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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统计分析法对第２９届 奥 运 会 金（奖）牌 分 布 情 况 进 行 统 计 分 析．结 果 显 示：以 中

国、美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夺金第一集团地位相对稳定，第二集团的金牌总量在本届奥运会呈下降

趋势，第三集团的国家和地区金牌总量快速增长；洲际竞技实力特征表现为欧洲最强，其次是亚洲

和美洲，大洋洲较弱，非洲最弱；中国代表团本届奥运会竞争实力的加强主要表现在传统优势项目

的稳定，潜优势项目的进步和落后项目的突破以及东道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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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北京第２９届奥运会共有２０４个代表

团１１　４６８名运动员参加了２８个大项、３８个分项、
３０２个小项的 比 赛．共 有５５个 代 表 团 获 得 金 牌，
８７个代表团获 得 奖 牌．本 文 对 第２９届 奥 运 会 奖

牌走向和项目分布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竞技体

育的发展有所启示．

１　第２９届奥运会项目设置情况
第２９届奥运会参加代表团数和参赛 人 数 达

到了历史新高．比赛体能主导类田径、游泳项目奖

牌数量占绝对优势，其次为技能类对抗性项目、难
美性项目和水上项目（见表１）．所设项目中，男子

项目为１６５项，女子项目为１２７项，男女混合项目

１项，不分男女项目９项．
表１　第２９届奥运会项目总体分布情况

项目
金牌

设置
项目

金牌

设置
项目

金牌

设置
项目

金牌

设置
项目

游泳 ３４ 篮球 ２ 拳击 １１ 蹦床 ２ 皮划艇

田径 ４７ 足球 ２ 击剑 １０ 帆船 １１ 现代五项

跳水 ８ 排球 ２ 垒球 １ 跆拳道 ８ 花样游泳

射击 １５ 体操 １４ 赛艇 １４ 乒乓球 ４ 艺术体操

举重 １５ 柔道 １４ 水球 ２ 羽毛球 ５ 沙滩排球

手球 ２ 摔跤 １８ 射箭 ４ 曲棍球 ２ 铁人三项

马术 ６ 网球 ４ 棒球 １ 自行车 １８

２　第２９届奥运会奖牌分布状况

２．１　奖牌总体分布情况

第２９届奥运会共有５５个国家和地区获得金

牌，８７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奖牌（见表２）．其中获得

金牌超过２０枚的国家有３个，分别是中国、美国

和俄罗 斯．共 计 获 得１１０枚 金 牌，占 金 牌 总 数 的

３６．４２％．获得１０－１９枚 金 牌 的 国 家 有４个，分 别

是英国、德国、澳大利亚、韩国，共计获得６２枚金

牌，占金牌总数的２０．５３％．获得５－９枚金牌的国

家有８个，共 计 获 得５４枚 金 牌，占 金 牌 总 数 的

１７．８８％．获得１－４枚金牌的国家有４０个，共计获

得７６枚金牌，占金牌总数的２５．１７％．获得２０枚

金牌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在第２７－２９届奥运会

保持不变，获得的奖牌数逐届增加，显示了中国、
美国、俄 罗 斯 体 坛 第 一 集 团 地 位 相 对 稳 定．获 得

１０－１９枚 金 牌 的 国 家 和 地 区 逐 渐 下 降，获 得５－９
枚、１－４枚的国家和地区数量逐渐增长，显示了金

牌第二集团的竞技实力不稳定，第三、第四集团国

家的竞技实力逐届增强．
表２　第２７－２９届奥运会奖牌第一名和前三名分布情况

届次
总 数 前 三 第 一

金 银 铜 小计 金 银 铜 小计国家 金 银 铜 小计

２７　３０２　２９９　３２８　９２８　９９　６９　７６　２４４美国３９　２５　３３　９７
２８　３０１　３０１　３２７　９２９　９４　８３　８１　２５８美国３５　３９　２９　１０３
２９　３０２　３０３　３５８　９５８　１１０　８０　９２　２８２中国５１　２１　２８　１００

　　第２７届 奥 运 会 有５１个 国 家 和 地 区 获 得 金

牌，８０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奖牌．２８届奥运会有５７
个国家和地区获得金牌，７５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奖

牌．２９届奥运会共有５５个国家和地区获得金牌﹐

８７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奖牌．２９届获得金牌的国家

和地区数量略低于２８届，略高于２７届，但差距不

大，而获得奖牌数的国家和地区是最多的．这说明

某些项目世界顶级水平的国家数量逐渐增多，具

有金牌竞争力的国家数量趋于稳定．

２．２　洲际奖牌分布情况

按所在洲对所有参赛国进行分类，统计其奖牌

数及其比率，见表３．结果显示：欧洲获得金牌占金

牌国家总数的４３．６４％和总金牌数的４０．０７％，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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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奖牌占奖牌国家总数的３４．４８％和奖牌总数的

４３．８９％．欧洲在金牌（奖牌）数、获得金牌（奖牌）国
家数等方面均明显优于其他四大洲，充分显示了欧

洲在竞技领域内的地域优势和传统优势．
表３　第２９届奥运会洲际奖牌分布情况

金牌

／枚

金牌国家

／个

银牌

／枚

铜牌

／枚

奖牌

／枚

奖牌国家

／个

欧洲 １２１　 ２４　 １４０　 １５６　 ４１７　 ３０
亚洲 ９１　 １５　 ６１　 ８９　 ２４１　 ２６
非洲 １２　 ５　 １５　 １５　 ４２　 １５

大洋州 １７　 ２　 １６　 ２２　 ５５　 ２
美洲 南美 ５　 ２　 ７　 １４　 ２６　 ６

中北美 ５１　 ７　 ６１　 ５７　 １６９　 ８

　　欧洲国家除了在羽毛球、乒乓球、跳水、射箭

等几个项目上处于劣势，柔道、跆拳道、举重项目

优势不明显外，其他各大项拥有明显优势，而在马

术、击剑、赛艇、皮划艇等项目上优势突出．亚洲国

家在乒乓球、羽毛球、跳水、射箭、举重、柔道等项

目上表现突出，在田径、摔跤、拳击项目上进步明

显．美洲在游泳、田径、皮划艇三个项目上夺金数

量基 本 与 欧 洲 持 平，篮 球、足 球 两 个 项 目 优 势 突

出，其他项目优势特征不明显．大洋洲保持了在游

泳某些项目上的优势，并在帆船、赛艇项目上取得

进步．非洲国家在田径项目上表现突出，游泳项目

进步明显，其他项目均为劣势项目．
在参赛项目中，中国队在羽毛球、拳击、跳水、

竞技体操、蹦床、射击、乒乓球、举重等八个项目中

总成绩排名第一，首次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夺冠

项目中，羽毛球、乒乓球、跳水、举重是传统优势项

目，竞技体操和射击则是局部优势项目，而拳击、
蹦床则是新兴项目．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仍然保

持了优势．举 重、体 操、跳 水、乒 乓 球、羽 毛 球、射

击、女子柔道等共获得金牌３９枚，潜优势项目和

落后项目有所进步，个别项目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如射箭、赛艇、蹦床、帆板、女子体操团体等实现了

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
表４显示近三届奥运会东道主及其在其他两

届比赛时获得金牌情况和比例．主办国作为东道

主时夺金比例均高于不是东道主时．由此可见，东
道主凭借设项和天时地利的原因，在获取金牌上

占有绝对优势．
表４　第２７－２９届奥运会东道主夺金优势情况

２９届情况 其他两届该国夺金情况

届次 东道主 数量／枚 百分比／％ 数量／枚 百分比／％
２７ 澳大利亚 １６　 １２．９４　 ３１　 ５．１４
２８ 希腊 ６　 １．９９　 ４　 ０．６６
２９ 中国 ５１　 １６．８９　 ６０　 ９．９５

３　结论
（１）金牌第一集团保持雄厚的体育基础和传

统优势项目，第二集团成员更迭，实力更为接近，
第三、第四集团国家的竞技实力逐届增强．中国、
美国、俄罗斯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并且这种趋势仍

会延续下去．美国在田径、游泳等速度加耐力项目

上，俄罗斯在摔跤、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技术性

强的项 目 上，中 国 队 在 乒 乓 球、羽 毛 球、举 重、跳

水、体操等技巧性强而非对抗性的项目上，均保持

优势．
（２）２９届获得金牌的国家和地区数量略低于

２８届，略高于２７届，获得奖牌数的国家和地区是

最多的，说明在某些项目上世界顶级水平的国家

数量逐渐增多，但具有金牌竞争力的国家数量趋

于稳定．
（３）奖（金）牌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欧

洲具有优势，亚洲领先于美洲，大洋洲较弱，非洲

最弱．欧洲在马术、击剑、赛艇、皮划艇等项目上优

势突出，亚洲国家在乒乓球、羽毛球、跳水、射箭、
举重、柔道等项目上表现突出，在田径、摔跤、拳击

项目上进步明显．美洲在游泳、田径、皮划艇三个

项目上夺金数量基本与欧洲持平，篮球、足球两个

项目优势突出．大洋洲保持了在游泳某些项目上

的优势，并在帆船、赛艇项目上取得进步．非洲国

家在田径项目上表现突出，游泳项目进步明显，其
他所有项目均为劣势项目．

（４）中国代表团２９届奥运会竞争实力的加强

主要表现在：羽毛球、乒乓球、跳水、体操、举重等

传统优势项目的稳定和发挥；射击、柔道等局部优

势项目的保持；射箭、赛艇、帆船、蹦床、拳击等潜

优势项目和落后项目的进步、突破以及东道主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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