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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陸

被抵制的北京冬奧，與中國體育外交之路的終
結？
當中國⼤陸的形象變得越來越差時，台灣反⽽依靠體育競技吸引了世界更多的⽬光。
特約撰稿⼈ 勞冶 實習記者 王偉 發⾃新加坡 2022-01-24

2022年1⽉23⽇，北京冬季奧運會三個冬奧村開村，20多個國家的代表團已經⼊住。這是⼀個「閉環管理」的防疫
泡泡，⽤來容納27000⼈（⼤部分來⾃境外）全程無需隔離進⼊北京參加冬奧會。為了確保泡泡不破裂，北京市⺠被
提醒，如果跟冬奧專⽤⾞輛發⽣碰撞，不要下⾞敲窗 ，「等候專業⼈員到場處置」。
與此同時，和北京相連的天津市爆發的⼤規模Omicron疫情還未清零，整座城市處在嚴管狀態。天津市委書記李鴻
忠在疫情防控會議上表明了守護北京的決⼼：「全⼒保障北京冬奧會成功舉辦，堅決築牢⾸都防疫『護城河』」。
其他出現疫情的城市的居⺠，也都被拒絕進⼊北京。不過，北京的疫情防線⾃1⽉15⽇開始已經失守，連⽇出現本⼟
新增病例。
在國際社會，杯葛北京冬奧會的聲⾳越來越多，陸續有國家加⼊了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列。1⽉14⽇，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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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表⽰，由於東道國的⼈權問題，丹⿆不會派遣官⽅外交代表團前往北京。此前，美國、澳⼤利亞、英國、加拿
⼤、⽇本等國都宣布了對北京冬奧會的外交抵制。

另⼀⽅⾯，去年在東京奧運會上和中國⼤陸代表團有過數次正⾯交鋒的台灣「中華台北」代表團，確認將第11次參
加冬季奧運會，有四名運動員獲得冬奧參賽資格，將會參加競速滑冰、雪橇、滑雪三個項⽬。

2022年1⽉20⽇北京，志願者在北京冬奧會和殘奧會海報旁邊掃雪，海報展⽰了吉祥物「冰墩墩」。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北京奧運會的「⼈權」⼤辯論
包蘇珊告訴端傳媒，2008年北京奧運會，因為西藏的⼈權問題，中國遭遇的抗議和抵制規模⽐如今更⼤，但最⼤的
不同是，美國當時並沒有加⼊。

2021年12⽉7⽇，在醖釀了幾個⽉後，美國正式宣布不會派官員代表團參加北京冬奧會，以回應中國在新疆侵犯⼈權
的⾏為。中國外交部發⾔⼈趙⽴堅也憤怒回應，指責美國「將體育運動政治化」、利⽤冬奧會「政治作秀和搞政治
操弄」。幾天後，中國外交部發⾔⼈汪⽂斌在記者會上說：「體育運動是⼀項⼈權。」他指責「將奧運會政治化的
⾔⾏」破壞了運動員的⼈權。北京冬奧會顯然已經成為⼈權⼤辯論的政治舞台。

⼈權曾經是中國漫⻑申奧路中主動打出的⼀張牌。1993年，北京申辦奧運會時，遭遇了美國和歐洲議會的反對，他
們通過決議，要求以⼈權為由拒絕北京的候選資格，北京最終敗選。2001年，北京再次申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時
任北京市⻑劉淇對國際奧委會做的陳述中，特地加了⼀句話，提到北京舉辦奧運會將促進中國⼈權事業的發展，以
獲取來⾃歐洲的投票。時任北京市副市⻑劉敬⺠也向媒體承諾：「（奧運會）將幫助我們建⽴⼀個更公正、更和諧



的社會、更⺠主的社會，並幫助中國融⼊世界。」

不過，「⼈權問題」在中國當局眼中從來只是西⽅攻擊中國的藉⼝。密蘇⾥⼤學聖路易斯分校的⼈類學教授包蘇珊
（Susan Brownell）告訴端傳媒，她從2001年北京申奧代表團委員何振梁的書中得知，北京申奧成功後，當時的國

際奧委會主席薩⾺蘭奇（Juan Samaranch）在⾮公開會議上向江澤⺠建議，中國應該利⽤這次機會宣布⼤赦，但江
澤⺠沒有理會他。包蘇珊既是⼈類學家，也是運動員，1985年代表北京⼤學參加中國⼤學⽣運動會。她寫了⼀本關
於北京奧運會的書，書中分析，薩⾺蘭奇深受中國⼈喜愛，因為⼈們相信他幫助中國申辦了奧運會，但是當薩⾺蘭
奇試圖影響中國的⼈權時，他也沒有被認真對待。
對中國政府來說，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是成功的。204個國家代表團參加了當年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包括美國總統
布什在內的100多名國家政要也都出席了開幕式。中國⾸次擊敗美國，登上了奧運⾦牌榜榜⾸，證明⾃⼰是⼀個奧林
匹克強國。這屆奧運會被《紐約時報》評價為是中國「嶄露頭⻆的盛宴」（coming out party），展⽰了中國不斷
增⻑的經濟和政治實⼒，以及作為全球⼤國的重新崛起。
包蘇珊告訴端傳媒，2008年北京奧運會，因為西藏的⼈權問題，中國遭遇的抗議和抵制規模⽐如今更⼤，但最⼤的
不同是，美國當時並沒有加⼊，也沒有「外交抵制」這樣的概念。她說，奧運會開始後，媒體的議程就轉移到了體
育⽐賽上。
包蘇珊說，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標誌中國融⼊了現代世界體系。當時中國的「和平崛起」在某種程度上被接受，美
國對華友好的接觸政策仍未根本性地動搖，且開始把中國定位為世界的「利益相關⽅」（Stakeholder）。2008年，
布什在⼀次公開場合中提到，雖然華盛頓堅決反對中國的鎮壓，但 「中國的變⾰將按照它⾃⼰的條件和它⾃⼰的歷
史和傳統到來」，他相信「變⾰將會到來」。
到了2015年北京申辦2022年冬季奧運會時，國際環境已發⽣劇烈變化。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挪威的奧斯陸等冬季體
育城市都因本國⺠眾反對⽽退出後，⻆逐2022年冬季奧運會主辦城市的只剩下北京和哈薩克斯坦的阿拉⽊圖。兩個
⾮⺠主國家的競標決賽，令這屆奧運會在申辦階段就被批評為「⼈權噩夢」。
2015年北京申奧時，海外⼈權⼈⼠呼籲國際奧委會放棄中國，因為中國對維權律師（當時正發⽣「709維權律師⼤抓
捕」事件）、政治活動⼈⼠、少數⺠族的鎮壓。另⼀種批評聲⾳則重點強調中國在2008年奧運會時沒有遵守「保障
新聞⾃由」等承諾。但如今最重要的抵制原因——新疆的再教育營和強制勞動、鎮壓⾹港⺠主運動等事件彼時都還未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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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4⽇北京，⾝著個⼈防護裝備的⼯作⼈員等待為抵達北京⾸都國際機場的⼈員驗查奧運認證。攝：Carl Court/Getty Images

北京冬奧組委對外聯絡部副部⻑楊舒在1⽉18⽇新聞發布會上表⽰，外國運動員有任何違反奧林匹克精神的⾏為或⾔
論，特別是違反中國法律法規的⾏為，會受到⼀定的處罰。

2021年2⽉，全球180多個國際⼈權組織聯署呼籲抵制北京冬奧會：「任何形式的參與都將被視為是對中國共產黨威
權統治的認可，以及對公⺠權利和⼈權的公然漠視。」2021年10⽉，國際奧委會副主席約翰·科茨（John
Coates）表⽰，國際奧委會不會就中國的⼈權記錄向2022年冬奧會主辦國施壓，因為對主權國家發號施令不屬於該
理事機構的職責範圍。
⼈權觀察組織全球倡議主任明奇·沃登（Minky Worden）在去年8⽉ 表⽰，北京冬奧會將成為「雪地裏的中國共產
主義勝利奇觀」。她說：「你們中的⼀些⼈看到國際奧委會⾼級領導⼈說奧運會不是政治性的，但對於像中國這樣
的獨裁政權來說，奧運會不僅僅是體育，它是地緣政治事件，可以提升政府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外的地位。
」
2021年11⽉，中國的網球運動員彭帥指控中國的前副總理張⾼麗性侵，並在社交媒體上消失後，國際奧委會主席托
⾺斯·巴赫 （Thomas Bach）和她通了視頻電話，並向公眾表⽰「她在北京的家中很安全」。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袁莉稱，這⼀次通話是國際奧委會向⾯臨壓⼒的中國領導⼈施以援⼿，因為國際奧委會的官
員完全沒有問彭帥關於性侵的問題。袁莉批評國際奧委會是和中國「互利共⽣的 『⽼朋友』」。
「國際奧委會⼀直說，它是⼀個政治中⽴的組織，希望置⾝於政治之外，但它完全忽視了⼀個事實，那就是它⼀直
被中國政府當作政治⼯具使⽤，使中國的⽴場和政策看起來可以接受，包括在新疆的反⼈類罪。」袁莉援引⼈權觀
察組織⾼級研究員王亞秋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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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11215/china-olympics-peng-shuai-samaranch/


國際奧委會不接受這些批評，它在12⽉2⽇發布了⼀份聲明，稱他們正在使⽤「靜默外交」的⽅式，直接和中國的體
育機構聯繫，這是「有效處理這種⼈道主義事務的最有希望的⽅式」。靜默外交指的是通過謹慎、秘密地談判和⾏
動來影響另⼀個國家。包蘇珊說，國際奧委會的靜默外交可能取得了⼀些效果，但中國也同時擔⼼國際奧委會越過
它的底線——2008年當國際奧委會主席⿎勵中國尊重其推進社會變⾰的「道德承諾」時，中國外交部發⾔⼈提醒國
際奧委會遵守⾃⼰的《奧林匹克憲章》。
《奧林匹克憲章》第50條禁⽌在奧運會場地上進⾏⽰威或政治、宗教、種族宣傳。但去年的東京奧運會開始前，國
際奧委會放鬆了這⼀規則，只要不違背奧林匹克精神，「沒有直接或間接反對⼈類、國家和組織及其尊嚴」，不影
響其他運動員進⾏訓練，就可以舉⾏抗議活動。⽐如運動員單膝下跪聲援「⿊命攸關」運動將不再違規。東京奧運
會期間，在⾃⾏⾞賽奪冠的中國選⼿鍾天使、鮑珊菊頒獎台上戴⽑澤東像章，國際奧委會要求中國奧委會對此提交
報告，後者保證「這事情不會再發⽣」。
法國戰略研究基⾦會研究員安託萬·邦達茲（Antoine Bondaz）告訴端傳媒，在即將到來的北京冬奧會期間，如何
應對外國運動員可能發表的⼀些⾔論，是中國當局會感到⾮常棘⼿的事情。事實上，北京冬奧組委對外聯絡部副部
⻑楊舒在1⽉18⽇新聞發布會上表⽰，外國運動員有任何違反奧林匹克精神的⾏為或⾔論，特別是違反中國法律法規
的⾏為，會受到⼀定的處罰。

2005年4⽉25⽇北京，⼀隻鴿⼦在宣傳北京2008年奧運會的廣告牌前⾶翔。圖：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中國為什麼需要奧運會？
徐國琦在《奧林匹克之夢》中提到，2007年習近平作為國家副主席分管2008年北京奧運會，這次體育賽事的成功為



他加分不少，某種程度上幫助他在四年後成為國家最⾼領導⼈。

「現在中國國際形象的悖論是，⼀⽅⾯名義上說你強⼤了，但另⼀⾯你的形象⽐過去反⽽更差了。」⾹港⼤學歷史
系教授、《奧林匹克之夢》⼀書作者徐國琦告訴端傳媒，中國舉辦奧運會跟近代的「崛起」焦慮有關係：「中國⼈
要甩掉 『東亞病夫』的恥辱帽⼦，要受⼈尊重。」他說，「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時，中國是受⼈尊重的，全世界
給中國the benefit of the doubt，現在沒有了。」徐國琦在書中也提到，2008年奧運會開幕前幾個⽉，國際上以⼈
權為名義的譴責和抵制聲⾳很多，直到當年5⽉12⽇，四川汶川地震發⽣，抵制浪潮才減弱。
徐國琦研究中國的體育史，他說，「中國⼈參加奧林匹克，完全跟⺠族主義、國際外交連在⼀起。⼀開始就是救亡
圖存的產物。」1908年《天津雜誌》提出「奧運三問」：中國什麼時候能夠派運動員參加奧運會？我們的運動員什
麼時候能夠得到⼀枚奧運⾦牌？我們的國家什麼時候能夠舉辦奧運會？到了2021年，「奧運三問的百年解答」已經
成為中國官⽅思想政治教育的⼀部分，地⽅黨媒《湖南⽇報》更在其新媒體宣布：再答「奧運三問」，我們⼜是滿
分。
「中國、俄羅斯和其他專制國家⾮常關⼼奧運會，在主辦奧運會和獎牌數量上都投⼊了⼤量資⾦。他們認為奧運會
是追求⼤國競爭的⼀種⽅式。」《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去年⼀篇⽂章提到，中國和俄羅斯仍然像舊蘇聯⼀
樣，將奧運會視為地緣政治競爭的延伸，因為體育領域的成功能為專制國家提供更廣泛的辯護。
徐國琦在《奧林匹克之夢》中提到，2007年習近平作為國家副主席分管2008年北京奧運會，這次體育賽事的成功為
他加分不少，某種程度上幫助他在四年後成為國家最⾼領導⼈。根據過往的報導，習近平為2008年的奧運會做軍事
準備⼯作包括在北京周邊部署了44個防空導彈系統。
徐國琦認為，習近平仿效⽑澤東，⽤體育謀劃重⼤政治訴求。他說，要向世界展⽰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
和「強起來」的歷史跨越，沒有⽐舉辦⼀次奧運會更好的媒介。

https://news.cctv.com/2021/12/16/ARTI7K0LK3XIy5DrFqnjWrpw211216.shtml
http://opinion.voc.com.cn/article/202108/202108082043269183.html
https://news.ifeng.com/mil/4/200904/0416_342_1110665.shtml


2008年8⽉8⽇，美國總統George W. Bush在北京國家體育場舉⾏的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開幕式上，向美國代表團的運動員揮⼿致意。攝：
Charles Dharapak/Pool/Getty Images

包蘇珊告訴端傳媒，儘管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讓中國受到了很多⼈權⽅⾯的批評，但中國也得到了它想要的影響
⼒。「最終，⼈們會認為你是⼀個強⼤的國家，⽽不是⼀個弱⼩的國家。」她說，要麼隱形，要麼每天都出現在負
⾯新聞中，這是⼀道選擇題。
2021年，習近平把「體育強國」寫⼊「⼗四五」規劃。官⽅媒體不吝宣傳他的體育情懷，甚⾄稱他為「外交舞台上
的 『⾜球先⽣』」 。2012年，習近平訪問愛爾蘭時在體育場上留下了⼀張踢球的照⽚；2014年，習近平出席在俄羅
斯的索契冬奧會開幕式，這是中國最⾼領導⼈第⼀次出席境外的國際體育賽事；2015年，習近平審議通過《中國⾜
球改⾰總體⽅案》，⽬標是要使中國成功申辦世界盃⾜球賽，男⾜打進世界盃、進⼊奧運會；北京申奧前後，習近
平多次跟國際奧委會主席通話和⾒⾯。
⼀篇研究習近平「體育外交」⾵格的論⽂統計，2013年-2019年，習近平進⾏了15次儀式性的體育外交，包括多次會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進⾏了12次事務性的體育外交，包括跟荷蘭、德國開展合作項⽬，訪問芬蘭，確⽴「中芬
冬季運動年」。「體育外交」思想在地⽅也被很好地貫徹，僅成都⼀座城市，2019年-2025年，就會舉辦5場國際賽
事，包括2021年的世界⼤學⽣運動會、2023年男⾜亞洲盃等。
在歐美國家普遍因預算問題⽽對承辦奧運會失去熱情的同時，奧運會幾乎成了專制⼤國的專利。中共崑⼭市委黨校
講師謝俊在2019年⼀篇論⽂中寫道：「很多國家無⼒承辦⼤型國際賽事，甚⾄有些國家因此揹負了⾼額債務，導致
世界各國不願意承辦⼤型國際賽事。⽽我國作為負責任的⼤國，⾃覺承擔起這項國際責任，積極承辦世界性⼤賽。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330/c1024-24772409.html
https://read.cnki.net/web/Journal/Article/TYHS201901015.html
http://d.g.wanfangdata.com.hk.easyaccess1.lib.cuhk.edu.hk/Periodical_xll202008015.aspx


2008年8⽉8⽇，表演者參加北京國家體育場舉⾏的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攝：Mike Hewitt/Getty Images

依靠體育活動提升國際聲望和政權合法性的⾏為，反⽽被另⼀些評論者批評「體育洗⽩」（sportswashing）。

2015年，北京幾乎沒有競爭地拿下了2022年冬奧會的主辦權，但體育賽事的親和⼒並沒有如期為中國帶來外交上的
⽅便。依靠體育活動提升國際聲望和政權合法性的⾏為，反⽽被另⼀些評論者批評「體育洗⽩」
（sportswashing）。2022年也被⼀些評論者稱為「體育洗⽩最⼤的⼀年」，這⼀年除了北京主辦冬奧會，⼈權記
錄不佳的卡塔爾主辦⾜球世界盃，沙特阿拉伯也在國際體育賽事上投資了15億美元。
挪威奧委會主席Berit Kjøll去9⽉評論北京冬奧會時表⽰：「允許系統性侵犯基本⼈權的國家舉辦⼤型國際體育錦標
賽並享受體育偉⼤成就的榮耀，也即所謂的體育洗⽩，是艱鉅和有挑戰的。」儘管如此，Berit Kjøll也並不⽀持抵制
北京冬奧會。《外交事務》的⽂章寫道：「主張抵制的⼈明⽩奧運會對中國和其他專制⼤國的軟實⼒野⼼有多重
要。」
事實上，抵制奧運會並不罕⾒，中國也多次因政治原因⽽抵制過奧運會。
1954年，國際奧委會承認中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在國際奧委會的合法席位。但由於台灣的「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
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仍然繼續留在國際奧委會，中國退出了本已經開始備戰的1956年的奧運會，以⽰對「兩個中
國」的抗議。1958年，中國宣布斷絕與奧林匹克運動的關係，開始了⻑達21年的抵制奧運會的⾏動。直到1979年，
中國才以「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重返奧林匹克，同時台灣奧委會的名稱改成了「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
（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1980年，冷戰期間，中國積極響應美國抵制莫斯科舉辦的夏季奧運會的倡議，當時美國的理由是抗議蘇聯對阿富汗
的⼊侵。但抵制並未影響蘇聯的決定，蘇聯並未從阿富汗撤軍，彼時的蘇聯勃列⽇涅夫政府回應，政治⾊彩不應帶

https://www.theguardian.com/sport/2022/jan/05/sportswashing-winter-olympics-world-cup


⼊純潔的奧運會中。
「美國⼈跟中國⼈在奧林匹克、國際體育這⽅⾯的關係是⾮常之密切。」徐國琦告訴端傳媒，1971年的「乒乓外
交」對中美兩國都是很重要的歷史轉折點。1980年抵制莫斯科奧運會後，中國派遣18名運動員參加了美國費城的⾃
由鐘經典賽，這是莫斯科奧運會的「替代品」，可⾒兩國的友好。1984年，蘇聯及其盟友抵制了美國洛杉磯主辦奧
運會，但中國參加了這次奧運會，並拿到了1949年後的第⼀塊⾦牌。
「1984年中美兩國⼈⺠的友好，今天回想起來也是不可思議，中國⼈跟美國⼈就像親兄弟⼀樣。」徐國琦說，那時
中國「積貧積弱」，但國際形象很好。現在你富起來了，應該國際聲望更⾼，但實際上是相反的。」他說：「為什
麼後冷戰之後兩個國家反⽽沒法玩了，這就是個問題」。

2021年7⽉27⽇⽇本東京，舉重選⼿郭婞淳在奧運⼥⼦59公⽄量級，以破奧運會紀錄的挺舉133公⽄，抓舉103公⽄，總計236公⽄的成績，
為中華台北隊拿下本屆奧運會⾸⾯⾦牌。攝：Chris Graythen/Getty Images

台灣體育外交新趨勢
在新疆、⾹港等地的⼈權問題之外，北京冬奧會將⾯對的另⼀個政治問題是台海兩岸關係。
中國國台辦發⾔⼈朱鳳蓮1⽉12⽇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據了解，台灣地區運動員有望參與速滑、雪橇和⾼⼭滑雪等
項⽬⻆逐，祝願他們勇於拼搏，勇創佳績。」
儘管國台辦發⾔⼈措辭平和，但⺠間的氛圍已經開始劍拔弩張。有網⺠在⼤陸視頻網站嗶哩嗶哩上發布2008年北京
奧運會開幕式時「中華台北」隊進場收穫歡呼的視頻，不少彈幕和評論稱「痴⼼錯付」、「他們對不起⼤陸同胞對
他們所做的⼀切」、「冬奧會讓他們嚐嚐冷場的滋味」。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邀請了台灣執政黨中國國⺠黨主席吳伯雄以及榮譽主席連戰參加。
紐約亞洲協會的中國問題專家魯樂漢（John Delury）當時評論道：「對台灣和⼤陸來說，這可成為⼀個拉近雙⽅關
係的正⾯經驗。」
但隨着這幾年兩岸關係降到冰點，兩岸在體育上的較量也越來越針鋒相對。在東京奧運會⽻⽑球男⼦雙打⽐賽決
賽，台灣選⼿李洋和王⿑麟戰勝了中國⼤陸選⼿劉⾬⾠和李俊慧，贏得⾦牌。中華台北奧委會的旗幟在頒獎典禮上
升起，央視⽴即掐掉了頒獎的轉播，兩位中國選⼿遭遇了⼤陸網⺠的責怪和謾罵。與此同時，李洋和王⿑麟都在社
交媒體上強調了他們的台灣⾝份。⼀⾯以這場⽐賽為背景創作出來的新「台灣國旗」迅速在社交媒體上流傳，以慶
賀台灣擊敗了中國，台灣的⺠族情感攀上⾼峰。
除此之外，「國名」之爭也仍然是奧運會上兩岸的重要衝突。
東京奧運會開幕時，中國視頻網站騰訊視頻轉播了NHK的直播，當「中華台北」代表團進場時，NHK介紹為「台灣
隊」，騰訊視頻⾺上停⽌轉播，並切⼊了⼀段脱⼝秀節⽬。這被中國網⺠憤怒地指責為「⽇本電視台搞⼩動作」。
⽽同時，中國的官⽅媒體都使⽤「中國台北」來稱呼台灣的參賽隊伍，這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華台北」不
同。
1989年4⽉6⽇，兩岸的奧委會主席在⾹港簽署協議，規定「Chinese Taipei」的中⽂譯法為「中華台北」。時⾄今
⽇，雙⽅都在嘗試突破這個名字。
2018年，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前⽥徑運動員紀政發起「東京奧運正名活動」全⺠公投，推動台灣的奧運代表團由
「中華台北」改名為「台灣」，並以此參加後續的奧運會和國際體育賽事。但最終⺠間以54.8%的不同意票否決了提
案。
不過在最近兩年，台灣⺠間和半官⽅的聲⾳越來越期待體育能增加其台灣在國際上的能⾒度和辨識度。「歷經⻑期
被邊緣化後，台灣⺠眾亟欲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與肯定。奧運四年舉⾏⼀次，如果每回台灣都拿到亮麗的成績，可
望維持國際能⾒度。」台灣崇越集團董事⻑郭智輝去年東京奧運會前在⼀篇⽂章中寫道。 去年12⽉14⽇，在台灣外
交部舉辦的NGO領袖論壇上，中華奧運代表射箭隊教練林政賢發⾔，稱可透過訓練好選⼿品格、培養國際體育⼈才
的⽅式進⾏運動外交。2019年，台灣⽴法委員許毓仁也公開表⽰，台灣應該⽤體育當載體進⾏「公眾外交」，通過
東京奧運會讓世界看⾒台灣。
2004年，台灣在雅典奧運拿到2⾦2銀1銅的好成績，但之後2008北京奧運以及2012倫敦奧運成績皆不如預期。台灣
社會⼀度掀起檢討聲浪，尤其是2008北京奧運台灣在強項棒球上輸給了中國隊，被⼀些球迷斥為「國恥」。⺠間和
官⽅都有⼈要求政府反思體育政策，突破奧運困境。



2016年1⽉21⽇中國河北省崇禮區，滑雪場將舉辦2022年冬季奧運會的賽事。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端傳媒曾梳理過台灣的體育改⾰之路，其中2017年台灣主辦世界⼤學⽣運動會的節點⼗分關鍵。世⼤運捲動⺠間體
育改⾰運動，推動台灣政府建⽴「選⼿為先」的補助體系。當時⽻⽑球選⼿戴資穎放棄年度最⾼級別的世錦賽決
賽，回台灣參加世⼤運，並表⽰：「世錦賽對我個⼈來說，⾮常重要。但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能讓世界看⾒台灣，
讓更多⼈重視體育。」戴資穎等運動員「回家參賽」激發了⺠眾參與這屆世⼤運的熱情，賽事的售票率⼀路上升。
這屆賽事台灣獲得了26塊⾦牌，躋⾝獎牌榜排名第三。
台灣官⽅的體育投⼊也⾁眼可⾒地增加。2018年，台灣教育部體育署啟動「2020年東京奧運會⿈⾦計劃」，針對具
爭⾦奪牌菁英選⼿，實施專業個⼈化訓練，3年共投⼊12億元台幣經費。媒體⼈喬瑟芬也曾指出，台灣⽤於培養國家
隊員的國家運動訓練中⼼預算從2015年的4.3億，增⻑到2021年的16.8億。2020年東京奧運會，台灣累計超過⼗⾯
獎牌，獲得奧運會史上的最佳成績，即被認為與政府的部署有關。不過，台灣⺠間⼀直有聲⾳指責政府不重視體
育，以及忽視運動員的福利。去年參加東京奧運會的專機，官員坐頭等艙⽽運動員坐經濟艙的事情，就引發輿論聲
討，最終迫使總統蔡英⽂道歉。
邦達茲向端傳媒對⽐兩岸的體育外交。他說，⽬前台灣官⽅並沒有太把體育作為外交⼿段，台灣主要的籲求是讓世
界觀眾看到台灣和中國有不同的旗⼦，確認⾃⼰⾝份。⾄於中國，他認為北京冬奧會對中國的重要程度遠不及2008
年的夏季奧運會重要。「當時的奧運會要展⽰中國正在崛起，⽽今天沒有⼈會說中國不是⼀個⼤國。」邦達茲說，
外交抵制是象徵性的，⼈們也不認為這樣做能推動中國改善⼈權狀況，⽽中國政府如今的主要⽬標也是減少外交抵
制帶來的影響。
「（抵制的政客）他們來或者不來，沒有⼈會在意，對舉辦⼀屆簡約、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奧會也沒有任何影響。
」中國外交部發⾔⼈趙⽴堅12⽉7⽇在記者會上表態。包蘇珊告訴端傳媒，他說的是對的。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805-taiwan-tokyo-olympics/


北京冬奧會⼀開始就不向國際觀眾開放，⽽北京這輪疫情爆發後，冬奧組委會改變了原來向國內觀眾售票的⽅案，
宣布停⽌對公眾售票，改為「定向組織觀眾現場觀賽」。參賽的運動員將只在記者、運動員同伴和少數政要⾯前⽐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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