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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我们又迎来了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的隆重开幕。
当我们沉浸在举国欢庆之时，我们崇敬深情地缅怀为新中国崛起、为民族复兴而前赴后继的先贤；心
潮澎湃地回顾60年来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迁的历程；振奋激昂地为新中国取得巨大成就而自豪；信心
百倍地对新中国未来的发展满怀憧憬。
体育，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60年来，新中国体育坚持以民族复兴为宗旨，以增强国民体质、为国争光为基本任务，以国家办与社
会办相结合为发展思路，以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的赶超为突破口，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发
展道路，初步建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体育发展模式，胜利地实现了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
60年来，新中国体育事业取得了骄人的发展成就。
我们成功地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向“体育大国”的跨越，塑造了康强奋进的民族形象；广大人民群
众成为体育活动的主体，民族体质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体育正在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竞技体育建
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体育运动水平全面、大幅度提高，迈入世界前列；体育产业从无到有
，迅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支柱，为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注入新的活力；体育科研大步迈进
，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学科体系，科教兴体深入人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得到继承、光大
，民族传统体育正在走向世界；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得到空前发展，基本可以满足各种类型，不同规模
的体育竞赛与体育活动，极大地改善了开展体育活动的基础条件；体育打破封锁，全面走向世界，积
极参与和承担国际体育事务，国际影响力日益增长；体育宣传在引导群众，促进观念更新，普及体育
知识等方面，深入人民生活，体育新闻出版形成网络；体育改革日益深化，体制建设、机制转变，增
长方式调整，取得了初步成效；经过体育界几代人的努力，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华体育精神”，成为
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食粮，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体育在服务于
国家、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取得了自身的巨大发展。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其“无与伦比”盛誉，完美谢幕。
北京奥运会作为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体育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期。
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地向体育界提出了“由体育大国向体
育强国迈进”的新任务与新目标。
建设“体育强国”，将是今后一个时期里，体育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这对体育界来说，既是时代的使命，也是发展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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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60年来，新中国体育事业取得了骄人的发展成就。
我们成功地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向“体育大国”的跨越，塑造了康强奋进的民族形象；广大人民群
众成为体育活动的主体，民族体质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体育正在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竞技体育建
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体育运动水平全面、大幅度提高，迈入世界前列；体育产业从无到有
，迅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支柱，为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注入新的活力；体育科研大步迈进
，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学科体系，科教兴体深入人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得到继承、光大
，民族传统体育正在走向世界；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得到空前发展，基本可以满足各种类型，不同规模
的体育竞赛与体育活动，极大地改善了开展体育活动的基础条件；体育打破封锁，全面走向世界，积
极参与和承担国际体育事务，国际影响力日益增长；体育宣传在引导群众，促进观念更新，普及体育
知识等方面，深入人民生活，体育新闻出版形成网络；体育改革日益深化，体制建设、机制转变，增
长方式调整，取得了初步成效；经过体育界几代人的努力，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华体育精神”，成为
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食粮，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体育在服务于
国家、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取得了自身的巨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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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1952年7月，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
届奥运会。
在第15届奥运会上，首次参赛的苏联体育代表团获金牌22块，奖牌7l块，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居第二位
，总分494分与美国平分秋色。
这给中国代表团很大的刺激。
回国途中，代表团参观了苏联的体育设施，并全面考察了苏联体育运动发展状况、特别是体育管理方
面的情况。
回国后，1952年8月21日，团中央军体部部长、全国体总秘书长荣高棠上书党中央，汇报我国参加奥运
会的情况。
在这份递交给党中央的《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的最后，提到了五条对今后我国体育
工作的建议：一、应加强我国体育运动的领导工作，必须首先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机构。
我们建议在政务院下设一个全国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
最好请一位像贺龙同志那样的将军任主席。
二、为了训练大批体育干部以及各项运动的优秀运动员，建议中央体育学院扩大招生名额至三千人。
在各师范学院校有条件之大学增设体育系科。
三、建议邀请苏联体育专家五人来中国协助工作。
四、建议明年在北京召开全国运动会（综合项目），以后每年开一次全国单项运动会，并在此基础上
选拔人材集中训练，准备参加亚洲运动会以及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五、建议在各地酌量增设体育场及体育设备，在北京修建大型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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