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5卷第3期 

2008 年 3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15 No.3

M a r . 2 0 0 8 

 

 

     
 

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我国奥运军团的竞技实力展望 
 

张玉超，王朝军21 

（中国矿业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摘      要：对中国参加历届奥运会的竞赛成绩以及新的奥运备战期世界体坛竞争格局进行分析，

并结合奥运会东道主效应来预测第 29届夏季奥运会我国奥运军团的竞技实力。结果表明：在奥运
会上我国已形成了跳水、射击等 7个金牌优势项群；雅典奥运会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调整竞技
体育发展战略，强化优势项目，实力强劲反弹；我国优势项目虽保持优势，但面临规则大幅修改

和部分优势项目被取消的严峻挑战；潜优势和落后项目成绩虽有突破，但发挥不稳定，没有形成

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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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 of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s of Chinese Olympic team in  
the 29th summer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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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Olympic team in previous Olympic Games 

and the competition structure of world sports circles in the new period of Olympic preparation, predicted the com-

petitive strengths of Chinese Olympic team in the 29th summer Olympic Games by combining the Olympic host ef-

fect,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n previous Olympic Games China has formed 7 gold metal competition 

advantageous events such as diving and shooting; after the Athens Olympic Games countries such as America and 

Russia have adjusted their competitive spor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strengthened their advantageous events, so 

their strengths are greatly enhanced; although China maintains its cutting edges in its advantageous events, China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major revision of rules and the cancellation of some of its advantageous 

events; although Chinese Olympic team has made breakthroughs in its performance in its potentially advantageous 

and disadvantageous events, its performance is not stable, and no absolute advantage has been formed. 

Key words: 29th summer Olympic Game；Chinese Olympic team；competitive strengths 
 

 
  
收稿日期：2007-11-30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号：06SJD890004） 
作者简介：张玉超（1972-），男，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训练。 

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比赛共设 28 个大项，302 个

小项，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本土参赛，在这届奥运

会上我国将派出550~570名运动员参加全部28个大项

比赛，是我国历届奥运会参加人数和项目最多的一次。

历届奥运会东道主国家的金牌获取无一例外地超过上

届，那么我国奥运军团又将如何表现呢？为此，需要

分析我国奥运军团的竞技实力现状和冲击金牌的项

目，才能做出回答。 

1  我国历届夏季奥运会竞技实力回顾 

1.1  取得奖牌情况 

我国在历届奥运会上共获得金牌 112 枚、银牌 96

枚、铜牌 78 枚，特别是第 28 届雅典奥运会我国更是

获得金牌 32 枚，位居金牌榜第 2位，奖牌榜第 3位的

历史最好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进一步提高了我国

竞技体育在国际上的地位，实现了我国“2001~2010

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中竞技体育位居奥运会奖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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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团军之首的目标。 

1.2  获得金牌的项目 

早在 1979 年我国根据竞技体育现状就提出要“重

点发展优势运动项目”的战略，组织专家、学者对我

国重点竞技项目的设置与布局进行了研究，并对重点

项目在全国各省市的布局作统一规划[1]。我国主要形成

了跳水、举重、乒乓球、射击、体操、羽毛球、柔道

7 个优势项目。从第 23~28 届奥运会这些项目分别取

得金牌 20、16、16、14、13、8、5 枚，共 92 枚金牌，

占我国 6届奥运会获得金牌总数（112 枚）的 82.14％。

形成了射箭、击剑、女子自行车、女子摔跤、蹦床、

女子跆拳道、排球、网球等潜优势项目。第 23~28 届

奥运会我国获得金牌的项目分别为：6、3、7、9、9、

13 项，获金牌项目的范围提高幅度很大，第 28 届奥

运会我国获得的金牌项目与美国的（15 项）和俄罗斯

的（11 项）差距不大。 

1.3  中、俄、美 3 国竞技实力比较 

田麦久等人[1]认为金牌榜集中反映参赛国顶级选手

的数量，奖牌榜和前 8 名奖次反映着参赛国的总体竞

技实力。其中，前 3 名次及其总分更是集中反映着冲

击金牌的实力。美国在第 26、27、28 连续 3届奥运会

金牌榜位居第 1名，分别获得 44、39、35 块金牌，其

金牌霸主地位短期内无人能撼动；俄罗斯在第 26、27

届分别获得 26、32 块金牌，居金牌榜第 2 位，第 28

届获 27 块金牌居第 3位，竞技实力有所下降；中国在

第 26、27、28 届奥运会获得 16、28、32 块金牌，分

别居金牌榜第 4、第 3 和第 2 位，每届都向前攀升一

位，发展势头迅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是，我国

夺取奥运金牌的基础相对美国和俄罗斯比较薄弱。世

界体坛竞争格局表明：竞技体育大国有实力夺取奖牌

的运动员越多，其夺得金牌的概率也就越高[1]。我国近

几届奥运会获得银牌和铜牌的数量与美国和俄罗斯有

较大的差距，奖牌积分与美国和俄罗斯也有较大的差

距。中国在第 27、28 届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金牌数大于

银牌或铜牌数量。整个奖牌数仅为金牌数的 2.1 和 1.9

倍，也就是说在第 27、28 届我国 2.1 和 1.9 个奖牌中

就有一个是金牌。而美国、俄罗斯在第 27 届则是 2.5

和 2.75 倍，第 28 届是 2.9 和 3.4 倍。与他们相比，可

以说我们在奥运会上抓住了夺取金牌的机会，但夺取

金牌实力的基础明显弱于美国和俄罗斯。而且我国夺

取金牌的绝对优势也不十分突出，有些项目是以极其

微弱的优势获得的。 

 

2  我国奥运军团竞争的优势与劣势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 2007 年全国体育局长

会议上说：“备战 2008 年奥运会的形势严峻，竞技体

育大赛的成绩和名次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备战 2008

年奥运会，我们务必对外举哀兵、唱低调，对内树雄

心、攀高峰，决不能有丝毫松懈，这是由竞技体育的

特殊规律所决定的。”[3]“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

只有详细分析我国奥运军团面临的内外形势和备战的

优劣势，从而制定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的奥运会参赛

策略，才能发挥我们优势，弥补劣势，取得第 29 届夏

季奥运会竞技成绩的重大突破。 

2.1  我国奥运军团竞争的优势 

1)东道主优势。 

近几届奥运会东道主国家在占据“天时、地利、

人和”的条件下，采取多种措施，加大投入，其竞技

实力走势上扬，获得的金牌数无一例外地超过上届。

我国为了不错过这次提高竞技实力的机会，中央和地

方财政投入的经费大大高于往届。我国能否利用这次

东道主效应，取得金牌及奖牌的重大突破？还应详细

分析哪些项目具有明显的东道主优势。根据几届东道

主国家举办奥运会的经验，乒乓球、举重、羽毛球以

及排球等项目具有明显的东道主效应，然而在射击、

体操、跳水等心理稳定性要求较高的项目中，具有一

定程度的东道主负效应[2]。 

2)我国运动员近期在国际大赛中成绩突出。 

2005 年以来，我国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射击、

举重、体操等项目在一系列世界大赛中取得了优异成

绩，特别是在部分小项目上取得了突破。这些项目获得

的冠军占我国近期世界比赛和奥运冠军总数的 83％，

优势项目得以保持。如优势项目体操在世界锦标赛上

夺取 8 枚金牌，创造了体操世锦赛夺冠数量的历史记

录，女队首次夺得团体比赛桂冠，实现重大突破。射

击项目在2006年世界锦标赛发挥出色，取得5枚金牌。

潜优势项目女子网球、男女赛艇、男子重剑、女子帆

船、男子古典摔跤、女子射箭也都出现亮点，获得了

世界冠军。 

2.2  我国奥运军团竞争的劣势 

1)主要对手情况加紧备战，进步显著。 

近期美国、俄罗斯、德国、澳大利亚，以及亚洲

的日韩等国为备战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不遗余力，所增

加的投入、采取的措施和在世界大赛中的竞技水平大

有提高，这些给我们敲响了警钟[3]。雅典奥运会后主要

对手国调整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强化优势项目。雅典

奥运会上俄罗斯赛前预测与实际表现形成较大反差，

有近 20 个有实力的小项目标未能实现；美国优势项目

田径、游泳比悉尼奥运会各少 5 金，篮球等优势项目

亦未夺金；德国强项赛艇、自行车金牌也失手；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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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的惨败等都对最终排名产生了影响。新的奥运

周期，这些国家调整战略，采取措施，强化优势，以

求东山再起。日本、韩国、古巴等国强化优势项目的

态势对我国亦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相互交叉、共为

优势的项目，竞争更为激烈[4]。 

更引人注目的是雅典奥运会后美国、俄罗斯竞技

体育实力强劲反弹。2005 年美国、俄罗斯在年度世界

最高级别的比赛中分别获得 41、34 个小项冠军，而我

国仅有29个小项冠军[5]；2006年在世界大赛的奖牌中，

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有较大差距，美国、俄罗斯获得

的奖牌数量分别是 106 枚、83 枚，中国仅为 79 枚；

2007 年美国运动员在世界奥运项目比赛中有 41 个项

目排名第 1，仅在田径、游泳锦标赛上就得了 31 枚金

牌，另外在 84 个项目上处于前 2或前 3位。而中国运

动员分别为 29 枚和 70 项。俄罗斯则为 23 枚和 67 项。

但这不是最终的数字，因为还来不及加上 2007 年的拳

击及手球等世界锦标赛的奖牌，而俄罗斯选手在这些

项目中很有实力。 

2)竞赛规则的修改和项目设置的影响。 

第 29届奥运会周期，共有17个奥运大项、21个分

项修改了竞赛规则，这是规则修改最多的一个周期[4]。

特别是对中国一些传统优势项目规则的修改，削弱了

我们的优势，增加了夺金的难度。我国的优势项目打

分类比较多，更易受到规则变化的影响，因此这种调

整与修改对我们弊大于利。 

在 2004~2008 年的这个奥运周期中，我们一些不

错的项目在奥运会中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我

们不擅长甚至是根本没有开展过的小项目。具体项目

设置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消了包括女子重剑团体、

500 m 自行车场地计时赛、射击男子移动靶、女子飞

碟、乒乓球双打比赛在内的 5个小项[6]。新增加的项目

有游泳男女 10 km 公开水域、男女小轮车和田径女子

3 000 m 障碍，其中前 4项中国尚未开展，后一项我国

选手的水平很低。 

3)世界竞技体育竞争格局群雄争霸。 

随着世界竞技体育的广泛普及和水平提高,登上

奥运会金牌榜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名列前茅者所

拥有的金牌数量越来越少,奥运会金牌和奖牌呈现越

来越分散的趋向。第 23～28 届奥运会，获得金牌的国

家和地区由 25 个增加至 57 个，增加了 32 个国家和地

区，获得奖牌的国家和地区由 37 个增加至 75 个，增

加了 28 个国家和地区。金牌第一的国家从第 23 届的

83 枚降低到第 28 届的 35 枚。这种金牌及奖牌覆盖面

不断拓展的走向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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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奖牌的

争夺将会更为激烈。 

 

3  我国奥运军团竞技实力展望 
为了备战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目前中国奥运军团

共有 28 个大项、55 支国家队，约 1 300 名运动员正在

积极训练，刻苦备战。截至 2007 年 11 月 9 日，中国

已经有26个大项211个小项的514名运动员获得了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预计最终有 550~570 名

运动员参加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比赛[7]。从目前中国体

育布局和潜力分析，中国军团届时如果整体发挥正常，

有望在以下项目中获得金牌。 

有关专家把我国参加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具有获

取金牌实力的项目大致划分成 3大类。 

第 1类为“优势项目”，包括射击、乒乓球、羽毛

球、跳水、举重、体操、跆拳道，这些传统优势项目，

在上届奥运会上为中国奥运军团夺得 24 枚金牌，相信

这届不会低于这个数目。 

1)跳水预计能获金牌 6枚。跳水第 29 届夏季奥运

会共设 8个项目，其中男 4项、女 4项。在雅典奥运

会上，中国跳水队夺得 6金，遗憾的是与女子 10 m 台、

男子双人 3 m 板两块金牌擦肩而过。2007 年 4 月第 12

届墨尔本游泳世锦赛落下帷幕，中国队以 9金、5银、

2 铜的成绩，与澳大利亚队并列金牌榜的第 3 名。尽

管在金牌榜上的位置跟上届蒙特利尔世锦赛一样，但

是在金牌数上，中国队远多于上届的 5 金，这也让人

们对“中国水军”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的表现多了

一份期待。在中国队获得的 9金 5银 2 铜中，跳水队

贡献巨大，其中的 9金 4银 1 铜，都是跳水队所得，

而世锦赛的跳水比赛，一共也就设了 10 个项目。也就

是说，中国跳水队只丢掉了一块金牌，可见，“梦之队”

的称呼名副其实。中国跳水队在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上

维持雅典奥运会的 6金应该不成问题。 

2)乒乓球预计金牌 4枚。乒乓球在第 29 届夏季奥

运会共设 4 个项目，包括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

单打、女子单打各一项。我国在雅典奥运会上乒乓球

获得 3枚金牌，丢掉了男单金牌。2005 年 5 月在上海

结束的第 48 届世乒赛上，我国选手王励勤获男单冠

军，张怡宁获女单冠军，孔令辉、王皓获男双冠军，

张怡宁、王楠获女双冠军，王励勤、郭跃获混双冠军。

2007 年 5 月结束的第 49 届的萨格勒布世乒赛上，中

国选手全部会师决赛，中国队再次包揽全部冠军，并

且把全部的亚军也收入囊中，让比赛早早失去悬念。

在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排名前 10 的男子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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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占据 6 席，马琳、王励勤、王皓位列前 3；

女子方面，张怡宁、王楠、郭跃、郭焱、李晓霞稳居

前 5，团体比赛选取其中任何 3位出战，都难逢敌手。 

3)羽毛球预计金牌 3枚。羽毛球在第 29 届夏季奥

运会共设 5个项目，其中男 2项，女 2项，混合 1项。

雅典奥运会羽毛球获得 3枚金牌，在 2007 年第 16 届

吉隆坡羽毛球世锦赛上，中国队一共获得 3 枚金牌,

同时还有 2银 3 铜。预计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羽毛球

女双、女单、男单、男双也是具备包揽金牌实力的队

伍。在如今世界排名前 5 的女双组合中，中国队占据

了其中 4席，中国女双已经稳坐世界第 1的宝座；对

于女单来说，中国队占据了世界女单排名 4 强里的 3

个席位；和女单一样，闯入本次世锦赛比赛 4 强的男

单选手中有 3位来自中国队。中国队具有其他队不具

有的主场优势，收获男单金牌也不是没有可能。张宁、

杨维、张洁雯、高崚等上届雅典奥运会羽毛球 3 金牌

得主更加成熟稳重；而林丹、鲍春来、谢杏芳、傅海

峰、蔡赟等日益具备在奥运赛场夺冠的实力。 

4)举重预计金牌数 5块。举重在第 29 届夏季奥运

会共设 15 个项目，其中男 8项，女 7项。雅典奥运会

中国举重获得金牌 5枚。2005 年的举重世锦赛上，中

国队大获全胜，一举摘得 20 枚金牌，2007 年清迈举

重世锦赛落下帷幕，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上共获得 22

枚金牌，其中包括 7 个总成绩冠军。此外，中国还包

揽了男女团体第 1。陈燮霞、刘海霞、杨帆包揽 3金。

陈艳青、石智勇、张国政、刘春红等雅典奥运会金牌

得主依旧是中国举重队在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举重赛

场上的主力，杨炼、曹磊、穆爽爽、欧阳晓芳、邱红

霞、李宏利、丘乐、李争等新秀均有不俗的表现。可

以说，除了男、女大级别项目，中国选手都具备争金

实力，5块金牌当属底线。 

5)体操预计金牌 3块。体操在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

共设 10 个项目，其中男 6项，女 4项。雅典奥运会上，

只有腾海滨拿到 1枚男子鞍马金牌。2007 年 9 月斯图

加特体操世锦赛圆满落下帷幕，中国体操队在本届比

赛中收获了 5 块金牌、2 枚银牌和 1 枚铜牌，高居奖

牌榜首位。美国队凭借 4 块金牌，1 枚银牌和 1 枚铜

牌排在奖牌榜第 2位，德国以 1枚金牌、1枚银牌和 1

枚铜牌的成绩居第 3 位。不过中国体操队斯图加特世

锦赛的成绩不如去年（阿胡斯世锦赛 8枚金牌），特别

是美国女队已经让中国体操女队有了危机感。第 29

届奥运会我国体操队有望在男子鞍马、男子团体、女

子跳马、男子个人全能等项目获得金牌。 

6)射击预计金牌 3块。射击在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

共设 15 个项目，其中男 9项，女 6项。在雅典奥运会

中中国夺得 4 金。2006 年 8 月第 49 届射击世锦赛，

中国射击队延续了雅典奥运会的强势，获得 5 枚奥运

项目金牌，其中手枪项目成绩可喜，获得 3 枚金牌。

手枪项目一直是中国队的传统优势，许海峰、王义夫、

李对红、陶璐娜几人先后在奥运赛场上夺金，在后备

人才中，谭宗亮、徐丹、任洁、陈颖、郭文君、曹英

等也在近来的世界大赛上取得了一系列的好成绩。女

子气步枪项目也涌现出一批世界顶尖选手，杜丽在雅

典奥运会上的完美发挥就是代表，此外武柳希、赵颖

慧、刘波等也具备摘金实力。与此同时，男子气步枪

也呈现出群雄并起的局面，朱启南和李杰在雅典分获

该项目的 1、2名，带动了这个项目的发展。 

7)跆拳道预计金牌 2块。跆拳道在第 29 届夏季奥

运会共设 8个项目，其中男 4项，女 4项。在雅典奥

运会上，罗薇（67 kg 级）和陈中（67 kg 以上级）两

位女将为中国队贡献了 2枚金牌。在 2007 年 8 月北京

昌平结束的跆拳道世锦赛上，中国队创下征战世锦赛

最好成绩，陈中、吴静钰、罗微收获 2金 1 铜。奥运

会不同于世锦赛，受规模限制，只设男女各 4个级别，

级别设置也有差异，并且各奥委会限报 2男 2 女。作

为东道主国家，中国不需要参加预选赛，直接获得北

京奥运会参赛资格。世锦赛的竞争程度要大于奥运会，

从陈中的晋级过程来看，优势相当明显，多次以 7 分

直接获胜，状态颇佳。只要没有意外伤病，陈中入围

北京奥运会，获取金牌希望较大。女队的另一张奥运

名额将在罗微和吴静钰中产生。作为上届奥运会冠军，

罗微经历过奥运会、亚运会和世锦赛等大赛，经验十

分丰富。虽然本次世锦赛仅获第 3 名，其实是为伤病

所累，实力不容小觑。小将吴静钰，第一次参加世锦

赛，敢打敢拼，决赛第 2局就 5∶0 大比分领先。 

第 2类是“潜优势项目”，主要包括田径、游泳、

水上等项目。田径、游泳和水上项目都是奥运会的大

“金库”。在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军团在田径、游泳及

水上项目上分别得到了 2枚、1枚和 1枚金牌的成绩，

但这并不能掩盖中国在田径和游泳两个基础大项上的

落后状况。雅典奥运会后我国加大了“119 工程”项

目经费投入力度，加强了科学训练水平，一些项目聘

请了国外高水平教练。第 29 届奥运会有望在女子帆船

方面殷剑和徐莉佳，田径方面刘翔的 110 m 栏、女子

中长跑、女子马拉松和竞走，赛艇、皮划艇中的女子

单人双桨、男子 4 人单桨等“119 工程”项目拼得金

牌。而中国游泳队水平整体下滑，亟待提高。墨尔本

世界锦标赛的成绩中国游泳队此次仅贡献了 1 银和 1

铜，创下了自 1991 年以来在世锦赛上的最差成绩。对

比 2005 年和 2007 年两届游泳世界锦标赛，中国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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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前 8名的项目从 13 项减少到了 9项，进入前 4名的

项目从 7 项减到了 4 项，奖牌从 1 银 4 铜跌到 1 银 1

铜。中国游泳要想从历史中走出来，就要承认自己在

女子蛙泳和自由泳、仰泳等方面已经落后于世界，放

弃在这些项目上的夺牌幻想，集中力量转攻男女蝶泳

和女子混合泳接力等少数几个发展势头较好的项目。

这届奥运会我国潜优势项目的奥运健儿若不出现“克

拉克”意外现象，相信 4块金牌已属底限。 

第 3 类是“黑马”项目，主要包括击剑、女网、

女曲、女排、女垒、蹦床、摔跤、自行车等项目。这

些所谓的“黑马”项目，曾在上届奥运会上为中国奥

运军团夺得 4枚金牌。这些黑马项目近期虽然在部分

项目取得了金牌，但发挥不稳定，没有绝对把握获取

金牌。我国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在这些项目中的目标无

疑是寻找突破点，提高整体实力[8]。 

如果说优势和潜优势项目能树起中国竞技体育在

北京奥运金牌榜上的里程碑的话，那么“黑马”项目

则将决定这座里程碑在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上的高度。

在雅典奥运会上，不少“黑马”项目脱颖而出，人们

期待着更多的“黑马”在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上奔腾。 

 

参考文献： 
[1] 田麦久.2020年我国竞技体育运动水平发展目标
定位及实施战略[J].体育科学，2002，22(3)：1-5. 

[2] 邓云龙.23~27届奥运会奖牌走向趋势和项目分布
特征研究[J].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2001，20(1)：37-42. 
[3] 李伟.第 28届奥运会美、中、俄三国直接竞技实力
表现比较分析[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5，20(3)：
51-53. 
[4] 刘鹏.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刘鹏做主题报
告[EB/OL].http://www.sport.gov.cn/show_info.php?n_id 
=21566. 
[5] 季明.中国体育仍处世界第二集团——中国奥委会
副主席李富荣谈奥运会备战 [N].哈尔滨日报，
2007-03-17. 
[6] 池建.第 29届夏季奥运会我国优势、潜优势项目备
战策略[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29(8)：1009-1002. 
[7] 赖臻.514 人已获奥运参赛资格.中国健儿数量创纪
录[EB/OL].http://2008.qq.com/a/20071109/000134.htm. 
[8] 中国网.中国奥运七大夺金项目初现 365 天冲刺七
星领衔[EB/OL].http://www.lianghui.org.cn/sport 
/zhuanti/2008ay/2007-08/08/content_8645019_5.htm. 
 
 

[编辑：周威] 

 
 

 

《圣火在燃烧》——献给北京奥运的礼物 

    奥林匹克年终于来到了，我们将以最大的热情来

迎接这一划时代的国家文化与体育盛会。它不仅说明

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同时标志着我们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为之瞩

目。我谨以新著《圣火在燃烧》献给北京奥运会和一

切为奥林匹克运动奋斗的人们。它说明奥林匹克圣火

正在全世界和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将给人类带来光

明和希望；同时也在我们胸中灼热地燃烧，激励我们

为人类的崇高理想不懈战斗。 

《圣火在燃烧》一书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16开本 560页。全书分为 4篇，第 1篇《点燃圣火第

一人》，是我近几年来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皮

埃尔·德·顾拜旦生平及其体育思想的潜心研究。第 2
篇是《圣火在中国燃起》，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视角

看待北京申请 2008 年奥运会获得成功，并对北京提
出的三大理念以及奥运会后的发展加以论述。第 3篇
《中华体育之崛起》是我从亲身经历见证中国体育发

展的历程和对未来的展望以及有关体育概念的创见。

第 4篇《走进理论的殿堂》集中论述了有关奥林匹克
运动的七大理论问题以及对新版《奥林匹克宪章》的

解读。 
                             (熊斗寅) 

 
体育在线论坛相关链接:http://www.tiyuol.com/thread-5144-1-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