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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为主线，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契机，通过对30年中国
体育改革历程的回顾，深入分析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借鉴若干奥运会举办国举办
奥运会对于本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影响，分析北京奥运会对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可能影响，并进一
步考察2008年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世界体育发展趋势等外部环境，分析在此背景下中国体育改
革的趋向。
    本书采用事实分析、文化比较、归纳及演绎等逻辑方法，将北京奥运会的节事影响、世界体育发展
趋势的影响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体育改革的要求等综合分析，推断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
改革的基本走向，并提出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改革的路径和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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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改革纵览第一节 鼎新未革故——迟滞凝重的中国体育改革历程1978年改
革开放至今已有30年，在此期间，中国相继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改革，并取得了显
著成绩，也为中国体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全面而深刻的改革背景下，作为社会现象的体育也同其他社会领域一道，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中
国改革的历史洪流。
中国体育的改革就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相应的体制变革与世界体育发展和体育自身改革倾向这两股
时代潮流的汇合点上开始的。
虽然作为社会领域的一部分，中国体育改革必然是中国社会改革的内容之一，但中国体育改革与社会
整体改革进程并非同步协调进行，它有着自身的特点，表现为滞后性、被动性、渐进性和不彻底性。
中国体育改革的实质是体育领域中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核心是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尤其是竞
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根据中国体育改革的历史进程和不同时期的改革重点，可将体育改革分为3个阶段：酝酿阶段，摸索
阶段和深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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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北京奥运会使中国体育盛行于世，走向巅峰。
然而，谁也绕不过去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否极泰来，物极必反。
因此，我们必须平静地从光环中走出来，平稳地从分水岭上走下来，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一个理性的、成熟的民族是不会因为达到某一新的高度而陷入群体性自满的。
丽勇于改革才能拒绝自满，善于改革才能赢来竞技体育的再度辉煌。
这或许就是张新萍博士完成这项研究的初衷，也是她的观点可以得到认可的理由。
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工作，需要相当的勇气。
张新萍博士就是一位敢做敢为、敢说敢当的人，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书也具有这样的性格。
今天，她将她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奉献给中国的体育事业，为中国的体育改革与发展进言，当然是一
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缺少一剂清醒剂的时候。
——体育社会学家、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卢元镇这是一部内容广泛而有深度的著作，作者综合运用多种
社会科学概念与理论，论述了体育的重要性，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对体育的影响，以及体育对中国
未来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
作者强调实施体育改革挑战巨大，她断定北京奥运会不仅能够弘扬民族精神，使中国成为国际体育的
中心，随着时间推移，北京奥运会将引领中国体育改革走向深入。
——美国春田学院健康、体育与休闲学院院长查理J.雷德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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