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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奥林匹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李佳宝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　１１０１０２）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以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历史节点为依据，将中国奥林匹

克研究分为５个阶段进行梳理、回顾。前２个阶段为奥林匹克研究的孕育期 （１９７８年以前）和萌芽

期 （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进入发展期 （１９８８－２０００年），奥林匹克研究从体育史学中独立出来，产生了

以申办促普及、由普及促学术的效果，研究以奥林匹克运动 “为我所用”的方向展开。随着北京申奥

成功，奥林匹克研究进入高潮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为最热议题，奥林匹克研究

队伍快速壮大，研究成果更加多元。２００９年之后步入沉淀期，开启 “后奥运时代”相关研究，从解

决自身实践需求转向关注国际奥林匹克事业发展。但需要指出，既有研究成果存在紧跟时事却脱离实

需、成果丰富却理论贫乏、全面铺展却传播有限等方面的不足。提出，要回应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

展中的问题，强调 “后奥林匹克主义”下的反思与重建，关照弱势群体的奥林匹克参与权利，扎根中

国实践、树立问题意识；提高奥林匹克研究国际学术话语权，开展过往研究经验总结与重新定位，规

范学术标准，为国际奥林匹克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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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世界性

的普世文化之一，其代表性的活动载体奥运会也

已成为国际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体育盛会之一。在

中国体育领域内，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现代

体育文化在 “西体东渐”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主

流地位，中国奥林匹克研究亦蔚为大观。奥林匹

克研究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现实结果，也是奥

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助力，对我国奥林

匹克研究历史进行回顾、总结，对于更好地展望

及指导未来奥林匹克研究以及促进奥林匹克事业

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１　中国奥林匹克研究的回顾

任海教授曾将２００１年前的中国奥林匹克研

究划分为３个阶段：争议性推介阶段 （１９４９—

１９７８年）、新时期开始阶段 （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和

进一步发展阶段 （１９８９—２００１年），并认为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筹办和举办是中国奥林匹

克研究的重要节点［１］。本文参考该划分方法，以

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历史节点为依据，将中

国奥林匹克研究分为５个阶段进行梳理、回顾。

１．１　奥林匹克研究的孕育期 （１９７８年以前）

１９００年６月６日，巴黎第２届夏季奥运会

开幕半个月后，《中西教会报》以 “法国，观赛

人众”为标题刊发了关于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信息。１９３０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宋如海

先生的 《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一书中

提出 “运动游戏，不仅有益于身心，且可提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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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维持社会治安，尤能促进国民之精神，发皇

国徽，光耀于世界运动会场。”［２］在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的 “土洋”体育之争中，多位体育家、教育家

已展开了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观察和思考，如

１９３２年袁敦礼就在 《天津体育周报》上发表了

《世界欧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价值及对于我国

体育的影响》一文。王俊奇教授认为在２０世纪

三四十年代内忧外患的社会大背景下，能够认识

到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是十分可贵的，但奥林匹

克运动和奥运会毕竟属于 “洋”体育的范畴，并

未形成研究趋势［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３０年间，中国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参与度不高，

与２０世纪初中国人初识奥林匹克运动时类似，

几乎没有学者对奥林匹克运动作学术上的考量。

１．２　奥林匹克研究的萌芽期 （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

１９７９年，中国恢复了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

段。当时多数社会普通民众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认

识停留在４年一届的奥运会的印象上，初入奥运

会的中国代表团也迫切期望争金夺银。受社会环

境尤其是 “奥运争光计划”的影响，此阶段奥林

匹克研究多集中于如何提升中国参与奥运会运动

项目的竞技水平。当然也有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对

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以及奥运会的女性参与进行阐

释，对国外奥林匹克科研情况进行介绍。

１．３　奥林匹克研究的发展期 （１９８８—２０００年）

自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完成了奥运金牌

“零”的突破后，奥运会开始引起国人的广泛关

注。北京申办并成功举办１９９０年第１１届夏季亚

运会，进一步引发了大众和学者对奥林匹克运动

的兴趣。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台湾地区的奥林匹

克研究也初现成果。

１．３．１　奥林匹克研究从体育史学中独立出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体育史研究达到学术发展

历史的顶点，奥林匹克研究也是其分支之一。

１９８１年王在武、刘修武等编成 《奥林匹克运动

会史略》，１９８４年樊渝杰写成 《夏季奥运会史》，

１９８８年刘修武编成 《奥林匹克大会》，这些专著

的出版使国人深化了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认识。拥

有体育史研究传统的成都体育学院的程大力、郝

勤等学者，就古希腊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希腊

宗教与古奥林匹克运动等进行了研究。《体育文

史》《体育与科学》《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等学术

期刊率先关注到奥林匹克运动领域。相较于之前

松散的奥林匹克学术状态，１９８８年之后，奥林

匹克研究变得更加集聚化。

１９８８年８月，中国首届奥林匹克史学术讨

论会在四川平武召开，入选的１８篇论文从多方

面论述了古希腊竞技赛会的历史和奥林匹克运动

会的发展，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奥运参与、１９４９

年以前中国奥运参与的意义，甚至着眼于强权政

治、商业化对奥运会的影响［４］。更为重要的是，

此次会议中，中国体育史学会起草了一份倡议

书，倡议在中国建立奥林匹克学会，并决定上报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５］。

１．３．２　以申办促普及、由普及促学术

近代中国体育突破原有传统身体活动形式，

逐渐与世界接轨，这种变化主要来自西方近现代

体育的影响。奥林匹克运动秩序和规则的确立者

和诠释者是西方世界，想要在中国推广奥林匹克

运动就必须理解奥林匹克运动的西方文化渊源和

文化体系，这成为了当时我国奥林匹克研究的必

然选择。

为了申办２０００年夏季奥运会而展开的奥林

匹克普及教育客观上促进了奥林匹克研究的发

展，奥林匹克研究的主阵地转移到北京并一直持

续至今。相关学者和学术组织在政府相关部门的

主导下迅速发展起来，研究成果亦得到了极大传

播。奥林匹克运动相关课程进入高校课堂，《奥

林匹克运动》（任海，１９９３）、《世界体育史》（孙

葆丽，１９９５）和 《奥林匹克学》（罗时铭、谭华，

１９９９）作为通用教材相继出版，１９９３年北京体

育大学成立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关于奥林匹克运

动的各类各层次读本先后问世，据悉当时其他国

家尚无这样全面论述奥林匹克运动的专著［６］。奥

林匹克研究不再是单纯的奥运会简介与竞技项目

的介绍，更多的是对古希腊竞技赛会与奥林匹克

运动的历史比较与传承的探讨、对顾拜旦的奥林

匹克主义与理想的析辩、对奥林匹克运动组织结

构和运作机制的理解、对奥林匹克运动活动内容

的全面认识、对一些当时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

运动发展问题的讨论等等，可以说全方面、多角

度地拓展了国内奥林匹克研究的内容，巩固了奥

林匹克运动研究的阵地。当时出现了关于成立奥

林匹克学学科的主张［７］，也侧面反映了奥林匹克

研究在中国的兴盛之势。

１．３．３　让奥林匹克运动 “为我所用”

国内学者一直密切关注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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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发展的主题。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曾于

１９９２年７月初在浙江宁波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与

中国体育战略讨论会，与会者主要就奥林匹克精

神、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的问题及我国奥运战略

的内涵和实施等进行了探讨、交流。当时的主要

观点认为举办奥运会可以实现经济利益和国家外

交关系利益双丰收，全运会应该为奥运战略服

务，应积极推进武术项目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占据

一席之地［８］。

１９９６年，在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

心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们

达成了中国奥林匹克研究要用发展的眼光、在历

史的轨道上看待和研究奥林匹克，要结合实践为

现实服务，让顾拜旦的思想和奥林匹克的价值为

我所用的共识［９］。１９９９年易剑东教授提出奥林

匹克研究也是当代中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焦

点［１０］；同年，谷世权先生也对奥林匹克研究如

何突出中国特色进行了展望分析［１１］。还有学者

结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研

究，包括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进入奥运会

的可行性之辩。还有学者梳理了中国回归奥林匹

克运动大家庭的历史［１２］，并讨论了奥林匹克运

动与经济、文化、科技、环境、传媒、法律等的

互动关系。

１．４　奥林匹克研究的高潮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

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筹办和举办期间，借

着奥运会 “东风”，奥林匹克研究相关领域得到

极大拓展，很多非体育类的学术期刊竞相追逐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热点，文献的数量和质量都呈

现爆发式的增长和提高。更多研究者开始专注与

从事奥林匹克研究，逐步形成了相对成熟和稳定

的奥林匹克学术团体，更多的奥林匹克研究中心

建立起来，中国开始主办国际性奥林匹克学术会

议，这也奠定了未来国内奥林匹克研究的基础。

１．４．１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为最热议题

围绕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奥林匹克相关研究领

域不断扩展，涉及的方面包括：北京奥运会的三

大主题；北京奥运会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

举办城市发展的影响；北京奥运会对中国体育发

展的影响 （包括高水平竞技表演项目的发展、大

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发展观念和政策、体育产业

化和体育改革等问题）；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传

统体育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奥林匹克教

育；举办奥运会的管理过程，如标识理念、公共

关系、知识产权、安保与保险、赞助与营销、物

流、志愿者培训与管理等等；以及奥运 “遗产”

与预防 “奥运低谷”效应等。

２００８年时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奥林匹

克运动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互动引起学界的关注，

出现了跨学科、跨文化和全球化下的研究新视

角，如借鉴日韩邻国举办奥运后的体育发展经

验，对奥运后体育产业化发展进行展望；探索东

西方文化碰撞下的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等。对

诸如兴奋剂滥用、过度商业化、奥运会规模扩

张、强权政治入侵、国际奥委会改革，以及女

性、残疾人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等诸多具体问题也

进行了深入研究。

１．４．２　奥林匹克研究队伍快速壮大，研究成果

更加多元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涉及众多的非体育领

域，这也引起了其他学科学者们的关注。２００１

年开始，各类奥林匹克研究机构落地，除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在北京体育大学设立的奥林匹克研究

中心外，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首都

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奥林

匹克教育研究中心、北京联合大学奥林匹克文化

研究中心等相继成立，逐渐聚集起一批奥林匹克

研究队伍。

随着研究团队的成熟和大量学术成果的涌

现，我国的奥林匹克研究已经从单一的史志性研

究中脱离出来，向多学科和多元化发展［３］。很多

研究成果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如对青奥会和

冬奥会的探讨、对 “后奥运”效应的认识、对奥

运场馆的利用等。很多学者曾认为，北京奥运会

残奥会将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拐点， “后奥运”

时代中国体育改革的问题也一度成为研究热点。

１．５　奥林匹克研究的沉淀期 （２００９年至今）

中国奥林匹克研究因申办、筹办和举办

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残奥会而兴盛，然而在奥运大潮

后，文献数量有所下滑，很多学者逐渐淡出该研

究领域。

１．５．１　 “后奥运时代”研究

用中国知网期刊库筛选出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９年

间的２１８４篇奥林匹克相关文献，通过对其进行

关键词共词分析，发现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１年主要以

“后奥运”和青奥会为新兴主题、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

年以伦敦奥运会、青奥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

发展为研究热点、２０１５年至今主要以国际奥委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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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改革、冬季奥林匹克运动、里约奥运会等为研

究议题。２００９年台北举行了听障残疾人奥运会，

台湾地区的残疾人体育、残障运动分级、残障人

士志愿服务等相关问题也引起了大量台湾学者的

关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影响及海峡两岸奥运

学术交流的增加，是台湾地区奥林匹克研究文献

量上升的主要因素。

１．５．２　从解决自身实践需求转向关注国际奥林

匹克运动

相较于在北京奥运会周期其他学科研究者和

科研机构踊跃参与的盛况，２００８年后的研究者

更多地来自长期在奥林匹克研究领域耕耘的学术

组织。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基本消

失，奥林匹克研究在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残奥会后表

现出一定的颓势。２００９年开始，总结２００８年奥

运会残奥会办赛经验和遗产利用、促进后奥运背

景下的中国体育事业未来发展，青奥会和冬奥会

的意义与使命，伦敦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的相关

实时问题，后奥林匹克主义及国际奥委会改革，

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包括因 《奥林匹克

２０２０议程》引发的讨论）等成为了此时的主要

议题。奥林匹克研究的内容从解决自身实践需求

过渡到完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事业中来。如何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中国体育传统和适应性更新

是奥林匹克研究应重视的问题。

２　我国既有奥林匹克研究存在的不足

２．１　紧跟时事却脱离实需

在２００８年之前，每逢夏季奥运会举办的

“奥运年”，文献量都会有所上升；但这种情况在

２００８年之后有了明显转变，大家不再一味赶热

点，开始有了一些固定的研究角度。但当出现申

奥和筹办夏奥会、冬奥会、青奥会等体育界大事

件时，还是会出现一些文献量小幅增长的情况，

且表现出一些重复研究的特点。中国作为全球化

中具有较强参与意识和较高活跃程度的国家，在

国际奥林匹克事业中已进行了全面、深度的实践

参与，但是我国的奥林匹克研究却仍停留在对奥

林匹克运动知识体系的描述和诠释中，学术研究

已经落后于实践需求，难以体现科学研究的社会

意义。

２．２　成果丰富却理论贫乏

我国奥林匹克研究应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必

须在批判性接受西方理论的前提下，立足本土实

践，提出中国对策和理论建构。相较于国外研

究，国内大多数奥运研究理论应用的创新性、研

究方法的严谨性和研究结果的建构性表现不足。

奥林匹克研究汇聚了多学科内容，应充分利用体

育学以外的学科视角考察中国奥运实践。一些学

者已经对迎合奥运热潮的研究取向进行反思，并

尝试从国内外奥运实践中寻找研究问题。例如

２０１０年南京一些学者开始讨论青奥会的意义和

定位，其视角不再局限于社会功能主义，而多了

些人文性和批判性。一些学者对盲目兴办大型赛

事提出质疑，对于伦敦奥运会的研究也多集中于

奥运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与开发问题。

２．３　全面铺展却传播有限

中国奥林匹克研究走过了孕育、萌芽、发展

和高潮期，研究领域已实现了全面化、系统化，

从研究内容的角度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主题：奥林

匹克运动的历史溯源与现代发展，奥林匹克运动

的思想、组织和活动体系，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

申办、筹办、举办、遗产与后奥运问题，奥林匹

克运动与社会互动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等），运动员与大众 （包括女性、残疾人等）的

奥林匹克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冬季

奥林匹克运动，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奥林

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当下奥林匹克研究较难吸引更多学者

的关注，可供发展和传播的平台也极度萎缩。奥

林匹克运动虽然在大众中拥有极高的关注度，但

如何转化相关学术成果为社会做贡献依然不足。

另外，由于语言的隔阂和文化的差异，在国际体

育学术交流中，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国内学者数量

极少，在奥林匹克运动领域更是凤毛麟角，使中

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难以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

传播，缺乏交流也是脱离实需与理论贫乏的原因

之一。

３　中国奥林匹克研究的展望

３．１　回应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

３．１．１　强调 “后奥林匹克主义”下的反思与

重建

元叙事 （或大叙事）被看作是现代性的标

志，而后现代主义者主张以具体而多元的小叙事

来代替元叙事。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向学术界推介

并运用 “后奥林匹克主义”阐释关于奥林匹克运

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１３］。如王润斌教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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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奥林匹克主义的社会批判视角已经注意到奥

林匹克主义虽然与和平主义、理想主义等宏大叙

事相联系，但随着奥运会的发展，这些特征显得

自欺欺人。”但同时他也提醒 “这有可能会导致

人们认识整个奥林匹克思想体系时的虚无主义倾

向”［１４］。

“后奥林匹克主义”是 “后现代主义”视野

下对奥林匹克运动的重新认识和思考，是元叙事

基础上对奥林匹克主义的重新解读，在时间—历

史的角度上，它是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继承；在逻

辑—意义的维度上，则是对奥林匹克主义的超

越［１５］。当前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众

多挑战，如国际奥委会的改革与善治、新媒体传

播方式的挑战、超大型体育赛事与生态资源保护

的矛盾等等为 “后奥林匹克主义”提供了众多

选题［１６］。

３．１．２　关照弱势群体的奥林匹克参与权利

奥林匹克研究多关注多数人的需求，为多数

人谋求价值，而女性、残障人士等社会弱势群体

参与奥林匹克运动被一语带过或以一种狭隘的平

等观视之。残奥会研究文献数量较少，研究广度

及深度亦不足，多止步于溯源和梳理残疾人参与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史或探讨残疾人体育参与的

意义。有学者指出，女性主义或女权运动在近现

代女性体育参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却又

导致女性在体育参与或奥林匹克参与中被赋予了

超越 “体育运动”本身的意蕴，片面追求 “与男

性平等”其实无益于推动性别平等的进程［１７］。

自２００１年国际奥委会与国际残奥委会签署协议，

确立奥运会和残奥会 “同时申办，同城举行”的

实践模式后［１８］，残疾人参与奥林匹克理应成为

奥林匹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３．１．３　扎根中国实践、树立问题意识

国内外关于奥林匹克的研究议题较为接近、

研究范围也较一致［１９］，但国内既有的研究大多

表现为缺乏问题导向的理念和深入批判的勇气，

这也是奥林匹克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内难以进行

独立的学科建设、学会设立和创办刊物的主要原

因之一。奥林匹克研究在发展起步阶段较多将西

方 “舶来品”进行适应性改造，这也对后续研究

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我国奥林匹克研究应树立学

术自觉和学术自信。在申办奥运与城市发展、生

态友好与赛事运作，保护运动员权益、坚持公平

竞赛，加强奥林匹克教育、扩大国际奥委会的支

持范围，迎合新媒介传播方式、最大限度配合奥

运利益相关者，重新定位青奥会、增加国际奥委

会组织透明度等问题研究方面扎根中国实践，以

问题为导向，以研究促发展，用理论指导实践。

３．２　提高奥林匹克研究国际学术话语权

３．２．１　开展过往研究经验总结与重新定位

我国奥林匹克研究既坚持国际视野，也需要

立足本土实践。熊晓正教授提出要在奥运后实现

“跟着讲”向 “接着讲”的跨越［２０］，改变对奥林

匹克运动的附和，转而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争取自

己的话语权，当然也要注重回归对本国体育发展

价值的追求。中国在努力融入世界体育竞技舞

台、追逐西方现代体育价值的道路上走过了数十

年，要停下来对 “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或 “中国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未来

定位进行清晰的总结与展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

展与中国体育事业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怎样看

待奥林匹克运动的西方性和世界性？如何理解奥

林匹克运动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社会时空中的

占有和矛盾？奥林匹克教育与体育教育有着怎样

的异同？奥林匹克教育纳入一般教育体系是否合

理可行？一系列问题还有待研究。

３．２．２　规范学术标准，为国际奥林匹克发展贡

献中国智慧

既有的奥林匹克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人文科学

（非社会科学）层面的讨论；以奥林匹克运动的

历史、思想、组织、活动及其与中国本土实践的

互动为主流；对于理论创新应用多采取 “拿来主

义”。定位奥林匹克研究的性质、对象、范围和

方式方法或许是解决当下研究支脉庞杂、成果重

复的关键。应规范相关学术标准，扩大与学术同

行的交流，实现奥林匹克研究的新突破。在奥林

匹克运动体系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产生了重

要影响。但世界性的奥林匹克运动在东西方文化

的碰撞下产生了激烈的变革。在可以预见的未

来，中国研究者可以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

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研究者应立足于本土实践

和发挥本土文化特色优势去尝试解决变革问题，

不断提高我国奥林匹克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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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Ｏｌｙｍｐ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ｂｅｆｏｒｅ１９７８）ａｎｄ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１９７９—１９８７）

ｏｆＯｌｙｍｐ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８８—２０００），Ｏｌｙｍｐ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ｔｆｒｏｍｓｐｏｒ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ｂｉｄｄｉｎｇａｎｄ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ｂｙ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ｉｎ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ｋｆｏｒ

ｍｅ”ｏｆｔｈｅＯｌｙｍｐ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ｂｉｄｆｏｒｔｈｅＯｌｙｍｐｉｃＧａｍｅｓ，ｔｈｅＯｌｙｍｐ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ａｓｅｎｔｅｒｅｄａｃｌｉｍａｘ（２００１—２００８）．ＴｈｅＰａｒａｌｙｍｐｉｃＧａｍｅｓ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ＯｌｙｍｐｉｃＧａｍｅｓ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ｈｏｔｔｅｓｔｔｏｐ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ｙｍｐ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ａｍｈａｓｇｒｏｗｎｒａｐｉｄ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ｍｏｒ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Ｗｅｓｔｅｐｐ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ａｆｔｅｒ２００９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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