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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国一枚金牌成本7亿元 是俄罗斯28倍 1984年7月29日，一

位叫许海峰的中国人，在洛杉矶普拉多射击场击发的最后一

枪，以总成绩566环获该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获得

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许海峰也许没有想到，他这一枪也同

时打开了一个陷阱——奥运金牌的陷阱。 随着许海峰的这一

枪，中国沸腾了。尽管那时中国还没有电视直播，报纸和电

台传播着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许海峰捅破了一层叫‘东

亚病夫’的纸，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为他颁奖”，

“一个积弱百年的大国，经历了生死涅之后，这个东方巨人

在 1984年的洛杉矶宣布了自己的醒来。”从此体育一下成为

中国人实现“强国梦”的象征。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中

国队夺得15枚金牌，排名第四，这个金牌的名次使我们找到

了可以产生自豪感和畅快心情的那种东西。从此，奥运金牌

的数量和名次，成为中国人新的强国梦的寄托。 这次中国政

府又没有让中国人失望，中国队的奥运会金牌数量逐年上升

，2000年悉尼奥运会获得创纪录的28枚金牌，排名世界第三

，比第二位的俄罗斯仅少4枚，中国俨然成为世界第三位的体

育大国。奥运会场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此起彼伏奏响的国

歌，让中国人感到强国之梦已经离我们不远。 历史有时总要

和人们开玩笑，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军事强国梦，把中国

军事引上一条畸形发展的歧途；而1980年代燃起的体育强国

梦，又把中国体育引入一条畸形发展的歧途，在不知不觉中



，中国正在陷入一个奥运金牌的陷阱。 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

会以前，国家体委只是一个不太受重视的穷单位，运动员和

教练员的待遇也不高。那时的体育界还没有摆脱毛主席时代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思想，国家体委的办体育宗

旨是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即毛主席说的“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而许海峰的那一声枪响，使国家体委的办

体育宗旨，一下子从大众体育猛然转移到了竞技体育。此后

中国政府提高了运动员和教练员待遇，改善了运动员的训练

设备和体育设施，不过那时的提高程度还是有限的。1988年

汉城奥运会上，中国队辜负了人们的厚望，仅获得5枚金牌，

被后人称为“兵败汉城”。 “兵败汉城”让中国政府明白了

夺金牌的难度：奥运金牌有很大的偶然性，单靠少量明星运

动员是很危险的，必须要搞人海战术，用“东方不亮西方亮

”来确保奥运金牌的数量。此后中国政府大幅度提高了体育

经费，并提出一个以争夺奥运金牌为目标的体育发展计划—

—《奥运争光计划纲要》。 《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提出，建

立一支人数多达17000人左右的以争夺奥运金牌为目标的专业

运动员队伍，专职教练员人数也要达到4900人。该计划还提

出了具体的奋斗目标：在2000年第27届奥运会上，取得金牌

名次在第二集团的领先地位，缩小与第一集团的差距，达成

具有80个以上奖牌的争夺实力。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国

队获得28枚金牌，奖牌总数为59枚，基本达到了《奥运争光

计划纲要》提出的要求。面对中国老百姓的金牌期待，中国

队交了一份让他们满意的答卷。一时间大家沉浸在振奋的喜

悦之中，中国在体育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中国已经成

为世界的“体育一等国”，中国人的强国梦已经在体育这个



领域提前实现了。这次雅典奥运会显示出来的人们对金牌的

渴望和期待，可以说中国人对奥运金牌已经达到“崇拜”的

地步。 就在人们为中国奥运健儿的金牌自豪振奋的时候，他

们也许不知道，一枚奥运金牌的成本代价有多大。中国为争

夺奥运金牌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中

国用于备战奥运会和体育方面的投资是多少？中国官员对此

都是讳莫如深，只是听到体育界的人这样讲：“我们的费用

是逐年增加的，我们的费用是得到保证的”。 尽管如此，从

各种渠道还是透露出一些信息。据国家射击队介绍，他们练

习所使用的枪支、弹药、飞碟均从国外进口，可以想象射击

队每天训练的日常消耗不会是一个小数目；据国家羽毛球队

介绍，他们每年出国参加外事比赛的费用达六、七百万元。

中国各种运动队每年都要出国参加大量的外事比赛，那么整

个中国队的外事比赛费用每年应该在亿元以上。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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