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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竞技体育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带动和引领作用遥 在推动体育大国

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袁统筹协调竞技体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袁科学引导竞技体

育深度融入国家生命周期袁推动竞技体育伴随国家发展实现可持续成长是一项现实

任务遥基于国家生命周期的理论视角袁综合运用文献资料研究尧逻辑推演尧对比分析尧
政策分析等方法袁对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历程和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袁认为美

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经历了准备成长期尧快速成长期和强盛期 3 个阶段袁美国竞

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周期与国家生命周期之间关系密切袁竞技体育发展与国家成长的

趋势具有趋同性袁竞技体育发展程度是国家崛起的重要信号袁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

成长具有一定惯性袁可能在 2090 年左右进入缓慢成长期遥 提出院科学研判我国竞技

体育强国的成长周期及社会环境袁引导竞技体育深度融入国家生命周期曰以野开放尧
共享冶理念优化竞技体育成长方式袁全面提升为国争光能力曰发挥竞技体育对国家成

长的带动和引领作用袁全面推动竞技体育强国的均衡尧协调和可持续成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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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 sports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sports power, it is a realistic task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tive sport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o scientifically guide competitive sports to b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na-

tional life cycle, and to promote competitive sport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growth along with nat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al life cycle theory,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competitive sports power by using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deduc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policy analysi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ompetitive sports power has experienced three-stage, preparation, rapid

growth, and prosperity;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cycle of American com-

petitive sports power and the national life cycle;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s in the wake of the growth

of the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competitive sports is an important signal for the rise of the

country; and that American competitive sports power has a certain tendency in development and may

slow down around 2090. Therefore the research proposes to judge scientifically the development cycle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China's competitive sports power and guide the competitive sports to b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national life cycle; to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competitive sports

based on the idea of "opening and sharing" and enhance the all-round ability to honor our count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ba-

lanced,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competitive sports.

national life cycle; competitive sports; sports power; growth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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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动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是新发展阶

段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战略任务遥 竞技体育作为体

育事业的核心组成部分袁 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进程

中具有重要的带动和引领作用遥 叶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曳 提出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尧 增强为国争光能

力袁规划了竞技体育更好尧更快尧更高尧更强的战略目

标袁赋予了竞技体育新的时代使命遥 在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袁 统筹协调竞技体育与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袁优化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袁推动竞

技体育深度融入国家生命周期袁 更好服务于现代化

强国建设袁成为一项现实课题遥 竞技体育强国是指在

以奥运会为主的世界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袁 竞技体

育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在世界处于一流的国家遥 奥运

金牌排名是竞技体育强国的显性标志袁 金牌背后有

关竞技体育的科学管理尧后备人才队伍尧训练竞赛体

系尧科技保障水平尧职业体育发展等是体现竞技体育

强国的内在要素 [1]遥 美国作为世界发达国家袁其竞技

体育伴随国家发展而不断成长遥 从第 1 届雅典奥运

会到第 32 届东京奥运会袁美国 17 次位居金牌榜首袁
9 次金牌榜第二袁共获奥运奖牌 2 650 枚尧金牌 1 059 枚袁
是夺得奖牌和金牌最多的国家遥 另外袁美国的职业体

育尧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尧训练参赛手段等都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袁是世界竞技体育强国遥 归纳美国竞技体育

强国的成长历程和特征袁 挖掘美国竞技体育强国与

国家生命周期的关系袁 对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强国的

均衡尧协调和可持续成长具有现实意义遥

生命周期渊l ife cycle冤即野生物体从出生尧成长尧
成熟尧衰退到死亡的全部过程冶袁可以理解为野从摇篮

到坟墓冶渊cradle-to-grave冤的整个过程袁是自然界和人

类社会各种客观事物的阶段性变化及规律遥 清华大

学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教授 [2]结合产品生命周期提

出了国家生命周期理论袁认为国家是一个生命体袁要
经历兴衰的生命周期袁 国家成长的历程可以用生命

周期来理解袁具体分为准备成长尧快速成长尧强盛尧缓
慢成长和相对衰落 5 个时期遥 竞技体育作为国家成

长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袁其成长受国家政治尧经济尧文
化尧社会的综合影响袁可以说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是

在国家成长的基础上实现的袁 国家成长具有生命周

期性袁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与国家成长一样袁也具有

一定的周期性和规律性遥需要说明的是袁竞技体育强

国的生命周期主要指竞技体育依托国家成长而实现

的自然性成长袁 体现的是体育强国成长的一般性特

征和规律袁 不适应一些因国家过度干预而使竞技实

力大起大落的国家袁如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日本渊为满

足特定时期国家利益需求袁政府过度干预竞技体育袁
将体育发展战略重心向大众体育偏移袁 导致竞技体

育成绩跌宕起伏冤遥
为形象剖析美国竞技体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袁本

文嫁接国家生命周期理论袁把美国竞技体育强国成长

历程分为准备成长期尧快速成长期尧强盛期 3 个阶段

渊图 1冤遥 在周期跨度上袁美国竞技体育从 19 世纪初开

始萌芽并逐步成长袁 到 20 世纪初进入快速成长期袁
野冷战冶结束后进入强盛期遥之所以认为美国竞技体育

强国的成长始于 19 世纪初袁 原因在于这个时期美国

经历了南北战争尧第二次工业革命尧西进运动和城市

化进程等重大社会变革袁现代体育形式和竞技体育组

织随着国家改革发展的大潮而萌发袁其间成立了多个

职业体育俱乐部和专门性体育组织袁 如双人马俱乐

部尧 全国大学体育协会 渊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袁NCAA冤等袁为竞技体育发展奠定了基础遥
20 世纪初美国竞技体育进入快速成长期袁 原因在于

美国在 20 世纪后初步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袁
各类职业俱乐部不断涌现袁现代化的公共集体体育设

施开始出现袁 职业体育的基本结构逐步建立遥 并且袁
野冷战冶 间接刺激了美国更加注重发挥竞技体育在国

家发展中的政治作用袁 推动了竞技体育发展遥 随着

1991 年野冷战冶结束袁在奥运野战场冶上两大阵营对决

的局面消失袁美国竞技体育强国进入强盛期遥

图 1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走势

19 世纪初至 19 世纪末是美国的镀金时期袁经济

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推动了竞技体育发展袁 竞技体

育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开始萌芽并实现了初步成长遥
第一袁 工业革命为竞技体育组织的产生提供了

准备成长期 快速成长期 缓慢成长期强盛期 衰落期
竞
技
实
力

19 世纪初 20 世纪初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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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遥 现代有组织的竞技体育是工业革命的产

物遥 1812要1815 年袁美英战争胜利后袁美国的工业制

度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支持袁 工业革命条件成熟遥
1861要1865 年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度袁为社会发

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遥工业革命开始后袁陆续推动了

动力革命尧纺织技术革命尧钢铁工业革命和交通运输

革命袁到 19 世纪 50 年代工业革命完成袁生产力高速

发展袁美国成为世界第四工业强国 [3]遥 在第二次工业

革命推动下袁科学尧文化尧艺术尧教育等快速发展袁
1894 年经济实力超过英国袁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

强国袁为竞技体育发展奠定了基础遥 并且袁工业革命

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袁出现了工业资产阶级尧中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袁 工业资产阶级多是有闲暇的新贵

族袁 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和社会分层推动了职业体育

发展袁一些早期竞技体育组织开始成立遥
第二袁 西进运动和城市化进程为竞技体育成长

提供了环境保障遥 西进运动为美国社会创造了巨大

物质财富袁促进了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发展袁也促进了

城市化进程遥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袁对竞技

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袁 如白炽灯的发明使体育

比赛能在晚上举行袁 新兴城市的出现拓宽了职业体

育组织的发展空间遥城市与体育相互影响袁城市化进

程在器物层面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空间袁 在制度

层面为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尧商业化尧专业化提供了可

能遥 一些史学家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作为美国发

展中的现代化时期袁 新一波移民潮在这一时期开始

启动袁伴随着工业化迅猛发展袁美国城市化进入鼎盛

时期 [4]遥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袁美国城市人口成倍增

长袁到 19 世纪末袁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50%袁全国初

步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遥 随着城市大量

出现袁资产阶级贵族对竞技娱乐活动提出更高要求袁
一些有组织的竞技体育活动开始不断涌现遥

第一袁职业体育的萌芽与发展遥 19 世纪是美国

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袁最显著特征是中产阶级壮大遥
随着社会大众文化兴起袁民众体育需求不断增长袁社
会出现了以盈利为目的的体育组织遥工业革命前袁参
与竞技体育组织的成员多限于美国城市贵族阶级袁
如赛马是绅士专享的娱乐活动袁 随着俱乐部竞赛体

制不断完善袁社会群众阶层开始参与其中袁出现了以

体育为职业的运动员遥 1848 年美国辛辛那提市创立

了第一个体育协会袁到 19 世纪 50 年代袁美国有组织

的竞技体育活动开始出现遥 棒球首先进入职业化袁
1858 年国家棒球运动协会成立袁早期的棒球主要由

社会中产阶级控制袁随着内战结束袁棒球迅速在城市

工人阶层普及遥在俱乐部和休闲运动的推动下袁全国

性体育组织迅速发展遥 1845 年纽约人棒球俱乐部成

立袁1858 年由 34 个职业棒球队合并袁成立了全国棒

球运动协会袁开始组织全国比赛 [5]遥 1869 年成立了第

一个职业运动队渊辛辛那提红袜俱乐部冤袁成为美国

最早的职业俱乐部遥 1871 年全国职业棒球协会成

立袁1876 年全国棒球职业联盟成立袁射箭尧足球尧保
龄球尧击剑等多个职业组织相继成立渊表 1冤袁为美国

竞技体育的成长提供了项目基础和职业化载体遥
1860要1890 年被称为美国体育史上的俱乐部时代袁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职业体育法律政策袁1890 年 叶谢
尔曼法案曳颁布袁确立了职业棒球反垄断豁免权袁到
19 世纪末袁 美国职业体育协会组织已初具规模袁为
竞技体育的成长起到重要带动作用遥
表 1 19 世纪初至 19 世纪末美国竞技体育组织的项

目分布[6]

第二袁业余竞技体育的演进遥大学竞技体育可追

溯到 19 世纪中期袁其间经历了由校际间自发的竞赛

活动到完备的竞赛组织体系的演变遥 早期的美国教

育袁学校不鼓励学生参与体育运动袁认为对抗性体育

更适合工人阶级袁不适合注定要成为牧师的学生袁参
与体育活动对于国家精英的成长不合时宜 [6]遥 到 19

世纪 20 年代袁学校中开始出现一些组织松散的体育

项目袁逐步成为校园娱乐手段遥 19 世纪中期后袁一些

竞技运动项目在学校比赛中出现袁1852 年 8 月袁哈
佛和耶鲁两校运动员举行了赛艇对抗赛袁 这是美国

大学生体育史上第一次体育赛事 [6]遥 随着经济发展

与城市人口的激增袁 工业革命造就的大企业家和金

融巨头以慈善事业的形式捐助高等教育袁 一些现代

化的高校场馆设施建立袁 社会上广泛开展的体育项

目逐步被高校引进袁棒球尧橄榄球尧摔跤等在学校开

展袁为业余竞技体育的成长提供了基础遥
工业革命后袁在城市化尧市民文化兴起和发展的

竞技体育组织 / 协会 成立时间 / 年 竞技体育组织 / 协会 成立时间 / 年

棒球

职业棒球

射击

赛艇

保龄球

射箭

田径

自行车

划艇

1858

1871

1871

1873

1875

1879

1879

1880

1880

网球

槌球

足球

滑冰

赛马

曲棍球

击剑

职业篮球

1881

1882

1884

1887

1887

1887

1891

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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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中袁学校竞技活动广泛开展遥受职业体育潮流影

响袁棒球尧田径尧橄榄球尧篮球尧游泳等项目在校园不

断出现袁 赛艇比赛是最早在大学开展的校际体育竞

赛渊表 2冤遥 随着赛事增多袁学生参与的热情高涨袁大
学体育运动很快从学生自行组织的游戏性活动发展

到各高校野争名夺利冶的竞赛遥随着赛事规模扩大袁专
职教练员尧管理人员逐步出现袁竞技比赛规则不断完

善遥 1876 年成立了专门的竞赛管理机构袁即校际橄

榄球联合会渊IFA冤袁管理者由校友组成 [7]遥 1895 年美

国中西部 9 所大学成立了校际联盟渊ICFR冤袁随着球

场暴力事件不断发生袁1905 年由 62 所大学成立了

大学生竞技体育联合会渊ICAA冤袁减少了大学竞技体

育的职业化问题遥 1906 年成立了全美竞技体育联合

会渊IAAUS冤遥 1910 年 IAAUS 改名为 NCAA袁大学竞

技体育成为美国竞技体育的重要部分渊图 2冤遥 总体

而言袁 这一阶段竞技体育迎合了美国工业化尧 社会

化尧城市化尧西进运动以及进步运动的需要袁竞技体

育不断由自发向自觉发展遥同时袁受社会发展程度制

约袁美国竞技体育组织规模较小袁运动员的职业化程

度还不高袁竞技体育成长速度总体较缓慢遥
表 2 美国大学第一次校际比赛项目及时间

时间 / 年 比赛项目 时间 / 年 比赛项目

1852

1859

1864

1869

1873

1874

1877

1880

1883

赛艇

棒球

板球

足球

田径

橄榄球

曲棍球

自行车

网球

1884

1894

1895

1895

1896

1898

1899

1899

1905

马球

击剑

冰球

篮球

高尔夫

飞碟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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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大学竞技体育组织的成长路线[8]

20 世纪初至野冷战冶结束是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

快速成长期遥 美苏两大政治集团在军事尧 政治尧经
济尧文化以及体育等多个领域展开野冷战冶袁国家政治

意识形态的竞争推动了竞技体育成长遥 这一时期经

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袁美国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袁综合

实力不断增强渊表 3冤遥 美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城市化

高潮袁1920 年城市人口占比为 51.2%袁城市化进程在

器物层面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环境基础袁 在制度

层面为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尧商业化奠定了基础遥
表 3 19 世纪末至野冷战冶结束美国经济实力占世界

比重趋势 [9]

第一袁 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改革举措为竞技体

育成长提供了保障遥 20 世纪之交是美国的镀金时

代袁工业化尧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袁社会经济尧科技尧
文化高速发展袁 不断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

变袁崛起与扩张成为时代主题遥 20 世纪后袁城市人口

迅速飙升袁社会结构发生转变袁进步主义运动推动经

济尧文化尧教育等不断改革遥 1933 年罗斯福推行新

政袁使美国摆脱了经济危机袁改善了底层人们的生活

状况遥 两次世界大战成就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霸主地

位袁为竞技体育强国成长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10]遥
19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市区有轨电车袁 使球场和赛

马场观众可以迅速集散曰 机械工业促使自行车运动

广泛流行曰 铁路交通使工业化后新兴的职业球队得

以在城市间旅行比赛曰电灯的发明延长了大学尧俱乐

部尧青年会等体育馆的使用时间袁增加了观看比赛的

人数遥经济社会发展直接推动了竞技体育快速成长遥
第二袁体育价值属性的改变袁提升了竞技体育成长

活力遥 20 世纪初袁社会对体育的认识发生变化袁主宰体

育协会的资产阶级认为院野立足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英国

耶绅士爷运动袁根本目标是获得成绩袁新的生活节奏需要

更具有游戏性的竞技运动遥 冶[11]把体育作为一种竞争性

活动袁 社会统治集团开始承认现代竞技运动除了娱乐

性外袁还对社会凝聚尧教育和经济进步等方面起重要作

用遥不同群体在关注竞技运动娱乐性的同时袁也在利用

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袁 拓宽运动的组织形式和竞赛范

1876 年成立

IFA
1895 年成立
IFRC渊9 所冤

1910 年改名

为 NCAA

1905 年成立

ICAA渊62 所冤
1906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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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 1870 年 1913 年 1929 年 1950 年 1973 年 1990 年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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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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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袁各种有组织的职业俱乐部纷纷成立遥 20 世纪 20 年

代袁现代竞技体育开始萌芽袁职业体育的基本结构建立

起来遥在职业体育带动下袁美国社会形成了崇拜和模仿

明星运动员的潮流袁对职业运动员的重视袁加速了竞技

体育职业化袁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快速成长遥

第一袁 学校竞技体育活动普遍开展遥 1910 年

NCAA 成立袁高校体育竞赛活动开始不断出现袁大学篮

球尧棒球尧足球尧橄榄球尧网球等项目俱乐部纷纷成立袁
并不断改进竞赛规则遥 高等院校和大学里的运动员逐

渐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对象袁学校运动队和参赛运动员数

量不断增多袁竞赛运动广泛开展袁大学和地方政府建立

了众多体育场馆袁现代化的运动设施尧场地尧器材等不

断扩充遥 鉴于体育竞赛的观赏性增强袁体育场馆的规模

不断提高袁美国 135 所高校的橄榄球馆容量袁从 93 万人

一跃上升为 230 万人袁到 1930 年袁全美大学校际橄榄

球比赛观众上升到 1 000 万人以上[12]遥1921 年全美田径

运动会开始举办袁3年后又增设了全美游泳比赛袁 此后其

他项目的大学比赛相继出现遥20世纪 50年代到 60年代袁
美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显著特点是俱乐部的大量涌现袁
学生集体活动逐渐演变为全校性的竞赛活动遥

第二袁竞技体育组织不断涌现遥随着现代竞技体育

项目不断推广袁美国职业体育进入快速成长阶段袁相继

成立了多个俱乐部遥 首先袁 学校业余竞技体育组织方

面袁竞技活动的暴力性容易引起伤害事故袁学校开始把

竞赛纳入统一管理袁因而成立了 NCAA遥该组织管理了

583 个大学业余竞赛俱乐部和约 19 000 名注册运动

员袁1950 年后逐渐发展壮大遥 1920 年袁成立了全美高中

运动联盟 渊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ate High School As-

sociations袁NFHS冤袁 专门负责高中 16 个运动项目的竞

赛规则遥这一时期多数竞赛都由大学体育联盟管理袁如
1949 年成立的野大湖区十强联盟冶尧1979 年成立的野美
国东部联盟冶[13]遥 其次袁社会业余竞技体育组织方面袁成
立了美国业余体育联盟渊Amateur Athletic Union袁AAU冤尧
美国单项体育联合会 渊National Governing Bodies袁
NGB)尧残奥体育组织渊Paralympic Sports Organization袁
PSO冤尧 军事体育组织 渊 Military Sports Association袁
MSA冤尧美国奥委会渊United States Olympic Committee袁
USOC冤等袁竞技体育活动在组织的管理下不断规范遥

第三袁职业体育发展备受重视遥 随着城市化和工

业化完成袁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袁大量高水平职业运动

队不断涌现袁 职业体育俱乐部在这一阶段迅速成长遥
棒球是美国最早的职业运动袁 第一个棒球职业联盟

野国家联盟冶渊National League袁NL冤 于 1871 年成立袁
1901 年野美国联盟冶渊American League袁AL冤成立袁1902
年两大联盟合并为 MLB袁开创了职业赛事新纪元遥 到

1920 年袁 美国已有 11 个职业运动队袁1917 年 NHL 成

立遥 1946 年美国篮球协会 渊Basketball Association of

America袁BAA冤 成立袁1949 年 BAA 与美国篮球联盟

渊National Basketball League袁NBL冤合并为 NBA渊表 4冤遥
这一时期袁出售竞赛电视转播权与广播权袁促进了职

业体育发展[14]遥随着体育全球化加速袁国际性体育潮流

推动了职业体育发展袁20 世纪 80 年代袁美国与欧洲在

橄榄球尧足球尧冰球尧棒球联赛方面开展交流合作袁各
类职业俱乐部高水平对抗赛不断举行袁一些职业队聘

请外国选手和教练加盟袁1988 年和 1991 年先后出现

了世界性的职业篮球组织和职业橄榄球组织遥 一系列

高尔夫巡回赛尧拳击擂台争霸赛尧自行车巡回赛尧网球

大奖赛频繁举行袁竞技体育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遥
表 4 美国四大职业联盟及成立时间

第四袁积极承办和参加奥运会袁彰显竞技体育综合

实力遥运动成绩是体现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遥
从 20 世纪初到野冷战冶结束袁美国共参加了 19 届夏季

奥运会袁除了 1976 年和 1988 年获得第三名外袁其他均

为前两名渊图 3冤遥 从 1924 年第 1 届冬季奥运会到野冷
战冶结束袁美国共参加了 15 届冬奥会袁每届冬奥会排名

均在前十位 渊图 4冤遥 尽管这一时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

战尧经济危机和野冷战冶等众多大事件袁但美国竞技体育依

然保持强大实力遥此外袁美国积极申办奥运会袁从 20世纪

初到野冷战冶结束袁美国共举办了 6 届奥运会渊表 5冤遥 此

外袁 美国积极组织各类大型体育赛事袁1978 年 USOC

举办体育节袁除奥运年外每年举办一次袁有 33 个竞技

项目比赛袁USOC 通过体育节选拔优秀运动员遥

图 3 20 世纪初至野冷战冶结束美国历届夏季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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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 世纪初至野冷战冶结束美国历届冬季奥运会

成绩趋势

表 5 20 世纪初至野冷战冶结束美国举办的奥运会

第五袁竞技体育相关法律政策逐步完善遥职业体

育发展同时袁一些俱乐部违反了反托拉斯法袁如集中

打包出售比赛转播权等袁不利于职业联盟健康发展遥
1961 年美国出台叶体育转播法曳袁给予四大职业联盟

反托拉斯法下的特殊待遇遥 20 世纪中期袁出台了野非
法定劳工豁免冶和野法定劳工豁免冶等法规袁解决了反

托拉斯法和劳工法之间的冲突袁 确保了职业运动员

工会集体谈判的合法性袁 实现了对职业运动员权益

的保护遥此外袁美国税法尧版权法尧博彩法和劳工法等

都对职业体育的成长进行调控遥 1988 年美国颁布

叶印第安游戏管理法案曳袁 取消购买职业运动队股份

的税务优惠袁 州政府和地方通过税收政策鼓励私人

资金投入公共场馆建设遥 劳工法的完善和职业体育

项目的野反垄断豁免冶推动了体育经纪业发展遥 20 世纪

70 年代后袁四大职业体育联盟开始开放运动员自由

转会制度[15]遥总之袁这一时期相关职业体育制度政策

的完善袁为竞技体育的成长提供了制度环境遥

第一袁野冷战冶后综合国力的提升为竞技体育成长

提供了外部环境遥1990 年苏联解体袁长达 50 年的美苏

争霸结束袁 美国成为世界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遥 野冷
战冶结束后袁美国经济和平转向袁国内 GDP 增长迅速袁
社会失业率不到 5%[16]遥 此外袁20 世纪 60 年代的野婴
儿潮冶为冷战后的美国提供了大量青壮人口袁为竞技

体育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保障遥 随着国家实力增

强袁美国实行全球对外战略袁在政治上扮演野世界警

察冶角色袁通过野武装进攻冶和野和平演变冶等手段进行

意识形态扩张袁 国家霸权战略为推动美国成为世界

竞技体育强国提供了国际环境遥 此外袁野冷战冶后的世

界格局趋向经济一体化袁 职业体育赛事作为重要产

业手段袁逐渐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认可袁成为世

界竞技体育发展的主流遥 美国职业体育不断融入国

家对外战略袁成为助推竞技体育成长的直接动力遥
第二袁 政府支持和产业结构调整为竞技体育成

长提供了内生动力遥美国政府通过实施职业体育野反
垄断豁免冶袁给予职业体育版权保护政策和经济资助

政策袁利用税收鼓励建设体育场馆袁引导市民参与和

观看职业体育比赛遥 市郊运动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结

构袁大量职业运动队随着人口由城市向郊区发展袁为
职业体育赛事开展提供了场地资源遥 并且袁20 世纪

90 年代后袁 在科技革命影响下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袁
知识尧信息和专业人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袁消费结构

发生变化袁社会进入福利化阶段遥随着个人收入和闲

暇时间增多袁社会民众越来越重视精神消费袁刺激文

化尧娱乐尧体育场地迅速增加遥经济的发展使更多的民

众有钱又有闲袁 体育赛事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遥 到

1994 年袁美国休闲体育产业排行第 11 位袁尤其是以四

大职业体育联盟为首的职业体育发展迅猛袁以职业体

育为主体的竞赛产业带动了竞技体育快速成长遥

第一袁奥运成绩持续保持第一集团遥 美国一贯重

视奥运赛场上的表现袁奥运成绩成为竞技体育实力的

最好体现遥 从 1952 年第 15 届奥运会到 1992 年第 24

届奥运会袁 共举办了 11 届奥运会袁 苏联 7 次金牌第

一袁获 1 122 枚奖牌袁美国 4 次金牌第一袁获 982 枚奖

牌渊表 6冤遥 随着 1991 年野冷战冶结束袁奥运会上两大阵

营对峙的格局消失袁在野冷战冶后的 8 届夏季奥运会

上袁美国取得 5 次第 1 名袁3 次第 2 名袁尤其进入 21 世

纪后金牌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袁 奖牌总数除 2000 年

悉尼奥运会外都在 100 枚以上渊图 5冤遥此外袁从历届冬

奥会奖牌总数与金牌数量看袁1992 年第 16 届冬奥会开

始袁美国奖牌数量与金牌数量波动明显渊图 6冤遥 美国竞技

体育的强项分布广泛袁尤其在游泳尧田径等基础项目

上实力强劲袁2004 年雅典奥运会时在这 2 个项目上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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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金牌榜首的次数 金牌总数 奖牌总数

苏联 7 440 1 122

美国 4 410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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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103 枚奖牌袁占总数的 50%以上遥此外袁为推动竞技

体育持续发展袁USOC 制定了野金牌行动计划冶袁给预

备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提供服务保障遥 如 1996 年奥

运会前的野强化训练计划冶尧1997 年的野奥委会社会发

展计划冶尧2019 年的野运动员职业与教育计划冶渊ACE冤
等袁在奥运备战上体现出强烈的国家意志遥
表 6 第 15 届至第 24 届奥运会上苏联与美国获得奖

牌的情况

图 5 野冷战冶后美国夏季奥运会成绩走势

图 6 野冷战冶后美国冬季奥运会成绩走势

第二袁利用竞技赛事推动美国文化全球化遥 野冷
战冶结束后袁世界各国为谋求和平与发展袁在体育领

域的合作越来越广泛袁 以体育竞赛为主题的全球化

得以快速发展遥 美国是推动现代体育传播的主要国

家袁通过实行全球扩张战略袁积极输出文化遥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袁 以 NBA 为首的四大职业联赛进行全

球化推广袁大量的高水平职业运动员走向世界各地遥
2011 年的欧洲篮球锦标赛有 野美国篮球统治欧锦

赛冶之说袁28 名 NBA 球员征战当年的欧锦赛袁欧洲

篮坛几乎成了 NBA 的翻版袁24 支球队中有 15 支至

少拥有 1 名 NBA 球员袁NBA 赛场成为各国篮球职

业联赛模仿的对象 [17]遥 美国向世界输出的不仅是体

育袁还有集聚美国文化特质的理念遥 每年的 NFL野超
级碗冶 成为世界最大体育节目袁2012 年全球超过 10

亿观众收看第 45 届野超级碗冶赛事袁美国职业赛事浸

入世界多个国家袁影响了全球体育发展遥
第三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职业体育联赛遥 美国

职业体育保持增长势头袁1975 年美国职业大联盟中有

73 支球队袁 主要组织以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渊Major

League Soccer袁MLS冤尧MLB尧NBA尧NFL尧NHL 为中心的

赛事袁到了 2000 年袁五大联盟俱乐部总数扩充到 131 个袁
其他小联盟也得到快速发展遥 21 世纪初袁美国的篮球尧
冰球尧棒球尧橄榄球尧网球尧自行车尧拳击等 20 个项目的

140 多个运动队走上职业化和商业化道路袁竞技体育所

提供的商业赞助不断扩大袁 缔造了世界上最为发达的

体育产业帝国遥 20 世纪 80 年代袁职业体育总体收入约

30 亿美元袁而 10 年后突破 70 亿美元遥 2006 年叶财富

渊福布斯冤曳杂志统计袁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盟总收入达

到 148.3 亿美元[18]遥 20 世纪 90 年代可称为各体育项目

联合会不断扩张的时期袁 奥运会逐步对职业运动员开

放袁 世界范围内的职业体育竞赛广泛开展袁NBA 成为

世界职业篮球的典范袁NFL 成为全美职业联盟中最盈

利的组织遥 同时袁美国创办了众多有全球影响力的职业

体育联赛袁不断把职业体育市场推向世界遥
第四袁积极推行竞技体育治理 ,塑造国际形象遥

为提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的地位袁USOC 不断调整

发展战略遥 1992 年开始袁棒球尧篮球尧足球尧自行车等

项目的职业运动员被允许参加奥运会袁进入 21 世纪

后袁USOC 采取了系列改革举措袁 精减了委员会尧董
事会机构遥 一是袁积极参与国际体育运动遥 USOC 成

立了国际关系部袁 开展了一系列竞技项目国际推广

活动袁 邀请超过 3 000 名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和教练

员到美国奥林匹克训练中心训练和比赛遥二是袁与国

际单项体育协会合作遥改革单项体育协会管理体系袁
提高单项体育协会的运行效率遥2005 年袁USOC 通过

了单项体育协会治理办法袁 提升单项体育协会自治

能力遥三是袁推进反兴奋剂治理遥USOC 发起为了野干
净比赛冶的全新计划袁积极倡导在奥运会和国际单项

比赛中杜绝出现兴奋剂袁塑造良好国家形象遥 四是袁
强化奥林匹克理想教育遥广泛开展野奥林匹克大使计

划冶尧奥运机遇基金尧奥林匹克周尧青少年奥林匹克技

能大赛尧残奥会学院尧野奥委会社区合作伙伴计划冶等
活动袁积极推广奥林匹克理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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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成长期 快速成长期 强盛期 缓慢成长期 衰弱期

国家的成长

竞技体育强国
的成长

准备成长期 快速成长期 强盛期
1776 年 1800 年 1870 年 1900 年 1945 年 2000 年1991 年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是一部伴随国家政

治尧经济尧文化尧社会不断振兴和发展的历史袁是依托

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袁 利用不同成长方式完

成跨越袁体现出与国家生命周期相关的特征渊图 7冤遥

图 7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成长周期的特征

国家成长过程中伴随着竞技体育的成长遥 从美

国竞技体育强国成长的 3 个阶段来看袁 每个阶段的

成长起点都晚于国家的成长遥 如美国国家成长始于

1776 年袁而竞技体育萌芽于 19 世纪初曰美国在 1870 年

工业产值超过英国袁 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强国后进

入快速成长期袁而美国竞技体育在 20 世纪初进入快

速成长期遥可以说明袁美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促进竞技

体育的成长袁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成长的交界点都在

国家每个成长周期开始后的 30 年左右袁体现出美国

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建立在国家成长之上袁 国家成

长带动了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袁 凸显出美国竞技体

育强国的成长与国家成长密切相关袁 成长轨迹具有

较大的趋同性遥 美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伴随着竞

技体育强国实力的不断上升袁 或者说国家综合国力

的提升催生了竞技体育实力的增长遥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成长始于国家的准备成长

期袁 竞技体育强国的快速成长始于国家生命周期的

快速成长期袁 在 1945 年二战结束美国进入强盛期袁
其竞技体育在野冷战冶结束后进入强盛期袁野冷战冶后
美国成长为综合实力最强的世界大国袁 竞技体育也

顺应国家成长趋势进入发展强盛期遥 美国竞技体育

强国成长的每个阶段都与国家成长阶段对应袁 说明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与国家成长的生命周期具

有一定协同性遥 美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出现在国家综

合国力发展最快的时期袁因此袁可以把竞技体育发展

程度作为强国崛起的重要信号遥 国家在快速成长期

和强盛期内最具有发展活力袁 国民社会心态和国家

政治诉求为竞技体育的成长提供了保障遥 具体表现

在院作为综合实力世界第一的现代化强国袁替代性满

足会使国民对国际舞台上的争金夺银表露出极大的

热情袁 国民期望通过借助国际赛场上的竞技实力排

名表达出国家的综合实力袁 这间接促进了竞技体育

强国的快速成长遥

美国竞技体育进入强盛期后袁 其综合实力长期

维持在较高水平而不会轻易下降遥 从成长的先后顺

序而言袁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准备成长期要晚于国

家的准备成长期袁 竞技体育强国在国家的快速成长

期内完成准备成长袁 在国家的快速成长期内进入快

速成长期袁 竞技体育强国的快速成长期结束于国家

的强盛期袁 竞技体育强国的强盛期始于国家的强盛

期遥每一个阶段袁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周期都要长于

所对应的国家成长周期遥 2001 年野9窑11冶恐怖袭击事

件后袁美国进入缓慢成长期袁其竞技体育实力却依然

处于强盛期袁 在其后的每届夏季奥运会美国都处于

第一名渊除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冤袁保持超强的综合实

力遥这说明随着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不断成长袁竞技

水平不会轻易下降袁 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具有一定

的持续性袁 或者说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成长具有惯

性遥在这种惯性的带动下袁其竞技体育实力能够保持

一定的时期袁不会因为国家成长的缓慢而放慢步伐遥

从美国竞技体育强国成长周期跨度的一致性趋

势推测袁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一般要经历近一百年周

期的成长遥由此可以大致推断袁美国竞技体育强国的

强盛期可能保持一个世纪袁即从 1991 年野冷战冶结束

美国竞技体育强国进入发展强盛期袁 其竞技体育实

力可能保持到 2090 年左右遥 随着美国 2001 年后进

入缓慢成长期袁美国竞技体育强国发展可能在 2090

年左右随着国家成长的衰退而进入缓慢成长期遥 导

致美国竞技体育强国衰落的原因是多元的袁 根据近

年来美国国家发展的特征袁推测院一是可能与美国社

会经济实力的下降有关袁2001 年野9窑11冶事件后袁恐
怖主义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持续性冲击袁 并且

近年来袁 美国对外继续拓展霸权政策袁 军费透支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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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袁国家经济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袁经济衰退必然

影响竞技体育的发展遥二是可能与国民尧社会对竞技

体育态度的转变有关袁竞技体育成绩是国家政治尧经
济尧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袁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

形象的体现遥多年来袁美国超强的竞技体育实力已经

很好满足了国民社会心态的政治诉求袁 再依靠竞技

体育证明国家强大的社会愿望可能下降袁 一定程度

上也减缓了竞技体育的发展遥 三是可能与美国老龄

化社会对竞技体育的冲击有关袁 老龄化是美国面临

的主要社会问题袁 老龄化人群更加趋向保守型的体

育活动袁如休闲体育尧大众体育和观赏性体育等袁老
龄人群的增多必然减少参与竞技体育尤其是职业体

育的社会群体袁从而影响竞技体育的参与性遥

竞技体育强国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竞技体育发展

水平和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袁从历届奥运会成绩看袁
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提升袁尤其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和 2020 东京奥运会袁我国竞技体育成绩实现

了新的突破遥 其中袁我国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获得

48 枚金牌和 100 枚奖牌袁 位列金牌榜第一名曰在
2020 东京奥运会取得 38 金尧32 银尧18 铜袁金牌数追

平参加境外奥运会的最佳战绩袁 我国已稳居世界竞

技体育强国之列遥依据国家生命周期理论袁当前我国

正处于从快速成长期向强盛期跨越的过渡期袁 处于

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重要阶段遥
这一时期袁竞技体育面临良好的社会环境袁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营造

了竞技体育成长的新机遇袁 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和经济社会转型下的业态融合升级为竞技体育

成长提供了新环境袁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赋予竞技体育更强大的内生动力袁 新型国家

治理格局将为举国体制注入新活力遥此外袁推动竞技

体育成长的制度环境优越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显著袁国家政局稳定尧经济高速发展尧市场空间

广阔尧社会和谐安康尧人民生活富裕袁国家在体育强

国尧健康中国尧教育强国尧文化强国等领域袁掀起的经

济社会的重大改革将丰富竞技体育发展的内涵袁加
速激发竞技体育成长的内生动力遥并且袁随着经济社

会改革的不断深化袁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尧优化

经济结构尧转换增长动能的关键时期袁这将为推动竞

技体育的成长提供坚实保障 [19]遥 面对新发展阶段经

济社会赋予的新机遇尧新环境袁要处理好竞技体育成

长与国家发展的关系袁 要在国家发展的大环境中实

施竞技体育事业的顶层设计袁 科学引导竞技体育深

度融入国家生命周期袁 合理利用现代化国家建设在

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社会尧生态等方面集聚的优势资

源袁助推竞技体育实现高质量成长遥

成长方式是推进竞技体育从小到大尧从弱到强

成长的基本理念尧手段尧方式尧形态等集合袁是激发

竞技体育强国成长的内生动力源遥 推动竞技体育成

长方式转变袁 不仅是竞技体育自身成长的迫切需

要袁 也是对我国经济社会成长方式转变的积极响

应遥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我国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的

保障下袁依托野赶超型冶成长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袁
短期内成长为世界竞技体育强国袁促使竞技体育走

出了特色成长之路袁实现了勇攀高峰尧为国争光的

宏伟目标遥 这种成长模式表现为以国家投入为主体

的要素驱动尧以为国争光为核心目标尧以国家政治

需要为价值定位尧以优先发展为基本原则尧以集中

优势资源重点突破为重要手段遥 在野赶超型冶成长模

式方式的引导下袁 我国竞技体育整体呈现快速成

长袁超越了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成长水平袁并先于

国家成长速度袁从快速成长期步入强盛期遥 然而袁这
种成长模式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和保障等要素驱

动实现成长袁导致竞技体育发展不平衡袁过度依赖

政府行政手段袁竞技体育内部组织缺乏活性袁成长

的内生动力不足袁 表现出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尧
不协调的新问题遥 进入新发展阶段袁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战略全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

竞技体育优化成长模式袁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尧体育

强国和教育强国建设袁进一步增拓竞技体育的成长

方式遥 叶野十四五冶体育发展规划曳专门提出野坚持举

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袁构建竞技体育发展新模

式冶袁 对新发展阶段我国竞技体育的成长提出了新

要求遥 对此袁竞技体育必须创新成长模式袁要全面融

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袁纳入国家野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和野四个全

面冶战略布局袁对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遥 要拓宽成长

视野袁以更为野开放冶的理念创新竞技体育成长方

式袁加快实现从垂直管理向扁平化治理转变尧从数

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尧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

化发展转变尧 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袁全
面提升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的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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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竞技体育成长和国家成长的关系而言袁 我国

竞技体育在优先发展战略和奥运战略的推动下取得

了超前发展袁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强国正处于发展强

盛期袁竞技体育的成长快于国家成长速度遥这就需要

积极引导竞技体育全面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建设袁发
挥竞技体育对国家成长的带动和引领作用遥一方面袁
引导竞技体育优势资源向国家战略转化遥 竞技体育

不仅在场地设施尧科技资源尧训练康复手段尧精神文

化等方面集聚了丰富资源袁而且对全民健身尧学校体

育和体育产业等领域具有强大的带动和引领作用袁
要引导竞技体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袁 打造竞技体育

与大众体育尧 学校体育和国家各项事业共同发展的

高质量循环体系 [20]遥 例如各地体育管理部门可以推

动竞技体育场馆资源服务全民健身袁 把竞技运动员

的训练方法尧康复手段推广到群众中袁打造从业余到

职业的运动员等级标准体系和业余竞赛体系袁 从而

实现竞技体育与国家其他事业的协同成长遥 另一方

面袁全面推动竞技体育强国的可持续性成长遥在向体

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袁 关注的不再是竞技体育如何

崛起的问题袁 而是我国竞技体育崛起后如何保持持

续强盛而减缓进入衰退期遥 这就要求在竞技体育发

展中要充分考虑国家身份与竞技体育发展的关系尧
国民社会心态的变化对竞技体育的影响以及老龄化

社会对竞技体育的冲击袁综合考虑政治尧经济尧文化

对竞技体育的影响袁优化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袁调整竞

技体育结构袁创新竞技体育治理模式袁提高竞技体育

内涵式发展质量遥 不仅要继续保持并扩大竞技体育

的发展优势袁还要为社会提供更多尧更优质的体育公

共服务产品袁逐步打破行业垄断袁孵化培育健康的体

育社会组织袁推动竞技体育实现从野奥运争光冶向全

面服务社会转变袁 促进竞技体育强国在更高水平上

实现均衡尧协调和可持续成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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