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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   2.竞技运动商业化和运动员职业化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危害 商业化使奥林匹克运动摆脱
了经济上进退维谷的困境，但以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商业化不可避免地与奥林匹克运动理想发
生冲突，过度的商业化与职业化不仅不能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健康发展，反而会阻碍奥林匹克运动理
想的实现。 ①竞技运动中过度的商业化和运动员职业化把奥林匹克运动引向“以物为本”的歧途 过
度的商业化与职业化，使得运动员和教练员越来越注重追求比赛的成绩，因为只有取得好的成绩，才
会得到相应的待遇或者奖金。为了提高成绩，部分运动员不择手段，直至铤而走险。部分运动员甚至
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将名誉、良心、情感、责任感等当作商品进行买卖和交换，成为金钱的奴隶，物
质生活需求极度膨胀，而精神生活却极度空虚。由商业化与职业化左右的奥林匹克运动把运动员培养
成了唯物质论者，这不符合奥林匹克主义“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的人生哲学，奥林匹克运动不再是
一种教育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手段，而逐渐成为某些运动员追求日益膨胀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从而
把奥林匹克运动引向了“以物为本”的歧途。 ②商业化、职业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冲突 对商业机构
来说，竞技运动只是商业运作的一种手段、一种媒介。而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竞技运动则是他们实
现人生价值的舞台，运动成绩越好，他们的价值就越大；而成绩越好，竞技比赛的观赏性就越强，就
越能为商业机构带来更大的商业效应，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些运动
员或者一些竞技比赛被商业机构操纵的现象。因此，运动员为了提高成绩，便服用兴奋剂以及采用其
他的一些非正常的体育手段，这导致奥林匹克运动推崇运动员的榜样作用荡然无存，也完全违背了友
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另外，为了提高电视转播的收视率，以获得更高的商业利益，
商家或电视媒体完全不顾竞技时间对运动成绩的影响，任意更改比赛时间，这完全是与奥林匹克运动
对“更快、更高、更强”的追求背道而驰的，是奥林匹克运动向商业化低头和献媚。此外，由于各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职业化程度的不同，各国的运动水平相差甚远；而过度的商业化与职业化则会
进一步地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运动水平的差距，使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完全失去基础；甚
至还有可能因为运动水平的巨大差异破坏团结友谊的局面，对人类和平社会的构建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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