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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奧運 51 金：中共實行「舉國體制」下的產物時　評

Winning 51 Gold Medals at Beijing Olympics:  
An Production of CCP’s “Whole-Nation System”

王正旭（Wang, Cheng-Hsu）

致理技術學院助理教授

第 29 屆奧林匹克夏季運動會，於 8 月 24 日晚間在北京「鳥巢」體育場

（國家體育場）隆重閉幕。這一場被國際奧會（I.O.C.）主席羅格（Jacques 

Rogge）喻為無與倫比（truly exceptional games，亦有人認為應翻譯成獨具特

色），讓中國和世界彼此更能相互瞭解的體育盛會，對多數大陸人民而言，無疑

將是令人陶醉且久久難以忘懷的記憶。尤其中國大陸運動員在本屆賽會裡，以

奪取 51 面金牌的亮麗表現，史無前例地站上世界體育首強的位置，加上南韓 13

金（位列第 7）、日本 9 金（排名第 8）的成績，證明了亞洲國家體育實力已占

有相當顯著的地位，也讓歐美傳統體育強國刮目相看，不敢輕視。

北京奧運會，內涵著中國人多年來的夢想，肩負著中國以「和平崛起」面

貌走向世界的責任，最終搭配了 51 面金牌的戰績落幕，這般結果，想必中共當

局和大陸人民應該是滿意的。事實上，為了得到這個滿意的結果，各界注入在

軟硬體的投資金額，包括場館設施、城市建設等，粗估高達四百億美金，這在

歷屆奧運會中也是「無與倫比」，在很大程度上可謂「用錢堆起來」的，至於

人力資源的投入，則更難以計算。當然，相較於中國大陸總體經濟發展成果，

籌辦北京奧運投注的四百億美金，所占份額並不大，何況其中許多是有形的資

產與建設項目，會後可以繼續利用或變賣；至於各界關注中國經濟是否會產生

「奧運低谷效應」的負面影響，目前看來也有限。惟中共當局為辦好這次奧運

會，從 2001 年的申奧、過去 7 年對於以北京為主等 7 個承辦城市的建設、鳥巢

北京奧運51金：
中共實行「舉國體制」下的產物

時

評



�

第6卷　第9期　中華民國97年9月

「2006國家安全報告」與新安全觀

C

M

Y

CM

MY

CY

CMY

K

form04 [轉換].pdf   12/20/2007   3:38:04 PM

與水立方（國家游泳中心）等新穎場館的興建、聖火傳遞、安全與反恐維護、

開閉幕式的壯闊場面、甚至大規模推展的政治文化和群眾運動（如創建文明城

市、八榮八恥）等，倘言中國大陸是傾全國之力籌辦北京奧運會，並不為過。

特別值得一提者，從近幾屆夏季奧運紀錄觀察，主辦國能夠成為金牌榜首

的，寥寥可數！主要原因在於，國際體壇綜合實力頂尖者，冷戰時期集中在美

國、前蘇聯、東德等國家，90 年代以後，則是由美國一枝獨秀，俄羅斯、中

國大陸、澳大利亞等國緊追在後伺機竄起。而奧運主辦權按例在世界各大城市

輪流的情形下，除了美國洛杉磯與亞特蘭大兩城市舉辦間隔僅 12 年（1984 與

1996）較特別，讓美國當了兩屆東道主與獎牌榜首外，另一次則為前蘇聯舉辦

1980 年莫斯科奧運會，也曾享受過最多金牌的榮耀。不過，莫斯科和洛杉磯

奧運會分別因為美、蘇兩陣營的相互抵制，使得參賽隊伍銳減而讓金牌成分褪

色。因此，中國大陸能在北京奧運以主辦國身分一舉衝上金牌榜首，而且是在

亞洲國家中首創（1964 年東京奧運與 1988 年漢城奧運，日、韓兩國並未有此成

就），殊屬不易。

然而，中國大陸運動員之所以能勇奪 51 面金牌傲視全球，除了天時、地

利、人和的主場優勢外，龐大的人才隊伍、嚴格的訓練環境、各界提供的優渥

獎勵、以及運動員面對這百年一遇的難得機會而產生的奮勇心態等，也是重要

因素。更全面的說法，還是中共持續實行多年的「舉國體制」型態，全力培養

運動員奪牌，才能在本屆賽事中大放異彩。

舉國體制興起於舊蘇聯，尤其是冷戰時期、計畫經濟年代的共產主義陣

營。由於國家綜合實力相對落後，為了利用體育競賽成績宣揚共產制度的優

異，因此採用集中全國財力、物力、人力的途徑，組成一支龐大的體育訓練隊

伍，以競技體育為主攻方向，力求爭取最佳的競賽成績；更明白地說，就是調

動社會大量資源，訓練出金字塔頂端的運動選手。長期以來，這個模式在中國

大陸持續沿襲，乃因中共一直賦予體育繁重的政治、統戰、外交任務，即使在

改革開放後中共宣稱以公有制為主、多種成分所有制為輔，實際卻是市場經濟

掛帥的氛圍裡，由於中國必須走向世界，而體育所具備的特殊性質，使其肩負

的責任更形沈重。例如：藉由奧運會這種大型賽會的舉辦，塑造經濟成長與社

會和諧的景象；利用民眾對體育的狂熱以及對明星運動員的崇拜（例如百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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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跨欄選手劉翔、籃球員姚明、國家乒乓球隊、跳水隊、體操隊等），塑造人

民對國家民族的忠實信念，甚至對執政者的信服；至於外交（本次奧運總計邀

請 80 多個國家、地區或國際組織，110 多位元首、政府首腦、王室代表、地區

領導人和國際組織代表及配偶，為歷屆奧運之最）、統戰（以奧運聖火及名稱問

題，與臺灣進行政治角力）等議題，則是體育的基本附屬工作，更無庸贅言。

而競技體育所強調的成績，在本屆奧運 51 面金牌，總獎牌 100 面（次於

美國的 110 面）的結果下，對中共而言，更突出了舉國體制在總結成就背後所

發揮的力量，例如，中共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即曾表示：「堅持舉國體制絕不

動搖」；北京奧組委高級顧問、前中國奧委會主席魏紀中也堅稱：「金牌第一，

說明舉國體制有效」。由於中共採取目的性、有計畫地培養競技體育選手，特別

強調體型分級或個人技巧方面，因此中國大陸選手在本屆奧運傳統拿手項目，

例如跳水、體操、乒乓球、羽球、舉重、射擊、柔道等依舊斬獲豐碩。至於射

箭、彈簧床、輕艇、帆船、擊劍、拳擊、游泳等弱勢或冷門項目，卻也令人驚

異地奪取多面金牌。究其因，除了必然的競爭汰換，派遣最優秀選手出擊，

中共大手筆高薪聘請外籍教練，也是在西方國家傳統強項例如擊劍、拳擊、帆

船、輕艇等脫穎而出的關鍵之一，質言之，沒有舉國體制作後盾，金（獎）牌

總數必然大打折扣。事實上，以中國大陸人才之豐沛、國家投注專業體育訓練

經費之多、運動選手一戰成名後的經濟利益和社會聲望的驅使慾念之高，尤其

是國家機器以權威手法調動社會資源的壟斷能力之強，在在使得舉國體制和競

賽成績的相互證成，變得理所當然。

即使有如此優異的成績，但是一波波懷疑、挑戰舉國體制的聲浪，也隨著

金牌數的產出而快速累積。這包括了：

第一，奧運金牌數最多，顯示競技體育的成就，但這種菁英思維與訓練方

式，無法凸顯全民體育、群眾體育的普及。因此，中國大陸是否已經成為一個

名符其實的體育大國，尚存疑問。

第二，投注大量資源以奪取獎牌，這確實拜國家機器高度權威統治之賜，

經費得以有目的地進行調度灌輸。然而，投入在運動菁英培養者多，在基礎體

育教育和研究者少；以競賽成績為追逐目標，讓社會資源減少對民生經濟或基

層教育的配置，孰輕孰重？看來中共選擇了前者！用個比喻來表示，即使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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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資源造出了攻擊用的大砲，若無法妥善地維繫螺絲釘等零件的良率，或者因

為缺少潤滑用的黃油，而使大砲停擺，那麼砲身終將陷入無用武之地。因此，

是否應該揮別只追求奧運獎牌的菁英形式主義，轉而把重心放在對基礎的關

注？

第三，有研究指出，目前中國大陸約有 3 千多所青少年體育學校，將近 40

萬青少年投入訓練；其練習的目的，健體強魄固然有之，但更多的恐還是覬覦

功成名就後的經濟報酬，忽略了體育的原始精神。舉國體制下，中共以人海戰

術、封閉式環境甄拔人才，雀屏中選者當然可以躋身保障之林，甚至一享魚躍

龍門的待遇，但更多的中箭落馬者，幾乎都落得自我承擔的苦境。這種優勝劣

汰的殘酷，對於有心投入體育事業的大陸青少年而言，是否公平？國家對於各

階層運動選手，特別是無法脫穎而出，但也曾有優秀表現的選手，是否有妥適

的照顧、輔導配套措施？

第四，為了在競爭激烈的舉國體制裡生存，導致若干體育決策官僚、教

練、選手、家人，甚至摻雜現實功利的商業行為者，形成一個利益糾結的集團

亂圈，以非常手段應對，或者對運動員施以超出體能負擔的訓練份量，或者以

高額獎金利誘，或者在各項資格與報名指標上作弊造假。例如，目前已遭國際

體操總會列為重點調查對象的中國女子體操隊，個別選手年齡可能涉嫌在奧

運會中虛報造假，儘管還在調查階段而結果尚未出爐，但身為主辦國，發生這

種事情，總是諷刺，而大陸境內類似這樣的事例，究竟還有多少而未被察覺揭

發？

第五，雖然金牌數最多，但換算之後每面金牌價值不菲，各種統計結果，

從幾千萬到幾億人民幣都有，這樣的投資報酬率真的划算？這是否把體育的基

本精神予以異化？相較歐美體育先進國家，其金牌選手或來自業餘，或以「寄

體育於生活」的態度從事運動，即使有身價高昂的職業運動員參賽奪金，但其

收入係來自於高度發展的經濟結構與完善的俱樂部體系，並非如中國大陸一樣

幾乎由政府介入，採長期、重點、享特殊津貼的訓練模式。在市場經濟思維占

主位的今天，中共仍採舉國體制，是否有跟不上潮流的感覺？

綜上所述，大陸運動員在北京奧運場上揚名立萬，固然為中國的民族凝聚

和國家士氣，營造難以量計的效果，在中國傳統講顏面、爭口氣的文化裡，透

過舉國體制站上競技體育的顛峰，也讓許多大陸民眾為之癡迷瘋狂。不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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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讓體育精神異化的體制，在社會資源分配、基礎教育投資、國民體質提升等

方面，並未發揮讓人民滿意的效果，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奧運會的英雄出現了，這些英雄即將面對的市場身價逐漸清晰了，中共藉

辦奧運展現實力的夢想更是徹底實踐了。然而就像開閉幕儀式時，北京夜空亮

麗的煙火表演一樣，照亮的只是鳥巢以及其所在的北京城中軸線，一條象徵權

威的中軸線；為了凸顯這場煙火的絢麗，北京城當時是黑暗的、被管制的，絕

大多數北京居民只能站在黑暗和被管制的一隅，去享受短暫的視覺效果。就像

舉國體制一樣，塑造的只是少數個人英雄，但作為執政者，中共更須關心的，

卻是絕大多數為英雄歡呼的人，因為沒有這些人的配合與投入，英雄是沒有價

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