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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位, 印度缺乏
现代农业, 粮食供给
无法保证, 很多国民
还在为温饱问题发愁, 
国家大力发展体育无
从谈起。相比于中国, 
印度是一个典型的西
方资本主义联邦制共
和国, 政府执政能力
低下、对体育的投入
非常有限, “市场体
育”无从谈起, “计
划 体 育 ” 难 以 实 施 , 
更没法调动行政资源
开展中国式的“举国
体制”或是建立类似
前东欧和前苏联的全
国 竞 技 体 育 促 进 模
式。印度社会体育经
费紧缺的形势、全国
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
以及硬件上的前工业
化时代特征、导致了
印度体育在低水平上
徘徊、缺乏体育发展
基础的现实困境。

（二）缺少成为
体育强国的“政治意
愿”

法国利摩日大学
体育经济研究中心布
尔格教授曾指出, 任
何一个欲获得奥运会
奖牌的运动员都应该
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之
一 : 要 么 来 自 一 个 人
口大国；要么来自人
均国内产值较高的国
家；要么来自政府具
有成为体育强国的强
烈政治意愿的国家。
而在印度, 成为“体

育大国”从来都不是
政府的“既定国策”
。印度首都新德里最
大的体育场是纪念其
开 国 总 理 贾 瓦 哈 拉
尔•尼赫鲁建成并由
其名字命名的。尼赫
鲁在任期间, 科技和
教育列为印度当时发
展的首要任务, 印度
历 届 政 府 的 最 高 领
导人都亲自过问或者
领导过尖端科技的开
发工作, 在这种思想
下, 印度政府于1958
年、1968年相继颁布
《科学政策决议》《
国家教育政策》全面
规划国家的科技教育
发展战略,“用现代科
学技术和教育将印度
带入21世纪”。不过, 
发展体育运动在尼赫
鲁和曼莫汉•辛格政
府关于印度的远景规
划中几乎不占任何地
位, 期间几乎没有形
成任何涉及体育的投
入和资助机制。受尼
赫鲁思想的影响, 印
度历届政府也从未把
成为体育大国列入工
作议程。直到2002年
12月,印度国家计划委
员会颁布《印度2020
年远景规划》 （或称
《印度2020年愿景》
） , 其中才有涉及体
育 发 展 的 战 略 规 划 , 
文件就印度经济、教
育、体育和基础设施
等方面的发展目标提

出了一些新要求。
另一方面, 相对

于在军事、科技领域
的 慷 慨 , 印 度 政 府 对
体育发展的投入则显
得吝啬不已、囊中羞
涩 。 2 0 0 4 年 , 在 印 度
国大党政府上台后公
布 的 第 一 个 预 算 案
中 , 体 育 拨 款 只 有 区
区0.38亿卢比,仅占教
育 拨 款 的 3 % 。 时 任
体育部长苏尼尔对此
表示不满, 指责印度
财政部长长奇达姆巴
拉姆对体育拨款的吝
啬以及学术界对体育
部门的偏见。而在印
度2007~2008年度财
政 预 算 案 中 ， 体 育
拨款为49亿卢比（按
当 时 汇 率 相 当 于 人
民币10亿元），教育
经费拨款达2867亿卢
比；考虑到2010年将
在新德里举办第17届
英联邦运动会（印度
代表团喜获38金、27
银、36铜, 位于奖牌
榜 第 二 位 ） , 印 度 在
2008~2009年度预算
中体育拨款增至110
亿卢比, 但教育经费
预 算 高 达 3 4 4 0 亿 卢
比。从近几年政府在
各 类 经 费 的 支 出 看 , 
印度花费大量公共资
金用于公共教育经费, 
期间公共教育经费占
财政总预算的比例多
保持在4%以上, 而体
育经费所占的比例通

常不超过0.1%, 这也
与印度自1986年起依
照《新教育政策》所
制定的指导思想, 全
面开展“重脑力轻体
力”的教育改革运动
战略有关。

一个国家竞技体
育要想迅速高效地发
展, 一方面是要依托
社会环境的改善和国
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来
带动国民自身积极参
与体育之中, 另一方
面也要依托于国家政
策法规的全力支持。
而在印度, 发展体育
大国似乎从来没有被
纳入政府工作的议程, 
这也已经成为制约印
度体育发展的重要因
素。印度奥委会就不
参 与 “ 申 奥 ” 一 事 , 
答国外记者问中也承
认, 国家没有一直支
持体育运动。与之形
成对比的是日本, 1988
年兵败汉城奥运会后
的日本政府介入体育
界 的 力 度 明 显 加 大 , 
1989年日本文部省颁
布了《关于面向21世
纪的体育振兴策略》, 
提出了从竞技体育和
终身体育两个方面大
力 发 展 体 育 的 方 针 , 
之后更是制定了一系
列详细的短、中、长
期的强化选手计划。
政府还投资建设了日
本国家体育科研中心 
（JISS） , 为日本选手

在奥运会夺取奖牌提
供科研、训练等全方
位的服务。经过短短
十几年, 日本政府一
系列的举措在2004年
雅典奥运会上便获得
成效, 那届奥运会日
本代表团共获金牌16
枚、银牌9枚、铜牌
12枚, 奖牌总计37枚, 
跃居至金牌榜第五位, 
在短短数年内便实现
了竞技体育的崛起。

（三）印度宗教
文化的保守特质抑制
体育发展

1 . 根 植 于 印 度
教 育 中 的 “ 禁 欲 
（Brahmacharin） ”
观念

纵览近3500年的
印 度 教 育 史 , 印 度 教
育源自《梨俱吠陀》 
（RigVeda）, 宗教奠
定了印度教育的基础, 
对教育的要求局限于
静 态 社 会 的 基 本 需
求。 印度教育伴随着
宗教而来, 印度属于
印度教文化圈, 80%以
上的印度人信奉印度
教, 而印度教内“禁
欲 （Brahmacharin） 
”观念以及唯宿命论
规定人的一生应安分
守己,不要企图改变命
定的人生和命运进行
武力的抗争, 即使是
20世纪50年代印度从
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取
得独立也是采用和平
方式, 这与竞技体育

    印度14亿人口  (三)
为什么只有一名冬奥会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