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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的内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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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在对国内关于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的几种主要观点评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大国体育

的超越性、制度性和失衡性 3 个特征，并从体育人口、奥运会成绩和国内体育产业总值(GDSP)
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3 个方面探讨了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的内涵及必要条件。认为目前

我国体育总体上处于大国体育阶段，尚未达到体育大国，而建设体育强国是我国未来体育发展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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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connotations of “big country of sports” and  
“powerful country of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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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his review of major domestic views on the concepts of big country of sports and powerful 

country of sports, the author pointed out such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a big country of sports as surpassing, institu-

tional and unbalanced, probed into the connotations of and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a big country of sports and a 

powerful country of sports in terms of sports population, performances in the Olympic Gam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gross domestic sports product i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concluded that at present China is generally a big 

country of sports, but it is still not a powerful country of sports yet, and that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of sports is 

China’s goal for future spor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sports in a big country；big country of sports；powerful country of sports 
 

 
  
收稿日期：2009-10-23 
作者简介：周爱光（1956-），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哲学、体育法学。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国人的百年梦想，

金牌第一的优异成绩使国人倍感自豪，“无与伦比”的

国际赞誉使国人更加自信、自强。北京奥运会的辉煌，

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再一次激起了国人的“强国梦”，

随之而来的“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之争成了体

育学界的热点问题。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理想的民族，

为实现体育强国而奋斗，表现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豪迈气概。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务实的民族，

实事求是地面对现阶段我国体育的实际，反映出中华

民族追求真理的执着。因此，当把“从体育大国向体

育强国迈进”作为我国未来体育发展战略的时候，弄

清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概念的内涵，准确地把握现阶

段我国体育的实际显得尤为重要。 

1  几种主要观点及其问题所在 

1.1  几种主要观点 

    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之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经是体育强国。这种观点

以我国竞技体育的优异成绩作为体育强国的标准，认

为“中国在北京奥运比赛中金牌总数第一，当之无愧

地就是体育强国”[1]。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是世界体育强国之一。这种

观点认为，体育强国是指体育事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在

世界上处于一流和前列的国家，“北京奥运会后，我国

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体育强国之一”[2]。但鉴于我国人

多地少的国情，“至少在预见的未来，我国几乎不可能

达到大众体育强国的目标”[2]。也就是说，我国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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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强国，尚不是大众体育强国，但已经是世界

体育强国之一。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尚不是竞技体育强国。这种

观点认为，虽然我国金牌不少，但并不能认为我国已

经是竞技体育强国了。因为无论从金牌的“含金量”，

还是从奖牌的绝对数来看，我国的竞技体育还有很大

的差距，金牌大户并不等于竞技体育强国”[3]。 

    第四种观点认为我国尚不是体育强国。这种观点

认为“就目前我国体育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正处于积

累量的快速发展阶段，并朝着体育强国的方向发展，但

离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强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4]。

而且，从我国的体育人口和人均体育场地等指标来看，

“将我国称之为体育大国恐怕还有些牵强”[4]。 

1.2  问题所在 

    上述观点为我们把握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提供了

有益的参考，但是综观上述观点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种观点仅以竞技体育的成绩来判断体育强国

与否失之片面。因为体育是由不同体育领域构成的综

合体，而竞技体育只是其中的一个领域，仅依据竞技

体育的成绩不能够判断我国体育的整体水平。与我国

在经济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全国人民勒紧腰带虽

然实现了“两弹一星”的宏伟壮举，但并不表明我国

就是经济强国一样，举国体制下我国竞技体育的腾飞

也并不能表明我国体育的整体水平已经进入了世界强

国之列。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已经是竞技体育强国有其道

理，但在指出我国还不是大众体育强国的同时，主张

我国已经是世界体育强国之一的观点让人费解。因为

这会使人们产生困惑，即由一条“硬腿”(竞技体育)

和一条“软腿”(大众体育)支撑的“体育强国”是否

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强国。 

    第三种观点不符合现代竞技体育的现实。当今世

界的竞技体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包揽所有的奥运

金牌，必然会有强项和弱项，力争在影响力大的体育

项目上获得好成绩无可非议，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奥运

金牌的“含金量”不同。这与联合国的提案以票数的

多少决定是否通过一样，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一票与孟

加拉国的一票具有同样的价值。竞技体育的强弱是以

奖牌来说话的，奖牌的数量反映了一个国家竞技体育

的整体水平。 

第四种观点认为我国还不是体育强国。这种观点

比较符合现阶段我国体育的实际情况，遗憾的是这种

观点没有对“将我们称之为体育大国恐怕还有些牵强”

的论点给予进一步说明。 

 

2  “大国体育”的特征与“体育大国”的必

要条件 

2.1  大国体育的主要特征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 960 万 km2 和 13 亿人

口，是世界公认的大国。如大国经济、大国政治、大

国教育一样，我国的体育也是大国体育，而且是发展

中国家的大国体育，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的大国，其体育的发展必

然会受到现阶段政治经济的制约，表现出我国大国体

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超越性。超越性是指我国体育的部分领域，

如竞技体育可以超越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制

约，国家通过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实施奥

运争光战略，目的是在国际大赛尤其是奥运会上为国

家争得荣誉。这种超越性体现在不受市场经济的制约，

不计投入产出的经济成本和人力资源代价，主要突出

政治优先原则。 

    第二，制度性。长期以来，我国竞技体育之所以

能够屡创辉煌，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举国体制。在举国

体制下，我国的竞技体育全国一盘棋，组织一条龙，

训练体系化，确保了国家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的

专项使用，高效运作，早出训练成绩，这种制度化的

竞技体育体系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也无法比拟的。 

    第三，失衡性。失衡性是指我国竞技体育与大众

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等领域发展不平衡。当我

国北京奥运会金牌第一，成为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的时

候，我国还有 70%的亚健康人群，学生体质健康状况

连续二十几年下降，农村体育十分落后，体育人口和

人均体育场地等反映大众体育水平的指标，以及在体

育产业、体育科技、体育文化、体育教育等多个方面

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同时，这种失衡性还表现在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体育、城市

与农村的体育等方面的差距。这说明，我国体育的整

体发展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符，必然会受到现

阶段我国政治、经济的制约。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国仍处

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

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全党同志必须清

醒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奋斗

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奋斗几十年，巩固和

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

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是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科学定

位我国体育，协调发展我国体育，建设体育大国，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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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体育强国的指导思想。 

2.2  体育大国的必要条件 

    虽然体育大国与大国体育中都含有“大国”一词，

似乎是同义概念，但由于限定词的位置不同，两个概

念有着不同的内涵。“大国体育”的限定词是“大国”，

是指大国中的体育，具有大国体育的特征；而“体育

大国”的限定词是“体育”，是指体育的大国，同样需

要具体的指标体系，否则就不能判断体育大国。这一

点可以从其他领域得到说明。例如，中国是世界公认

的政治大国，而日本则不是政治大国，其重要条件之

一是中国作为 5 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具

有否决权，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日本则不具有这种资格和作用。同样，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就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我国 2006

年才步入世界“经济大国”行列，因为世界经济大国

也有其公认的标准。中央党校张伯里教授[5]指出，“作

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至少具备两个条件，满足 3 个

5%：一是要有相当巨大的国民经济总量规模，其衡量

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值的 5%以上。二

是要有相当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有两个衡量指标：

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5%以上；本国货币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 5%以上。”

2005 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6.5%，

外汇储备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 20%，国内生产总值

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4.8%，距离经济大国只差一步之

遥，2006 年我国的 GDP 已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5.5%，

完全达到了世界经济大国的条件，步入了世界经济大

国行列。 

以上说明，大国并不是什么都大，小国也不一定

什么都小，不能因为我国是大国就说我国是“足球大

国”、“棒球大国”等，与成为经济大国一样，成为体

育大国也应当有一定的条件和指标。虽然现在国际上

还没有评价体育大国的指标体系，但要称之为是体育

大国至少应在一些主要指标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由

于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不足，尤其缺少国外体育状况

的真实数据，造成了与发达国家体育进行比较的困难。

这里仅根据已掌握的数据，从体育人口、奥运成绩和

国内体育产业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3 个方面，

提出判断体育大国的几个必要条件。 

    1)体育人口。 

    体育人口是反映一个国家群众体育水平的重要指

标。2008 年国家体育总局的调查数据表明，2007 年我

国 16 岁以上城乡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

28.2%。我国的标准是每周至少 3 次参加 30 min 的中

等强度体育锻炼[6]。 

2005 年美国成年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占 49%。

美国的标准是每周 5 次以上，每次 30 min 中等强度以

上的体育锻炼[6]。 

日本把 20 岁以上成年人的体育活动从 0~5 分为 5

个等级水平，水平 3 是指每周 2 次以上，每次 30 min

以上；水平 4 是指每周活动 2 次以上，每次 30 min 以

上并有较大运动强度。2004 年日本成年人处于水平 3

的为 20%，处于水平 4 的为 16.1%，两者之和为

36.1%[7]。 

澳大利亚按照每周活动的次数划分参加体育活动

人群的比重。2007 年澳大利亚成年人每周活动 5 次以

上的占 24.6%，每周活动 3~4 次的占 18.9%，两者之

和占 43.5%。虽然澳大利亚在成年人体育活动的强度

上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从成年人经常选择的前 10 位的

体育项目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活动时间和强度。这

些体育项目和所占比例是：散步(其他)33%、健美操/

体适能 20.2%、游泳 12.0%、自行车 9.7%、跑步 7.6%、

网球 5.8%、散步(丛林)5.7%、高尔夫 5.6%、室外足球

4.2%、似篮球项目(netball)3.2%[8]。 

    德国的群众体育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根据刘波[9]的

研究，2000 年德国有体育俱乐部 808 万个，会员 2 681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32.63%，加之在商业性健身中心锻

炼的人群，德国的体育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 2/3，即

60%以上。 

    以上的数据表明，我国群众体育距离发达国家的

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如果与发达国家一样以年满 20

周岁以上的成年人为调查对象，那么我国经常参加体

育活动的比重还将会下降，达不到现有的 28.2%。因

此，按照我国体育人口的标准，参照上述发达国家的

情况，当一个国家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成年人占该国

成人总数的 35%以上时，可以认为该国达到了体育大

国的群众体育水平。 

    2)奥运会成绩。 

    国际上有多种大型的体育单项比赛，如国际田径

锦标赛、世界杯足球赛等，参加这些竞赛可以反映一

个国家某个体育项目的竞技体育水平。而 4 年一度的

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国际上最大规模的综合性运动

会，其成绩是反映一个国家竞技体育整体水平的重要

指标。由于竞技体育的本质属性之一是竞争性，而竞

争的胜负反映竞技水平的高低优劣，并用奖牌和名次

来标示，因此奥运奖牌和成绩名次客观上反映了一个

国家竞技体育的水平。根据体育比赛的特点，我们认

为，凡是进入奥运会前 16 名的国家都可以认为该国达

到了体育大国的竞技体育水平。从我国近几届的奥运

会成绩来看，我国早已达到了体育大国的竞技体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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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3)国内体育产业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体育产业是体育事业的重要领域之一，而国内体

育产业总值(GDSP)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则是反

映一个国家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根据鲍明晓[10]

的研究，1994 年欧美部分国家 GDSP 占 GDP 的比重分

别是：瑞士 3.37%、芬兰 1.7%、西班牙 1.68%、英国

1.56%、德国 1.25%、法国 1.09%、意大利 1.06%、加

拿大 1.1%，1999 年美国 2.4%。而我国的统计数据表

明，东部发达省份的 GDSP 占 GDP 的比重大体接近

1%。2001 年北京 1.6%、2000 年浙江 0.92%、2002 年

广东 0.57%、2001 年辽宁 0.78%。我国中西部欠发达

地区的比重非常低，四川 0.07%、重庆 0.10%、安徽

0.16%、内蒙古 0.03%，因此，鲍明晓认为，即使我国

的 GDSP 有 500 亿元左右，占我国 GDP 比重只约为

0.5%，与体育产业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上述国

外数据均为 10 年前的数据，随着 21 世纪体育产业的

迅猛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有了长足的进展，

其 GDSP 占 GDP 的比重也逐渐提高。如果以现有的数

据为基准，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作为体育大国的体

育产业指标的话，那么一个国家的 GDSP 占 GDP 的比

重应为 1.0%以上。很显然，我国的体育产业尚未达到

体育大国的水平。 

以上的分析说明，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

产业 3 个领域中，除了我国的竞技体育已达到体育大

国的水平外，其他两个领域均未达到。另外，在学校

体育、体育科学研究、体育场地、体育组织、体育指

导员等方面也应当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以便找出更

能全面反映体育大国的指标体系，这是今后急需研究

和解决的课题。总之，上述 3 个方面的分析说明，我

国现阶段尚不是体育大国，而是具有明显的大国体育

特征。 

 

3  体育强国的内涵 
    体育强国是指体育事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在世界上

处于一流或前列的国家，我国现阶段尚不是世界体育

大国，更不是世界体育强国。虽然现在国际上还没有

关于体育强国的评价体系，然而成为世界体育强国有

其需要满足的必要条件。根据上述分析，现阶段成为

世界体育强国至少应当满足 3 个必要条件，即在群众

体育方面，年满 20 岁的成年人中体育人口占 45%以

上；在竞技体育方面，奥运会的奖牌数和成绩名次进

入前 8 名；在体育产业方面，GDSP 占 GDP 的比重 1.5%

以上。当然，还有学校体育、体育俱乐部、人均体育

场地、体育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指标需要进一步研究。 

    体育强国是中华民族始终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成

功举办 2008 北京奥运会之后，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向体

育强国迈进的目标，既是面对了我国还不是体育强国

的现实，又具有科学、协调发展我国体育的深刻内涵，

无疑，这对我国体育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

全面深刻地理解体育强国的内涵，客观地面对我国体

育的现状，理性地分析我国体育存在的问题，科学地

定位我国体育的发展阶段，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加快体育大国建设，不断向体育强国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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