强，以至于要求偶像必须赢。一旦事与愿违，

就骂人，骂对手、骂教练、骂连中立的球迷。资深篮球球迷

大李在网上写下的“某某今天不在状”“谁谁上场后手感不

佳”等纯技术帖的复盘点评，就会有一些粉丝立即罔顾事实

地加以驳斥甚至恶语攻击。

体育之美在于竞技。大家理应共同理性客观地讨论，

一旦以饭圈追星套路盲目护短，消弭一切不同声音，制造虚

假的成绩，不总结、不反思，体育偶像的比赛成绩则难以提升。

3.4 造谣诽谤触犯道德和法律底线
中国女排被淘汰后，网上出现了“朱婷获取千万级商

业代言惹怒队友被孤立” “朱婷已和恩师郎平反目”等不

少流言蜚语，各种缺乏真凭实据的说法来势凶猛。其实，

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东京奥运会上一直都支持信任朱婷。

朱婷不得不正式报案，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名誉权不受侵

犯，用实际行动划定了体育饭圈化开始阶段的法律底线告。

对很多网友来说，必须要时刻清醒认识到：网络不是法外之

地，毫无证据“诋毁”他人，同样构成名誉侵权，要付出法

律的代价。

4 探索治理体育的“饭圈化”发展的新课题

“饭圈化”乱象对体育的侵袭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

关部门在治理娱乐圈的‘饭圈文化’时，也应同时治治体坛

的‘饭圈化’现象了”[3]。

第一，在顶层设计方面，有关部门强化对运动员的价

值引领和制度管理，在保证训练比赛与业余生活的同时，杜

绝“饭圈文化”袭扰。

①国家体育总局要将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加强体

育“饭圈化”问题调研，制定出针对性的具体政策和法规。

中央采取了“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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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网络平台、社会组织、粉丝等正确合理追星提供了基本的

政策依据，也积累了一些治理“饭圈文化”乱象的经验。这对

于尚处在发展阶段的体育“饭圈化”治理提供了借鉴的经验。

9 月 30 日，中国奥委会为贯彻落实中央网信办《关于

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要求发表声明：坚决

拥护中央“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饭

圈”乱象向体育领域蔓延，继续秉承“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的精神，始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精力，刻苦训

练，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力争为祖

国赢得更多荣誉！

不过，相关部门还需出台具体刚性制度和有厉行动精

准引导、重点整治。人们期待国家在出手整治文娱饭圈文化

乱象的同时，也能对体育圈的类似行为重拳出击，为粉丝行

为画出“红线”，为行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②各部门要探讨建立一种长效机制充分发挥体育明星

新偶像的正向效应。

随着娱乐圈偶像的坍塌，为体育偶像填补青少年偶像

崇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因此，政府要探讨建立一种长效机

制，用好体育榜样的正面效应，为青少年树立正向的新偶像。

运动健儿在比赛中取得佳绩、为国争光，已经被各级

政府、工会、共青团、妇联部门授予了荣誉称号。《人民日报》

对率真烂漫的全红婵、“小黄鸭”发卡“比心”的杨倩、“跑

得最快的大学教授”苏炳添、“姣傲女孩”巩立姣等等进行

了及时地肯定。他们健康、阳光的形象，正在成为越来越多

中国年轻人的偶像。

目前，运动员回家乡、回母校自然成为主题活动的中心，

也起到了新偶像传递正力量的作用，但难以持久。政府有关

部门文旅局、体育局、教育局也制定宣传体育健儿正能量的

计划，定期、定点举办活动。

③在运动员的心理辅导课中增加有关“饭圈化”的内容，

使之应对“饭圈文化”侵害技术化、日常化。

国家举国体制培养优秀运动员是很宝贵的，要加以爱

护。因为运动员的关注度持续增加与网暴的压力成倍增长是

成正比例发展的。

一方面，体育明星被娱乐化地追逐，其心理和行为必然

或受到干扰。尤其是一些年纪小、心智不成熟的运动员，不

能够处理好热捧与初心的关系。一旦体育明星如果把握不好

“度”的问题，就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训练水平和竞技成绩。

另一方面，运动员被外界干扰，势必会影响踏实训练的状态。

目前，有关方面对运动员的培养有文化课、心理课、技

术训练课。可以在心理辅导课内增加运动员因增加心理辅导

课的相关内容，并授予正确的应对方式。“捧杀”了运动员，

会使个人的人格发展和国家的体育项目进步蒙受巨大的损失。

第二，在价值引导方面，主流媒体持续宣传体育健儿

所彰显的中华体育精神。

8 月 5 日，全红婵在 10 米跳台决赛中以五个动作三跳

满分的傲人成绩取得冠军！ 8 月 14 日晚，中央电视新闻频

道播放出对奥运会冠军全红婵父亲全文茂的专访报道，肯定

了其“不消费女儿荣誉”的正确的价值观，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8 月 22 日《人民日报》对红遍神州乃至世界，有着精

湛跳水技术、率真烂漫性格的全红婵进行了评论。“全红婵

是幸运的，凭着天赋与努力，绽放青春的光彩。而这成功的

背后，有一个团队体系多年不辍的培养，有一家人温暖而坚

定的支持，更有一个重视体育、珍惜人才的强大祖国 [4]。”

论文肯定了对 00 后运动员群体成长成才背后的家国情怀、

榜样力量、团队力量，回应了拿运动员家境说事、神化运动

员的杂音。

第三，在运动员修养律方面，倡导传播正能量和加强

个人自律。

①同行前辈用理性和经验爱护后辈。14 岁小将全红婵

于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 10 米台摘得金牌。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诸多负面新闻——绘画博主为出名将她歪曲成“伸手

党”，全红婵在广东湛江的家也成了网红们的打卡地。除此

之外，网上的赞誉也是“铺天盖地”：一战成名、天才少女、

天降紫微星。面对这种“饭圈化”的乱象，高敏在微博上从

技术、身体、舆论等角度负责任地呼吁大家冷静地看待全红

婵的成功。高敏表示，“如果我们能在巴黎奥运赛场再次见

到她（全红婵）的身影，“请用‘强者’代替‘天才’称呼她”[5]。

②运动员号召与粉丝自觉抵制“饭圈”不良风气。樊

振东说明目前没有注册个人账号的打算。球迷会绝非明星的

粉丝后援团，希望相聚一起的都是理智的乒乓球爱好者，自

己绝对不会授意球迷会组织投票打榜、集资应援、公共场所

蹲守接送等“饭圈”化活动，并呼吁广大球迷一起抵制和反

对通过特殊手段获取他人的行程信息、跟机、代拍等严重侵

犯隐私的“饭圈”不良风气，恳请大家绝对不要追踪拍摄他

的个人行程和私人场合。10 月 17 日，樊振东呼吁抵制饭圈

不良风气，重申不收礼物只收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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