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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录像观察、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分析里约奥运周期内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和奥运会羽毛球赛事情况，
揭示世界羽坛竞争格局。结论：里约奥运周期内，我国羽毛球队的统治力急剧下降，世界羽坛进入“战国时代”；西方羽毛球

复苏，亚欧竞争差距呈缩小之势；单项竞争“群雄争霸”，呈多极化发展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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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１２年伦敦奥运会结束至２０１６年里约奥
运会为里约奥运周期，在４年的奥运周期内一共举
行了４次世界羽毛球重大单项赛事，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举行了第２０届、第２１届、第２２届世界羽毛球锦
标赛，我国羽毛球队分别获得了２金、３金、３金的
成绩，传统强项女子单打连续三届无缘冠军；在

２０１６年里约奥运会上，我国羽毛球球队仅收获了２
枚金牌和１枚银牌。自１９９２年以来，中国女双从
未缺席过奥运会羽毛球女双决赛，更是从１９９６年
垄断了该项目的金牌，然而在２０１６年里约奥运会
上，我国女双和女单项目颗粒无收，同时 ３枚奖牌
的成绩更是创造了我国羽毛球队奥运会历史上的

最差成绩。从２０１２年伦敦奥运会包揽羽毛球项目

的全部５枚金牌，到２０１６年里约奥运的３枚奖牌，
这说明在里约奥运周期内，有“梦之队”之称的中国

羽毛球队的统治力出现了严重下降。在２０１４年世
界羽联调整了奥运会羽毛球参赛资格后，面对世界

各国强队和高手挑战的情形下，回顾和梳理里约奥

运周期世界羽毛球发展过程及其发展趋势，对于展

望下一个奥运周期我国羽毛球队的发展方向，规划

和备战２０２０年东京奥运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里约奥运周期世界羽毛球的发展现

状及我国羽毛球队的发展现状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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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１．文献资料法
梳理与世界羽毛球相关的现有研究成果，以“世

界羽毛球”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检索了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期间的相关文献，获得相关文献２１
篇，其中具有高度相关的５篇；在新浪体育网站查阅
了第２０届、２１届、２２届羽毛球世锦赛和２０１６年里约
奥运会羽毛球赛的比赛成绩，并阅读相关的羽毛球

专著。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掌握世界羽毛球相

关方面的研究现状，为本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２．录像观察法
观看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６年间的第２０届、２１届、２２

届羽毛球世锦赛及２０１６年里约奥运会羽毛球赛的
录像，并分析和记录各国参赛运动员的战术安排及

场上表现，对里约奥运周期世界羽毛球的发展趋势

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３．数理统计法
运用ＥＸＣＥＬ办公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

理，对世界各国在里约奥运周期内的世界羽毛球大

赛的获奖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更好的了解里约奥

运周期世界羽毛球的竞争格局及发展的方向。

　　二　研究结果分析

（一）中国队的统治力急剧下降，世界羽坛进入

“战国时代”

２０１２年伦敦奥运会，中国队首次包揽了羽毛球
项目的全部５枚金牌，同时也是自羽毛球运动被列
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后，首次有国家包揽该项目

的所有金牌。古语有云，“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２０１６年里约奥运会中国羽毛球队遭遇“滑铁卢”。
在里约奥运会上，中国羽毛球球队仅收获了２枚金
牌和１枚银牌。尽管中国队依旧位于奖牌榜榜首，
但由表１不难看出，中国队的“统治地位”在里约奥
运周期内出现了急剧下滑，奖牌数由８枚直线下降
到３枚，而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则呈异军突起之势，
由广州世锦赛的０枚奖牌和１枚银牌到里约奥运
的１金１铜和３枚银牌的成绩，展现出了强劲上升
势头。老牌劲旅韩国、丹麦、印尼以 １１枚、９枚、７
枚的总奖牌数位居奖牌榜第２、３、４名，依旧保持着
对中国队的威胁。此外，印度、西班牙、泰国等新锐

球队在世界羽坛的地位将逐步上升，西班牙连续三

次世界大赛收获１枚金牌，保持着对女单项目的统
治地位。２０１６年里约奥运会，共有９个国家分享了
羽毛球项目的奖牌，其分布更为广泛，这些国家的

出色表现大大削弱了中国队的整体实力，中国羽毛

球“梦之队”的美名已不复存在，世界羽坛真正进入

了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

表１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３届世锦赛和里约奥运会羽毛球赛奖牌分布情况［８］

名次 国家
第２０届羽毛球世锦赛 第２１届羽毛球世锦赛 第２２届羽毛球世锦赛 第２３届羽毛球世锦赛

金 银 铜 小计 金 银 铜 小计 金 银 铜 小计 金 银 铜 小计
共计

１ 中国 ２ ２ ４ ８ ３ ３ １ ７ ３ ２ １ ６ ２ ０ １ ３ ２４

２ 韩国 ０ １ ３ ４ １ １ ２ ４ ０ ０ ２ ２ ０ ０ １ １ １１

３ 丹麦 ０ １ １ ２ ０ ０ ３ ３ ０ １ １ ２ ０ １ １ ２ ９

４ 日本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０ ０ ３ ３ １ ０ １ ２ ７

４ 印尼 ２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３ ４ １ ０ ０ １ ７

５ 马来西亚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３ ０ ３ ６

６ 印度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２ ２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５

７ 西班牙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３

８ 泰国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８ 越南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８ 英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二）西方羽毛球复苏，亚欧竞争差距呈缩小
之势

现代羽毛球运动起源于英国，２０世纪上半叶，

羽毛球运动在欧美迅速发展。英国、丹麦以及美国

等国家的羽毛球运动技术水平进步很快。［２］但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世界羽坛进入了“亚洲时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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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亚洲选手一直占据了世界

羽毛球的优势地位，从而形成了“亚强东弱”的竞争

格局。由图１可知，欧洲国家所获奖牌比例由１０％
上升到里约奥运会的近３０％，共获得了１金、１银、
２铜的佳绩。西班牙小将马林连续两届世锦赛夺
得女单冠军，并在里约奥运会获得的了个人第一块

奥运金牌。此外，传统强队丹麦队也展现了复苏势

头，男双、女双以及男单项目都具有较强的夺金实

力，１９９４年出生的小将阿萨尔森成长速度较快，并
在里约奥运会铜牌争夺战中战胜林丹，获得了个人

第一块奥运奖牌。另外英国男双组合在里约奥运

会表现惊艳，收获一枚铜牌，也创造了英国在该项

目上的最佳战绩。现在的欧洲球员身材匀称，诸如

马林、阿萨尔森以及伊万若夫等球员，技术和步法

已经完全亚洲化，从打法的先进性来看，不仅消除

以往的劣势，而且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可见，在

里约奥运周期内，以丹麦、西班牙、英国为首的西方

羽毛球整体呈现了复苏之势，亚欧竞争差距逐渐缩

小，在下一个奥运周期，欧洲羽毛球将对中国，乃至

亚洲羽毛球的霸主地位产生较大的冲击。

图１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３届世锦赛和里约奥运会羽毛

球赛亚、欧国家所获奖牌情况［３］

（三）单项竞争“群雄争霸”，呈多极化发展

之势

１．女子单打格局
女子单打是我国的传统强项，在 １９８３年 －

２０１１年间举办的１７次羽毛球世锦赛上，我国获得
了其中的１５女单枚金牌，仅有的两次失手还要追
溯到１９９３年的伯明翰世锦赛和１９９０年的哥本哈
根世锦赛。［４］然而进入里约周期后，面对世界各国

强队和高手挑战的情形下，中国女单显得有些猝不

及防。由表２可知，在２０１３年 －２１０５年三届世锦
赛和里约奥运会羽毛球赛中，中国队只收获了 １７
枚奖牌中的２枚银牌，占总奖牌数的１３％，位列奖
牌榜第４位，争金实力下降明显。在里约奥运周期
内，西班牙和泰国队瓜分了女单项目的４块金牌，
其中西班牙的小将马林，以其“蛮不讲理”的男性化

打法连续两届荣膺世锦赛冠军，在里约奥运会半决

赛中以２：０击败了中国女单头号种子李雪芮，决赛
中以２：１净胜１３分的优势战胜了印度小将辛杜，
成为了史上第二个赢得奥运单打冠军的非亚洲球

员。此外，辛杜、内瓦尔领衔的印度女单也展现了

不俗的实力，共收获２银２铜，以４块奖牌的成绩
位列总奖牌榜第一位，占总奖牌数的２７％。近年来
１９９５年出生的日本小将奥原希望表现抢眼，接连夺
得２０１５年世界羽联总决赛和２０１６年全英公开赛
的女单冠军，并在里约奥运赛场上收获一枚铜牌。

可见，里约奥运周期内，中国女队的领先优势荡然

无存，西班牙在女单项目上异军突起，印度、日本、

泰国以及韩国的上升势头强劲，９０后运动员成为
了羽毛球女子单打项目竞争的主角。

表２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３届世锦赛和里约奥运会羽毛

球赛女单奖牌分布情况［５］

名次 国家 金牌 银牌 铜牌 合计 百分比

１ 西班牙 ３ ０ ０ ３ ２０％

２ 泰国 １ ０ ０ １ ７％

３ 印度 ０ ２ ２ ４ ２７％

４ 中国 ０ ２ ０ ２ １３％

５ 日本 ０ ０ ２ ２ １３％

５ 韩国 ０ ０ ２ ２ １３％

６ 印尼 ０ ０ １ １ ７％

２．男子单打格局
男单金牌被认为是羽毛球五个单项中分量最

重的一块金牌，因为它代表一个国家在羽毛球项目

上的最高水平。近年来，男子单打已发展成我国羽

毛球队的重点夺金项目。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的间的
６次世锦赛和２届奥运会中，林丹７次折冠，其中
２０１０年的世锦赛冠军被队友陈金夺得。由表３可
知，里约奥运周期内，我国头号男单选手谌龙已成

功接棒林丹，连续两次摘得男单世界锦赛桂冠，在

里约奥运会上，以仅丢一局的高姿态夺得个人首枚

奥运金牌，展现出了超高的竞技状态。马来西亚名

将李宗伟首次在世界大赛上战胜林丹，但却不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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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赛时以 ０：２败给了谌龙，再度与冠军失之交
臂。连续四次世界大赛闯进决赛，四次都是收获了

１枚银牌，也因此成为了球迷心中的“无冕之王”。
此外，丹麦小金童阿萨尔森实力不容小觑，２２的岁
年轻小将接连战胜了斯科特 －埃文斯和英国选手
拉吉欧申，并在铜牌争夺战中战胜林丹，第一次参

加奥运会就收获了一枚铜牌，上升势头强劲，在下

一个奥运周期将对中国队男单的领先优势产生较

大冲击。另外，日本的小将桃田贤斗、印度的苏吉

亚托以及越南选手阮天明都有较强冲击奖牌的能

力，在过往的三届世锦赛上也都有奖牌入账。可

见，世界男单呈现出中国、马来西亚、丹麦“三足鼎

立”的竞争格局。

３．女子双打格局
在１９８３年－２０１５年的羽毛球世锦赛的发展历

程中，我国在女子双打项目上共获得１９次冠军，展
现了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绝对优势地位。由表 ３
可知，中国女双队伍在里约奥运周期内的４次大赛
上共取得了３金１银１铜的佳绩，但遗憾的是未能
在里约奥运会上夺得奖牌。受伤病和兼项等因素

的困扰，中国队放弃了原有的两对冠军组合，派出

了于洋／唐渊?和骆赢／骆羽去冲击里约奥运的女
双奖牌，但因于洋／唐渊?配对时间较短，两人的配
合和战术思想很难达到较高的契合度，而另一对双

胞胎组合则由于自身打法单一，并不具备超强的实

力，所以结果也在情理之中。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

日本“松糕”组合松友美佐纪／高桥礼华晋升为新科
奥运冠军，其连贯性和节奏的一致性非常高，接连

战胜韩国的郑景银／申升瓒和彼得森／朱尔夺得冠
军，打破了中国队在女双项目上的垄断格局。此

外，韩国队的郑景银／申升瓒上升势头强劲，里约奥
运会的铜牌争夺战中，以耗时３９分钟直落两局，战
胜中国队的于洋／唐渊?夺得一枚铜牌。可见，随
着中国队的冠军组合于洋／王晓理、田卿／赵芸蕾因
伤病等原因相继拆对，中国队的优势已不复存在，

世界女双呈现出日、韩、丹、中、印尼５国运动员群
芳争艳的格局。

４．男子双打格局
从当今世界羽毛球５个单项最高水平的角逐

来看，速度快、观赏性强且实力最为接近的莫过于

男双。世界优秀羽毛球男子双打运动员彼此间打

法迥异、实力接近，互有胜负。［６］由表 ２可知，在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的世锦赛和里约奥运会上，共有
三个国家获得了男子双打的冠军，７个国家分享了
男双奖牌，总体上呈现出群雄争霸的格局。印尼组

合阿山／塞蒂亚万在里约奥运周期内勇夺两枚世锦
赛金牌，被视为里约奥运男双金牌最有力的争夺

者。然而在里约奥运小组赛接连败给日本的远藤

大由／早川贤一和中国的刘小龙／邱子瀚，无缘八
强。丹麦老将鲍伊／摩根森受伤病等因素的困扰，
连续两次世界大赛无缘四强，争金能力大打折扣。

在里约赛场上，马来西亚的吴蔚升／陈蔚强表现抢
眼，以两个２：１的比分相继淘汰了韩国的李龙大／
柳延星和中国组合柴彪／洪伟，最终收获了一枚银
牌。男双一直是中国羽毛球队的软肋，随着１２年
伦敦奥运会男双冠军“风云”组合蔡

)

／傅海峰的拆
队重组，中国队男双水平更是处于弱势。但就是这

么一支不被看好的队伍，在里约奥运会上表现神

勇，张楠／傅海峰在１／４决赛中挽救３个赛点，战胜
韩国强档金基正／金沙朗挺进四强，最终摘得男双
桂冠。此外，传统的双打强国韩国队依然保持着较

强的奖牌竞争力，共获得了１金１银３铜的成绩。
可见，男子双打呈现出中、韩、印尼、马来西亚四强

争霸的竞争格局。

５．混合双打格局
在已举办第１届至第１９届羽毛球世锦赛中，

混合双打是５个单项中夺冠国家数最多的一个，共
有６个国家曾问鼎金牌，且各国的实力相差不大，
尤其是中、韩、丹、印尼４国势均力敌，竞争激烈。［７］

然而，进入里约奥运周期以来，韩国和丹麦的在混

双项目上争金实力稍有下降，都只获得 １枚铜牌
（表３），丹麦更是在１５年世锦赛和里约奥运会上
两度无缘八强。印尼和中国旗鼓相当，分获两枚金

牌，但中国整体实力占优，获得了１５枚奖牌中的９
枚。里约奥运会，中国队派出了１２年伦敦奥运会
和１４年世锦赛该项目的冠亚军得主张楠／赵芸蕾
和徐晨／马晋，两对组合双双闯入４强，但均都无缘
决赛，只收获１枚铜牌。印尼组合艾哈迈德／纳西
尔在里约奥运周期内共获得２枚金牌１枚铜牌，在
里约赛场上更是以场均只失２４．８分，一局未丢的
超高竞技状态夺得冠军。此外，马来西亚吴柳莹／
陈炳顺在里约赛程上表现抢眼，以２：０淘汰徐晨／
马晋晋级决赛，但是最终由于实力悬殊，不敌艾哈

迈德／纳西尔，收获一枚银牌。可见，里约奥运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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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中国与印尼的混双优势较为明显，马来西亚、韩 国以及丹麦各占据一席之地。

表３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３届世锦赛和里约奥运会羽毛球赛各单项奖牌分布情况

项目
第２０届羽毛球世锦赛

金 银 铜 铜

第２１届羽毛球世锦赛

金 银 铜 铜

第２２届羽毛球世锦赛

金 银 铜 铜

里约奥运会羽毛球赛

金 银 铜

男
　
单

中国 马来西亚 中国 越南 中国 马来西亚 印度 丹麦 中国 马来西亚 丹麦 日本 中国 马来西亚 丹麦

林
丹

李
宗
伟

杜
鹏
宇

阮
天
明

谌
龙

李
宗
伟

苏
吉
亚
托

阿
萨
尔
森

谌
龙

李
宗
伟

约
根
森

桃
田
贤
斗

谌
龙

李
宗
伟

阿
萨
尔
森

女
　
单

泰国 中国 印度 韩国 西班牙 中国 印度 日本 西班牙 印度 印尼 韩国 西班牙 印度 日本

因
农
达

李
雪
芮

辛
杜

裴
延
珠

马
林

李
雪
芮

辛
杜

三

谷

美

菜
津

马
林

内
维
尔

法
内
特
里

池
成
炫

马
林

辛
杜

奥
原
希
望

男
　
双

印尼 丹麦 韩国 中国 韩国 韩国 韩国 丹麦 印尼 中国 韩国 日本 中国 马来西亚 英国

赛
蒂
亚
万

阿
山

摩
根
森

鲍
伊

金
沙
朗

金
基
正

傅
海
峰

蔡
)

申
白
?

高
成
炫

柳
延
星

李
龙
大

金
沙
朗

金
基
正

摩
根
森

鲍
伊
塞
蒂
亚
万

阿
山

邱
子
瀚

刘
小
龙

柳
延
星

李
龙
大

早
川
贤
一

远
藤
大
由

张
楠
傅
海
峰

陈
蔚
强

吴
蔚
升

兰
格
里
奇

埃
利
斯

女
　
双

中国 韩国 丹麦 中国 中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丹麦 日本 印尼 日本 丹麦 韩国

王
晓
理

于
洋

张
艺
娜

严
惠
媛

朱
尔
彼
得
森

赵
芸
蕾

田
卿
赵
芸
蕾

田
卿

于
晓
理

于
洋

坦
岩
令
佳

前
田
美
顺

申
升
瓒

李
绍
希

赵
芸
蕾

田
卿

朱
尔

彼
得
森

与
犹
胡
桃

福
万
尚
子

波
莉
尼
蒂
娅

高
桥
礼
华

松

友

美

佐
纪

朱
尔

彼
得
森

申
升
瓒

郑
景
银

混
　
双

印尼 中国 中国 韩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丹麦 中国 中国 中国 印尼 印尼 马来西亚 中国

艾
哈
迈
德

纳
西
尔

马
晋

徐
晨

赵
芸
蕾

张
楠
严
惠
媛

申
白
?

赵
芸
蕾

张
楠

马
晋

徐
晨

包
宜
鑫

刘
成
佩
蒂
森

尼
尔
森

赵
芸
蕾

张
楠

包
宜
鑫

刘
成

马
晋
徐
晨
艾
哈
迈
德

纳
西
尔

艾
哈
迈
德

纳
西
尔

陈
炳
顺

吴
柳
萤

赵
芸
蕾

张
楠

　　三　结论

里约奥运周期世界羽坛竞争格局呈现出以下

特点：我国羽毛球队的统治力急剧下降，世界羽坛

进入“战国时代”；西方羽毛球复苏，亚欧竞争差距

呈缩小之势；单项竞争“群雄争霸”，呈多极化发展

之势。里约奥运周期内，中国在女单项目上的领先

优势荡然无存，西班牙异军突起，印度、日本、泰国

以及韩国的上升势头强劲；丹麦的男单上升势头强

劲，呈现出中国、马来西亚、丹麦“三足鼎立”的竞争

格局；中国女双“一枝独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呈

现出多国运动员群芳争艳的格局；马来西亚男双异

军突起，与中、韩、印尼呈现出四强争霸的格局；中

国与印尼的混双优势较为明显，马来西亚、韩国以

及丹麦各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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