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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中国体育》

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作者的一些精彩体育评论，作为一名体育工作者，作者透过北京申办奥运会、奥运会改革
、体育赛事中的志愿服务人员、奥运会建筑、体育商业市场化等一系列问题，解读了我国体育事业及
产业的发展现状，并对我国体育未来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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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纪中，1936年生。195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青年时代喜欢体育，曾任江苏省排球队队
员。大学毕业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工作，曾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际司司长。从1974年起介入奥
林匹克运动，担任过12年中国奥委会秘书长。至退休年龄，又奉命组建中国体育产业集团并担任董事
长。现任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会长、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一些领导职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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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中国上至政府下至民众，中层是体育界，对各届奥运会的重视程度是世界少有的。从历史上看，
由于中国人被西方贬成“东亚病夫”，因此要把这顶帽子甩到太平洋中去一直是众多有正义感的中国
人的梦想。我记得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有人查了20世纪20年代出版于天津的报纸，报载
有人投书报纸提了3个问题：中国人什么时候想参加奥运会，中国人什么时候在奥运会上能拿金牌，
中国什么时候能办奥运会。这3个问题确实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今年3个愿望都实现了。    美国著
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生活经济学》中曾讲到，在其他行业中很少见的现象是运动竞赛几乎
总是与国家和城市联系在一起，球迷们坚信自己的呐喊助威有助于自己所支持的球队在场上表现更佳
。真正的信仰并不需要总是有预期的效果，弗里德曼是从人的理性出发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的。    我个
人认为，中国对奥运会那么重视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分析。    第一是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中华
民族几千年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无论是暂时的分，还是稳定的合，我们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
始终是如一的。我们只要听听场外侨胞和华人的叙述心怀就会被这种血浓于水的情绪所感动。这在今
天的世界趋向一体化的过程中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这种情结在我国体育健儿在绿茵场上
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代表的和平竞赛之中，会起到强化的作用。    第二，参加奥运会也好，组办奥运
会也好，在我们国家重要是政府根据人民的意愿所组织的政府行动，它已经形成一种公共产品，群众
在其中有所获。这就是我国运动队训练的“举国体制”，中国公民每—个人都以各种形式程度不同地
做出了贡献。因此，政府、人民、社会各界对其“收益”的关注是必然的。    第三，“振兴中华”的
赶超愿望。“振兴中华”这个激励全国奋发图强的口号是从运动竞赛中我国获得胜利引发的。我国领
导人马上抓住这句高度概括民族复兴强烈要求的话，来具体组织在奋发图强之下全民发展经济和社会
的巨大行动。我国在综合实力方面在世界经济中排名第六第七，但是在奥运会比赛中本世纪初已经跃
居第三，中国人为此感到骄傲。    第四，目前各级政府体育主管部门都仍然把运动成绩看成政绩的主
要目标之一，由于上面讲的三方面原因，这也是公众的要求，不能简单地视为金牌第一的锦标主义。
政府部门不就是要做人民喜欢的事情吗?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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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汇集了作者的一些精彩体育评论，作为一名体育工作者，作者透过北京申办奥运会、奥运会改革
、体育赛事中的志愿服务人员、奥运会建筑、体育商业市场化等一系列问题，解读了我国体育事业及
产业的发展现状，并对我国体育未来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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