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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参与体育全球化的起始时间要追溯到 19 世纪 60 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在融入到体育

全球化的百余年历程中，形成了 3 个明显的发展阶段，也具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发展特征。即 中 国 参 与 体 育

全球化进程的速度在加快，以吸收和接受西方体育文化为主，经历了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吸收和理性思考的过

程，促使中国体育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整体水平显著提高，以资源“流入”开始到逐步对世界产生深刻影 响，

使得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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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art tim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globalization sh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Westernization Move-
ment period of the 1860s . Three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stages were formed in China in its more than 100 years course of
blending in sports globalization，and China has som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other countries，i . e .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of the cours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globalization is being increased；China is now mainly
focusing on absorbing and accepting western sports culture；China has experience the process from passive participation to
active absorption and rational thinking，which speeds up the progress of sports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remarkably en-
hances the overall level；starting from resource“import”，China is gradually produc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world，and
modern Olympic movement is effectively combined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s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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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 体 育 全 球 化 的 起 始 时 间 要 追 溯 到 19 世 纪 60
年代的洋务运动时 期。从 那 时 起 中 国 被 迫 纳 入 到 体 育 全 球

化的发展轨道，从此，中 国 开 始 自 觉 和 不 自 觉 地 把 自 己 融 入

到了体育全球化的 发 展 进 程 之 中。中 国 在 融 入 到 体 育 全 球

化的百余年历程中，形 成 了 3 个 明 显 的 发 展 阶 段，也 具 有 不

同于其它国家的发展特征。

1 中国参与体育全球化的进程

1 .1 被动参与阶段（1860 ～ 1910 年）

鸦片战争之前，在中国沿海一些城市的外国商人和传教

士中，已有个 别 接 触 到 一 些 西 方 近 代 体 育 活 动 的 内 容。 但

是，西方近代体育较 大 规 模 和 大 范 围 地 传 入 中 国 社 会，则 是

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后。在洋务运动期间，西方近代体育通过

中国聘请外国人来 中 国 传 授、派 留 学 生 出 国 学 习、从 国 外 书

刊学习和外国人自觉 与 不 自 觉 地 在 中 国 传 播 等 途 径 传 入 中

国。初期主要局限于军队和军事学堂，主要原因是由于近代

体育基本上是作为 近 代 军 事 制 度 的 副 产 品 而 输 入 的。西 方

近代体育传播到中国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是

作为西方强 势 文 化 的 体 育，与 近 代 社 会 生 活 方 式 十 分 相 适

应，以及具有很高的教育价值而得到普遍推崇和认同。在这

一时期，中国以学习 和 吸 收 西 方 先 进 体 育 文 化 为 主，尤 其 是

学习和接受西方体育项目。

1 .2 起步与主动参与阶段（1911 ～ 1948 年）

据有记载的材料表明，中国最早参与国际体育活动是在

1911 年。最早来华进行体育访问的是 1912 年菲律宾体育协

会。据阮蔚村［1］“远东 运 动 会 之 过 去 波 折 与 将 来 前 途”一 文

记载，“在远东体育 协 会 没 有 产 生 以 前，逢 每 年 的 二 月，有 菲

岛嘉年华会，会中例必举行一次盛大的运动会，在前清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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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那一年，菲岛体育协会，发起邀请中日两国，前往菲岛

都城马尼拉参加嘉 年 华 会。当 时 中 国 便 派 遣 了 田 径 和 足 球

选手去参加，⋯⋯有了 这 次 的 动 机，菲 岛 体 育 协 会 遂 发 起 组

织远东体育协会，⋯⋯ 菲 岛 鉴 于 这 种 趋 势，更 提 议 参 照 世 界

运动会的成例，由 中 日 菲 三 国，发 起 组 织 运 动 会。⋯⋯ 民 国

元年九月，勃郎氏代表菲律宾体育协会，正式访问中日两国，

提出组织远东体育 协 会 的 原 案 和 意 旨。”我 国 首 次 参 加 远 东

运动会是 1913 年，共 参 加 了 10 届。1920 年，国 际 奥 委 会 正

式承认了远东体育协会。从这时起，我国与国际奥委会便发

生了联系。1922 年国际 奥 委 会 又 选 举 了 远 东 体 协 的 发 起 者

和赞助者之一的，我 国 王 正 廷 为 国 际 奥 委 会 委 员。从 此，我

国与国际奥委会建 立 了 直 接 的 联 系。1932 年 在 美 国 洛 杉 矶

举行的第 10 届奥运会 上，中 国 首 次 派 短 跑 选 手 刘 长 春 参 加

比赛。中国参与奥运会事务，尤其是能派运动员参加世界性

运动会，从而使中国参与体育全球化更具实质性。中国由远

东运动会的追随者 到 发 起 者，由 追 随 到 积 极 参 与，为 中 国 体

育的全球化奠定了 很 好 的 基 础，但 由 于 当 时 中 国 正 处 于“亡

国灭种”的 深 重 民 族 危 机 和 在 国 际 社 会 的 地 位 和 影 响 力 不

高，中国参与体育全 球 化 是 浅 层 次 的、局 部 的 和 有 限 的。中

国从参与运东运动会 到 参 加 奥 运 会 形 成 了 中 国 参 与 体 育 全

球化的第一个小高潮。

1 .3 全面开创与发展阶段（1949 年至今）

这个阶段可根据其特点分为 4 个时期。

（1）初步发展与全面参与时期（1949 ～ 1965 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 积 极 参 与 国 际 体 育 交 流。1952 年，

以荣高棠为团长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冲破重重难关，参加了在

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 第 15 届 奥 运 会，揭 开 了 新 中 国 全 面 进

入国际体育界的序幕。自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后，我国参加

国际体育竞赛日趋 活 跃。1958 年 为 了 抗 击 少 数 人 在 国 际 社

会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我国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及部分

国际体育组织的联 系，这 一 断 就 是 20 多 年。从 此 中 国 与 奥

林匹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隔离与斗争。此时，中国参与体育

全球化受阻。尽管如此，我国并没有放弃进行国际体育交往

的努力，在打破层层封锁、拓宽国际体育交流渠道，改善国际

体育环境等方面，同 样 取 得 了 积 极 的 成 果，如 倡 导 和 发 起 召

开了“新兴力量运动会”等，与西方利用奥运孤立中国的图谋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 个 时 期，由 于 新 中 国 百 废 待 兴，新 中

国体育处于起步和 开 创 时 期，加 上 国 际 社 会 的 封 锁，起 初 的

好势头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延续，并逐步出现被“边缘化”的

现象。

（2）“文化大革命”10 年动乱时期（1966 ～ 1976 年）。

由于国际社 会 封 锁 和“文 化 大 革 命”10 年 内 乱，给 中 国

参与体育 全 球 化 带 来 巨 大 的 灾 难。 但 1971 年 中 美 成 功 的

“乒乓外交”，重新给 中 国 参 与 体 育 全 球 化 带 来 了 一 线 生 机。

1973 年的第一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初步打破了竞赛

领域的沉寂局面。同时，我国陆续加入或重返国际赛艇联合

会、亚洲运动联合会、国 际 击 剑 联 合 会、国 际 中 学 生 体 联、国

际篮球联合会、国际划船艇联合会等国际体育组织。

（3）调整与发展时期（1977 ～ 1990 年）。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 中 全 会 决 定 把 工 作 重 点 转 移 到 社

会主义现代 化 建 设 上 来，我 国 体 育 事 业 出 现 重 大 转 折。20
世纪 80 年代在改革思路上确定以竞技体育为先导带动体育

全面发展的战略方案，预示着中国参与体育全球化进程再次

全面展开。以 1984 年奥运会和中国女排“五连冠”为显著标

志的国际体育竞赛，以及 1990 年北京亚运会的成功举办，使

中国参与体育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良好发展势头。

（4）全面开创和深化时期（1991 年至今）。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国家确立了

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体制总目标，人

们的思想更加解放，与国际接轨是这一时期的热门话题。中

国体育自 1986 年亚运会取得金牌总数第一到如今竞技体育

亚洲 霸 主 地 位 的 稳 固 确 立，从 1984 年 奥 运 金 牌 零 的 突 破 到

经过第二集团再到 2004 年 金 牌 总 数 进 入 第 二，以 及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即将成功举办，这一切将为中国参与体育全球化

迎来第二个高潮。这 一 时 期 中 国 已 经 开 始 突 破 在 第 一 和 第

二阶段观念被人引导、前途被人控制和 20 世纪 80 年代初市

场被人占有、资源被人利用的被动局面。从世界规则被人掌

控、世界资源被人控制、命运被人操纵、世界市场被人垄断到

中国开始在国际体育事务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变成了一支

不可忽视的力量，其 情 形 已 经 是 今 非 昔 比。今 天，中 国 由 当

年的体育全球化的追随者将进入具有自己的观念、主宰自己

命运、参与世界规则制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时代。

2 中国参与体育全球化进程的总体特征

2 .1 参与体育全球化进程在加快

从 19 世纪 60 年 代 中 国 被 纳 入 到 体 育 全 球 化 的 轨 道 以

来，虽然经历了徘徊中前进，但步伐在显著加快。

（1）第一次报道 奥 运 会：1904 年 许 多 中 国 报 刊 曾 报 导 过

第三届奥运会消息。（2）第一次介绍奥林匹克历史：1906 年，

中国的一家杂志介绍了奥林匹克历史。（3）第一次与国际奥

委会联系：1920 年，国 际 奥 委 会 正 式 承 认 了 远 东 体 育 协 会。

从这时起，我国与国 际 奥 委 会 便 发 生 了 联 系。（4）第 一 次 被

选为奥运官员：1922 年国际奥委会选举了远东体协的发起者

和赞助者之一，我国 的 王 正 廷 为 国 际 奥 委 会 委 员。（5）第 一

次参加奥运会：1932 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 10 届奥运会上，

中国首次 派 短 跑 选 手 刘 长 春 参 加 比 赛。（6）第 一 次 获 得 金

牌：在 1984 年的第 23 届 奥 运 会 上，中 国 实 现 了 金 牌“零”的

突破，获金牌 数 达 15 枚。（7）第 一 次 金 牌 总 数 进 入 第 二 集

团：1992 年巴 塞 罗 那 奥 运 会 中 国 金 牌 进 入 第 二 集 团 前 列。

（8）第一次金牌总 数 进 入 第 一 集 团：2004 年 雅 典 奥 运 会 中 国

金牌进入第一集 团。（9）第 一 次 举 办 运 东 运 动 会：1915 年 在

上海举办 了 第 二 届 运 东 运 动 会。（10）第 一 次 举 办 亚 运 会：

1990 年 9 月 20 日 ～ 10 月 6 日，第 11 届 亚 运 会 在 北 京 举 行。

（11）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将于 2008 年在北京。

中国从第一次派运 动 员 参 加 奥 运 会 到 实 现 金 牌“零”的

突破，共花了 52 年，而从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到金牌总数进

入第一集团只花了 20 年，中 国 从 第 一 次 举 办 运 东 运 动 会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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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举办 亚 运 会 花 了 75 年，而 从 1990 年 举 办 亚 运 会 到

2008 年举办奥运会只花了 18 年。中国参与体育全球化进程

在加快还表现以下 方 面。1）中 国 运 动 员 参 加 世 界 各 类 大 赛

次数增多。2）中国举 办 世 界 锦 标 赛、世 界 杯 赛、世 界 大 学 生

运动会、世界中学生 运 动 会、伤 残 人 奥 运 会 等 大 型 运 动 会 的

次数在增多。3）中 国 参 与 国 际 体 育 事 物 的 人 数 越 来 越 多。

目前我国有近 200 人 分 别 在 数 十 个 国 际 体 育 组 织 中 担 任 各

种职务，直接参与世界体育事务的管理。中国在奥林匹克事

务中开始发挥越来 越 重 要 的 作 用。4）转 播 重 大 体 育 竞 赛 的

场次增多。5）聘请国 外 教 练 来 华 执 教 和 中 国 本 土 教 练 援 外

增多。6）中国运动员去国外踢球、打球和国外运动员来中国

踢球、打球的明显增多。7）国际体育学术交流明显增多。举

办国际体育学术会 议 增 多 以 及 出 国 留 学 人 员 增 多。8）中 国

运动员去国外训练和 外 国 运 动 员 来 中 国 训 练 的 人 数 明 显 增

多。9）体育官员互 访 明 显 增 多。10）接 受 国 外 体 育 文 化（认

识、价值观念）和学 习、借 鉴 国 外 体 育 政 策 制 度 加 快。11）按

照国际惯例处理国际体育事务的能力明显增强。12）对管理

和应付体育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增强。

2 .2 中国参与体育全球化形成两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开 始 于 1911 年 第 一 次 参 加 国 际 体 育 比 赛，

经过 1932 年第一次参加 奥 运 会，到 1934 年 第 十 届 远 东 运 动

会结束，历时 20 年 时 间。 第 二 个 高 潮 开 始 时 间 为 1949 年，

波峰将形成于 2008 年，整个高 潮 期 至 少 延 续 60 年。从 两 个

高潮期形成的历史 背 景 比 较 分 析，很 显 然，第 二 个 高 潮 延 续

的时间明显要长，中国参与体育全球化的热情明显要高。第

二个高潮期国内社 会 稳 定、经 济 迅 速 发 展，而 第 一 个 高 潮 期

则是中华民族处于 危 难 之 中。第 一 个 高 潮 期 是 中 国 国 际 地

位低下，第二个高潮 期 中 国 则 是 联 合 国 常 任 理 事 国 之 一，国

际地位显著提高。

2 .3 以吸收和接受西方体育文化为主

近代西方体育作为一种强势体育文化，必然要向边缘和

半边缘渗透和扩展。西 方 文 化 是 人 类 文 明 史 中 独 具 特 色 的

文化形态，民主、自 由、竞 争、拼 搏、开 拓、进 取、重 视 个 体、尊

重科学是其 灵 魂 与 核 心。从 1860 年 洋 务 运 动 学 习 德 国、瑞

典的体操和英国的户外运动游戏开始，除了新中国成立之初

学习前苏联之外，改 革 开 放 之 后，中 国 又 转 而 向 西 方 尤 其 是

向美国学习。中国学 习 和 接 受 西 方 体 育 文 化 有 几 个 主 要 原

因：（1）西方体育与社会生活特点相适应，并且具有很高的教

育价值。（2）西方体 育 的 现 代 竞 赛 制 度、竞 赛 规 则 具 有 社 会

示范意义，其体育技术动作原理能用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理

论尤其是运动解剖 学、运 动 生 理 学 等 加 以 解 释。（3）西 方 体

育文化的基调是乐观的、通俗的和民主的，具有世界性，在观

念里能够引领世界潮流，其最大的特点是它能使所有文化背

景的人们理解起来都没有困难。这与中国的武术、气功强调

运气、劲力等，用一般 的 自 然 科 学 难 以 解 释 却 截 然 不 同。今

天，中国向西方体育 学 习，涉 及 很 多 方 面，如 中 国 足 球 的“中

超”使我们 看 到 了“英 超”的 身 影。美 国 NBA 赛 制 文 化 连 中

国的农民都了解，中国 篮 球 甲 A 联 赛 几 乎 成 了 美 国 NBA 的

翻版。中国在对体育“举 国 体 制”进 行 思 考 时 曾 有 很 多 人 试

图借鉴美国大学办 高 水 平 运 动 队 的 模 式 和 赛 制。可 以 说 西

方体育文化对中国体育产生巨大影响。

2 .4 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吸收和理性思考的过程

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经过工业革命的洗

礼而进入工业社会，而此时的中国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

社会。中国作为体育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这决定了中

国必须学习和适应国际事务的各种规则。今天，从选择现代

化的发展来看中国只有选择“赶超式”的发展模式，才有可能

跟上全球体育现代 化 的 步 伐。而 所 谓 的“赶 超 式”的 发 展 必

然要经历先学习、先引进、后吸收、再创新的过程。正如所有

落后国家在赶超先进国家的现代化一样，中国参与体育全球

化进程也必须经历从 被 动 参 与 到 主 动 吸 收 和 理 性 思 考 的 发

展过程。从早期来说，在 西 方 的 强 势 体 育 文 化 面 前，中 国 只

能被动学习和接受 西 方 的 近 代 体 育。西 方 体 育 传 入 之 初 对

中国的震动是非常大，影响也非常深刻。西方体育虽然有其

文化独特性的一面，但未必传入到中国的每一件东西对中国

的发展都是非常有 意 义 的。中 国 开 始 有 选 择 地 吸 收 西 方 体

育中的有益的东西，这 是 历 史 的 必 然，如 从 选 择 军 国 民 主 义

到摒弃军国民主义，从接受美国自然主义体育到对自然主义

体育有益成分的合理 吸 收，以 及 20 世 纪 二 三 十 年 代 的 土 洋

体育之争，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用审视的目光对西

方体育进行甄别。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 国 际 社 会 两 大 阵 营 的 对 立，中 国 选

择“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全面学习前苏联。改革开放之后，中

国又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审视西方体育，尤其是美国，事实上，

这也是在应对体育全 球 化 对 西 方 体 育 所 蕴 涵 的 文 化 优 越 性

再一次进行的全面、冷 静 的 思 考。今 天，中 国 在 应 对 体 育 全

球化的发展策略时已 经 理 性 地 选 择 了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育体制，这一切说明今天的中

国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盲目引进、盲目所用的时代而

进入全新的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理性时期。

2 .5 中国体育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整体水平显著提高

西方“坚船利炮”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但

客观上却加速了中国体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第一，接受了

西方现代体育思想和价值观，促进了人的现代化。西方体育

中的竞争观念、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中

国体育的现代化，从本质上讲是中国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

代化归根结底是人 的 观 念 的 现 代 化。西 方 体 育 的 传 入 改 变

了中国人拒绝西方 先 进 文 化 的 观 念，使 人 更 具 开 放 性，有 助

于树立人的现代价值观、现代商品经济意识、公平竞争意识，

对培养开放、民主、法制观念、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及现代人

所需要的社会情感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二，接受了西方

现代体育竞赛制度 和 竞 赛 文 化。像 奥 运 会 这 种 标 志 性 的 大

型体育运动会其本 身 就 凝 聚 着 科 技、文 化 等 现 代 化 的 成 果。

第三，接受了西方的 大 量 的 体 育 项 目，并 对 中 国 传 统 体 育 项

目进行了相应的改 造。西 方 近 代 体 育 的 传 入 也 对 中 国 民 族

传统体育如武术产 生 了 重 大 的 影 响。如 马 良 对 武 术 进 行 的

改造，以及今天武术 要 走 向 奥 运 所 进 行 的 一 系 列 改 革，无 不

得益于体育全球化的推动所起的作用。第四，加快了体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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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商业化、市场化 和 产 业 化 的 进 程。中 国 体 育 开 始 职 业

化、商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尝试，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

的事情。它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得益于

对世界体育尤其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体育的认识。第五，加快

了体育社会化的进 程。体 育 的 发 展 到 底 是 走 国 家 包 办 还 是

走国家和社 会 共 同 发 展 的 道 路，中 国 体 育 怎 样 与 国 际 社 会

“接轨”，怎样才能充 满 生 机 和 活 力，这 也 是 中 国 体 育 通 过 对

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后所得出的结论。第六，

加快了体育科学化 的 进 程。中 国 体 育 要 想 在 国 际 体 育 大 赛

中取得好成绩，赶上、领先或超过其它体育强国，必须要在体

育科研上下功夫，这 迫 使 自 己 练 好“内 力”。第 七，体 育 法 制

化进程明显加快。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人治”意识很

强，而法治意识淡薄。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对外交

往的不断增多，迫使我们必须利用法律手段来管理体育。第

八，体育运动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得益于全球体育交往的不

断增多。第九，运动竞 赛 与 训 练 的 管 理 水 平 提 高。第 十，防

止被国际社会“边 缘 化”。中 国 通 过 体 育 全 球 化 能 够 更 好 地

融入到国际社会，争取国际资源，提高国际地位。

2 .6 以资源“流入”开始到逐步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幅员辽 阔、人 口 众 多、文 化 悠 久、综 合 国 力 日 益 壮

大，以及中华民族对 外 来 文 化 具 有 的 良 好 的 消 化 吸 收 能 力，

这一切决定了中国应 当 对 世 界 体 育 文 化 的 发 展 做 出 更 大 的

贡献。在 21 世纪的今 天，中 国 体 育 以 其 开 放 性 广 泛 吸 收 世

界各国长处，同时以 其 民 族 文 化 的 悠 久、深 厚 和 社 会 制 度 特

色开始对世界产生 影 响。表 现 为 以 下 几 个 方 面；（1）中 国 走

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中国竞技体育的

迅速发展，在亚洲已 经 牢 牢 确 立 竞 技 体 育 霸 主 地 位，并 通 过

短期的努力在奥运会上金牌总数进入第一集团，中国竞技体

育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 得 益 于 中 国 体 育“举 国 体 制”的 巨 大 成

功。中国体育的“举 国 体 制”的 作 用 和 效 果 以 无 可 争 辩 的 事

实显现出来。今天，尽管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仍存在很多

问题，需要进一步完 善，但 中 国 体 育“举 国 体 制”所 取 得 成 功

的经验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为世界体育体制多样化避

免单一发展模式提 供 了 发 展 思 路，同 时，也 为 其 它 国 家 提 供

了重要的制度参考。可以毫无夸张地说，世界将会出现研究

中国体育体制的 热 潮。（2）有 很 多 资 料 表 明，中 国 申 办 2008
年奥运会成功和即将成功举办奥运会，为发展中国家尤其象

亚洲的另一个 人 口 大 国 印 度 树 立 了 榜 样。（3）北 京 2008 年

奥运会提出“人文 奥 运”、“绿 色 奥 运”和“科 技 奥 运”的 理 念，

针砭了奥林匹克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过度商业化、滥

用兴奋剂、超大规模运作、强化政治化、某些国际奥委会委员

的腐败、球场暴力 等 等 时 弊。而“同 一 个 世 界，同 一 个 梦 想”

口号的提出，集中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和普遍价值观

———团结、友谊、进步、和谐、参与和梦想，表达了全世界在奥

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展现

了当代中国人开放 的 胸 怀 和 追 求 和 谐 发 展 的 理 想。表 达 了

13 亿中国人民 为 建 立 和 平 美 好 的 世 界 而 贡 献 力 量 的 心 声。

也一定会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4）中国的

援外教练员和中国运动员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及价值观。

大家所熟悉 的 有 中 国 形 象 代 表 之 称 的 篮 球 巨 星 姚 明，以 谦

虚、谦让、和蔼、友善、进 取 的 面 孔 活 跃 在 美 国 NBA 篮 坛，影

响了一大批世界青年。

2 .7 使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效结合

由于历史、地缘、民族等方面的原因，世界上的各种文化

呈现丰富多彩的特征，反映到体育领域也是如此。奥林匹克

运动作为世界性的体育文化的传播运动，理应包容和反映不

同民族、不同历史、不同地缘的文化特色。然而，在现代奥林

匹克运动百余年的 发 展 历 程 中，西 方 的 信 仰、精 神、传 统、竞

技内容、规则 以 及 赛 制 文 化 始 终 占 据 主 导 地 位。 从 长 远 看

来，这种状况将不利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普及和传播。它既不

利于世界体育的整体发展，也不适应国际社会文化多样性的

需要。中国有着 5000 年的文明历史，有着悠久的体育 传 统，

占据世界人 口 的 五 分 之 一，并 且 有 着“天 人 合 一”、“道 法 自

然”东方哲学和老子 和 孔 子 大 智 慧 的 文 化 底 蕴，理 应 对 奥 林

匹克运动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另外，有着博大精深的中

国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气 功，以 它 重 精 神、重 过 程、重 练

内、重整合，重视身 心 和 谐、全 面 发 展，讲 究“神 形 合 一”、“天

人合一”、人体与自 然 和 谐 的 深 厚 哲 理，诠 释 着 人 类 智 慧，不

失为对“更高、更快、更 强”为 特 征 的 西 方 体 育 的 一 种 有 益 的

补充。

中国参与体育全 球 化 的 背 景 和 进 程 是 极 其 复 杂 的。中

国从被迫纳 入 到 体 育 全 球 化 的 发 展 轨 道 以 来，经 过 曲 折 徘

徊，到积极应对体育 全 球 化 所 带 来 的 社 会 变 革，已 经 发 展 成

为体育全球化中不 可 忽 视 的 一 支 重 要 力 量。对 中 国 参 与 体

育全球化阶段特征进行研究，对于我们全方位地认识和了解

中国体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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