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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竞技体育备战 2008 年奥运会

项目结构调整与布局研究
Ξ

裴立新 , 刘新光
(广州体育学院 休闲体育与管理系 , 广州 510075)

摘 　要 : 通过对我国竞技体育项目结构调整与布局及近几届夏季奥运会美、俄、中三国奖牌项目分布特征分析 ,

旨在探索项目结构与布局调整的基本规律 , 为我国竞技体育备战 2008 年奥运会提出对策建议。结果显示 , 第 28 届

奥运会我国竞技体育项目结构与布局调整的效果已显现 , 奖牌覆盖面有所扩大。认为应继续坚持奥运项目结构优

化与布局调整 , 将有利于增强我国竞技体育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 缩小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的差距。

关键词 : 2008 年奥运会 ; 竞技体育 ; 项目 ; 结构调整与布局

Research on the Item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Arrangment

of Sports for 2008 Olympic Games
PEI Li2xin ,LIU Xin2guang

( Guangzhou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 Guangzhou 510075 ,China)

Abstract : By comparing the medal arrangment of sports among U. S. ,Russia and China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native sports ,ac2
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principle in the Eighth Document about competation items which is enhencing the advantageous items and

making abvious break - through in track and fields and swimming , we draw the conclusion idea of the item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arrangment of sport and put forword some countmeatures. It aim to provid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refer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mpetitive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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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8 届奥运会我国运动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 ,

竞技体育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缩小了

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的差距。实践证明 :合理调整

项目结构与布局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优化

项目结构与布局 ,拓展了新的“金牌增长点”,奖牌覆

盖面有所扩大 ,金牌项由第 27 届奥运会 9 个大项扩

大为 13 个大项 ,奖牌项由 12 个大项 47 个小项扩大

到 18 个大项 55 个小项 ,进入前 8 名的项目增至 23

个大项 107 个小项。在所获的奖牌中有 15 块金牌

是从未获得过的 ,有 24 块奖牌在 9 个大项 24 个小

项上 ,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1 ] 。

面对新一轮奥运周期 ,我国竞技体育的主要任

务是全力以赴抓好备战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争

取优异成绩[2 ] 。然而 ,分析国内外竞技体育发展现

状 ,我国在 2008 年奥运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

上述判断主要源自以下方面 :一是雅典奥运会后 ,世

界主要竞技体育强国纷纷采取措施 ,加强 2008 年奥

运会竞技备战 ,优化项目结构与布局 ,强化各自优势

项目 ;二是我国传统 7 大优势项目在雅典奥运会上

获得金牌数占全部金牌的 75 % ,优势项目夺金空间

已经或基本饱和 ,一些优势项目面临着越来越明显

的挑战 ;三是我国潜优势项目击剑、女子自行车、女

子摔跤、女子射箭等 ,第 27 届奥运会仅获得 1 银 2

铜和 1 个第 6 名 ,第 28 届奥运会获得 1 金 5 银 ,进步

显著 ;四是我国“119”项目 (田径、游泳、水上等) 整体

水平不高、实力较弱。雅典奥运会田径 46 项我国获

得 2 枚金牌 ,游泳 32 项获得 1 金 1 银 ,水上 41 项获

得 1 金、1 银 ,从整体实力上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比

有较大差距 ;五是一些观赏性强、群众喜爱、在社会

上影响较大的集体球类项目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

差距 ,要把这些运动项目搞上去 ,任务十分艰巨。

总结经验 ,分析形势 ,按照中央 8 号文件提出的

关于巩固、拓展优势项目 ,田径、游泳项目有较明显

突破 ,提高球类项目水平的要求 ,继续坚持优化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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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调整与布局 ,是备战北京奥运会需要认真考虑

的问题 ,笔者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

1 　世界竞技体育发展态势

(1)世界竞技体育发展格局发生变化 ,各国竞技

实力不断提高 ,奥运会奖牌分布趋于分散。从第 23

届到第 28 届奥运会 ,获得金牌及奖牌的国家和地区

呈不断增加之势 (见图 1) ,这种变化走向 ,表明近 20

年来 ,世界竞技体育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奥 运

会项目的竞技水平在更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了提高 ,

有能力获得金牌和奖牌的国家与地区愈来愈多 ,可

以肯定 ,2008 年奥运会奖牌的争夺将会愈来愈激烈。

图 1 　第 23 - 28 届奥运会获金牌及奖牌国变化情况

(2)奥运项目世界化和项目设置调整及规则修

改将对我国竞技体育产生影响。

奥运项目世界化是世界体坛的发展趋势。项目

世界化对我国产生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 ,有利

于项目推广、普及、扩大影响 ,另一方面 ,对手会越来

越多 ,我国优势项目称雄一方的局面可能会打破。

此外 ,2008 年奥运会项目设置调整取消了乒乓球男

女双打、自行车女子场地 500 m 计时赛等我国优势

项目 ,增设男女团体、小轮车等项目。与此同时 ,各

国际单项组织加大了竞赛规程规则的修改 ,特别是

规则的变化将影响技术的发展方向 ,对运动员的基

本素质、能力、动作难度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比赛的排兵布阵也会受到规则变化的影响。我国的

优势项目打分类较多 ,更易受到规则变化的影响 ,因

此 ,规则修改对我们弊大于利 ,未来几年需要密切关

注 ,认真研究、掌握和运用好规则。
(3)各国加大竞技项目调整力度 ,进一步强化优

势项目 ,挖掘潜优势项目。

雅典奥运会美国的优势项目田径、游泳比悉尼

奥运会少 5 金 ,篮球等传统优势项目亦失去了金牌。

新的奥运周期 ,美国制定了针对 2008 年奥运会的项

目发展计划 ,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继续强化体

操、网球、篮球、垒球等项目的优势 ;二是挖掘射击、

自行车、拳击、摔跤、跆拳道、水上等项目的潜力。雅

典奥运会俄罗斯有近 20 个有实力的小项夺牌目标

未能实现 ,为此 ,备战 2008 年奥运会将改变以往广

泛参赛的方式 ,重点支持在奥运会有夺牌实力的优

势项目。韩国已选定射箭、羽毛球、乒乓球、柔道、举

重、手球、跆拳道、体操、射击、拳击、摔跤等 11 个大

项为重点资金支持项目 ,除此而外 ,对基础项目田

径、游泳和有希望获得奖牌的击剑、曲棍球、自行车、

现代五项、马术等项目也制定个别支援计划。雅典

奥运会德国强项赛艇、自行车金牌大面积失利 ,法国

传统优势项目自行车惨遭失败 ,新的奥运周期 ,这些

国家汲取教训 ,采取措施 ,强化优势 ,以求东山再起。

对此 ,应当密切关注动向 ,及时掌握各国运动项目的

变化 ,有针对性地调整作战方针和应对策略。

2 　从第 27、28 届奥运会比赛结果看美、俄、中

的竞技水平与实力

211 　美国第 27、28 届奥运会所获奖牌项目分析

从表 1 看出 :美国竞争实力主要集中在田径、游

泳、球类、重竞技等四个大项上 ,尤其是田径和游泳 ,

27 届奥运会田径获得 10 金、4 银、6 铜。游泳夺得了

全部 39 枚金牌中的 14 枚。第 28 届奥运会两大传统

优势项目发挥略有下降 ,但田径仍获得 8 金、12 银、5

铜。游泳获 12 枚金牌。

212 　俄罗斯第 27、28 届奥运会所获奖牌项目分析

体操是俄罗斯的传统强项 ,第 27 届奥运会竞技

体操和艺术体操是其重点夺金项目 (见表 2) ,然而 ,

第 28 届奥运会竞技体操却未获 1 金 ,蹦床、跳水、手

球和网球等项目同样未能获金 ,仅此几项与第 27 届

奥运会相比金牌减少 11 枚。

213 　中国第 27、28 届奥运会所获奖牌项目分析

第 28 届奥运会我国获金牌第 2 (见表 3) , 其

中射击、跳水、乒乓球、羽毛球、举重、体操、柔

道等优势项目共夺得 23 金 , 占金牌总数的 75 % ,

网球女双获得金牌 , 拳击首获奥运奖牌 , “119 工

程”项目取得 4 金 2 银 , 集体球类项目女排重夺阔

别 20 年的奥运会冠军。但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体操

较第 27 届奥运会的 3 金、2 银、3 铜相比有所下

降 , 仅获得 1 金、2 铜。

通过对美国、俄罗斯、中国第 27 届、28 届奥运会

所获奖牌项目及相关材料分析 ,可以看出 :美国夺金

项目主要集中在奖牌大项和影响较大集体项目上 ,

尖子选手突出 ,夺金项目覆盖面较广 ,这些项目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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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的竞技水平和实力相差较大 ,其主要经验是

重视程度高 ,投入力度大 ,赛前准备充分 ,在主办国

设立海外训练基地 ,提前适应比赛环境和场地。俄

罗斯在第 28 届奥运会金牌名次降为第三 ,但奖牌总

数仍呈上升趋势 ,整体竞技实力仍在我国之上 ,其危

机主要是竞技体育发展资金严重匮乏。我国的优势

项目仍然是射击、跳水、乒乓球、羽毛球、举重、体操、

柔道等 ,田径、游泳等奖牌大项及社会影响力大的集

体性球类项目实力及竞技水平仍然较低。
表 1 　美国在第 27 届、28 届奥运会上所获奖牌分布对照

项目

27 届 (悉尼奥运会)

(金牌数 + 银牌数

+ 铜牌数)

28 届 (雅典奥运会)

(金牌数 + 银牌数

+ 铜牌数)

田径 10 + 4 + 6 8 + 12 + 5

游泳 15 + 9 + 11 12 + 9 + 10

篮球 2 + 0 + 0 1 + 0 + 1

网球 2 + 0 + 1 0 + 1 + 0

排球 1 + 0 + 0 1 + 0 + 1

棒球 1 + 0 + 0

垒球 1 + 0 + 0 1 + 0 + 0

足球 0 + 1 + 0 1 + 0 + 0

摔跤 2 + 2 + 3 1 + 3 + 2

拳击 0 + 2 + 2 1 + 0 + 1

射击 1 + 0 + 2 2 + 1 + 0

击剑 1 + 0 + 1

自行车 1 + 1 + 1 1 + 1 + 2

体操 2 + 6 + 1

跆拳道 1 + 0 + 0 1 + 1 + 0

帆船 1 + 2 + 1 1 + 1 + 0

柔道 0 + 0 + 1

马术 1 + 0 + 2 0 + 2 + 3

举重 1 + 0 + 1

铁人三项 0 + 0 + 1

皮划艇 0 + 1 + 0

赛艇 0 + 1 + 2 1 + 1 + 0

射箭 0 + 1 + 1

现代五项 0 + 1 + 0

总计 40 + 24 + 33 = 97 35 + 39 + 29 = 103

　　资料来源 :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 , http :/ / www. olympic. cn ,体总

网 ,http :/ / www. sport . org. cn

3 　我国竞技项目结构调整与布局研究

311 　我国奥运优势及潜优势项目分析

雅典奥运会我国金牌大项由悉尼奥运会的 9 个

增加至 14 个 (见表 4) ,与美国的 15 个金牌大项相比

差距不大 ,超过俄罗斯的 11 个金牌大项。但我国在

奥运会夺取金牌的项目大多数在国际体坛影响相对

较小 ,而田径、游泳两大基础项目及影响较大的集体

性球类项目仍处于劣势。从第 23 届奥运会以来的

成绩看 ,我国具有夺金实力的项目可大体分为三类 :

具有整体优势的夺金项目有 5 个 ,包括体操、乒乓

球、羽毛球、跳水、女子举重等 ;具有部分小项夺金实

力的项目有 6 个 ,包括柔道、射击、田径、游泳、跆拳

道、男子举重等 ;具有部分小项冲击奖牌实力的项目

有 9 个 ,包括击剑、射箭、赛艇、帆船、摔交、自行车、

女排、垒球等。
表 2 　俄罗斯在第 27 届、28 届奥运会上所获奖牌分布对照

项目

27 届 (悉尼奥运会)

(金牌数 + 银牌数

+ 铜牌数)

28 届 (雅典奥运会)

(金牌数 + 银牌数

+ 铜牌数)

体操 5 + 5 + 5 0 + 1 + 2
艺术体操 2 + 0 + 1 2 + 1 + 0

蹦床 2 + 0 + 0 0 + 1 + 0
摔跤 6 + 2 + 1 5 + 2 + 3
田径 3 + 4 + 5 6 + 7 + 7
击剑 3 + 0 + 1 1 + 0 + 3
拳击 2 + 3 + 2 3 + 0 + 3
游泳 0 + 1 + 1 0 + 1 + 0

花样游泳 2 + 0 + 0 2 + 0 + 0
跳水 2 + 1 + 2 0 + 2 + 2
水球 0 + 1 + 1 0 + 0 + 1
射击 1 + 3 + 2 3 + 4 + 3
柔道 0 + 1 + 2 0 + 2 + 3
自行车 1 + 1 + 2 2 + 2 + 1
皮划艇 0 + 1 + 0 0 + 1 + 2
赛艇 0 + 0 + 1 1 + 0 + 0

现代五项 1 + 0 + 0 1 + 0 + 0
举重 0 + 1 + 2 1 + 2 + 5
跆拳道 0 + 1 + 0
排球 0 + 2 + 0 0 + 1 + 1
篮球 0 + 0 + 1
手球 1 + 0 + 0 0 + 0 + 1
网球 1 + 1 + 0
总计 32 + 28 + 28 = 88 27 + 27 + 38 = 92

　　资料来源 :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 , http :/ / www. olympic. cn ,体总

网 ,http :/ / www. sport . org. cn

312 　田径、游泳项目分析

美、俄夺金项目主要集中在游泳、田径等奖牌大

项上。自第 23 届奥运会以来 ,美、俄在田径、游泳项

目上所获金牌在其所获金牌总数中占有较大比例 ,

如第 23 届奥运会美国所占比例达到 5718 % ,第 24

届奥运会俄罗斯所占比例达到 5019 % ,第 26 届奥运

会美国所占比例达到 6113 % ,第 27 届奥运会美国达

到 6311 % ,第 28 届奥运会美国则达到 6219 %。雅典

奥运会尽管我国在田径、游泳项目上获得 4 金 2 银 ,

实现历史性突破 ,但所占比例仅为 1215 % ,反映出整

体水平不高 ,尖子选手少 ,夺金点单一 ,竞争实力不

强。

313 　集体性球类项目的分析

我国集体球类项目存在小球较强、大球较弱的

不均衡态势。第 28 届奥运会足、篮、排“三大球”,仅

女排夺得金牌 ,男、女篮分别排名第 8 和第 9 ,女足发

挥失常 ,男足、男排未能出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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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在第 27 届、28 届奥运会上所获奖牌分布对照

项目

27 届 (悉尼奥运会)

(金牌数 + 银牌数

+ 铜牌数)

28 届 (雅典奥运会)

(金牌数 + 银牌数

+ 铜牌数)

游泳 1 + 1 + 0

跳水 5 + 5 + 0 6 + 2 + 1

举重 5 + 1 + 1 5 + 3 + 0

乒乓球 4 + 3 + 1 3 + 1 + 2

羽毛球 4 + 1 + 3 3 + 1 + 1

射击 3 + 2 + 3 4 + 2 + 3

体操 3 + 2 + 3 1 + 0 + 2

蹦床 0 + 0 + 1

柔道 2 + 1 + 1 1 + 1 + 3

田径 1 + 0 + 0 2 + 0 + 0

跆拳道 1 + 0 + 0 2 + 0 + 0

排球 1 + 0 + 0

网球 1 + 0 + 0

摔跤 0 + 0 + 1 1 + 0 + 0

皮划艇 1 + 0 + 0

射箭 0 + 1 + 0

击剑 0 + 1 + 1 0 + 3 + 0

自行车 0 + 0 + 1 0 + 1 + 0

帆船 0 + 1 + 0

拳击 0 + 0 + 1

总计 28 + 16 + 15 = 59 32 + 17 + 14 = 63

　　资料来源 :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 , http :/ / www. olympic. cn ,体总

网 ,http :/ / www. sport . org. cn

4 　对 2008 年我国奥运会项目结构调整和项

目布局的建议

411 　巩固传统优势项目

41111 　强化整体优势项目

乒乓球、羽毛球、跳水、竞技体操、女子举重是我

国整体优势项目 ,35 个小项都具有争夺金牌的实

力。应充分利用东道主优势 ,下大力气进一步巩固

和扩大优势 ,力争取得好成绩。

41112 　扩大具有夺金实力项目的小项数量

女柔、男举、跆拳道、射击、击剑等部分小项曾夺

得过奥运会或世界锦标赛冠军 ,具有较大夺牌潜力 ,

应扩大金牌小项 ,将具有奖牌实力的其他小项转化

为金牌。射击在近几届奥运会上的金、奖牌项主要

有男子 10 m 移动靶 ,男、女 10 m 气手枪 ,男子 10 m

气步枪 ,女子 25 m 运动手枪等 ,雅典奥运会飞碟项

目取得了 1 银 1 铜。女子柔道 28 届奥运会 52 kg 级

获得金牌、78 kg 级获得银牌 ,48 kg 级、70 kg 级和 78

kg以上获得铜牌 ,总成绩名列第二 ,显示出全面冲

击金牌的趋势。

412 　挖掘潜优势项目 ,寻找新的金牌增长点

击剑、女子射箭、赛艇、皮划艇、帆船、帆板、自行

车、摔跤、自行车等项目近年来进步较快 ,已具备了

冲击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和水平 ,应当加大对潜优

势项目扶植力度 ,寻找新的金牌增长点。

413 　继续实施田径、游泳、水上项目“119 工程”,力

争 2008 年奥运会有新的突破

田径、游泳、水上项目共有 119 枚金牌 ,特别是

田径、游泳共有 78 枚金牌 ,应加强这二个大项竞技

规律的研究 ,找出更适合我国运动员的项目。如田

径项目 ,我国选手在中长跑、竞走、马拉松等曾进入

奥运会的前 8 名 ,表现出一定的实力 ,发掘原有优势

项目 ,重点是女子投掷类项目。游泳短距离项目 ,女

子蛙泳、仰泳、混合泳接力、自由泳接力及个别男子

项目 (200 m 蝶) 也应列入重点 ,男、女 50 m 蛙泳、蝶

泳和仰泳等 6 个小项很有可能列入奥运会 ,这对我

国有利 ,需要密切关注并做好准备。

表 4 　我国参加近五届奥运会获金牌项目情况

届别 获 　金 　牌 　项 　目 n

23 届 体操、跳水、乒乓球 3

25 届 体操、跳水、乒乓球、射击、柔道、田径、游泳 7

26 届 体操、举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射击、柔道、田径、游泳 9

27 届 体操、举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射击、柔道、田径、跆拳道 9

28 届 体操、举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射击、柔道、田径、跆拳道、皮划艇、排球、网球、摔跤、游泳 14

414 　对足、篮、排等集体项目进行合理调整

以女足、女垒、女排、女曲、女手六个集体项目为

重点 ,加大备战力度 ,力争在 2008 年奥运会上有新

的突破 ,同时兼顾发展男子足球、男子篮球、男子排

球等影响较大的项目 ,带动集体球类项目整体水平

的明显提高。

参考文献 :

[1 ]袁伟民. 在中国代表团参加雅典奥运会总结大会上的讲

话[ Z]1
[2 ]刘 　鹏. 在 2005 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发表讲话[ Z]1
[3 ] 2001 年 - 2010 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 [ EB/ OL ] . http :/ /

www. sport. gov. cn120032092181
[4 ]2008 年奥运争光行动计划[ EB/ OL ] . http :/ / www. spor. gov.

cn120022082271 (下转第 31 页)

·52·

第 23 卷　　　　　　　　　　　裴立新 ,等 :我国竞技体育备战 2008 年奥运会项目结构调整与布局研究　　　　　　　　　 第 1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标志专有权的商品 ,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

并说明提供者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

根据我国《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规定 ,侵犯

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赔偿数额 ,按照权利人因被

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确定 ,包括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如律

师费、取证费等) 。被侵权人的损失或侵权人获得的

利益难以确定的 ,参照该奥林匹克标志许可使用费

合理确定。在这里 ,潜在的精神商誉也应包括在内。

3 　奥林匹克标志的保护途径

我国为切实履行申办承诺 ,有效保护奥林匹克

标志 ,通过立法规定了多种保护途径 ,进行多重保

护。具体如下 :

311 　协商

协商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事争端解决方式 ,它简

便易行 ,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 ,同时也有助于解决我

国因缺乏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意识 ,善意过失而造成

的大量纠纷。在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

下 ,争议双方的协商无疑有利于缓解矛盾、解决纠

纷。

312 　行政处理

为保护奥林匹克标志 ,国际惯例往往是由行政

主管机关对侵权行为进行直接处理。这主要是因为

一般情况下 ,国际奥委会不主张权利人通过诉讼来

维护奥林匹克产权 ,以免诉讼时间过长而不利于奥

林匹克知识产权的及时实现。为此 ,国际奥委会特

别要求奥运会举办城市所在的国家政府对奥林匹克

标志进行专门和全面的有效保护。我国《奥林匹克

标志保护条例》吸收了我国行政管理的相关经验 ,规

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行政处罚等方式来保护

奥林匹克标志。

其中 ,北京市工商局 2002 年在保护奥林匹克知

识产权执法中 ,共整改大型广告牌 609 块 ,限期拆除

67 266 块 ,共查扣带有侵权标志商品及包装物 13 万

余件 ,立案 99 起 ;2003 年上半年共查处侵犯奥林匹

克标志案件 26 起 ,足见行政执法的重要。

313 　法院诉讼

“司法最终解决”是法治国家一项基本原则 ,无

疑也应为我国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所遵循。通过法院

保护 ,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裁判公正 ,同时也有利于借

助司法判决的权威 ,保证奥林匹克的尊严。此外 ,这

对于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形成普遍的权利保护

观念都有着积极意义。因此 ,向法院诉讼是奥林匹

克标志法律保护的核心。具体而言 ,权利人可以提

起民事诉讼要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也可以通过刑

事诉讼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近年来 ,国际奥

委会联合各国奥委会和奥组委在全球进行了一系列

大规模的诉讼活动 ,如前述对我国金味公司的诉讼 ,

以妥善保护奥林匹克产权。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 ,是北京申办承诺的重要部

分。如果保护不力 ,不仅会影响奥运市场开发和奥

运会的顺利进行 ,而且会影响世界对我国法治的信

心 ,严重的还会导致标志被国际奥委会收回。很难

想象 ,一届对奥林匹克标志保护不够的奥运会会是

一届最好的奥运会。中国政府无疑将切实履行自己

的郑重承诺 ,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营造良好的

法律环境 ,这也是入世以来我国向世界展示自己形

象的一个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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