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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7 年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已在中国圆满落幕。阿拉伯国家对特奥会表现出空前的

热情，来自 19 个阿拉伯国家的 594 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了 11 个项目的比赛，阿拉伯社会正在逐步形

成支持、参与特奥，关心、帮助智障人士，促进社会文明、和谐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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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16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503 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 2007 年世界夏季特殊

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国家、地区及参会者数量均超过历届特奥会，其中包括 19 个阿拉伯国家(12
个西亚国家和 7 个北非国家)的 594 名运动员和教练员。

［1］
随着经济的发展，关注弱势群体的观念

日益深入人心，阿拉伯国家对特奥会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大量人力和物力投入足以显示他们对

此次特奥会的参与热情。 
 

一、本届特奥会阿拉伯国家的参赛情况 
 

1.代表团成员组成 
参加本届特奥会的 19 个阿拉伯国家中，人数最多的依次为埃及（82 人）、摩洛哥（48 人）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7 人），分别占阿拉伯代表团总人数的 13.80%、8.08%和 7.91%。运动员人数最

多的埃及是（59 人）、摩洛哥（36 人）和也门（31 人）。西亚和北非地区的阿拉伯特奥运动员分

别占阿拉伯运动员总人数的 59.26%和 40.74%。［1］
以上相关数据显示了这些国家对特奥会的参与热

情和支持力度。阿拉伯国家中仅有吉布提、索马里和科摩罗三国因故未能参加。 
埃及和黎巴嫩还参加了“融合伙伴”项目，即将特奥运动员和非智障人士按照同等年龄及能

力组合进一个团队进行训练和比赛。这种组合概念源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旨在为高能力的

特奥运动员创造另一种级别的挑战，促进平等和包容。目前特奥融合运动已发展到所有特奥运动

项目中，成为世界特奥会、地区特奥会和国家特奥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合伙伴和特奥运动员通

过长期共同培训和比赛, 能进一步加深彼此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事实证明，按照融合运动原则进

行规范的训练和比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运动员年龄结构 
本届特奥会的阿拉伯特奥运动员中，年龄最小的是来自沙特的 9 岁小选手阿尔哈姆丹·哈

桑·阿尔哈姆丹，年龄最大的是来自埃及的 53 岁选手埃莱布拉希·穆罕默德，他们参加的都是游

泳项目。由于阿拉伯国家特奥运动近十多年才开始起步，运动员大多处在 10~20 岁的年龄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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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特奥运动项目的中坚力量，如埃及 10~20 岁年龄段的选手人数约占其运动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这种年龄结构在体育运动中能够充分发挥年龄优势，取得佳绩。 
3.运动员男女比例 
阿拉伯社会中妇女受限多于男子的现象已成为社会、政治和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问题。《2005

年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尽管阿拉伯国家的宪法包含了“自由公民，人人平等”的原

则以及禁止区别对待不同性别、党派、教派等内容，但仍然存在性别歧视的法规条文，制约了有

关制度的推行。
［2］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除少数国家外，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约旦等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通

过国家立法或教法变通提高穆斯林妇女的地位，使其获得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就业

权，至今仍恪守伊斯兰传统的海湾国家中妇女地位也比几十年前有了大幅提高
［3］71

，女运动员在

现代体育运动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就是例证。从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到 2006 年卡塔尔亚运会，越

来越多的女运动员开始参与其中。本届特奥会也显示出更多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趋势，阿拉伯国

家女运动员最多的为埃及，达 21 人，占阿拉伯女运动员总人数的 20%。［1］
相对于北非阿拉伯国家，

沙特“缓慢发展的社会形态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使半岛妇女的解放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长期

处于相对滞后的境地”
［4］229

。 
4.参与项目 
阿拉伯国家参与最多的三个特奥项目为田径、足球和游泳，参与人数分别达 108 人、72 人和

48 人。某些项目参与者相对较少，如自行车只有黎巴嫩和伊拉克参与，共 3 人；而轮滑项目只有

约旦参加。参与项目最多的阿拉伯国家依次为埃及 8 个、阿联酋、黎巴嫩和摩洛哥各 7 个。一些

阿拉伯国家参与项目较少，如毛里塔尼亚的 7 位运动员只参加足球项目的比赛。
［1］

阿拉伯国家的

特奥运动员均未参加保龄球、板球、龙舟、舞龙狮、高尔夫、体操、柔道、皮划艇、机能、举重、

帆船、垒球、网球和排球项目，这与许多阿拉伯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 
 

本届阿拉伯国家各项目特奥运动员参与人数及占参与总人数的比例表
①
 

本届特奥会

参赛项目 

阿拉伯国家 

运动员参与人数 

各国运动员 

参与总人数 

阿拉伯国家运动员 

参与人数所占比例(%) 

游泳 48 667 7.20 

田径 108 1160 9.31 

羽毛球 14 156 8.97 

篮球 38 672 5.65 

滚球 13 322 4.04 

自行车 3 181 1.66 

马术 11 141 7.80 

足球 72 1263 5.70 

手球 31 161 19.25 

轮滑 8 150 5.33 

乒乓球 41 306 13.40 

 
 由上表可以看出，阿拉伯国家在手球、乒乓球、田径这三个项目的参与度要明显高于其他项

                                                        
①数据采集自 http://www.2007specialolympics.com/webchinese/games/cjf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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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参与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 19.25%、13.40%和 9.31%。手球起源于欧洲，近年来在阿拉伯国家十

分盛行，以至于现在成了阿拉伯运动员的强项，2006 年多哈亚运会手球比赛男子组的前三名依次

为科威特、卡塔尔和伊朗，阿拉伯国家占了两席。 
5.获奖情况 
阿拉伯国家在本届特奥会的田径、游泳项目中收获颇丰。在田径项目中，突尼斯和沙特分别

获得了 10 金 3 银 4 铜和 10 金 1 银 1 铜的好成绩，遥遥领先于其他阿拉伯国家，足以显示出两国

在田径项目上的雄厚实力。而在游泳项目中，埃及取得了 7 金 5 银 5 铜的骄人战绩。 
纵观阿拉伯国家的整体获奖情况，苏丹、阿曼等国整体实力较弱，这与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

平不高、政府资助特奥事业力度尚待提高有关。这也反映出阿拉伯国家体育运动发展的现状，阿

拉伯国家的特奥发展水平相对不是很高，但在一些大项目上的表现十分突出，比如田径和游泳。

这与阿拉伯国家整体的体育发展水平是相吻合的，各种体育项目的发展水平不均衡。 
 

二、阿拉伯国家的特奥事业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阿拉伯国家的特奥事业虽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2006 年在

迪拜举办的中东—北非地区特奥会产生了良好的效应，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并积极参与到特奥运

动事业中来。“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类型等方面的多渠道发展模式，既

有历史的合理性，又有一定的局限性，道路是多样的，但是大方向基本相同，没有任何力量可

以阻挡。”
［5］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强烈，海湾六国越来越感觉到加强区内合作的紧迫性和必

要性，海合会的议事日程中经济事务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合作的功能日趋突出。”
［6］

海湾合作

委员会的建立促使海湾国家逐步走向区域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带动了其体育事业的发展。而且，

阿拉伯各国都建立起了特奥运动的相应机构，保障了特奥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1.沙特的特奥运动联盟 
沙特特奥运动联盟（Saudi Sports Federation for Special Needs）1993 年经由法赫德国王提议建

立，旨在发扬特奥运动精神，发展和提高本国及地区竞争水平，为特奥运动员提供便利，由政府

拨款资助。为培养提高教练员训练能力及裁判的执法能力，沙特特奥运动联盟多次举行培训活动，

为沙特特奥运动员总体水平的提高立下了汗马功劳。沙特国内的多个特奥运动训练中心均隶属于

该机构。 
2.巴勒斯坦的特奥中心 
巴勒斯坦的特奥会资金来自政府资助和各大公司的赞助。巴勒斯坦近年对特奥会越来越重视，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奥中心同时负责特奥和残奥运动员的日常工作，并根据每个运动员的特点

对其进行专项训练和工作技能培训，约四分之一的工作人员负责特奥运动员的日常生活。巴勒斯

坦特奥组委会赛前给每个城市发出邀请函，要求选派 1～2 名特奥运动员参加为期一个月的集训。 
3.埃及的友好家庭协会 
埃及的特奥事业起步于 1994 年，现由 12 个机构共同赞助，其中包括阿拉伯—非洲国际银行、

埃及费萨尔伊斯兰银行及埃及美国银行等三家银行。
［7］

埃及国内 200 多个民间福利机构和国际红

十字会为残障人士提供服务和帮助，埃及的残障人数比例占国民总数的 27%。埃及特奥运动员平

时和家人一起居住，每周三次的训练都在配有专门教练和教师的民间机构内完成，如友好家庭协

会（The Friendly Family Association）成立于 1994 年，旨在为埃及智障人士提供更多机会和服务，

通过全年的体育训练和竞赛提高智障人士的运动技能，鼓励其拥有正常生活的权利。 
4.卡塔尔的特奥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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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是较早参与特奥运动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参加了自 1995 以来的历届世界夏季特奥会，

2005、2006 年的冬季特奥会和历届中东—北非地区特奥会，并作为东道主举办了 2001 年中东—

北非地区特奥会。卡塔尔政府对特奥事业十分支持，特奥运动员们均可享受良好的待遇，使他们

也能和常人一样体现自己的价值，正常生活。卡特尔有多个为特奥运动员提供赛前集训和平时常

规训练的特奥俱乐部。由于卡塔尔政府对于智障人士的高度关注与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其特奥

事业在阿拉伯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吸引了不少外籍教练与工作人员，如本届特奥会卡塔尔田径

队的教练阿里来自埃及，其队医则来自阿尔及利亚。 
5.阿联酋的特奥机构 
阿联酋的特奥运动始于 1990 年，项目众多。阿联酋多次参加区域和世界级特奥运动会比赛。值

得一提的是，阿联酋在 2006 年中东—北非地区特奥会期间举行了一次特奥运动员的健康筛选活动，

目的是给所有的特奥运动员颁发证书，证明他们身体健康并能够安全地参加比赛。 
阿联酋如今已有一整套特奥运动体系，设有专门的特奥理事会和技术管理团队，负责特奥运

动的日常工作。特奥理事会成员包括：理事会主席、执行经理、国家特奥会理事、培训和竞赛部

部长及区域体育顾问、项目部部长、合作发展部部长及计划信息技术部部长等。技术管理团队包

括项目总协调员、公共关系部主任和中东—北非全球信息联络员。
［8］ 

据本届特奥会阿联酋代表团团长马吉德·阿卜杜拉·拉希德介绍，他们把“交流”放在第一

位，通过良好的交流与沟通唤起智障人士积极向上的态度来参与特奥运动。阿联酋对参与特奥运

动员家属一律采取资助，年龄较小的特奥运动员每天上午去特殊学校学习，下午去俱乐部训练。

政府正在积极制定新的政策针对年龄稍长的特奥运动员进行工作技能的培训，对于没有工作的特

奥运动员，政府每月给予 250 美元的补贴，对于有工作的特奥运动员，政府每月给予 750 美元的

补贴。
［8］ 

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特奥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卡塔尔和阿联酋却有一整套完善的特奥运

动员训练和保障体系，使得这两国从招商引资、宣传策划、网站建设到举办参与等一系列工作有

许多值得包括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借鉴的地方。 
 

三、特奥会与阿拉伯社会的和谐发展 
 
1988 年 2 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正式同意国际特奥会可以使用“奥林匹克”名称开展体育

活动和比赛。特奥会在正式步入奥林匹克的神圣殿堂的同时被赋予更深层的意义，即基于奥林匹

克精神，专门为全球智障人士设立的奥运会。正如特奥运动员誓词所说：“让我获胜，如果我不能

获胜，让我勇敢地去尝试。”（Let me win. But if I can not win, let me be brave in the attempt.）体育并

非特奥运动员的终极目标和主要生活。在特奥运动中，人们关注的不是胜利，而是如何通过体育

提高运动员的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并维护其自尊，改善他们身心状况，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

特奥董事会主席蒂姆斯·施莱佛曾说过：“我们做的不仅仅是体育运动，并且是在改变命运。”
［8］ 

特奥运动让人们意识到在周围还有需要大家去重视关心的群体，以消除偏见和歧视，呼吁平

等、友爱和互助。特奥运动的理想就是克服地域、国家、政见、性别、年龄、种族与宗教的界限，

让人们接受对方、包容对方。这些理想与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吻合，与悠久东方文明

所主张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不谋而合。 
随着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政府和社会对智障人士的关注和重视不断增强，在推动

智障人士的康复、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少努力。近年来，不少阿拉伯国家采用

政府资助与公司赞助相结合的方式来促进特奥事业的发展，如阿联酋各大公司对本国的特奥运动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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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已占 70%，阿联酋政府对特奥事业的赞助额不设上限。此次阿联酋特奥代表团的赞助商多达 10 个，

涉及多个领域。
［9］

阿拉伯的各大媒体对特奥运动也进行了广泛宣传，阿联酋的《联合报》、《公报》

以及《海湾报》经常刊登有关特奥的新闻和信息，以使人们更快、更全面地了解特奥。 
阿拉伯国家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开展特奥运动，可以有效帮助智障

人士增强体质，培养自信自强精神，提高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并也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了关注弱

势群体、热心公益的良好风尚。让智障人士感受到阿拉伯各国政府重视保障人权、积极发展残疾

人事业所取得的成果，受惠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使社会更

加公平、稳定，进而实现真正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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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monious Interaction between 

Arabic Countries and Special Olympics Games 

BAO Chengzhang    LI Wei 
 
Abstract    The 2007 Special Olympics World Summer Games, which was held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for the first time, had come to a satisfying end. The Arabic countries, which sent 594 Special 
Olympics athletes and coaches from 19 countries, had showed their unprecedented enthusiasm for 
participating 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t. All these athletes participated in 11 events, which include 
aquatics, athletic and table tennis, which indicated a gradual-forming atmosphere of their support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Special Olympic Games, of helping and concerning for the retarded, and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civilized and harmonious society in Arabic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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