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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及其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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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年来 ,海峡两岸的体育交流日趋频繁。本文分析了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发展特

点、动因和制约因素 ,并指出两岸体育交流对沟通两岸同胞的感情、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兴中华民

族体育事业以及拓展其它领域交流与合作所起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 ] 　海峡两岸 　体育交流 　影响

1979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发出海峡两岸“三通”倡议后 ,海峡两岸长

达 30 年隔绝僵局被打破 ,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体育交流作为两岸交流的重要途

径之一 ,在近 20 年来有很大的发展 ,为振兴中华民族体育事业以及带动其它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拟对两岸体育交流的发展略作探析 ,为进一步研究两岸的体育交流

起一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发展特点

(一)从敌意走向合作

1949 年以后 ,两岸的体育组织在国际性体育组织中曾经有过一段敌意摩擦和地位之争。

1952 年中国奥委会宣布将派出运动员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 ,当时遭到拒绝 ,直到开幕前夕才

受邀请参加。为此 ,台湾代表提出抗议。当时台湾的“教育部长”程天放称 :“如果大陆参加 ,台

湾将退出比赛 ,决不与共匪选手在同一运动场上参加任何活动。”①经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 ,以

30 票对 20 票通过两岸同时参加本届运动会 ,台湾当局因抗议未果 ,宣布退出比赛②。此后 ,国

际奥委会在多次会议上 ,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 ,直到 1954 年 5 月 ,在雅典召开

的国际奥委会第 49 次会议上终于以 23 票对 21 票通过决议 ,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

林匹克委员会。但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仍把台湾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名义列入国际奥

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 ,以制造“两个中国”③。为此 ,中国宣布退出 1956 年第 16 届墨尔

本奥运会。到 1958 年 8 月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有关单项运动协会不得不宣布中断与国际奥

委会和有关 9 个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的联系 ,从此中国和国际奥委会和其它国际组织的正常

联系被迫中断。

到 1979 年 4 月 ,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倡议 ,要求台湾更改旗、歌名称。同年 11 月 ,国际

奥委会全体委员以通讯方式表决通过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委会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

会”,台湾奥委会名称改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台湾基于现实考虑 ,最后决定接受“中

华台北”(Chinese Taibai)名称。参加奥运会的旗、歌、会徽为目前的标志 ,并通过了国际奥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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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此即为著名的“奥运模式”。此模式从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一直沿用至今。“奥运模式”

确定后 ,海峡两岸的体育健儿才能共同参加国际性的体育竞赛 ,1980 年 4 月中旬 ,在美国圣安

东皇家学院邀请赛上 ,来自祖国大陆和台湾的田径选手 ,进行了 30 年来第一次同场竞技 ,在竞

技场下两岸运动员还进行了友好交往。从此两岸的体育交流和合作不断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二)从民间交流上升为官方性质高层次的交流

1988 年 11 月 ,台湾当局制定了两岸有关文教方面的交流措施 ,内容包括 :“开放民间团体

赴大陆参加各种学术、经贸会议或文化、体育活动”④。由此可知 ,台湾当局开放两岸的体育交

流限定在民间进行。到 1989 年 4 月 ,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和中国台北奥委会秘书长李庆华

代表双方签订体育交流和合作协议书。协议内容如下 :“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赴大陆

参加比赛、会议和活动 ,将按国际奥委会有关规定办理 ,大会所编印之文件、手册、寄发之信函、

制作之名牌 ,以及所做之广播等 ,凡以中文指称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时 ,均称之‘中华

台北’”⑤ ,此协议达成解决了台湾地区运动员赴大陆参赛的障碍。同月 ,中华台北体操队到北

京参加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 ,是 40 年来第一支来大陆参赛的代表台湾体育组织的运动队。

1997 年 1 月 14 日至 19 日以台湾“教育部”副部长为名誉团长、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为

团长的中国台北奥委会参访团一行 11 人前往北京、上海、西安、南京、杭州 5 大城市访问⑥。同

年 3 月 15 日到 21 日以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为团长的大陆奥运金牌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团

24 人到台湾访问。两岸体育界最高层行政官员的互访 ,引起两岸以及世界体育界的注意。

(三)交流形式从“间接”到“直接”,交流范围从“点”到“面”

“奥运模式”确立以后 ,两岸在第三地区进行的间接体育交流较为频繁。光是 1988 年两岸

体育团队在第三地区共同参加的国际比赛就达 43 起 ,国际会议 25 起。⑦在 1987 年 11 月 2 日

以前 ,台湾当局还未开放两岸人员的相互往来 ,海峡两岸在此情况下始终无法在两地进行直接

的体育交流。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地区人民赴大陆探亲后 ,两岸人民才有了在自己国土上进行

直接体育交流的机会。1989 年 4 月 ,中华台北体操队到北京参加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1990

年 9 月 ,台湾派人数众多的代表团参加北京举行的第 11 届亚运会。从 1989 年到 1998 年 10 年

间 ,台湾体育界来大陆交流的达 20 000 多人次⑧。1990 年 6 月 ,台湾开放大陆学术、文化、体

育、演艺及大众传播人员来台参观访问 ,1991 年 7 月台湾又宣布“大幅放宽入境限制”。1993

年 2 月 ,辽宁男篮和河北女篮前往台湾比赛 ,开启了两岸运动队直接的双向交流。据统计 ,大

陆体育界人士在近 20 年到台湾参加体育交流达 2000 多人次。⑨

从早年的中国乒乓球国手陈静和男篮运动员王立彬加盟台湾体育代表队 ,以及前羽毛球

国手栾劲和中国女足主教练商瑞华 ,分别执教台湾羽毛球队和台湾女足 ,发展到现在两岸的体

育交流领域不断扩大。据中国台北奥委会统计 ,从 1989 年 4 月至 1993 年 5 月 ,台湾各运动协

会派员赴大陆参加活动的形式有出席会议和参加比赛。出席会议包括 :出席会员大会、年会、

科学会议、代表大会、联席会、技术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抽签会议、观摩运动会与教练委员会

等。参加比赛活动项目包括 :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手球、网球、棒球、垒球、曲棍

球、保龄球、桌球、高尔夫球、田径、体操、柔道、帆船、射箭、软网、击剑、溜冰、举重、滑水、拳击、

自行车、射击、划船、角力、游泳、残障运动、滑冰、攀岩、登山、跳水、马术、滑翔等 36 种�λυ 。大陆

赴台参加活动包括 :参加会议、比赛、观摩、担任裁判、教练、表演等相关活动。

·78·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动因

(一)政治上由对峙到缓和是两岸体育交流不断加强的重要因素

1949 年后的 30 年中两岸处于军事对峙状态 ,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被割断。基于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改变 ,中国政府在 70 年代末开始提出两岸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其中最具

影响力的就是 197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倡议海峡两岸早日实现“三通”。

1982 年 ,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而后成功实现香港、澳门两地区的回归。中国政府

和平统一政策得到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支持和赞赏。台湾当局迫于国际和岛内民众等方面压

力 ,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通过一些政策法令 ,逐步开放两岸交流交往。

随着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增多 ,体育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因此可以说 ,政治上的缓和

是两岸体育交流的主要动因。

(二)两岸体育发展的互补性强

两岸体育交流的发展 ,还在于双方互有所长、互有所需、互相吸引。祖国大陆对台湾在体

育交流合作上具有的优势和吸引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体育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

放以来 ,祖国大陆的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与有一套相对符

合体育发展规律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分不开的。而台湾一直是采取单向的“教育部”统管体育的

管理体制 ,把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也纳入教育范畴。这种管理体制是“不符合现代化竞技体育

向专业化训练的发展趋势 ,也不利于全面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国际体育比赛中的竞争能

力”�λϖ 。因此 ,祖国大陆近年来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经验和成果 ,值得台湾借鉴。第二 ,竞技体

育方面。祖国大陆竞技体育的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从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实现奥

运金牌零的突破 ,发展到现在已跻身竞技体育强国之列 ,令国人振奋。但台湾地区近年来的竞

技体育不尽人意 ,台湾民众提出了“向大陆学习 ,找出适合台湾发展及在国际间争取佳绩的重

点项目 ,并与大陆合作 ,推动海峡两岸体育交流、振兴台湾体育”�λω的要求。祖国大陆与台湾相

比 ,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有 :篮、排、足、羽毛球、乒乓球、游泳、体操、举重等。第三 ,体育科研方

面。祖国大陆各省、市以及部分综合性高校都有专门的科研机构 ,科研人员队伍壮大 ,科研水

平也开始有较大提高。台湾共有 10 个体育科研机构分属 10 所大专院校或单项运动协会 ,他

们解决的是本部门的课题 ,开展体育纵深领域或综合性的研究工作 ,力量就显得单薄。

虽然祖国大陆在体育主要组成部分存在着明显优势 ,但大陆资金较缺乏 ,场地器材等体育

设施较落后 ,开展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经验较为不足 ,这些方面相对来说台湾有较为明显的优

势。除此之外 ,台湾的竞技体育也有其优势项目 ;如棒垒球、高尔夫球、保龄球、跆拳道等。因

此 ,两岸体育各有长处、互补性强成为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又一个主要动力。

(三)两岸同胞血浓于水之情结

由于台湾与大陆的地缘、血缘关系与文化的同根同源 ,两岸体育进行全方位的交流 ,一方

面不会因人种、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只停留在竞技体育上 ,完全可以深入到学校体育、群众体育

和体育科研等更深的层次 ;另一方面 ,两岸都有共同提高体育水平 ,提升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地

位的强烈愿望。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情结 ,也是两岸体育交流合作的一个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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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两岸体育组织在国际体育交流活动中的争端

国际体育交流是展现国家体育实力的理想场所。竞技体育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力的

表征。海峡两岸因政治原因分离后 ,两岸体育组织在国际性体育交流活动中 ,把斗争的焦点集

中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地位和举办国际性及区域性体育赛事上。

1949 年 10 月 26 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正式成立 ,对外是代表中国奥委会。但是 ,当时台

湾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对外宣布自己是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唯一合法代表。根据奥

林匹克宪章 ,国际奥委会在一个国家只承认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由此 ,两岸体育组织在国

际性体育组织中的代表权问题引起国际奥委会纷争。1952 年祖国大陆历经艰辛获准参加第

15 届赫尔辛基奥运会 ,为此 ,台湾宣布退出比赛。1956 年第 16 届墨尔本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

做出错误的决定 ,邀请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本届奥运会 ,这一问题涉及到一个国家主

权的原则性问题 ,为此 ,祖国大陆毅然决定不参加本届奥运会 ,并于 1958 年宣布中断与国际奥

委会的来往。1976 年第 21 届奥运会在加拿大举办 ,加拿大政府要求台湾改变参赛名称 ,台湾

表示抗议 ,在抗议不成的情况下 ,台湾再一次退出比赛。两岸就体育组织在国际性体育组织的

代表权问题斗争了二十多年 ,直到 1979 年“奥运模式”确定后 ,这一争端才告一段落。

此后 ,台湾体育政策开始转变 ,把配合相关政策来争取主办国际性及区域性体育赛事作为

台湾国际体育交流的重点。原台湾“行政院院长”连战曾提出 :“我们有能力主办奥运会 ,应积

极争取主办 2002 年亚运会”。�λξ1988 年台湾“行政院”颁布的《国家体育建设中程计划》把主办

“国际正式锦标赛、国际邀请赛和国际分龄赛”作为战略重点 ,企图达到以体育运动拓展外交的

目的。1988 年至 1993 年 ,台湾主办的国际性及区域性体育赛事情况见表一。

表一 　1988 - 1993 年台湾举办的国际性及区域性体育赛事情况

时间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类别

　内容

代表

队数

比赛

种类

举办

次数

代表

队数

比赛

种类

举办

次数

代表

队数

比赛

种类

举办

次数

代表

队数

比赛

种类

举办

次数

代表

队数

比赛

种类

举办

次数

锦标赛 16 6 7 13 6 7 16 6 6 16 3 3 16 2 3

邀请赛 12 10 13 16 10 12 12 4 7 15 3 4 16 4 5

分龄赛 9 3 3 8 1 1 9 3 3 6 1 1 7 1 1

　　资料来源 :邱金松等 :《我国体育发展现况与评估之研究》,台湾“国立教育资料馆”编印 ,1994 年 2 月第 147

～151 页。

从表一可知 ,虽然台湾在举办国际性及区域性体育赛事上投入巨大精力 ,但参加比赛队数

少 ,项目种类单调 ,影响面不大 ,其效果可想而知了。而祖国大陆成功地举办了 1990 年第 11

届亚运会 ,并取得了 2008 年奥运会的主办权。这充分说明台湾在争取举办国际性及区域性体

育赛事上是无法与祖国大陆抗衡的。

因此 ,台湾当局如果还存在两岸体育组织在国际交流中“不平等共存”的想法 ,企图通过国

际间体育交流争取所谓的“国际生存空间”,那一定是徒劳的 ,只能给两岸体育交流的发展制造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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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为障碍与政策干预

近十几年来 ,台湾当局部分放宽与大陆交流交往的政策 ,主要是迫于国际形势和民众的压

力 ,并非出于主动。例如 :“奥运模式”的确立 ,台湾当局主要迫于国际奥委会和台湾运动员参

加比赛强烈愿望的压力 ,才勉强接受了国际奥委会的倡议。至今 ,台湾当局还是认为海峡两岸

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处于“不平等共存”状态。因此有些人时不时给两岸体育交流设置障

碍。

政策干预也是阻碍两岸体育交流的又一个方面。根据台湾体育界学者李仁德的研究指

出 ,台湾当局对两岸体育交流法令的限制有三点 :1、某些特定公务人员不得前往大陆从事体育

活动 ;2、现阶段只能参加在大陆举行的国际赛会 ,不能参加全国性的赛会 ;3、大陆的党政军专

职人员限制到台。这些法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两岸体育交流。根据台湾“教育部”统计显

示 ,在 1992 年全年 ,大陆地区民众申请到台湾从事体育活动的有 65 人次 ,却只有 45 人获准入

台。�λψ据中国新闻网 2001 年 9 月 25 日消息 :新浪男子篮球队于 10 月 5 日以“台湾新浪男子篮

球队”名义参加 CBA 赛事 ,中国台北一位体育负责人张芬芬表示 ,依现阶段两岸关系条例 ,若

新浪男篮执意而为 ,最高可被处于每天每人 50 万元台币的罚款。张芬芬同时表示 ,以台湾体

育发展现状 ,台湾运动员面临生计问题 ,新浪男篮也绝非个案 ,主管机构也有必要通盘检讨 ,制

定相关许可办法 ,让台湾运动员有更广的发挥舞台。

(三)两岸象征国家主权的旗、歌问题尚未达成共识

体育领域交流与其它领域的交流相比 ,有其特殊性。体育比赛在运动员入场必须举本国

国旗 ,运动员在国际大型比赛获冠军 ,奏国歌、升国旗的仪式必须举行。虽然台湾目前在国际

体育比赛和国际体育组织中 ,旗、歌问题按照“奥运模式”执行。但如果在台湾地区进行国际比

赛或两岸体育交流活动 ,象征国家主权的歌、旗问题常常会造成摩擦而影响交流或竞赛。回顾

两岸体育交流的发展 ,交流之初因旗、歌问题有所延滞。为避免旗、歌问题成为两岸体育交流

障碍 ,目前大陆运动队前往台湾比赛或表演 ,在某些场合是采用临时的回避策略 ,模糊赛场上

的旗、歌问题。但这种处理办法决不是长久之计。只有台湾当局秉持“一个中国”之原则 ,各层

次的体育交流才不致因旗、歌问题而受影响。

(四)两岸竞技体育水平差异显著

祖国大陆重返奥运会后 ,竞技体育水平取得的成绩使国际体坛为之震惊。第 26 届、27 届

奥运会祖国大陆金牌数分别名列第四和第三。而台湾竞技体育虽然曾经有过辉煌 ,但近年来 ,

在国际具有影响性的大赛中一直与金牌无缘。海峡两岸的竞技体育水平差异越来越显著。运

动员在赛场上只有实力相当 ,对抗性强 ,竞赛的可看性才强。运动员运动水平差距太大 ,就失

去比赛的可看性。因此 ,两岸竞技体育水平差异显著 ,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两岸体育的交流。

四、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积极影响

(一)对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体育除了有强身健体的本质功能外 ,还具有政治、教育、娱乐、经济、交往等非本质功能。

在一定条件下 ,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 ,具有超越政治制度障碍和信仰、观念分歧的共同规则 ,从

而使分歧各方走到一起 ,进行公平的交流和竞争。在国际体育竞赛中 ,运动员不仅被视为技艺

高超的个人 ,而且被看成国际友好关系的使者 ,他们被称颂为“外交的先行官”、“微笑的使者”

等。1971 年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轰动世界的“乒乓外交”,促进了中美民间交流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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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体育具有政治交往功能的最好例证。

两岸的体育交流 ,有助于促进沟通、缓和紧张关系 ,对祖国的和平统一进程有着积极的推

动作用。随着两岸经贸、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增多 ,台湾岛内已形成扩大两岸在不同领域

交流的氛围 ,就两岸的体育交流而言 ,目前已初具规模 ,出现了“政策走在法律之前 ,民间走在

政策之前”的局面�λζ。台湾体育界纷纷要求与大陆体育交流 ,为顺应两岸的体育交流的发展趋

势 ,台湾当局不仅认可“奥运模式”,而且适当放宽台湾运动员赴大陆训练或参加比赛。如 :台

湾 (苏州)新浪男篮参加了 2001 年全国篮球联赛 ,成为两岸体育交流继“奥运模式”后的又一个

里程碑的事件。这些 ,不仅对两岸体育交流有积极的一面 ,而且 ,也有助于两岸人民相互了解 ,

对缓和两岸局势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重大影响。

(二)增强民族凝聚力 ,提高民族威望

尽管在运动场上提倡的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说的是“体育与政治无关”。可是客观现

实表明 ,运动场上的国家和民族情感却从未消失。尤其是在奥运会、世界杯、世锦赛等大型的

国际比赛中 ,随时可以体会到国家和民族情感所激发出来的热情。2000 年在悉尼举办的奥运

会上 ,祖国大陆体育健儿取得金牌总数第三的好成绩 ,两岸的民众反响强烈。国家体育总局和

获得奖牌的运动员收到了许多来自台湾的贺信。台湾有关方面还邀请参加本届奥运会体操健

儿赴台表演。2001 年 12 月 5 日 ,由高健和黄玉斌率领的中国体操界一批“世界级”运动员登陆

宝岛 ,连续三天分别在台北市、台中市和高雄进行三场演出。他们所到之处一片鲜花和掌声 ,

演出场所欢呼喝彩声此起彼伏 ,场场爆满。

据新华社 2001 年 7 月 13 日电 ,台湾各大电视台都全程对在莫斯科举行的申奥投票的现

场进行了连线直播 ,并开辟了台北、北京现场连线 ,就台湾各界的反应做即时报道。中国台北

奥委会主席黄大洲得知北京申办 2008 年奥运会成功 ,在当晚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祝贺 ,并向

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发了贺电 ,贺电说 :中国台北奥委会对北京获得 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致

以祝福和祝贺之意 ,北京申奥成功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台北奥委会愿意共同为实

现奥林匹克精神而努力。国民党发言人王志刚说 ,“北京申奥成功 ,对于全球所有的中国人都

是一次鼓舞人心的胜利 ,国民党为这份属于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喜悦表达最高的祝

贺”。�λ{

(三)带动其它领域的合作和交流

两岸体育人员的交流往来逐年在增加。台湾体育界人士在来大陆参加体育交流的过程

中 ,不仅看到与体育相关的产业在大陆的商机 ,还看到了其它产业在大陆的发展前景。1991

年北京亚运会 ,台湾商家抓住了这一体坛盛会的良机 ,积极拓展了商品市场 ,从中已经得到很

好的经济效益。据人民网体育在线报道 :台湾的企业界人士则看重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后

所带来的巨大商机。金融、旅游、资讯、航空等行业的相关人士普遍表示 ,北京 2008 年奥运会

将给台湾业界带来巨大商机 ,希望能从中受益。因此可知 ,体育交流带动了祖国大陆与台湾在

其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注 :

①张鲁雅等 :《世纪情 ———中国与奥林匹克》,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10 页。

②吴文忠 :《中国近百年体育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7 年 5 月版 ,第 518 页。

③熊斗寅 :《熊斗寅体育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7 月版 ,第 351 页。

(下转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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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和专题混合运用介绍 ;在说明档案数量时 ,有的以“函”为单位 ,有的则“卷”或“件”为单位 ,等

等 ,这些即是缺乏档案专业标准和制度 ,“各自为政”管理的后果。要改变这种状况 ,取得比较

统一的行业标准 ,各重要保管单位划一的对外介绍 ,是比较困难的。

(六)在我比较细致地看台湾地区六个重要档案保管单位所藏档案介绍资料过程中 ,一种

对档案名称熟悉的感觉 ,一种同一民族的强烈情感冲击着我 ,这不是和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 ,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管的档案同属一个全宗的档案吗 ? 这种分别保管 ,互不联

系 ,不能集而生辉的状况还要僵持到多久 ? 因此 ,两岸应尽快实行和平统一 ,同一全宗的档案 ,

同一祖国的档案 ,应该珠联璧合 ,协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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