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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国际奥委会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历史使命与行动方略进行

研究。结果表明：全球环境问题因其复杂性、多维性成为国际社会治理的难题，在目前的治理体系

中，西方大国抛弃责任，全球环境治理缺乏协调机制和权威领导，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属性以

及追求普世价值的组织使命，构建了全球环境治理新体系。国际奥委会兼具破坏和保护环境的双重角

色，其所具有的组织灵活性、高效率以及特有的亲和力、动员资源能力为其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奠定了

基础。“技术性信息”及由此转化的 “政治性信息”是国际奥委会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工具。同时，

国际奥委会凭借奥运会赛事平台，分别采用施压、评估、协调、监督等 “内部人”策略和倡议等 “局

外人”策略具体开展全球环境治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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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环境问题作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系列超

越国界，由人类活动作用于环境而引发的治理难

题［１］，具有复杂性、多维性。作为传统的全球环

境治理主体，主权国家表现迟钝，国际政府组织

疲软，跨国公司功利，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则提供了新的治理范式。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

中，国际奥委会兼具环境保护者和破坏者双重角

色：一方面采用 “流动”方式举办的奥运会给举

办城市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国际奥

委会向来以追求普世价值为己任，其参与全球环

境治理既是参与国际事务、引领国际体育组织的

责任担当，又是非政府组织的使命诉求。本文结

合国际奥委会参与环境治理的历史使命，梳理其

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治理工具、策略与方式，总结

归纳国际奥委会实施环境政策、参与环境治理的

经验。

１　国际奥委会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现实

基础

１．１　全球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主要指由于人类活动作用于环境所

引起的不利于甚至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变化，

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两个方面。通

常情况下环境问题不全属于国际公共事务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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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否具有国际关系的特征，主要取决于环境破

坏是否具有超越国界的影响和解决过程是否涉及

跨国因素，如国际管制和国际合作［２］。生产工业

化、社会都市化以及人口剧增、资源消耗、科技

滥用等带来的气候变暖、土壤沙化、海洋污染等

环境问题，其影响已经突破国界限制，波及周边

国家和地区，进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其全球化

影响日趋严重，不断冲击和渗透到国际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显然，全球化背景

下环境问题已具有国际关系的属性，主要表现为

地域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发展，对人类生存构成严

重挑战，以及治理过程具有超民族、超意识形态

性［３］。各个国家既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也是受害

者，实施多方合作、共同参与构建全球环境治理

新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

１．２　全球环境治理的现有框架与局限

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罗西瑙指

出，“治理”既包括政府机制又包括非正式、非

政府机制，且各类人和组织皆可通过这种机制满

足需要、实现愿望［４］。我国学者俞可平教授把这

种机制解释为 “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５］。全

球环境治理作为规范环境保护治理进程的各种组

织、政策工具、融资机制、规则、程序和范式的

总和，可理解为包括国家、政府组织、非政府组

织等多元主体参与，依据国际环境法的规则、制

度和价值规范，通过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环境可持

续发展的过程。自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达成全球环境治理共识以来，全球的环境发生

深刻变化；但有关全球环境治理责任、目标、资

金机制与技术转移等问题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

环境治理赤字仍然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

首先，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西方大国抛弃责

任。一方面，国家是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最基

本、最主要的行为体且拥有更多、更强实施全球

治理的能力与合法性［６］。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

主导作用，既是大国的权利也是责任。而以西方

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大国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实践

中有意推卸责任。实践中，西方发达国家想借绿

色经济强调其在科技、环保方面的优势，以单纯

强调 “向前看”的姿态来推卸自身对全球环境的

历史责任；同时把全球气候问题归结于发展中国

家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试图把全球环境治理责

任推给新兴大国［７］。另一方面，主权国家采用外

交方式管理国际公共事务，通过参与政府间国际

组织以表达利益要求［８］。实施环境全球治理作为

一项浩大的国际工程，必然要投入大量的财力、

物力和人力；而各国政府在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

时，首要考虑国家利益，其次才是谋求问题解

决，因而表现出治理意愿不足［９］。比如，受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领导的全

球减排意愿下降：２０１１年后美国国内减排立法

已经停止，加拿大政府也借口无力支付违反 《京

都议定书》减排目标的罚款而退出……据２００６

年时的估计数字，每年全球环境治理所需资金的

缺口达６２５０亿美元，而其主要原因为大部分发

达国家并没有履行将０．７％ 的国民生产总值用

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１０］。

其次，全球环境治理缺乏协调机制和权威领

导。基于治理理论的治理合作以全球共同利益为

合作新动力，强调合作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合作的统一，是长期协调与对话的互动过程［１１］。

１９７２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来，地方、国家

和国际层次上各种行为体的环境意识和行动有所

增强，其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倡议、协调国际

政府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有效性角度

评价，全球环境治理体制的协调功能依然存在很

大问题，主要原因是政府间国际组织缺乏协调。

相对于主权国家参与全球环境治理首先基于国家

利益，各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环境问题上往

往会独立做决定，造成全球环境治理的分裂和矛

盾，并且带来更大的治理成本［９］。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依靠联合国这一

国际最具权威的政府组织，理论上为全球环境治

理的 “权威领导”。但源于自身领导能力、授权、

预算的有限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缺少普遍的政

治支持而缺乏权威和失去领导作用，最终导致实

践中全球环境治理体系领导缺失、体制高度分散

和碎片化［７］。继而，全球环境治理追求治理主体

多元化，因缺乏必要协调合作机制和权威领导，

表现为各个有使命担当的治理主体单独行动而效

果甚微，有心无力。

１．３　国际奥委会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应有责任

与独特作用

非政府组织自产生之日起其关注点主要集中

于政府无力解决、市场不愿涉足的灰色地带，如

慈善、环保、救助、扶困等领域［１２］。恰然，在

全球治理框架内非政府组织日常从事的事务也是

全球治理的主要对象，其也就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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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首先，全球治理过程中政府、跨国公司往

往局限于追求利益，而非政府组织的使命恰是表

达全球价值诉求和实现全球目标［１３］。进而，国

际非政府组织投入全球治理实践的专注性，为实

现全球治理提供了基础。其次，非政府组织规模

小、灵活机动和创新性强等结构优势，可以弥补

政府和市场失灵，通过承担全球责任和提高治理

效率，推动全球治理的进步和发展［１４］。再者，

产生于市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有较强的市民基础

性与代表性。实践中，非政府组织通过信息搜集

与传播、倡议与游说、抗议与斗争等活动方式参

与全球治理，表现出特有的亲和力、动员资源能

力以及宣传示范效应，这是其他行为主体所不具

有的。

奥运会超大规模发展以及奥运会采用 “流

动”的方式定期在不同的城市举办，迫使举办城

市必须修建更多、更大的场馆和扩建城市基础设

施，而这无疑是对于城市交通、环境等多方面的

巨大考验。相对于夏季奥运会比赛场馆多在城

市修建，冬奥会比赛场地多在山区或风景区，

因更接近自然经常遭到环保部门的强烈反对。

１９３２年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为了制作雪橇砍

伐了２５００棵树，而根据纽约州法律禁止砍伐树

木遭到抗议，这也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环

保问题［１５］。随国际社会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国

际奥委会因１９９２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给当地带来

大范围的环境破坏而遭受前所未有的舆论指责。

鉴于奥运会对于举办城市环境的影响，国际

奥委会有义务倡导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应遵循环

保理念，并在全球环境治理过程中肩负不可推卸

的责任。在治理实践中，国际奥委会对内正确审

视体育与环境、超大规模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辩证

关系，对外协同２０９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在世

界开展体育活动的同时倡导环保理念，以积极的

姿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２　国际奥委会参与环境治理的工具

因受限于国际法主体地位的缺失、组织自身

非营利属性和源于全球公民社会等因素，国际非

政府组织在参与国际事务时相对于国家缺乏强制

性的政治力和军事力，相较于企业 （跨国公司）

缺乏必要的经济力。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有

其自身的优势：一方面，社会分工让非政府组织

长年累月从事专一工作，并通过信息网络、广泛

分布的层级组织获取专业的信息；另一方面，国

际非政府组织可通过专业的技术信息转化为政治

话语权来影响政治进程和政治结果［１６］。可见，

信息工具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带

来契机。其类型主要包括：一技术性信息，即原

始数据和基于原始数据的政策建议及趋势预测；

二政治性信息，即国家决策者的偏好和公共

舆论［１６］。

２．１　技术性信息

技术性信息，或称为专业性信息，源于不同

类型非政府组织对不同领域的专注。非政府组织

往往会不计成本动用所有资源，通过收集、整

理、研究获取某专一领域中最权威、最科学的专

业信息。如大赦国际专注于人权保护领域，绿色

国际、全球之友等长年专注于环境保护。以国际

奥委会为代表的国际体育组织主要专注于全球体

育活动开展。进而，有别于专业的国际环境非政

府组织，国际奥委会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技术性

信息意指，基于长期主办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

的过程中对体育运动 （大型赛事）与环境关系的

深刻认识，通过相关环境政策以及寻求世界专业

环境组织的技术合作，以获取体育领域的专业环

境信息。

首先，提供奥运会赛事场馆 （地）、器材等

相关环境技术标准。一方面，国际奥委会通过

“奥运知识管理” （ＯｌｙｍｐｉｃＧａｍｅ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ＧＫＭ）项目以 “技术指南”的

形式向候选城市提供有关奥运会、残奥会举办、

组织、规划的技术指导。同时， “技术指南”作

为国际奥委会与主办城市之间签署合同的附件，

包括多项合同要求以及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

（ＩＯ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对候选城市举办

条件的评估标准。如与环境相关的有 《环境管理

指南》（犌狌犻犱犲狅狀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奥林匹克运动会影响技术手册》 （犜犲犮犺狀犻犮犪犾

犕犪狀狌犪犾狅狀犗犾狔犿狆犻犮犌犪犿犲狊犐犿狆犪犮狋，犗犌犐），后

者列举了候选城市在环境方面 （涉及水、空气、

气体排放、能源消耗等）的３４项指标
［１７］。另一

方面，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各单项体育协会合作制

定专业技术标准，如 《比赛场馆设计标准技术手

册》 （犜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犕犪狀狌犪犾狅狀犇犲狊犻犵狀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狊

犳狅狉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犞犲狀狌犲狊）、 《体育场地的技术手

册》（犜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犕犪狀狌犪犾狅狀犞犲狀狌犲狊）等，对各赛

事所需场馆条件、环境条件等内容进行规定，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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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水域游泳对于水质的要求、高山滑雪和越野

滑雪对于雪质的要求等。

其次，国际奥委会与国际环境组织合作，获

取环境治理的相关专业知识、技术。如国际自然

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２０１８年编写了 《体育与生物

多样性》 （犛狆狅狉狋犪狀犱犅犻狅犱犻狏犲狉狊犻狋狔），旨在帮助

大型赛事组织者了解体育赛事与体育场馆建设对

生物多样性的重大负面影响，并提出减轻影响的

方案，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体育促进和加强

生物多样性保护［１８］。

综上，国际奥委会依托技术性信息工具有效

监控、评估、治理和改善举办城市的环境质量，

以此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２．２　政治性信息

信息之所以可以作为治理工具源于通过公开

事实制造舆论，对治理主体、环境破坏者施加压

力。国际非政府不仅在技术性信息获取方面具备

优势，还可凭借技术性信息影响政府决策和国际

制度的形成，发挥政治威慑力，即转化为 “政治

性信息”。

奥运会作为国际奥委会一切文化活动的载

体，也是国际奥委会通过 “技术性信息”转化为

“政治性信息”参与全球治理，体现环保和可持

续发展理念的最佳平台。一届奥运会的组织者主

要涉及三方：主办国家奥组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ｌｙｍ

ｐ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ｏｓｔ

ＮＯＣ）、主办城市政府 （ＨｏｓｔＣｉｔ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和东道国 （Ｈｏ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首先，

国际奥委会要对候选城市所在国家、地区、当地

政府进行有关奥运会规划、组织和运作方面的管

辖权、责任和特权的评估，以明确国家、地方政

府对举办奥运会的政治支持。其次，国际奥委会

与主办国家 （城市）奥组委签署 《主办城市合

同》（犎狅狊狋犆犻狋狔犆狅狀狋狉犪犮狋，犎犆犆），确定法律关

系。在犎犆犆中明确规定国家、地区、地方政府

在遵守 《奥林匹克宪章》的基础上，遵守、承

若、保证在奥运会上承担的义务［１９］。如明确指

出在奥运周期内东道主国家的交通、卫生、安

全、医疗、环保等２０个部门、机构必须积极参

与奥运会筹办、举办工作，切实履行、承担相关

义务和责任［２０］。

综上，国际奥委会会通过评估和签署合同的

方式，对奥运会举办城市、东道国形成具有一定

强制力的政治权威。由此，与举办奥运会有关的

环境技术性信息转化为政治性信息，给予东道主

国家、地方政府一定的环境治理压力，履行国际

奥委会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职能。

３　国际奥委会参与环境治理的策略与

方式

　　世界银行依照活动方式将非政府组织分为运

作型非政府组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ＧＯｓ）和倡议型

非政府组织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ＮＧＯｓ）
［２１］。学者甘峰据

此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策略区分为

“内部人”策略和 “局外人”策略［２２］。本文借鉴

此分类标准对国际奥委会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策

略进行论述。

３．１　 “内部人”策略与治理方式

国际非政府组织采用 “内部人”策略参与全

球治理主要表现为以 “运作型”非政府组织的角

色直接参与全球治理或是通过国际谈判、国际会

议、论坛直接推动国际制度的落地。国际环境非

政府组织运用 “内部人”策略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参与全球环境议题知识的

建构以及相关研究报告和文件起草工作；②向主

权国家决策者 “销售”自己的意见，推进国内气

候政策批准及实施。鉴于奥运会在国际体育领域

的重要地位以及大型体育赛事与环境之间紧密的

联系，国际奥委会在维持奥运会正常举办的同

时，积极妥善处理体育与环境的关系是该组织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 “内部人”策略，国

际奥委会借助奥运会平台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即

通过制定奥运会相关环境政策、针对候选城市环

境保护的相关条款等作为准则，以施压、评估、

协调、监督等治理方式实施操作。

３．１．１　施压

施压作为国际奥委会环境治理方式之一，表

现为国际奥委会凭借 “政治权威”依靠与举办国

家 （城市）奥组委签署的 《举办城市合同》所形

成的强制约束力，迫使奥运会举办城市、东道国

参与环境治理。一方面，国际奥委会依据 《环境

管理指南》《候选城市程序与调查问卷》 （犆犪狀

犱犻犱犪狋狌狉犲犘狉狅犮犲犱狌狉犲犪狀犱犙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等文件

有关环境指标和技术标准的规定，经过层层选

拔、逐项考核、评估，选择最适合的奥运举办城

市，无疑增加了各候选城市的申办压力。另一方

面，激烈的竞争迫使候选城市不得不积极努力参

与环境治理以满足在评估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环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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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指标和技术标准，赢得申办成功。有学者指

出，我国１９９３年申请举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时，就

是因为环境问题在最后一轮输给悉尼［２３］。可见，

国际奥委会在对奥运会候选、举办城市评估中对

于环境因素的侧重与考量，以及在对话过程中所

表示出的强势 “政治权威”，为国际奥委会参与

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能。

３．１．２　评估与监督

国际奥委会通过 “政治权威”迫使奥运会候

选、举办城市参与环境治理只表现出一种外在的

“压力”，而具体操作层面，还需国际奥委会通过

评估与监督进一步让环境治理落地生根，变为积

极行动。根据国际奥委会候选城市资格程序，先

由各候选城市提交候选文件，保证承诺；再由评

估委员会依次对各候选城市进行考察，撰写、提

交包括环境指标在内的评估报告，最后奥林匹克

大会通过投票选出举办城市［２４］。该评估委员会

由国家奥委会代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代表、

国际残奥委员会代表及国际奥委会的管理人员和

各专业领域专家组成，依据 “指南”等相关技术

标准保证评估的专业性和全面性。另一方面，国

际奥委会针对奥运会举办城市的评估还体现在奥

运会结束后２年内的 “奥林匹克运动影响研究”

（ＴｈｅＯｌｙｍｐｉｃＧａｍｅｓＩｍｐａｃｔＳｔｕｄｙ），其中对于

奥运会可持续性分析围绕环境、社会文化和经济

参数３个主题、５５个指标展开，涉及环境的１１

项指标，主要包括结果指标 （观察环境状况变化）

以及衡量某些以环境为导向的活动指标［２５］。其目

的在于客观评估奥运会的整体影响，尤其在环境

方面，为奥运会实施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

监督则主要体现在奥运会举办前７年的筹备

过程中。按照规定，《主办城市合同》执行后５个

月内必须组建具有东道主国家法律人格的主办国

家奥组委，及时向国际奥委会通报所有与组委会

组织构成与运作有关的事宜；同时还规定不可更

改国际奥委会有关治理的文件、协议［１９］。此外，

依据合同具体条款明确各组织机构在整个奥运周

期中的权利和义务，进而为国际奥委会监督其环

境治理工作、实施必要的问责提供法律依据。评

估和监督作为国际奥委会利用 “内部人”策略参

与全球环境治理最有效的方式，一方面体现了国

际奥委会在体育领域强势的 “政治权威”，另一方

面也是国际奥委会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利用 “政

治性信息”工具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最直接的表达。

３．１．３　协调

为维护奥林匹克体系正常运转，国际奥委会

必然要团结、协调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国际奥委

会合作伙伴大致包括国家奥委会、国际各单项联

合会、运动员、媒体、营销合作伙伴 （ＴＯＰ）

等组织机构和个人。国际奥委会在环境事务上的

协调治理方式主要体现在借助合作伙伴在各自领

域的影响力与广泛的受众和传播途径，积极宣传

环保、绿色理念。一方面帮助全球顶级合作伙伴

实现他们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另一方面进一

步推进国际奥委会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议程。如

可口可乐公司提出减少、重复使用和回收 （包装）

等环保理念；通用电气２００５年推出 “绿色创新”

计划，为奥运场馆的电力、照明、水处理等基础

设施提供新解决方案；麦当劳向国际奥委会承诺

使用可再生的木质纤维作为包装材料等［２６］。

３．２　 “局外人”策略与治理方式

“局外人”策略，即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

治理体系中通过游行、抗议等方式影响公共舆论

而发挥 “压力职能”［２７］。具体到实践中，国际环

境非政府组织经常采用跟踪调查、信息搜集和整

理的方式，曝光、揭露、谴责一些签署国际环保

条约或协议但未能如约履行的国家，通过制造舆

论督促主权国家如约履行环保承诺［２８］。国际奥委

会在自身专业领域 （体育）开展国际事务 （奥运

会）时兼具 “行动”和 “倡议”两种角色，当选

择 “局外人”策略参与国际环境治理时，其表现

为通过奥林匹克活动积极倡议宣传奥运环保理念。

倡议主要指通过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来进

行社会鼓动，采取直接对话、媒体沟通、个人游

说等方式来形成舆论，施加影响，以使本组织的

主张和措施被接受和采纳［２９］。国际奥委会经常

通过自身践行、奥运会赛事宣传以及和国际环境

组织合作等方式，倡导环保理念，参与全球环境

治理。如国际奥委会利用官网 “可持续发展”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和 “遗产”（Ｌｅｇａｃｙ）两个主题

页面，就奥运会与举办城市环境的关系、体育场

馆的环保建设与循环利用等内容进行宣传介绍，

大力宣扬国际奥委会的环保理念。在具体操作层

面国际奥委会对于环保理念的倡导主要体现在３

个方面。

（１）国际奥委会以身作则。１９９４年，在巴

黎百年奥林匹克大会上关于体育和环境的辩论使

国际奥委会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两年后，国际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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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委会在 《奥林匹克宪章》中增加环境条款，并

将环境确立为继体育、文化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的

第三大支柱。环保理念首先在国际奥委会组织内

部得到彰显和贯彻，如总部建设方面国际奥委会

总部 （ＯｙｍｐｉｃＨｏｕｓｅ）建设得到ＬＥＥＤ （“绿色

建筑”的国际标准）、ＳＮＢＳ （瑞士国家可持续建

筑标准）、ＭｉｎｅｒｇｉｅＰ （瑞士能源效率标准）三项

公认的可持续发展标准认证，采取了诸如利用可

再生能源进行建设、收集再利用雨水以及建筑废

料循环利用等一系列措施［３０］；在日常办公等方

面也厉行节约。

（２）通过奥运会倡导环保。首先，奥运赛事

体育场馆的建设遵循 “最大限度利用已有场馆

（基础设施），多用临时和可拆卸体育场馆，新建

场馆首先要与环境协调，其次做好遗产规划，室

外体育场尊重受保护的自然区域”等开发和运营

原则。其次，在奥运比赛期间做到赛事环保。通

过升级交通系统、引入能源车辆新技术解决因短

时间人口大量聚集而导致的温室气体大量排放问

题，建立污水处理系统及时处理比赛中产生的污

水，引导观众多使用垃圾回收箱等等。再次，通

过比赛、开闭幕式等大型活动宣传环保。２０１６

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被称为一场 “环保盛宴”，

其中２０７个代表团的运动员手拿上万颗种子在里

约种出真正的森林，以此传达 “碳中和” “巴西

绿”的奥运环保理念［３１］。

（３）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除了以身作

则和利用奥运会宣传环保以外，国际奥委会也积

极寻求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在国际社会提倡环保

理念。如２０１７年１月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环境

组织合作开展 “清洁海洋运动”，旨在提高全球

对海洋垃圾问题的认识并采取解决废物管理的措

施，同时呼吁更多的体育组织参与这一行动［３２］。

４　结语

尽管一直面临质疑甚至反对，但不可否认，

举办奥运会给一个城市和国家所带来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全球环境问题根

植于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环境治理进程

又受制于大国间政治、经济的博弈，难以形成行

之有效的全球方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属

性以及在全球公共目标、价值诉求方面的使命担

当，为构建全球环境治理新体系提供了现实可

能。作为全球最大的体育非政府组织，国际奥委

会以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历史使命，正视以奥运

会为代表的大型体育赛事给城市、自然环境带来

的影响，通过积极的环境政策为奥运赛事融入更

多的环保理念，在实践中以切实可行的方略致力

于实现体育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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