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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0 年悉尼奥运会开始，我们在金牌榜上一

直稳居前三。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至今，夏季奥运会我们已

经拿了 264 块金牌，排在我们前面的只有美国、前苏

联、英国。超过英国只是时间问题。

下月的巴黎奥运会，不出意外，我们还是坐二望

一。实现奥运金牌自由已多年，我们是名副其实的

体育大国，那算不算体育强国？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过《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目标是到 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

育强国——现在还不算。

在这个纲要里，对体育强国有很清晰的战略勾

勒，比如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体育综合实力和

国际影响力居于世界前列，也有很具体的量化指标，

比如三大球与基础大项（田径等）实现均衡发展。

说得直白点就是，除了保持传统优势，足球、篮

球、排球和田径等在世界大赛上也要有点竞争力，不

能像现在这样，在亚洲腰杆子都挺不起来。

一

三大球一说源自前苏联，欧美国家没有这个概

念。在美国，橄榄球、棒球、冰球的地位都比排球高

得多。印度第一运动是板球，第二是曲棍球。但在

我们国家，足、篮、排的地位和影响力确实超过其他

项目，它们的“大”约定俗成，源远流长。

奥运会有三十多个大项，中国运动员能争金牌

的占一半，能够大包大揽的王牌项目有五六个，主要

分布于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运动，

放在世界范围内，属于精英、小众或冷门。

近年来中国体育最大的惊喜在游泳，由点到面

实现突破，成为世界游泳强国，而三大球和田径起起

伏伏，依然步履沉重。

奥运会上我们每一块金牌都闪闪发光，对总盘

子来说弥足珍贵，但每块金牌的观赏性、影响力和商

业价值天差地别。三大球上更容易诞生优质偶像，

更容易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姚明在奥运会上最好成

绩仅仅第八名，但影响力不逊于任何奥运冠军。

中国体育里，中国女排的荣誉上升到精神层面，

提炼出了女排精神。中国男排上世纪 80 年代逆转

韩国队的一场胜利，让北大学生喊出了“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中国男足亚洲排名第十三，前不久世预赛一场

不起眼的胜利引发的话题，在热搜榜上一字长蛇阵

排开。杭州亚运会足球比赛档次不高，杭州黄龙体

育中心男女足 11 场比赛，几乎场场爆棚，票房每场

500 万元以上。如果中国足球的竞技水平上个台

阶，在世界杯、奥运会上有点存在感，中国球员能走

向欧洲五大联赛，中国足球撬动成千上亿的体育产

业在情理之中。

三大球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群众体育基础庞大，作为职业比赛观赏性强、关注

度高、商业价值大。足球、篮球串起巨大的产业链，

事关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就业。三大球是全社会性

的运动、竞技、产业，也是大众生活的一部分。

二

近段时间很多自媒体热议，日本三大球全部获

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男女六支球队六六大顺。

这一成就堪称壮举，难度巨大。去年杭州亚运

会，在日本派出二线队伍的前提下，我们三大球也只

有女排和女篮获得冠军。巴黎奥运会我们仅女篮和

女排获得入场券，女排还是一路颤巍巍，主教练蔡斌

饱受质疑。

从女足项目 1996 年进入奥运会以来，七届奥运

会上，靠实力而不是东道主保送实现三大球奥运会

三大球不翻身，难称体育强国

全勤的国家只有三个：1996 年和 2012 年的巴西，

2000年和2024年的美国，2024年的日本。

北京奥运会上，美国三大球拿下四金一银，差

点创空前绝后伟业，但他们的男足没能获得奥运

参赛资格。法国三大球都是世界级强队，但北京

奥运会集体缺席，因为在预选赛全军尽墨，成为不

堪回首的记忆。

奥运会大部分项目比较小众，跟普罗大众的

日常生活距离其实很遥远，比如马术，名副其实的

贵族运动，几个老牌欧美国家玩过家家。赛艇之

类水上项目，非洲国家基本不参与，亚洲有条件开

展的也不多。

三大球对场地、器材、资金、人员方面要求不

高，五大洲不分贫富、不论人种，都能搞起来。欧

洲杯上袖珍小国格鲁吉亚一鸣惊人，而很多人口

大国从来没摸到过世界杯门槛。

三大球出人头地很难，想达到和保持高水平

更难。跳水奥运会冠军是从几百人里脱颖而出，

而足球、篮球要登上世界之巅，需要击败几千万甚

至几亿的同行。

三大球这类团队、对抗性运动，对雕琢青少年

身体素质、锻炼意志品质有显著效果，对个人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对团队的同舟共济都有高要求，是

实现以体启智、以体育德，培养健全人格、践行素

质教育的有效手段。

三

三大球齐头并进，想实现奥运会大会师，过去

很难，今后更难，因为奥运名额稀缺，竞争残酷。

奥运会控制规模，男女排球、男女篮球、女子

足球都只有12个队，男子足球16个队。想拿奥运

资格只有两个途径，要么所在大洲里第一或者前

三（男足），要么世界范围的选拔赛上名列前茅。

非洲的篮球和排球水平有限，男女均衡发展

的国家更少，没有一个国家三大球能齐头并进。

欧洲的足球、篮球和排球水平太高，强队如

满天星，德国、西班牙、法国、塞尔维亚、斯洛文

尼亚等都有三四支甚至五支队伍达到欧洲一流

（也基本上是世界一流），但没有一个国家六项

全能。

美国的硬实力在美洲一枝独秀，只要不在个

别项目上马失前蹄，最有可能再来一次六六大

顺。巴西如果度过眼下的女篮青黄不接阶段，按

他们的底蕴、热情和天赋，卷土重来指日可待。

日本复制奇迹的难度最大。他们的男女足球

领跑亚洲，男女排、女篮也是世界劲旅，稍弱的是

男篮。

去年男篮世界杯上，日本逆转欧洲的芬兰，碾

压南美的委内瑞拉和非洲的佛得角，将亚洲对手

菲律宾和中国队甩在身后，破天荒跻身奥运会。

日本男篮到底是亚洲的暴发户，还真是厚积薄发，

尚待检验。

检验日本男篮成色的任务，还得交给中国和

菲律宾队。而中国三大球的救赎历程，也是从中

国男篮起步。

我们具备搞好篮球的一切条件：上亿的球迷基

数、庞大的青训队伍、成熟的联赛体系、完整的产业

链、极高的媒体关注度。篮球有身高门槛，但中国

男篮平均身高比日本高了一头，却连续两届无缘奥

运会，让出亚洲头把交椅，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三大球想集齐奥运门票，很长时间里都

不现实，现在男足世界排名88位，男篮29位，男排

31 位，女足 19 位，离世界前 12 还很遥远，但不至

于六个队伍像六个核桃。按三大球的影响力和人

民群众的期望值，只要男足或男篮恭列亚洲一流

强队，都是巨大的成功，都值得普天同庆。

本报记者 吴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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