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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以 SWOT 分析法对德国竞技体育强国的进程进行了分析遥 结果显示院1990 年后袁德
国竞技体育内部优势明显袁主要体现在其制度统一后的国情尧经济的复苏尧竞技体育理念的

改变和精英体系的严谨尧规范曰德国竞技体育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来自欧盟袁也包括美国尧澳

大利亚等国遥 统一后的德国袁面对一系列的威胁和挑战袁在遵循全球化背景下的评价标准的

前提下袁不断进行战略选择袁制定竞技体育战略袁以规避威胁袁应对挑战袁成为竞技体育强国遥
关键词院 德国曰竞技体育强国曰品牌赛事曰危机曰挑战曰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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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ermany, a competitive sports power, with the

method of SWOT. The result shows that after the year of 1990, the internal advantage of German sports is quite

clear. This can be seen in its revival of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economy aft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s, the change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concept and the precision and specification of its elite athlete sys-

tem. The challenge from the outside the German sports are facing is mainly from EU, including the US and

Australia. Germany, after the reunification, is facing a series of threats and challenges. On the premise of fol-

lowing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with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the continuous strategic selection, the stipu-

l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strategy, avoiding threats and facing challenges are the only ways we can choose to

help China become a power of competitive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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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竞技体育强国探究
———以德国为镜
李宝华 1袁刘志民 2

德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袁历史上曾有着相似

的竞技体育体制与机制袁统一后的德国是如何走上全球化

背景下的竞技体育强国之路袁又是如何成为世界公认的竞

技体育强国袁对中国竞技体育强国之行有哪些值得借鉴的

呢钥 德国竞技体育界针对其面临的外部机遇与威胁尧内部

优势和劣势与成为竞技体育强国的所需制订了相应的对

策遥 1990 年后袁德国竞技体育的内部优势明显袁主要体现

在其统一后的制度尧文化和教育体系的严谨尧规范袁而德国

竞技体育面临的外部挑战则主要来自欧盟袁 也包括东欧尧
南北美和大洋洲遥 21 世纪的德国袁面对上述危机和劣势不

断进行战略选择袁实现战略目标遥
本文以 SWOT 分析法对德国竞技体育强国的进程进

行了分析遥 SWOT 分析就是对基于内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

条件下的各种主要内部优势尧劣势和外部的机会和威胁的

分析遥 采用 SWOT 分析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德国竞

技体育界对其外部环境的高度洞察力袁同时也不忽视其内

部环境的作用力遥 SWOT 矩阵分析的第一步是思索可追寻

的尧针对外部各种环境可替代的选项袁为此袁外部机遇与威

胁尧 内部优势和劣势匹配标准可用矩阵图来表示和诠释遥
1990 年后的德国竞技体育内部优势极为明显袁 主要体现

在政治制度完全适合统一后的国情袁 文化和教育体系严

谨尧规范袁包括竞技体育在内的各种基础设施完备尧质量世

界一流等遥 就外部因素而言袁作为统一后的德国竞技体育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虽然主要来自欧盟袁 但也包括美国尧南
美洲和大洋洲及众多亚洲国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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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WOT 矩阵分析图

资料来源院谷歌 SWOT 矩阵研究袁2011 年 6 月 25 日

进入新世纪以后袁面对上述优势和机会尧危机和劣势袁
德国竞技体育界不断进行战略选择袁 以确定解决 SWOT

矩阵分析渊图 1冤所提出的问题院渊1冤优势和机会最大化渊S-O冤
要要要利用国家优势抓住机遇袁将优势与机会最大化曰渊2冤优
势和降低危机渊S-T冤要要要扩大国家优势袁规避现实和潜在

的威胁遥

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危机袁特别是进入新世纪

后的全球经济危机虽然对德国影响至今仍然可见 袁但

2012 年以来袁德国的经济衰退已基本停止袁良好的复苏也

已开始袁而且这种复苏不仅仅是德国经济袁还包括竞技体

育在内的各行各业遥经济与其他行业的复苏和提升对竞技

体育而言最关键遥
2.1.1.1 经济的复苏

SWOT 矩阵揭示的是德国竞技体育现有或潜在的内

部各种因素袁德国竞技体育水平和实力较其周边国家要好

得多遥 经济复苏为以夺得巴西足球世界杯冠军为代表的德

国竞技体育非常强势地活跃于世界竞技舞台和全面领先

提供了可靠的基石遥 事实上袁2010 年第二季度德国 GDP 的

增长已达 2.2%袁 这是自 1990 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

阶段遥 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袁尽管世界经济危机四

伏袁 德国的 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增长了 1.5%袁 是自

2011 年以来最高的经济增长率遥乌克兰和欧洲难民危机虽

然对德国经济全面复苏有负面影响袁但增长仍是主旋律遥
2.1.1.2 理念的改变

1990 年的统一为德国回到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提供

了契机遥 一方面袁德国人的聪明才智告诉他们必须在抛弃

不符合国际化发展的体制尧机制的同时袁充分利用东德在

竞技体育领域的成功和合法的遗产遥 但另一方面袁对于统

一后的德国竞技体育而言袁夏季奥运会渊以下简称夏奥会冤
金牌不应该是统一后德国的唯一追求遥 首先袁统一后的德

国在部分继承东德竞技体制的同时袁摒弃了使用兴奋剂等

不合法追求奥运金牌的手段遥 以德国强劲的经济为后盾袁

改变野奥运金牌至上冶的竞技理念袁以现代科技提升竞技运

动水平成为统一后的德国取得巨大成功的法宝[1]遥 德国有

重视竞技体育的历史传统袁早在 1914 年袁所有公立学校学

生课间休息时就必须进行 5 min 跑步练习袁男生每周有 7 h

的体操课遥 1915 年袁德国成立了青年训练营渊Juggendkom-

panien冤袁 年龄在 16 岁以上的男孩必须加入遥 世界银行估

计 2015 年的德国人口可能下降到 2 030 万袁 但却会拥有

85 000 个竞技体育俱乐部袁注册会员超过总人口的 30%袁
有规律地参加竞技运动者达 1 200 万袁而且绝大多数参与

的是国际普及的竞技运动 [2]遥
2.1.1.3 志愿者的数量

按国际共识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志愿者人数是评价竞

技体育强国的重要标准袁两年发布一次的德国竞技运动发

展报告渊Sportentwicklungsbericht冤都会有注册志愿者数量

的统计遥 2005 年以来袁德国志愿者总人数持续稳定在 770

万左右遥拥有如此庞大的注册志愿者原因很多袁其中袁立法

发行的叶帮助志愿者曳渊Hilfen f俟r Helfer冤手册至关重要遥 德

国志愿服务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袁早在竞技体育组织出

现之前就已存在遥 2007 年叶帮助志愿者曳的立法被视为志

愿服务的里程碑袁 此立法每年为志愿者组织带来 23 亿欧

元的资助袁 其中很大部分是提供给竞技体育志愿者组织

的遥 2007 年袁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的法律在德国生效遥 志

愿服务是当代德国竞技体育必不可少的一环袁 年龄在 14

岁以上的每 10 个德国公民中袁就有一个以上参加过袁或正

在参加竞技体育志愿服务袁这些志愿者中袁注册人数超过

了 90%遥
2.1.1.4 精英系统的建立

1990 年后袁德国刻意建设的竞技体育精英系统形成遥
此系统包含 41 所精英竞技学校尧40 个奥运支持中心尧一
个教练学院和应用训练科研所袁 以及特殊器材研发所袁另
有约 33 个高校精英竞技科研单位尧 一个联邦竞技体育科

学学院遥 此系统形成了从初级天赋人才的竞技学校袁直至

国家和世界水平选手的训练尧竞赛尧保障网络遥在此系统中

几乎可以找到所有年龄段选手的赛事和所有流行竞技体

育项目所需要的各级高水平人才遥德国奥运支持中心可以

为所有精英选手的训练和恢复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袁包括骨

伤科尧物理治疗尧营养咨询等医学领域袁以及心理治疗和恢

复尧社会环境管理等袁如同德国科技品牌产品那样袁经过精

心设计和建立的精英竞技体育系统保证了德国竞技体育

的成功遥
根据德国法律袁无论是联邦政府袁还是 16 个州的政府

都必须全力支持和帮助精英竞技遥州政府负责资助各级学

校和高校体育尧大众体育和休闲体育袁以及竞技体育设施

的建设袁内政部负责顶级精英竞技体育遥 利用国家经济优

势抓住机遇尧利用现代竞技体育理念增大野竞技运动人口冶
总量和志愿者数量袁同时高度重视奥运会是德国最大化地

扩大其竞技体育优势和机会的经典之作遥

基于内尧外部的优势袁并在现有优势竞技项目的基础

上袁德国正从以下几方面贯彻扩大优势和降低危机的双赢

策略遥

全球化背景下的竞技体育强国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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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 扩大冬奥会传统优势

在保持夏奥会传统优势项目如网球尧田径尧游泳等基础

上袁巩固冬季奥运会渊简称冬奥会冤传统优势袁同时扩大索契

冬奥优势项目袁如速度滑冰渊12 金冤尧高山滑雪和无舵雪橇

渊11 金冤尧雪橇渊10 金冤等是德国针对美国的渊S-T冤策略遥巩固

冬奥会优势项目对于德国而言袁其重要性远超冬奥会本身袁
因为超级大国要要要美国在竞技体育领域占有压倒性优势遥
除足球外袁德国能与美国叫板的领域是冬奥会袁据统计袁截
至 2006 年冬奥会袁德国共获得 115 枚金牌尧290 枚奖牌袁而
美国共获得 78 枚金牌尧218 枚奖牌曰 温哥华和索契两届冬

奥会袁德尧美两国各有千秋袁但总体上德国仍只在冬奥会占

有优势遥 表 1尧表 2 显示德尧美等国历届冬奥会金尧奖牌占所

有奥运会的比例袁 其中袁 俄罗斯最大渊37.8%冤袁 德国次之

渊22.4%冤袁但列美国之前袁美国仅列第三渊11.5%冤曰冬奥会金

牌与奥运会金尧奖牌之比例为德国第一渊5.60%袁8.10%冤袁俄
罗斯渊7.32%袁19.4%冤次之尧美国渊3.57% 8.90%冤第三遥 由此

可见袁德尧美两国冬尧夏奥运策略与实力之异同袁同时可见德

国利用冬奥会优势降低其危机的双赢策略之一斑遥此外袁德
国还力争在每两年或每年一次的世界性冬季竞技体育赛

事袁以及各知名品牌赛事上保持优势和降低危机遥
表 1 德尧美冬奥金尧奖牌占历届奥运金尧奖牌比例渊%冤

资料来源院维基百科全书奥运会袁冬奥会遥
表 2 索契冬奥会奖牌榜前六名

资料来源院维基百科全书奥运会袁冬奥会遥
2.2.2.2 理性至上的职业赛事

二战结束后袁日尔曼民族几乎在处理任何事情上都坚

持理性至上的原则袁不趋炎附势和好高骛远的特征从知名

品牌赛事的申办和承办即可见一斑遥理性保持现有两项世

界品牌赛事要要要柏林马拉松赛和 F1 德国大奖赛在世界同

类比赛中的声誉袁由于德国在此两项赛事中不仅拥有最优

质的场地和其他各种附属设施袁以及高质量的赛事服务和

管理水准袁 同时还拥有世界最著名的马拉松和 F1 赛车最

顶级的选手 [3]袁因此袁世界排名前 10 名的选手袁以及其他

社会名流尧竞技体育明星总会在柏林马拉松和纽博格林赛

车场露面袁或直接参加赛事遥 从经济实力尧基础设施和社

会尧教育尧文化等的发展水平看袁足球世界杯决赛和夏尧冬

季奥运会等众多品牌赛事的承办和主办均在德国能力范

围之内袁 但除 1972 年尧2006 年两次足球世界杯决赛和

1936 年尧1972 年两届夏季奥运会袁 以及 1936 年的一次冬

季奥运会外袁德国似乎并不十分热衷申办和主办这两项各

国都趋之若鹜的赛事袁 即使 2014 年第 4 次夺得足球世界

杯冠军袁德甲足球联赛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理性至上遥 尽管

两位世界级球星被欧洲五大联赛众多豪门俱乐部极力追

求袁 苏亚雷斯最后被西甲豪门要要要巴塞罗那尧J 罗也被另

一西甲豪门要要要皇家马德里高价买进袁可世界最优秀的德

甲俱乐部拜仁慕尼黑根本不为所动袁反而送出了冠军功臣

格罗斯遥 世界经济论坛渊World Economic Forum冤两年一次

的报告将拜仁慕尼黑评为世界足坛运营最合理尧市场活动

最理性的豪门俱乐部袁这种理性至上的原则恰恰是避免现

代竞技体育出现财务和管理等危机的良方袁拜仁慕尼黑的

理性至上避免了英超曼联尧西甲皇马等足球豪门俱乐部已

经出现的各种危机遥
2.2.2.3 雄厚的竞技体育人才储备

进入新世纪后袁德国竞技体育界旨在发现和储备青少

年人才的竞技战略效应开始显现袁尤其表现在体育职业化

程度高的领域遥 1990 年后制定的德国竞技体育战略特别

强调儿童和青少年俱乐部的整合袁从国家层面激励青少年

竞技运动能力的发展遥 帕德博恩大学教授沃尔夫窑布雷德

斯奈德的研究显示袁德国竞技体育系统内的多元化价值取

向显然影响着后备人才的参与方式袁虽然德国有潜力的年

轻人竞技参与价值极为多元化袁但仍多集中于职业体育项

目遥 现代德国约有 2/3 的 7～ 14 岁男孩和 50%的女孩是各

种职业运动俱乐部成员遥 有数据显示袁15～ 18 岁的德国年

轻人中袁 超过 50％的男孩和超过 36％的女孩是职业运动

俱乐部注册成员袁其中职业和商业化程度极高的夏季运动

渊足尧网尧手尧棒尧曲棍球袁以及赛车尧拳击尧自行车尧赛马尧极
限运动冤和冬季运动渊高台跳雪尧速度滑雪尧雪橇尧越野滑

雪尧高山滑雪尧雪车尧钢架雪车尧北欧两项袁以及冰球尧速度

滑冰等冤吸引着数量众多的天赋后备人才遥 让如此众多的

男尧女孩袁尤其是拥有运动天赋的孩子加入俱乐部袁将他们

的未来目标设为精英运动员袁并使他们成为世界最优秀运

动员的工作是德国独一无二的袁因为这需要整个国家层面

的系统计划和发展战略袁而不仅是联邦或地区层面的遥 鉴

于此袁多姆德渊Drummond冤提出的联邦和州两个层面的竞

技体育仅由联邦政府内政部的一个司负责是不够的袁必须

由联邦尧州政府袁以及强大的非政府竞技体育组织三方共

同协调尧操作袁形成国家层面的竞技体育系统已经成为现

实遥体制与机制的统一使得德国竞技体育始终保持雄厚的

人才储备优势袁并得以避免危机遥

无论从职业尧行业或国家袁还是竞技体育层面考虑袁德
国都需要针对其内尧外部优尧劣势系统分析制定发展策略遥
反之袁发现和处理外部大环境危机渊Threat冤也是应对和寻

找发展的机遇渊Opportunity冤遥

野欧盟冬季展望冶 预计 2015 年欧元区经济会微增

国别 冬奥奖牌 冬奥金牌 

德国 22.4 5.60（8.10） 

美国 11.5 3.57（8.9） 

 

排名 国家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计 

1 俄罗斯 13 11 9 33 

2 挪威 11 5 10 26 

3 加拿大 10 10 5 25 

4 美国 9 7 12 28 

5 荷兰 8 7 9 24 

6 德国 8 6 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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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袁 比 2014 年 11 月份发布的秋季展望报告高 0.2%袁
2015 年欧盟 28 国整体经济预计增长 1.7％ 遥 分析人士认

为袁利好因素如油价下跌尧欧洲央行量化宽松以及欧元贬

值还不足以拉动欧元区经济更强劲地增长遥高水平竞技体

育高度依赖全球尧区域和国家经济袁缺乏蓬勃发展的世界

和国家尧地区经济袁任何国家都不能期望有蓬勃发展的竞

技体育遥同样处于经济危机下的德国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

以支持竞技体育的额外财政支出吗钥 2015 年是自 2007 年

以来所有欧盟成员国首次实现经济增长之年袁其中袁德国

预期 2016 年从 1.8%上调至 2.0%曰 法国预期 2016 年从

1.5%上调至 1.8%遥 即使如此袁 受累于难民危机和国内安

全形势袁德国竞技体育仍不太可能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增

长性投资袁 2016 年巴西奥运会也无法让德国政府加大对

竞技体育的投入等预计都将成为德国竞技体育进一步发

展的内部挑战遥

由于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袁西欧国家大都较早经历了

3 次科技革命的洗礼袁拥有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和高

水平的科学技术袁由此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竞技运动水平

的提高遥位于西欧中心位置的德国袁其周边邻国经济强大袁
竞技体育发达袁北欧的瑞典尧挪威尧丹麦和芬兰袁南欧的奥

地利尧瑞士和意大利袁西欧的荷兰尧比利时和法国等袁甚至

东欧邻国波兰尧捷克尧斯洛伐克尧匈牙利等无一不对德国竞

技体育构成挑战遥
2.2.2.1 夏季奥运会的挑战

德国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已经面临巨大挑战袁与
德国竞争金尧奖牌的不仅有美国袁还有欧洲传统强国要要要
英尧法尧俄尧西等袁以及新兴竞技体育大国要要要中国遥人口和

面积均为小国的亚洲强国要要要韩国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

了 13 枚金牌尧31 枚奖牌的傲人战绩遥 虽然德国 2008 年奥

运金牌数比澳大利亚多 2 枚袁但奖牌总数却少了 5 枚袁中尧
韩尧日及澳大利亚均形成对德国的巨大挑战遥表 3 显示袁德
国历史上因其田径和游泳的出类拔萃而拥有奥运优势袁虽
仍很难与美国匹敌袁但东德凭借仅有的几届奥运会就获得

了 76 枚金牌尧68 枚银牌尧57 枚铜牌袁 总计 201 枚的奖牌遥
事过境迁的德国很难再现 1988 年汉城的辉煌袁 虽原因颇

多袁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主要是失去了田径和游泳的统治

优势遥如上所述袁东尧西两德虽曾在汉城获得田径和游泳两

大项的 31 枚奖牌袁 但德国 2008 年的游泳却仅获 2 金 1

铜袁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田径仅由奥贝格福尔获得标枪一

枚铜牌遥野赢田径和游泳就赢奥运天下冶是夏奥会的永恒定

律袁美国之所以经常雄踞夏奥会金尧奖牌榜首袁与其超凡的

田径与游泳实力不无关系遥 在北京袁美国田径再取 7 枚金

牌尧9 枚银牌尧8 枚铜牌袁游泳 11 枚金牌尧9 枚银牌尧9 枚铜

牌袁仅两项即达总奖牌的 48.18%遥 历届夏奥会历史也验证

了此定律袁 美国田径以 311 金尧738 奖和游泳 214 金尧489

奖的绝对优势一骑绝尘遥苏联的继承者要要要俄罗斯之所以

也是夏奥会的佼佼者袁与其田径 72 枚金牌和 182 枚奖牌尧
游泳 64 枚金牌和 193 枚奖牌总数不无关系袁 俄罗斯虽然

两项都远不及美国袁 但却是德国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之

一遥 事实上袁2012 年伦敦奥运会袁俄罗斯的田径和游泳也

各有 4 枚奖牌进帐遥
表 3 各竞技强国夏奥会田径和游泳项目的奖牌分布

资料来源院维基百科全书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遥
德国在田径尧 游泳两大项上的强大对手除俄罗斯之

外袁还有西欧传统强国要要要英国和法国遥 2008 年奥运会袁
英国获田径 1 枚金牌尧2 枚银牌尧1 枚铜牌曰 游泳金牌尧银
牌各 2 枚袁铜牌 3 枚遥 2012 年伦敦袁英国获田径 4 枚金牌尧
1 枚银牌尧1 枚铜牌曰游泳 1 枚银牌尧2 枚铜牌袁两项共获 9

枚奖牌遥 法国比肩英国获田径 1 枚金牌尧1 枚银牌袁获游泳

4 枚金牌尧2 枚银牌和 1 枚铜牌袁两项也共 9 枚奖牌遥 最近

两届夏奥会袁英尧法两国田径尧游泳战绩明显强于德国袁德
国重塑夏奥会两大项的优势道路并不平坦遥
2.2.2.2 冬季奥运会的压力

德国之所以为世界竞技体育强国袁冬尧夏奥运会战绩

俱佳是其标志之一遥 德国是 2010 冬奥会第二大赢家袁以
10 枚金牌尧13 枚银牌尧7 枚铜牌袁 总数 30 枚奖牌列东道

主要要要加拿大之后遥美国金牌虽然少一枚袁但仍以 37 枚奖

牌总数屈居第三袁 始终在冬奥会上对德国构成强大的威

胁遥 事实上袁2016 年索契冬奥会上德国的优势已经变小袁
仅以 8 金 6 银 5 铜袁19 枚奖牌列俄尧挪尧加尧美尧荷后的第

六位渊见表 2冤袁显示了冬奥会上艰难的处境遥 除了上述竞

技体育强国对德国的挑战外袁挪威以温哥华冬奥会 9 枚金

牌尧总数 23 枚奖牌排在美国之后袁以索契冬奥会 11 枚金

牌尧 总数 23 枚奖牌列俄罗斯和美国后的第三位遥 荷兰 8

金尧24 奖力压德国列第五袁 欧洲小国瑞士以 6 金尧11 奖紧

随德国遥 新兴的亚洲竞技体育强国要要要韩国则以 6 枚金

牌尧14 枚奖牌紧随渊表 4冤袁均对德国构成极大的威胁[4]遥 出

于应对冬尧夏奥运会的挑战袁除了政府和私营企业界增加

对精英竞技的投入外袁德国还针对性地推出以下措施遥
表 4 2010 年尧2014 年冬奥会 6 个国家奖牌榜

资料来源院2010 年尧2014 年两届冬季奥运会官网数据遥

国家/项目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计 

美国/田径 311 238 189 738 

美国/游泳 214 155 120 489 

苏联/体操 72 67 43 182 

苏联/田径 64 55 74 193 

澳洲/游泳 56 54 58 168 

英国/田径 49 78 61 188 

芬兰/田径 48 35 30 113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计 
国家 

2010 2014 2010 2014 2010 2014 2010 2014 

加拿大 14 10 7 10 5 5 26 25 

德  国 10 8 13 6 7 5 30 19 

美  国 9 9 15 7 13 12 37 28 

挪  威 9 11 8 5 6 10 23 2 

韩  国 6 3 6 3 2 2 14 8 

中  国 5 3 2 4 4 2 11 9 

 

全球化背景下的竞技体育强国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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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袁将原有 2 年的奥运备战期扩展至 3 年袁以奥运

后的世界锦标赛成绩确定下一届奥运会 80%的参赛选手袁
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备战条件袁提供符合项目与个人特点的

专业支持曰其次袁德国奥委会与联邦内政部协调袁为奥运备

战周期提供财政保证袁作为对年度奥运规划的补充袁奥运

会高水平运动队的重点备战措施和比赛则是奥运专项资

金资助的重点曰第三袁寻求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支持袁为奥运

选手提供备战期间继续服兵役的优惠政策袁将奥运选手纳

入联邦国防军和海关的顶尖竞技促进计划曰第四袁德国竞

技体育援助基金会将备战选手作为重点资助对象袁与奥运

训练基地咨询员协作袁为优秀选手提供具体职业发展规划

和咨询袁以消除和降低他们的后顾之忧曰第五袁保持奥运科

研支持遥 柏林竞技器材研究所在世界科研界享有盛名袁专
业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研制先进器材袁如每届奥运会新运

动装备因素为雪橇项目成功的贡献率达 2%遥 滑雪协会也

将巨额电视转播权收入投入冬季器材的研发袁由此可见其

对科研的重视程度遥莱比锡应用训练科学研究所多年来也

一直在为冬季两项尧速度滑冰尧越野滑雪尧跳台滑雪尧北欧

两项和花样滑冰等项目提供训练和比赛的科研服务袁分析

国际尧 国内高水平竞技体育和后备人才体系的发展趋势袁
优化奥运备战工作[5]遥

自墨尔本奥运会以来袁尤其 2000 年悉尼奥运会以后袁
国际竞技体育界对澳大利亚越来越关注 袁 野澳洲竞技

渊AUSI Sports冤冶也越来越吸引世界眼球袁澳大利亚构成了

对德国的挑战遥 1952 年后袁澳大利亚几乎从未缺席过任何

一届现代奥运会袁并在冬尧夏季奥运会上都有上佳表现遥竞
技运动在澳大利亚非常普及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气候

提供了野澳洲竞技冶各类运动的先天条件袁而联邦和州政府

出台的各种促进竞技体育良性发展的政策和策略袁辅之于

澳洲人的运动天赋等都成全了其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的地

位遥
2.2.3.1 澳大利亚与奥运会

悉尼以后的连续 3 届夏奥会袁澳大利亚金牌排名分别

为第四尧第四和第六遥 基于澳大利亚人口仅排世界第五十

三位的事实袁如此高的奥运排名相当不易遥 虽然观察人士

指出袁 其夏奥会高排名可能是一个投入／产出并不成比例

的结果袁因为政府向精英体育投入了大量资金袁而且其主

要意图和结构与东德类似遥 但不为世人注意的是袁澳大利

亚的奥运理念并非野奥运金牌至上冶袁其大多数金牌尧奖牌

均来自于职业竞技运动大项袁如曲棍球尧自行车尧赛艇尧马
术等遥 游泳是澳洲最值得骄傲的运动袁 道恩窑弗雷泽尧伊
恩窑索普等都名列有史以来最伟大游泳选手的行列袁另外袁
帆船也是澳大利亚的强项之一遥

由于相对远离世界各大洲和岛国等的自然地理位置

和历史等原因袁澳大利亚政府尧民间袁以及整个竞技体育领

域均十分看重包括奥运会在内的竞技赛事袁联邦和各州政

府都对竞技运动和品牌赛事予以直接尧 间接的财政资助遥
这种资助部分通过对澳大利亚竞技体育学院系统袁部分通

过资助高水平欧洲移民运动员袁 尤其是对 1990 年后大量

东欧国家田径高手移民的资助来实现遥澳大利亚对现代奥

运径赛项目有着较大的贡献袁历史上袁贝蒂窑库斯伯特是澳

大利亚最成功的径赛运动员袁悉尼奥运火炬接力最后一棒

的澳洲土著运动员要要要凯西窑弗里曼赢得过 2000 年奥运

会 400 m 金牌遥 不断增加的奥运会金牌尧奖牌证明了联邦

政府逐渐增多资金投入和支持的效果遥澳大利亚国家统计

局数据表明袁仅 2000要2001 年财政年度袁政府对竞技体育

和休闲活动的财政资助就达到 21.242 亿澳元袁其中袁联邦

政府投入 1 989 万澳元渊9.0%冤袁各州尧领地政府投入 8.752

亿澳元渊41%冤袁地方政府投入 10.501 亿澳元渊49.0%冤[6]遥对
上述投入的回报是袁澳大利亚运动员取得以金尧银和铜牌

为象征的成功几乎涉及世界竞技体育全部领域袁历届奥运

会金尧奖牌数总体也呈上升趋势遥 图 2 显示袁澳大利亚自

1956 年墨尔本奥运会获得金牌 13 枚尧奖牌 35 枚袁首次登

上奖牌榜三甲以后袁 开始了其长期和亮眼的奥运表现院
1996 年金牌 9 枚渊第七冤尧奖牌 41 枚渊第五冤袁2000 年金牌

16 枚渊第四冤尧奖牌 58 枚渊第四冤袁2004 年金牌 17 枚渊第
四冤尧奖牌 49 枚渊第三冤袁2008 金牌 13 枚渊第六冤尧奖牌 36

枚渊第五冤袁2012 年金牌 7 枚渊第十冤尧奖牌 35 枚渊第四冤遥 虽

然金尧奖牌曲线呈现倒野U冶型袁但每届奖牌总数保持前 5袁
金牌数保持最低第七遥

图 2 澳大利亚历届夏季奥运会奖牌数

资料来源院国际奥委会官网数据遥
2.2.3.2 澳大利亚与品牌赛事

除了奥运会袁澳大利亚在其它品牌赛事中也证明了其

竞技体育强国的实力遥
渊1冤自行车环法赛

传统上袁环法赛由主要来自法尧比尧荷尧西等国的欧洲

选手统治袁 少数来自于意大利袁 英国选手也获得了 2012

年尧2013 年和 2015 年的 3 届冠军遥 然而袁远离欧洲的澳大

利亚同样在环法赛有一席之地遥 隶属于 RadioShack 车队

的澳洲最好公路自行车手罗比窑麦克尤恩是 UCI 职业巡

回赛中从未有过的尧以冲刺见长的世界级选手袁作为 3 次

环法赛绿衫得主袁在巅峰时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环

法赛选手之一遥麦克尤恩参加过 12 次环法赛袁虽未获得过

总冠军袁但赢得 1999 年野香榭丽舍大街环法赛冶最后冲刺

和 2000 年第三赛段的两个赛段冠军曰2004 年袁 他又赢得

第四和第九赛段冠军袁2005 年则赢得德国卡尔斯鲁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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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赛段和蒙彼利埃第十三赛段冠军遥 2002 年袁麦克尤恩成

为环法冲刺赛总积分尧 绿衫总分第一的首位澳大利亚选

手袁 还分别于 2002 年尧2004 年和 2006 年 3 次获得环法赛

绿色骑行衫遥 澳大利亚另一选手卡德尔窑埃文斯则更加出

色袁他史无前例地赢得 2011 年环法赛总冠军袁将 10 年职

业公路选手的经历转化成澳洲第一位环法赛总冠军遥成为

环法赛总冠军前袁埃文斯曾是 1998 和 1999 年两届山地自

行车世界杯冠军袁2010 年转入 BMC 赛车队袁 并成为 2010

年环法第九赛段黄色领衫者遥 2011 年后袁埃文斯成绩更辉

煌袁2011 年获得 UCI 世界自行车职业巡回赛第勒尼安窑阿

德里亚蒂科渊Tirreno-Adriatico冤和环罗曼迪 渊Tour de Ro-

mandie冤两个赛段总积分冠军遥 同年的环法袁埃文斯第一赛

段排名第二袁第四赛段冠军袁这是他环法大赛生涯的第二

个阶段性胜利曰2011 年环法巴黎收官赛的最后阶段袁埃文

斯获得该赛段第二袁 总成绩超过前一赛段领先者安迪窑施

莱克 1 min 34 s袁 此成绩确保他成为澳大利亚环法赛冠军

第一人 [7]遥 对于澳大利亚和澳洲人而言袁埃文斯环法总冠

军的意义相当于李娜 2011 年法网冠军之成就袁 被誉为可

与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伟大的竞技体育成就要要要1983 年美

洲杯帆船赛冠军相提并论遥澳大利亚媒体甚至呼吁为埃文

斯的环法总冠军设立全国性节日袁由此可见环法赛和帆船

美洲杯两大品牌赛事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遥 另外袁享受

移民政策的英国移民菲利窑普格兰特窑安德森曾是环法赛

首位赢得黄色领骑衫的非欧洲车手袁 还赢得过 1982 年第

二赛段巴塞尔要南希和 1991 年第十赛段雷纳要坎佩尔两

个冠军遥
渊2冤4 大网球公开赛

自建国以来袁网球一直是澳大利亚为最引以为傲的竞

技运动遥 现代网球史袁特别是 4 大满贯网球赛史上最顶级

和世界网球名人堂最知名的澳大利亚人比比皆是 袁如

1962 年和 1969 年两次男子单打冠军拉沃尔尧1970 年女子

单打冠军玛考特尧1951 年男双冠军赛吉满 / 麦格雷戈遥 玛

考特与弗莱彻尧 戴维森的搭档几乎囊括了 1951要1970 年

间所有网球大满贯的冠军袁 并分别于 1963 年尧1965 年赢

得混双冠军遥 1960要1990 年期间袁澳大利亚为 4 大满贯单

打和双打两个项目贡献了包括男单拉夫特在内的十多位

冠军遥 1997 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冠军休伊特连续赢得

了 2001 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和 2002 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

赛男子单打冠军袁 延续了澳洲男子单打的强势遥 2002要
2010 年间袁澳大利亚没有单打和双打大满贯选手出现袁仅
凭借跨国组合获得过双打冠军尧伍德布里奇和伍德福德获

得 2000 年法网尧 温网男双冠军尧2011 年德拉夸与美国搭

档赢得法网混双冠军 [8]遥 2011 年斯托瑟的美网女单冠军不

仅惊艳了澳大利亚全国袁 同时也震惊了世界女子网球界遥
鉴于其辉煌历史尧传统优势和对世界职业网球赛事的极度

渴望袁澳大利亚迟早会恢复曾经的网坛辉煌袁可以预计袁面
临同样窘境的德国网球在其复兴道路上将面临来自澳大

利亚的巨大压力遥
渊3冤F1 赛车与其他竞技运动

作为仅有约 2 000 万人口的竞技体育强国袁澳大利亚

在 F1 赛事领域却着实可圈可点遥澳大利亚 F1 的世界知名

度主要归功于布拉汉姆尧阿兰窑琼斯袁以及 2013 年仍活跃

在 F1 圈内的韦伯这 3 位车手袁 后者居然间接影响着近年

的澳洲国民生产总值渊GNP冤及澳元的升值遥 除此之外袁澳
大利亚竞技体育强国的称号还来自于其国内各种竞技运

动的高度流行和休闲尧娱乐尧各种健身活动极为发达和普

及的国情袁 其中有些是殖民统治时期历史文化和竞技遗

产袁有些仅在澳大利亚国内流行尧不为世人所熟悉的尧带有

浓重澳大利亚文化标签和历史的竞技运动遥 竞技运动尧休
闲和娱乐尧各种健身活动是澳大利亚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袁同时也可解释为何只有 110 多年历史尧人口仅

2 000 万左右的国家能拥有世界竞技体育圈内任何国家都

不敢小视的地位的原因遥澳大利亚竞技运动训练尧比赛袁以
及休闲尧娱乐和健身活动等所有领域的高效管理和运作系

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国竞技运动委员会渊ASC冤与联邦

政府共同的资金投入和分配袁澳大利亚竞技体育学院从国

家层面负责竞技事务高效地体现在对精英运动员的指导尧
培训和支持等事宜方面袁此外袁全澳各州和属地负责竞技

运动尧休闲和娱乐活动政策的机构尧精英竞技院校也是澳

洲竞技体育取得成功的原因遥证明澳大利亚确实是竞技体

育强国的不仅是奥运会和英联邦运动会袁还有几乎所有竞

技体育和职业体育品牌赛事袁 特别是水上和集体竞技运

动袁澳大利亚也成为德国竞技体育强国道路上最强劲的对

手和伙伴之一遥

为进一步扩大优势袁规避现实和潜在的威胁袁并应对

上述巨大挑战袁 德国推出以下 3 个主要应对策略院渊1冤在
世界各地袁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尧俄罗斯和亚洲竞技体育强

国创建夏尧冬令营和竞技学校袁派遣优秀后备人才在优势

项目国家训练尧学习曰渊2冤派遣德国优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到拥有顶级竞技体育资源的国家袁如美国尧英国和北欧等

国进行中尧长期训练尧比赛和适应曰渊3冤众多德国体育品牌

赞助商自新世纪始袁常年在全世界设置国际冬尧夏令营或

培训组织袁为有运动天资的青少年设立各种资助袁如阿迪

达斯在经常主办双向海外竞技运动推广袁促销其产品的同

时袁资助德国选手参与国际流行的各单项赛事袁以增强德

国选手的知己知彼能力曰渊4冤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原因袁德国

是欧盟限制移民与归化最严厉的国家袁 但 2000 年的德国

已完成了对国籍法的修改袁允许在德出生的非德籍公民子

女有条件入籍遥作为竞技体育强国的德国从足球项目开始

了其融入世界竞技体育移民和归化球员的进程袁成为世界

公认的竞技体育强国遥
中国与德国曾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袁也曾有着相似的

竞技体育体制和机制遥 统一后的德国在 20 多年间实现了

竞技体育强国之梦袁而中国仍处于漫漫长路之中遥 它山之

石袁可以攻玉袁本文试图将德国竞技体育强国成功经验之

野石冶攻中国之野玉冶袁使中国也能发现其面临的外部机遇

与威胁尧内部优势与劣势袁并充分利用中国的机遇袁发挥优

势袁克服劣势袁消除威胁袁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找到适合中国

特色的竞技体育强国之路遥

全球化背景下的竞技体育强国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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