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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问：“你们敢不敢申办一次奥运会？”当时没有人

明确回答这个问题。

当年 9 月，北京亚运会成功举办，赢得不少国际赞誉。这

之后国家体委和北京市立即投入到研究和落实申办奥运会的工

作中。中国奥委会原副主席、秘书长、北京 2000 年奥运会申办

委员会（简称“北京奥申委”）秘书长魏纪中回忆：当时他们

形成了关于举办奥运的各方面初步需求清单，呈给国务院各有

关部委、北京市各有关部门，征求国内外专家的意见。最为集

中的两点反馈是：第一，从发展的眼光看，我们行；第二，大

家都愿为此给予应有的支持和贡献。

于是，中国决定正式申办奥运会，这是对小平同志之问的

回答：我们敢申办奥运会！

1991 年 5 月，北京奥申委挂牌成立，申奥工作从当年下半

年正式开始。当时中国申奥的口号是“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和“给

北京一次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和举办北京亚运会的初衷

一样，当时北京申奥之所以非常强调“开放”，就是想让世界

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把中国刚刚推行不久的改革开放的新面

貌新成果展现给全世界。

然而，当时中国申奥面对的实际困难超出所有国人的想象。

30 年前的国际社会，西方对中国的成见很深，他们从意识形态

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申奥是一个“政治事件”。美国国会甚

至通过决议表示反对中国申奥。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西方主流媒

体一致反对中国申奥；发展中国家的媒体支持中国，但他们的

声音没法被世界听到。

西方媒体抛出“人权”“动物保护”“环境”等各种问题

来刁难中国。甚至到了 1993 年 9 月，各国申奥代表团抵达国际

奥委会投票决定 2000 年奥运会主办权的会场摩纳哥蒙特卡洛之

时，西方媒体还炮制出一个“大新闻”，宣称“中国要抵制亚

特兰大奥运会”。他们说北京在打政治牌，想用抵制来“讹诈”

国际奥委会以取得举办权。

此事影响很大，连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都询问

时任中国奥委会主席、北京奥申委常务副主席何振梁到底有无

此事。在得到何振梁斩钉截铁的否定回答后，萨马兰奇立即安

排他在当天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何振梁对数百位

记者说：“北京申办 2000 年奥运会的目的，是为奥林匹克运动

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贡献，促进人民间的相互理解与世界和

平。不论表决的结果如何，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做贡献的立场

将始终不渝。”

1993 年 9 月 24 日，在国际奥委会投票中，前三轮领先的

北京在最后一轮以 43：45 两票之差的微弱差距落选。

结果出来后，魏纪中“欲哭无泪”。他后来坦言：“我们

第一次申奥把自己估计过高了。”

的确，在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时，中国代表团对形势估计过

于乐观，没有意识到国际社会关心的很多问题，比如交通、通信、

环保；宣传手法也失于陈旧，只体现了北京历史悠久的一面，

没有体现出作为国际大都市必备的现代文明气息。

蒙特卡洛投票的次日清晨，有人在北京头班地铁车厢门口

贴上了标语：“申奥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第二次申奥：水到渠成众望所归

首次申奥的失败无疑伤了国人的心。但“痛定思痛”，许

多人也从中做了深刻的反思，找出我们的不足，默默努力追赶。

当年 25 岁、已经因主持《正大综艺》而出名的杨澜收到北

京奥申委的邀请去了蒙特卡洛。如果当时申奥成功，她将在当

地主持答谢宴会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蒙特卡洛这次申奥对于我的世界观、人生观是一次极大

的冲击，它让我看到了自己知识和视野的狭隘和浅薄。这对一

个年轻人是非常好的事，你意识到你自己是非常不足的，没有

什么可感到沾沾自喜的，这一点对我的人生很重要。”杨澜的

想法代表了当时很多中国人的想法。“要去认识世界，主动与

世界沟通，这对我们自身有利，对世界了解中国有利。”抱着

这样的念头，杨澜不久后离开央视，留学美国。

1998 年，中国再次申奥被提上议程。中央根据我国改革开

放的大好势头和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威望提高的情况，支持中

1990年 9月 22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