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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
体育兴国战略思想比较研究

［摘 要］ 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历经萌芽、形成、发展与深化四个阶段，从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到中

国人民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从跨入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到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始终积极进取，有所

作为。全面比较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总结经验，寻找规律，对于新时期我国建设世界体育强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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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

志和胡锦涛总书记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是继承古今中外优

秀文化遗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同中国体育实际相结合的

产物。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是指引我

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与壮大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我国各项体

育事业改革、发展、创新与提高的重要理论基础。

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都在我国不

同历史时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

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全面比较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

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总结经验，寻找规律，对于推动我国体

育事业改革、发展、提高与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稳步

推进我国由世界体育大国向世界体育强国迈进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体育兴国战略思想的共同性

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在新中国体

育史上各自有着与时代相适应的主要特点和所发挥的历史作

用，并从纵向上构成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时，新中国四

代领导核心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又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并表现为一种继承和发展的递进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

完整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体系。

（一）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体育兴国战略思想的共同性体现在

都强调和重视大众体育，关心全民强身健体，都着眼于广大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

1952 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召开成立大会上题

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邓小平同志始终高度重视群众体育工作，1952年曾指出：

要“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1974 年 8 月，邓小平

同志在接见参加亚运会的队伍时强调：“毛泽东向来主张，体

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就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就是群众性问题。当然，这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体委

应该主要在这方面做好。”

江泽民同志强调：“体育是关系人民健康的大事，体育水

平是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保证和提高亿万人民

的健康水平和体能素质，始终是体育工作的立足点和归宿”。

1997年江泽民同志的“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题词则更进一步阐明了他对全民健身的重视。

2008 年 9 月 29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

总结表彰大会中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

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

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

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继续发展群众体育事业，继续

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进一步推动

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二）关注与重视体育的政治服务功能和作用

体育是国家事业的一部分，体育的特点是传播速度快，影

响大。体育本身不是政治，但是体育具有政治功能。在当今

世界，体育，特别是竟技体育的国际化交往，不仅扩大了活动

范围，而且加深了社会影响，把本来属于运动技艺的比赛，扩

大和延种到了国与国之间的竟争，使体育比赛远远超过了体

育本身的价值，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政治作用。

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体育兴国战略思想的共同性还体现

在都强调与重视体育的政治服务功能和作用。

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作了大量具体指示，如 1954 年，毛

泽东同志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批准了中央体委

《关于加强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在批示中指出：“人民的体

育运动是国家的一项新事业”，“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

民的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1］191971 年，对中国

乒乓球队是否参加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所作的“我队应

去”的批示。［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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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强调“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

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

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2］所

以，邓小平说：“打球中体现了很大的政治任务。”［2］

江泽民同志在 1990 年视察北京亚运会筹备工作时指出:

“在我国举行亚运会对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国际友好往来大有

好处，要通过亚运会的召开，把民心振奋起来，推进两个文明

的建设。”［3］还发出了“发展体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服务”的号召。［1］274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体育已经成为推广文明生活方式

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的重要方法，已经

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沟通世界、联系世界

的重要桥梁”。

二、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体育兴国战略思想的差异性

（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

由于毛泽东同志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和国际环境，重视

体育的军事作用和外交作用。邓小平同志由于改革开放的需

要，所以更加关注体育的国际作用和影响。江泽民同志重视

体育的改革，更加关注体育的政治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则更

加重视建设世界体育强国工作。

（二）采用的策略不同

毛泽东同志采取均衡发展策略，推动了新中国体育事业

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同志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为指导，确立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道路。江

泽民同志从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出发，以“三个代表”思想为

指导，通过深化体育改革，促进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胡锦

涛总书记强调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为我国真正实现世界竞

技体育强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所起的作用不同

毛泽东同志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开创了我国体育兴国战

略思想之先河，邓小平同志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奠定了有中

国特色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江泽民同志的

体育兴国战略思想丰富与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兴国战略

思想体系，胡锦涛总书记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深化与完善了

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体系。

三、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体育兴国战略思想的连续性

通过对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体育兴国战略思想、策略、效

果的比较，基本结论是:实现手段、具体策略都在不断成熟和

完善，既是连续的又是不断创新的，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递

进关系，是一个不可割裂的、完整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体系，

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兴国战略思

想体系。

首先，新中国体育兴国战略思想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开

创了新中国体育兴国战略思想之先河。

其次，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承前启后，既贯

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又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开创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主义体育道路，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的体

育兴国战略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

再次，江泽民同志继承与发展了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

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对我国体育兴国战略思想重新研究，深

化体育改革，扩大、挖掘体育经济的作用，推动了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向前发展，丰富与完善了有中国特

色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体系。

最后，胡锦涛总书记遵循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江泽

民同志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不但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而

且取得了奥林匹克奖牌历史性的突破，使中国成为当之无愧

的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加快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

育事业的发展步伐，深化与完善了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兴国战

略思想体系。

四、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体育兴国战略思想的创新性

第一，毛泽东同志是新中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当之无愧

的开创人与奠基者。毛泽东同志开创了我国体育兴国战略思

想之先河，他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外交兴国战略思想，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强民兴国战略思想和“健康

第一，学习第二”的强种兴国战略思想，都是史无前例的。［4］

第二，邓小平同志在他创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中，又从体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工作重点、科学方法、发展方

向与前途等方面，富有成效和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

同志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在理论上系统地解决了一系列有

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道路的基本问题，如创造性地创

建了有中国特色的一国两制式“奥运模式”，并高瞻远瞩地提

出了申办奥运会的申奥兴国战略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体育

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5］

第三，江泽民同志在继承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的体育

兴国战略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体育法制的体育兴

国战略思想。1996 年，江泽民在第 3 届亚冬会开幕式上对组

委会人员谈话时便指出:“我一直觉得，包括我们的体育工作，

包括其他部门，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对这个工程的管

理，必须依法进行，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体育的制度化和法律

化。

第四，胡锦涛总书记在继承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江

泽民同志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奥

运争光与全民健身和谐发展及建设世界体育强国的体育兴国

战略思想，开创了我国建设世界体育强国的新局面。

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的体育兴国

战略思想是我国体育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科学指南。

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既有共同性

又有差异性，虽然有着明显的阶段性，但相互间又有着必然的

内在联系，既是连续的又是不断创新的，是一种继承、发展和

创新的递进关系，是一个不可割裂的、完整的体育兴国战略思

想体系，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体育

兴国战略思想体系。

新中国四代领导核心的体育兴国战略思想体系一脉相承

的，其实现手段、具体策略都在不断成熟和完善，其实践和认

识的水平都是不断进步的，其对我国体育指导既高瞻远瞩，又

明察实情，不断地推进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壮大，不断地

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与壮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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