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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百年来，中华民族完成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历史性转变，社会制度进一步完善、经济持续

高速发展、民生事业显著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得到了长

足的进步。体育领域，中国从零开始，从无到有，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并开始

了全面建设“体育强国”的伟大战略。

近现代以来，中国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体育的重

要性。具有浓重群众体育色彩的体育运动如火如荼地开

展着，一些重要的体育主张在这些体育实践中萌芽，并

在该时期得以发展和完善。该时期的体育具有鲜明的革

命性和群众性。主要体现对于提升军民身体素质的重视 ,

同时凝聚一切力量与资源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战略部

署。该时期体育事业的发展经验与建构措施，为建国后

国家领导全国竞技体育的战略方针、发展理念、发展模

式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建国前的体育竞赛活动无论是发动范围还是组织规

模都远远不能与今天相提并论，且这些区域体育竞赛活

动的开展有着浓厚的军事色彩，并不能称之为竞技体育

活动，但这些活动的开展、体育制度的完善、体育组织

的成立，为建国后社会主义竞技体育事业打下了坚实基

础。也为新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制度建设、

组织建设、人才建设的经验以及精神财富。可以说，新

中国能够以短短七十多年，在竞技体育领域取得如此辉

煌的成就，离不开那段时期的体育对其的伟大贡献。

回顾中国竞技体育的成就，总结成就背后的成功经

验，可以让我们关照当下，展望未来，为中国竞技体育

迈向新征程的道路添砖加瓦。

2. 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

结合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事件，其发展历程可分为初创与调整的建设时期、改

革与强化的变革时期、转变与推进的攻坚时期。

2.1 初创与调整的建设时期（1949-1978）：百废

待兴，艰苦奠基

2.1.1 初创与调整的建设时期竞技体育制度建设成

就

在竞技体育初创与调整的建设时期，体现在国家体

委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管”“办”两手抓的管理体制，

该时期的竞技体育深深烙刻着计划经济的印记。在此基

础上，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开始发展和完善。

（1）集中组织管理权力，提供制度保障。依据党

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由

此形成了体委集中领导，单位具体组织的“一家负责制”

管理模式。这种“家长负责制”的模式，在那个各类资

源匮乏的困难时期，为竞技体育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其

能够有效集中并统筹人力、财力、物力，并最终实现突

破式发展。

（2）制定规范发展的管理制度，弥补制度漏洞。

国家体委制定颁发《国家体育选手条例》《准备劳动与

卫国体育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练员等级制度》《运

动队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等管理制度，强化了竞技体育

集中化的发展目标，突出了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填补了

竞技体育发展体制空白、提高了竞技体育管理标准化和

标准化发展的中心思想。

（3）建立专业运动队体制，促进人才专业化培养。

在国家体委的指导下，形成了从业余队到专业队的一条

龙人才培养体系，大量运动员通过业余体校，再到省级

专业体工大队，最终进入国家集训队。这样的三级管理

培养体系为竞技体育人才专业化培养提供了机制保障。

通过强化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来主抓竞技体育具有

历史的必然性，此阶段我国国际大赛的舞台空间有限，

谈不上在奥运会上赶超发达国家，因此，当时我国提高

竞技体育水平的目标就是树立大国形象，扩大国际影响，

这就要求必须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来调控竞技体育的

发展，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客观上也为下一阶段的奥运

赶超发展积蓄了一定的力量和经验。同时表明党和国家

对竞技体育的高度重视，有利于提高人、财、物的管理

效率，加快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

2.1.2 初创与调整的建设时期我国竞技体育组织建

设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性的体育竞赛相对较少，我

国竞技体育组织在这一阶段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具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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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一时期竞技体育在组织建设领域有以下重要成就。

（1）广泛设立体育科研人才培养的组织机构，为

体育人才发展提供平台保障。在 20 世纪中叶，国家在

大的战略部署下先后成立了包括上海体育学院、中央体

育学院等 6 所直属体育类院校，同时创办北京体育科学

研究所、体育科学工作委员会等组织机构，一只具备体

育竞赛素养、体育科研素养的人才队伍初具雏形。

（2）打下现代化体育人才管理机构的框架，为协

调统筹体育发展打下组织基础。即中央设立国家体育运

动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监督全国体育工作，统一指挥，

计划配置，分级管理，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3）各类社会体育组织初步建立，竞技体育事业

百花齐放。大量群众性体育组织、体育发展团体、体育

协会等相继成立。如 1953 年成立中国网球运动协会，

1954 年成立中国体操协会，1955 年成立中国足球协会，

1956 年成立中国篮球协会等。这些组织机构在丰富完

善竞技体育组织建设的同时，对于提高竞技体育人才的

培养水平、强化竞技体育促进经济发展等作用有着积极

地意义。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我国竞技体育的组织建设有利

于体育科研人才队伍的培养，极大推动了我国竞技体育

的初步发展。

2.1.3 初创与调整的建设时期人才建设成就

在初创与调整时期，竞技体育为国争光的功能定位

与赶超型发展导向不断强化，竞技体育管理权力也进一

步向国家体委领导的行政部门集中。强调确保重点、猛

攻尖端。确保了一批重点项目能够优先快速发展，诞生

了一批优秀运动员，为我国竞技体育增添了辉煌的成就。

（1）首夺奖牌，振奋人心。吴传玉在首届国际青

年联欢节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仰泳冠军，是我国在国际

体育竞赛中获得的首枚金牌。

（2）首破记录，谱写辉煌。1957 年 11 月，郑凤

荣成为中国运动员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第一人，为新中

国体育运动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首次参赛，一鸣惊人。在 1963 年举办的首届

新兴力量运动会中，我国以66枚金牌的成绩位列第一，

并打破了举重和射箭两项世界纪录。其中，涌现出了一

批有担当、有能力的年轻运动员，他们在举重、乒乓球、

射箭、体操、田径等项目上取得了较优异的成绩，表现

出了巨大的潜力，虽然这些成绩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

大差距，但却成了我国体育赶超世界水平的起跑线。

（4）国球乒乓、崭露头角。中国乒乓从逐步崛起，

到长盛不衰，最后全面登上世界高峰。乒乓球带给了国

人久违的胜利感和自豪感，之后更是在中国拥有了几亿

运动人群，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一时期，党对于运动项目布局、人才培养机制更

加强调确保重点、猛攻尖端。着重培养了一批优势项目

的高水平运动员。

2.2 改革与强化的变革时期（1978-2012）：抓住

机遇，成绩斐然

2.2.1 改革与强化的变革时期制度建设成就

国际奥委会于 1979 年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与此

同时，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中国竞技体育事业迎

来了新的转折。

（1）强化竞技体育为国争光功能，确立赶超型竞

技体育的发展导向。1984 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会议上，

党正式提出实施“奥运会战略”，政府主导型的竞技体

育管理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充实与细化。竞技体育运行机

制也以奥运会战略为基准，进行了一系列的巩固与优化。

（2）深化体育改革，发展竞技体育多元功能。

1992 年，党的十四大基本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战略，竞技体育在这一时期不光被赋予了为国争光

的主导功能，还强调了竞技体育的经济促进功能。

探索竞技体育新型管理制度。在参考体育发展有序

过渡和申办北京夏季奥运会的需要下，党最终决定国家

体育运动委员会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这是党对未来新

型体育制度的体制设计。

2.2.2 改革与强化的变革时期组织建设成就

（1）改革运动项目组织，细化竞技体育管理。在

坚持“全国一盘棋”、落实奥运会战略的要求下，这一

时期国家对竞技体育的内设机构进行了多次重大调整。

无论是改组国家体育委员会为国家体育总局，抑或推动

运动项目管理由政府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都从组

织建设上保障了党决策方针的实施。

（2）保障奥运重点项目、组建多梯次高水平运动队。

在“缩短战线、保障重点”的思想引领下，党和政府组

建了多层次、多形式的高水平运动队，并对运动项目竞

赛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调整。

（3）承办大型赛事，为运动员发展提供平台。这

一时期，我国成功举办了 1990 年北京亚运会、2008 年

北京奥运会、2010 年广州亚运会、2011 年、2022 年北

京冬奥会、上海世界游泳锦标赛等大型综合体育赛事，

这些竞赛平台为运动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平台，也

让世界看到了日新月异的中国形象。

2.2.3 改革与强化的变革时期人才建设的成就

我国在该阶段的竞技水平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主要

表现在奥运会、世界杯、世锦赛等一系列国际赛事奖牌

数的攀升与大批优秀体育人才等涌现。

（1）国际赛事奖牌数攀升，北京奥运登顶榜首。

奥运方面，在 1984—1992 年举行的 3 届夏季奥运会中，

我国的金牌总数分别位居参赛国第 4、第 11、第 4 名。

在 1996-2004 年期间举办的三届夏季奥运会中，分别

取得了金牌榜排名第 4、第 3 和第 3 名的优异成绩，创

造了世界竞技体育史上的奇迹。这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竞

技体育在国际的地位、极大地提高了国民自信心，中国

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取得历史性突破。

（2）培养大批各级各类优秀体育人才。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体育知名人物数量出现井喷式发展。如取得

了惊人的五连冠辉煌的中国女排；中国奥运会第一金的

许海峰；获得中国男子世锦赛第一个世界冠军并取得大

满贯成就的刘翔；法网单打冠军、网球单打大满贯亚洲

第一人的李娜；首位进入男子短距离自由泳世锦赛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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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夺冠的亚洲人宁泽涛。更有以状元身份进入 NBA 并

打出优秀表现，被誉为“中国长城”的姚明。这些无不

体现在党的领导下，在举国体制和奥运战略的正确引领

下，我国竞技水平正高效提升，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

2.3 转变与推进的攻坚时期（2012- 至今）：深化

改革，响应复兴

2.3.1 转变与推进的攻坚时期制度建设成就

十八大以来，为响应深化改革的战略方针，响应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国竞技体育进入改革深水区

和攻坚期。

（1）推动竞技体育不断走向协调发展，提升竞技

体育的综合社会价值。国务院于 2014 年印发《关于加

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将全

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与《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则提出完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系列举

措。《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提出了充分认识竞

技体育多元功能和综合社会价值的要求。这些文件为竞

技体育的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思想指导。

（2）深化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推动竞技体育治理

体系的建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顺利进行，标志着

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加速期，而加快推进

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完善职业体育的政策制

度体系等举措，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竞技体育治理体

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3.2 转变与推进的攻坚时期组织建设成就

这一时期，我国竞技体育项目职业化、实体化正不

断推行，在竞赛机制的实施上，党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深

化改革。

（1）积极推动青少年俱乐部建设。国家体育总局

依托各级各类学校、体校、体育协会推动了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建设。如“校园足球”建设，打造了一批特色体

育学校。

（2）推进体育竞赛机制改革，促进体育市场化发展，

如对全运会进行了较大力度地改革；新增群众体育比赛

项目；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构建多

元化体育竞赛体系。这一系列举措为市场组织参与体育

竞赛举办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

2.3.3 转变与推进的攻坚时期人才建设成就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后，根据《2011 － 2020 年奥运

争光计划纲要》，这一阶段人才建设强调均衡发展、统

筹兼顾、协调发展、全面提升。

（1）人才培养的协调发展。由政府培养机制（三

级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为主向，向政府培养机制、

学校培养机制、俱乐部培养机制、家庭培养机制协同共

进转变。

（2）推进“跨界跨项选材”，发掘潜力运动员。

在各高校、俱乐部等积极开展跨界跨项选材，挖掘更多

具有潜力的运动员，充实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并在

花样滑冰、铁人三项等领域初见成效。为逐渐打破原有

计划经济体制下 " 三级训练网 " 式运动员选育的藩篱 ,

快速培养出一批 " 能征善战 " 的高水平竞技运动员 , 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3. 结语

我国竞技体育在国家改革的大潮和世界体育发展趋

势的潮流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

煌成就。在新时期、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被赋予了全

新的使命和要求，这就要求我们要站在新时代历史起点，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充分认识竞技体育的发展规律，

把竞技体育事业放在全局中去谋划、推动、和落实，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竞技体育的发展道路；坚持改革创新的发展动力；坚持

和不断完善举国体制造性的构建了竞技体育举国体制 ;

铸就并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迈向现代化体育强国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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