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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奥运会举办国的奥运会竞技实力排名都有所提升，代表最高水平的奥运争夺金牌能力都有一定

程度的增长，特别是竞技实力起点较低的国家增长幅度最大。中国竞技体育发展趋势上与澳大利亚较为相似

呈现较快的发展势头，在竞技实力上稍高于澳大利亚，竞技体育整体水平逐渐接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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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sitions of all the Olympic Games hosting countries are moved forward somewhat in the list of the Olympic

Games competitive strengths，and their capability to win gold medals in the Olympic Games，which represents the highest lev-

el of sports performance，grow to a certain extent，especially the countries with relatively low starting point of competitive

strengths have the biggest growth . In terms of competitive sport development trend，China has a fast development trend similar

to that of Australia；in terms of competitive strengths，China is slightly superior to Australia，and its overall level of competi-

tive sports is gradually getting close to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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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已经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化活动，它的影

响力是无可置疑的，对举办国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本研究旨在 通 过 奥 运 会 对 举 办 国 竞 技 体 育 的 夺 金

实力变动趋势的研究，论证奥运会对举办国竞技体育的积极

推动作用，为我国利 用 举 办 国 的 历 史 性 机 遇，达 到 加 速 中 国

竞技体育发展以及提升其国际地位的目的，为我国奥运战略

提供理论的参考。

1 近几届奥运会对举办国竞技夺金实力的影响

国家或地区的竞技 实 力 是 通 过 参 加 重 大 比 赛 而 表 现 出

来的。现代奥运会作为世界竞技体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

赛事，各国在奥运会上的竞技表现也能充分反映参赛国的竞

技实力。研究中一般采用金牌数、奖牌数以及总分这 3 个指

标来评价和比较参赛国的竞技实力，而且 3 个指标的两两相

关性相当高，可以反 映 不 同 参 赛 国 的 竞 技 实 力［1］。因 此，在

本文中用奥运会上两届金牌数、奖牌数增长率来分析近几届

举办国与竞技实力变化的关系。而金牌数、世界冠军数可以

代表国家竞技实力中的竞技夺金实力。

由表 1（见第 120 页）可 知，不 同 的 国 家 通 过 举 办 奥 运 会

使得本国的奥运会 排 名 都 有 所 提 升。代 表 最 高 水 平 的 奥 运

争夺金牌能力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特别是竞技实力起点较

低的国家增 长 幅 度 更 大，西 班 牙 金 牌 增 长 率 达 到 惊 人 的 1

300%，这也使得平均增长率很高，达到 309 . 2%；如果不计算

西班牙的增长率，东道主的平均增长率为 61 .65%；竞技实力

较高的举办国的增长率呈现较低的趋势，如美国的增长率只

有 18 .9%；代表综合实力的奖牌数除美国以外都有增长。从

上面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通过举办奥运会，举办国的竞技实

力与上届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2 北京奥运会将对我国竞技夺金实力影响

我国于 1999 年 9 月 6 日 正 式 申 请 举 办 2008 年 奥 运 会，

到 2001 年 7 月 13 日获得北 京 奥 运 会 举 办 权，实 际 上 进 入 了

2008 年奥运会前期效应周期中的申办期，现在正在经历筹办

期阶段。通过对这两个时期我国竞技体育的变动情况分析，

来揭示 2008 年奥运会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影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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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五届奥运会东道主成绩统计

举办国 时间（年）
金牌数 奖牌数 排名

上届 本届 增长率 / % 上届 本届 增长率 / % 上届 本届

韩 国 1988 6 12 100 .0 19 33 73 . 6 10 4

西班牙 1992 1 14 1 300 .0 4 23 475 .0 26 6

美 国 1996 37 44 18 . 9 108 101 - 6 . 5 2 1

澳大利亚 2000 9 16 77 . 7 41 58 41 . 5 7 4

希 腊 2004 4 6 50 .0 13 16 23 . 1 17 15

竞技实力是通 过 参 加 重 大 比 赛 而 表 现 出 来 的。我 国 在

奥运会上的竞技表现 也 能 充 分 反 映 其 竞 技 实 力。表 2 是 我

国近几届夏冬季奥运会比赛成绩统计，从我国参加奥运会的

成绩 分 析，在 2008 年 奥 运 会 的 申 办 期（2000 年）和 筹 办 期 中

（2004 年 ）的 夺 金 实 力，在 与 上 届 比 较 中，增 长 率 分 别 是

75%、14 .28%，呈 现 正 增 长，增 长 率 提 高 幅 度 呈 下 降 趋 势。

在两个奥运会周期中，奥运效应期（2000 - 2004 年）的竞技夺

金实力比非奥运效应期（1992 - 1996 年）提 高 了 87 . 5 个 百 分

点。在近 6 届夏季奥运会参赛队伍不断扩大，奥运会排名在

逐渐提高。冬奥会上也有历史性的突破，获得金牌两枚的同

时，排名上升到 13 名（表 2）。

表 2 1984 ～ 2004 年夏、冬季奥运会中国比赛成绩

年份
夏奥会 冬奥会

金牌数 奖牌数 名次 金牌数 奖牌数 名次

1984 15 32 4

1988 5 28 11

1992 16 54 4 0 3 15

1996 16 50 4 0 3 19

2000 28 59 3 0 8 16

2004 32 63 2 2 8 13

通过对历届东道主 竞 技 夺 金 实 力 增 长 率 以 及 我 国 奥 运

效应期的增长 率 的 特 点 分 析，我 国 2008 年 奥 运 会 竞 技 夺 金

实力增长率应高于 2004 年 的 14 . 3%，可 能 与 美 国 1996 年 奥

运会的增长水平相 当，但 很 难 达 到 历 届 东 道 主 61 .65% 的 平

均增长水平，预 期 北 京 奥 运 会 我 国 竞 技 夺 金 实 力 增 长 率 在

14 .3% ～ 18 .9%，金牌数在 36 ～ 38 块。

从 1956 年 到 2004 年 12 月 底，我 国 运 动 员 共 获 得 1 798
个世界 冠 军，世 界 纪 录 1 042 项。其 中，1987 ～ 1992 年 获 得

441 个世界冠军，世界纪录 294 项；1993 ～ 1998 年 获 得 534 个

世界冠军，世界纪录 361 项；1999 ～ 2004 年获得 592 个世界冠

军，世界纪录 157 项。在 1993 ～ 1998 年非奥运效应期平均每

年获得 89 个世界冠 军，而 1999 ～ 2004 年 奥 运 效 应 期 平 均 每

年获得 98 .7 个世 界 冠 军，奥 运 效 应 期 的 获 得 冠 军 数 比 非 奥

运效应期增长了 10 .9%。

从上面的奥运会成绩和世界冠军等数据分析，申办和筹

办奥运会以来，中国在世界大赛中竞技体育的成绩在不断提

高，特别是竞技夺金 能 力 有 较 大 的 提 高，竞 技 体 育 呈 现 出 良

好的发展趋势，2008 年奥运会对我国竞技实力起到了较大的

推动作用。

3 奥运效应下举办国的竞技夺金实力变化趋势

从上面分析可以知 道，通 过 举 办 奥 运 会，举 办 国 的 竞 技

实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各个国家变化的趋势存在着

不同的特征。为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本文把举办国的奥运

效应分为前期效应、中期效应和后期效应。前期效应是指奥

运举办前的一段时期内对举办国竞技体育的影响，中期效应

是指举办过程中对举办国的影响，后期效应是指奥运举办完

毕后对举办国竞技体育的影响，其中前者是本文所要研究的

重点。前期效 应 的 时 间 又 分 为 申 办 期 间、筹 办 期 间 两 个 阶

段，分别跨越两个奥运周期。中期效应的时间主要是举办期

间，跨越一个奥运周期。

通过对 1984 ～ 2004 年奥运会中奥运东道主比赛成绩 统

计表明，美国、西班牙、澳 大 利 亚 的 奥 运 效 应 时 间 段 较 完 整，

希腊缺少奥运后期效应时间段的数据，而韩国因为政治原因

未参加 1980 年奥 运 会，缺 少 奥 运 效 应 中 的 申 办 期 间 时 间 段

的数据，为了研究需 要，对 希 腊 和 韩 国 的 数 据 进 行 统 计 处 理

后再使用。

为了直观地分析奥 运 效 应 下 举 办 国 的 竞 技 体 育 发 展 轨

迹，本研究用各举办国在奥运会上的金牌数作为其竞技实力

或竞技夺金实力的 体 现。通 过 对 各 举 办 国 在 奥 运 效 应 期 间

奥运金牌数变动趋势的描述，来研究各举办国竞技实力变动

的特征。

举办国在奥运效应 期 间 的 竞 技 夺 金 实 力 变 化 趋 势 可 以

通过添加多项式趋势曲线对各举办国进行趋势预测分析，发

现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弧线型曲线，美国、西班牙、韩国基

本属于这种类型。表现特征为，在申办期间和筹办期间竞技

夺金实力逐渐上升，在 奥 运 举 办 期 间 达 到 最 高 点，然 后 逐 渐

下降，表现出奥运效应先升后降的变动趋势。其中美国和西

班牙变化的趋势明显，曲线弧度较大，韩国趋向于平稳变化。

另一种是直线上升 型 曲 线，包 括 澳 大 利 亚 和 希 腊，表 现 为 竞

技夺金实力逐渐上 升，在 本 国 举 办 奥 运 期 间 达 到 最 高 值 后，

并进一步提高，表现出奥运效应逐渐上升的变动趋势。其中

澳大利亚上升幅度较大，希腊上升较平稳。

由于在举办奥运会过程中，举办国的竞技夺金实力都有

所增长，可以通过线 性 趋 势 分 析，得 出 各 国 竞 技 夺 金 实 力 变

动趋势的一元线性方程 y = kx + c。美国为：y1 = 4 x1 + 27，西

班牙为 y2 = 6 .5 x2 - 7 .667，韩国为 y3 = 5 .5 x3 - 4 .667，希腊为

y4 = x4 - 0 .333 3，澳大利亚为 y5 = 4 .5 x5 - 7 .33。公式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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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都为正值，表明正增长，系数的大小表明其斜率大小、增长

的幅度大小，常数 c 可以理解为奥运前期效应之前的竞技实

力大小。

分析可知，西班牙的 k2 = 6 .5 最大，增长的幅度最大，韩

国为 k3 = 5 .5 次之，澳大利亚 k5 = 4 .5，美国为 k1 = 4 .0，希腊

为 k4 = 1 最小。奥运 前 期 效 应 之 前 各 国 竞 技 夺 金 实 力 水 平

美国最大 c1 为 27，其 它 依 次 为 韩 国、澳 大 利 亚、西 班 牙、希

腊。

通过对近 6 届夏季 奥 运 会 上 中 国 与 其 它 举 办 国 的 成 绩

进行趋势分析，中国的一元线性方程为 y6 = 4 .4 x6 + 3 .266 7，

发展趋势上与澳大利亚（ y2 = 3 .028 6 x2 - 1 .266 7）最为相似，

呈现较快的 发 展 势 头，但 在 竞 技 夺 金 实 力 上 稍 高 于 澳 大 利

亚，竞技体育整体水平上逐渐接近美国。

4 结论

（1）近几届奥运会举办国都对本国在奥运会上的竞技成

绩极为重视，通过对 竞 技 体 育 加 大 投 入，加 强 战 略 管 理 和 项

目布局，促进人才交流，重视赛事举办，使得竞技体育水平都

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 奥 运 效 应 期 间 的 竞 技 夺 金 实 力 变 动

趋势中，美国、西班牙和韩国属于弧线平稳型，澳大利亚和希

腊属于直线上升型。通过举办奥运会，举办国在国际竞技体

育中的影响力逐步巩固和加强。

（2）申办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以后，我国 更 加 重 视 高 水 平

竞技后备人才的培养，在世界大赛中竞技夺金的能力在不断

增强，竞技体育呈现 出 良 好 的 发 展 趋 势，2008 年 奥 运 会 起 到

了加速推动我国竞 技 实 力 的 作 用。我 国 竞 技 体 育 发 展 趋 势

与澳大利亚较为相 似，呈 现 较 快 的 发 展 势 头，在 夺 金 实 力 上

稍高于澳大利亚，竞技体育整体水平逐渐接近美国。

（3）奥运举办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比非举办国竞技体育的

发展更为有利，本国政府将更加重视，经济投入加大，社会更

为关注，举办国的体 育 国 际 影 响 有 所 提 高，在 外 在 要 求 和 内

在发展所形成的合力 作 用 下 对 本 国 竞 技 体 育 的 发 展 产 生 积

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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