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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平昌冬奥会建立了 “低碳绿色奥运”“守护自然”“创造美好生活”“自豪的传统与文化”“平

昌全球化”五大主题的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并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介绍平昌冬奥会可持续发展管

理的总体思想与具体战略内容,以及围绕五大主题的实践举措,为我国做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办

工作提供借鉴。提出,要将冬奥会战略规划融入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冬奥会可

持续发展方案;努力构建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建立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机制;参照并执行

国际赛事管理标准,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深化交流合作,提升可持续发

展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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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

构建和谐世界的必然选择,也是奥林匹克运动前

进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奥林匹克2020议程》提

出了奥林匹克运动新的愿景,倡导 “将可持续性

融入奥林匹克运动的日常运行,将可持续性融入

奥运会的各个方面。”[1] “可持续发展”作为北京

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三大理念之一,也是奥林

匹克运动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与重要挑战。2018
年平昌冬奥会在可持续管理工作方面有诸多的创

新举措和成果,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高度赞誉。
本研究对其可持续发展管理理念及实践进行探讨

分析,以期为北京冬奥会提供经验借鉴。

1 可持续发展与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

展管理

1.1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演进

二战以来,全球的发展观经历了几次重大变

革,从 “增长理论”到 “发展理论”再到 “可持

续发展理论”,人类对世界发展的认识逐渐深化。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 《我们共同

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明确了 “可持续发展”的概

念,即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

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1992年,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了 《21世纪议程》,提

出应在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更积

极的措施,使 “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世界新的共

识;2015 年,联 合 国 举 行 的 首 脑 会 议 通 过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布了17项具体的

可持 续 发 展 目 标,涉 及 经 济、社 会、环 境 等

方面。
目前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可持续发展是

“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中的一个行为

矢量,将让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日趋合理、更为

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人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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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3]。人类社会对

于 “可持续 发 展”理 念 的 认 识 经 历 了 萌 芽 孕

育、理论形成、发展与完善几个阶段,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也从最初的 “以 经 济、环 境 为 中

心”转向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发 展、世 界 和 谐 发

展”,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认识从经济、
环境、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扩展到关注代际公

平乃至国际公平等诸多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人类认识的进步,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与外延

仍在不断丰富。

1.2 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管理

奥林匹克思想的核心是以体育运动为载体,
促进人的内在精神品质与外在身体素质和谐统

一,始终致力于人的健康与社会的文明进步。这

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

有序互动、协同发展,平衡人类对自然的索取与

回馈,创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充盈人的精神品

格,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相一致。奥林匹克运

动既是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行为主体,也是责

任主体,是可持续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奥

运会不仅可以彰显举办国的综合实力与国民素

质、提高国际影响力,也是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与理念,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

协调的重要契机。
如何加强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管理尤

为重要。牛文元等人将可持续发展管理定义为

“在可持续发展原理的指导下,通过相应管理措

施的落实,寻求实现 ‘自然—社会—经济’复杂

系统可持续性的有效控制、路径选择、目标确定

和最先优化。”[4] 奥林匹克运动语境下的可持续

发展,是以奥林匹克运动作为责任主体和行为主

体,以奥运会、残奥会、青奥会为平台,以体

育、文化、教育为手段,促进人、环境与城市、
社会,发生积极有效变化的过程[5]。本文认为,
冬奥会可持续发展管理是在奥林匹克主义的指导

下,遵循 《奥林匹克宪章》相关要求,对冬奥会

可持续发展的全过程实施有效控制,明确管理目

标,优化管理方案,促进经济增长,美化生态环

境,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与社会、自然间的良

性互动、和谐发展。

2 平昌冬奥会的可持续发展管理

平昌冬季奥运会组委会 (以下简称 “平昌冬

奥组委”)在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实施奥林匹

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管理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探

索,尤其是在总体思想的提出、战略框架的制定

及实施、管理措施的执行等方面有诸多值得借鉴

的地方。

2.1 总体思想

平昌冬奥会的思想体系由平昌冬奥会目标、
可持续发展新境界和平昌冬奥组委发布的 《平昌

冬奥会可持续战略框架》《平昌2018冬奥会社会

责任指南》《平昌2018冬奥会可持续管理道德协

议书》中的管理理念和主要指导思想组成,其对

于统摄和推动平昌冬奥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的指导作用。
平昌冬奥会致力于举办一场高规格的冬季

运动竞技盛会,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提出了

文化奥运、环境奥运、和平奥运、经济奥运、

ICT (信息通讯技术)奥运五大目标。五大目

标内容具体,内涵丰富,对于可持续发展管理

具有目标统领作用。为实现这五大目标,平昌

冬奥组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性地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新境界,考虑人与自然更长

远的利益,进一步明晰了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

标[6],从宏观层面对可持续发展管理实践进行

了战略规划。 《平昌2018冬奥会社会责任指

南》和 《平昌2018冬奥会可持续管理道德协

议书》对相关企业及组织在社会责任、管理道

德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以保障可持续发

展管理工作取得实效。

2.2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2.2.1 总体战略框架

平昌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由愿景、使

命、目标、主题、管理目标和管理措施六部分组

成。该框架规划了 “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的愿

景,明确了 “致力于人与自然更长远的利益”的

任务,确定了 “低碳绿色奥运”“守护自然”“创
造美好生活” “自豪的传统与文化” “平昌全球

化”五大主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5项管理目标

和17项具体管理措施 (图1)[7]。可持续发展战

略框架的制定,是对可持续发展管理的全局性把

控,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确保

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等

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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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可持续发展管理战略框架

2.2.2 战略制定流程

战略制定包括确定组织任务,分析组织的外

部机会与威胁,认清组织优弱势,建立组织发展

的长期目标。平昌冬奥组委严格按照 《全球行动

纲领》和国际奥委会相关要求,制定可持续发展

战略,主要分为以下5个步骤 (图2):第1步,
全面分析可持续发展内部和外部环境,以便进一

步明确各利益相关者应承担的具体任务和应采取

的具体行动;第2步,分析并确定关键任务并进

行优化,为下一步制定相关规划提供参考;第3
步,确定优先完成的任务,以便对计划的进展情

况进行跟踪,保障任务落实;第4步,明确任务

的实施细节,确定业绩指标;第5步,选择关键

性的管理指标。通过以上步骤,平昌冬奥组委科

学研判内外环境,实施精细化管理,制定可持续

发展战略。

图2 可持续发展管理战略制定流程

2.2.3 战略实施进程

韩国政府十分重视冬奥会的可持续发展管理

问题,自2011年平昌被确定为2018年冬奥会举

办城市时始,平昌冬奥组委就组织相关部门和机

构进行多轮磋商,编制可持续发展总体规划。从

2011年筹备直至2018年赛事举办,规划与实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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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衔接滚动进行。2012年1月,平昌冬奥组委分

别成立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团队,可持续发展工

作涉及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多领域。2015年7
月,平昌冬奥组委发布了平昌冬奥会可持续发展

框架报告,制定了 《平昌2018冬奥会社会责任指

南》,要求相关组织及企业在筹备阶段落实好环境

保护和社会发展相关责任[8]。2016年,平昌冬奥

组委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制定了温室气

体 (GHG)管理方案,发布了可持续管理中期

报告。同年,平昌冬奥会获得ISO20121:2012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认证,这在冬奥会历

史上尚属首次。2017年,平昌冬奥组委组织开

展了多项可持续发展活动,如确定环境保护合作

伙伴,实施温室气体 (GHG)减排方案,开通

冬奥会可持续性发展官方网站,开展第一次可持

续管理项目监测,发布赛前可持续发展报告等。

2018年,平昌冬奥组委按计划开展可持续管理

活动,并开展第二次可持续管理项目监测,发布

赛后可持续发展报告。

2.2.4 战略运行模式

平昌冬奥组委作为2018冬奥会的组织领导

机构,在奥运会筹办过程中与相关各方积极沟

通、加强合作,对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充

分的科学论证,明晰各项具体任务。从准备阶段

起,可持续发展策略就明确了各方的角色和具体

任务,建立了以计划、执行、检查和行动 (PD-
CA)为主要框架的管理流程,每一环节都制定

了管理目标,确定了管理行动,以便促进持续改

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 (图3)。

图3 可持续发展管理战略运行PDCA图

2.2.5 战略评价与反馈

战略评价是检测战略实施进展、评价战略执

行业绩的重要手段,旨在不断修正战略决策,以

期达到预期目标。平昌冬奥组委在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过程中,对战略中涉及的经济、环境和社

会等关键问题进行分析归类,对其战略内容进行

重要性评价。重要性评价分为3个步骤:①把可

持续发展战略涉及的关键问题进行汇总分类;②
优先考虑社会关注度高和对冬奥组委的最终决策

产生直接影响的问题;③讨论确定重要的工作任

务,并向管理层报告。

2.3 平昌冬奥会可持续发展管理的措施及实践

科学的规划和有效的举措是平昌冬奥会实现

可持续发展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本着共生、平等

的原则,平昌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

联、韩国国会、韩国政府、江原道省、平昌市政

府及相关单位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和合作,以获

得他们的支持。通过以 “低碳绿色”为理念的场

馆建设、以 “守护自然”为目的的场馆空间规划

与布局、以 “创造美好生活”为蓝图的奥运遗产

管理、以 “弘扬传统文化”为目标的社会文化交

流以及以 “全球化”为目的的现代通信与科技产

品的利用和推广,平昌冬奥组委将可持续发展的

概念具体化,围绕五大主题都安排了相应的任

务,设定了预期工作目标和目标达成的关键性指

标,切实保证了可持续发展管理目标的实现。

2.3.1 低碳绿色奥运

平昌冬奥会提出了 “冬奥O2+计划”,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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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建设中落实低碳环保理念,实施碳管理、能源

管理、废弃物管理,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增

加空气中氧气含量,提升赛区生态环境质量。在

场馆设施建设方面,严格控制场馆造价,充分利

用已有场馆。在碳管理方面,平昌冬奥会承诺要

实现碳零排放,并将 “留下碳管理的先进技术与

经验”作为奥运遗产目标,恪守ISO14064-1规

定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的量化及通报原则,并通过

第三方韩国标准协会验证,确保国际公信力。平

昌冬奥组委计划奥运会期间减少和抵消159万吨

温室气体,截至2017年12月已成功减少和抵消

165万吨,目标达成率近104%[8]。在能源使用

与管理方面,平昌冬奥组委制定节能方案,减少

传统能源使用,最大限度地采用水能、风能、太

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在废弃物管理

方面,平昌冬奥组委制定废弃物处理方案,禁止

直接填埋垃圾,严格管控废弃物运输和处理环

节,环境管理运营部利用实时监测系统对废弃物

管理全过程进行监控。

2.3.2 守护自然

平昌冬奥组委积极与世界经济组织合作,制

定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远景规划,增进人们的环

保意识,加强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通过减少碳排

放量和资源的循环利用等途径净化空气,提高大

气质量。通过科学规划场馆空间布局,保护生物

多样性和恢复生态平衡,提高水质量和供应清洁

水资源,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和种植绿色植被等措

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在场馆空间规划与布局方面,充分考虑场馆

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将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降至最低,如旌善高山滑雪中心首次实现了男女

滑道并轨,设计迂回赛道。男女分道设计需要占

用森林用地103公顷,而并轨则只占用78公顷,
节省森林25公顷,这在冬奥史上也属首例[8]。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恢复生态平衡方面,第一,
植树造林,保护环境。截至2017年底,平昌市

森林恢复面积达174公顷,超额完成申办报告中

的156公顷的任务[8]。第二,实施拯救与扩充濒

危野生动物工程,以达到维持与促进生物多样性

的目的。例如,通过人工繁殖的方式,扩充了江

原道省内长角甲虫、东北鳟鱼、长尾羚羊和韩国

鼠蛇等动物的数量,并将它们全部放归自然。第

三,扩大森林保护区。从2013年到2015年,在

江原道省内共有9座森林被划为森林保护区,面

积达12
 

827公顷[8]。在大气治理方面,平昌冬

奥组委亦采取了多种措施,并设定 “低排放区”
阻止比赛场馆周边的空气受到污染。在奥运村还

建立了 “绿色缓冲带”,减少环境污染。在比赛

场馆实行无烟管控,确保场馆内外空气清洁。在

提高水质量和供应清洁水资源方面,在新建场馆

全部安装水循环利用系统,加强污染源治理,实

现清洁的水资源供应。

2.3.3 创造美好生活

平昌以冬奥会为契机,全面提升城市的基础

设施水平,升级城市交通网络,推动地区经济发

展,提高城市知名度,使平昌成为亚洲冬季体育

运动中心、世界旅游城市。在可持续遗产管理方

面,将奥运场馆建设融入城市发展,奥运场馆赛

后不仅可以作为城市地标性建筑吸引游客,还可

以满足市民对健身场馆的需求,促进冬季运动项

目的推广普及。奥运村、残奥村和奥运媒体村由

私营企业投资,赛后这些建筑将作为商品房由投

资商经营或销售,满足当地居民的住房需求[8]。
在城市交通方面,通过修建高速公路、交通

中转系统等,缩短比赛场馆、旅游景点和主要交

通枢纽 (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之间的距

离,为观 众 提 供 便 捷 服 务;组 委 会 还 研 发 了

“Go
 

Pyeongchang”APP,为游客提供便捷的公

共交通向导服务。住宿上,在比赛场馆1小时车

程范围内,平昌冬奥组委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准备了数量充足的房间,最大化满足游客的住宿

需求。江原道省125家宾馆被重新修葺,改善了

住宿环境;所有宾馆及酒店都安装了多语言的广

告服务招牌,对酒店从业人员进行服务标准、语

言和冬奥会常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服务水平。
饮食上,平昌冬奥组委按照江原道省 《食品卫生

促进发展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100多家大小

餐馆店面外观、厨房和卫生间进行改造升级,还

选聘厨艺高超的厨师对各大餐馆的厨师进行培

训,提高他们的厨艺水平,使餐饮供应的菜品能

够满足外国游客的口味。

2.3.4 自豪的传统与文化

公民的文化意识是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基础。
平昌冬奥组委积极与举办城市、相关机构和社区

组织广泛开展合作,致力于创建一个多元文化交

流的平台,向世界展示、弘扬韩国文化。在文化

宣传方面,自2012年平昌冬奥组委组建奥运文

化基 金 会 (Foundation
 

for
 

Cultural
 

Olym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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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s)[8] 以来,该基金会负责筹划和开展了多

项国内和国际的文化活动,并制定了文化奥运计

划。平昌冬奥组委注重与外国的文化交流,通过

宣传推广多种多样的文化项目来提高韩国的影响

力和民族文化的号召力,激发人们参与冬奥的热

情。自2013年以来,江原道省开展了一系列的

文化活动,如 “江原道奥运文化行”“2018年奥

运文化伴我行”“世界奥运文化论坛”等,以提

高公民的文化意识,培养公民好客的态度[9]。

2.3.5 平昌全球化

确保安全是平昌冬奥会的第一要务。在赛事

安全保障方面,平昌冬奥组委积极与政府安全部

门 (包括总理办公室下属的反恐中心)、情报机

构、军队、警察和消防部门,以及江原道省、平

昌县、旌善郡等相关机构合作建立安全保障系

统,重建应急管理机制和安全信息网络,对整个

赛事运行实行全程监控[10]。平昌冬奥组委还组

织了反恐模拟培训和反恐演习,内容涉及无人机

闯入、车辆撞击、武装袭击、劫持人质和炸弹袭

击等,提高了危机事件应急处理能力。
为实现 “智慧奥运”的目标,平昌冬奥组委

采用先进的通信技术,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根

据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推广计

划,5G网络、物联网、超高清 (UHD)、人工

智能 (AI)和虚拟现实 (VR)等技术在冬奥会

赛场得到广泛应用。此外,高科技机器人技术也

被广泛应用于各冬奥赛场,向导机器人、人体模

型机器人、迎客机器人、饮品服务机器人、清洁

机器人、水族机器鱼、机器手臂绘画、火炬接力

机器人等85类机器人,在场馆、奥林匹克村、
残奥村、机场、媒体中心等场所为运动员和游客

提供不同类型的智能便捷服务。

3 平昌冬奥会可持续发展管理的启示

3.1 将战略规划融入国家绿色发展战略

2009年韩国政府出台了 《绿色增长国家战

略及五年计划》,提出了到2020年成为全球七个

“绿色大国”之一、到2050年跻身为五个 “绿色

大国”的绿色发展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平昌冬

奥会走出了一条 “低碳绿色”的可持续发展道

路。绿色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内容,“绿色办奥”是对2008年北京

奥运会 “绿色奥运”理念的延续和发扬[11],强

调围绕举办奥运会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要符合与

自然 高 度 和 谐、相 互 促 进、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原则[12]。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要与国家绿

色发展战略深度融合、高度一致。首先,积极探

索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内涵,明晰其

在国家绿色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及历史使命,
吸收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制定科学的战略规

划,深入挖掘冬奥会的核心价值与社会经济价

值、人文价值、政治价值、科技价值、精神价

值,将冬奥会的筹办与自然、社会、政治、经

济、科技的发展相融合、相统一。其次,坚持科

技创新与制度创新 “双轮驱动”,确保冬奥会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通过制度推进保

障可持续发展目标及任务落实;另一方面,要在

冬奥会广泛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低

碳、节能等新技术,探索冬奥生态环境管理与保

护的新途径和新标准,建立冬奥可持续发展管理

长效机制,让节能、绿色、环保、可持续理念贯

穿冬奥全过程。

3.2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方案

北京冬奥会秉持 “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

发展、节俭办赛”的理念,致力于举办一届精

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提出了 “传播和践

行奥林匹克价值观” “点燃冬季运动激情,推动

冬季运动发展”“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的

发展目标[13]。同时,北京冬奥会还提出了 “加
快环境改善进程,提高区域发展水平,普及冰雪

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愿景[13]。为实现以上目标、
愿景和贯彻落实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

奥、廉洁办奥理念[14],北京冬奥会应积极探索

有中国特色的冬奥可持续发展方案,植根于中国

传统文化,寻根传统文化基因,将 “以人为本”
“德治”“道法自然”等思想融入其中,让中国文

化元素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增添新的文化动

力,推动奥林匹克事业向前发展。

3.3 构建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办过程中,应有计

划、分步骤地组建可持续发展管理团队,环境保

护部、中国奥委会、北京市政府、河北省政府加

强合作,联合组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促进委员

会,构建科学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具体

措施包括:第一,出台与完善冬奥可持续发展相

关制度,以 “四个办奥”理念为指导,以中国国

情为基础,从制度层面对冬奥可持续发展做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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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与设计,引导和规范冬奥可持续发展;第二,
建立有效信息沟通机制,建立以冬奥组委为中心

的信息沟通协调机制,确保跨部门间的信息交流

畅通,提高工作效率;第三,加强监管与考核工

作,冬奥组委应与各利益相关者加强沟通,明晰

权责,强化指导与监督,制定冬奥可持续发展工

作考核体系,加强冬奥会赛前、赛中、赛后的可

持续管理考核工作,使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冬奥

全过程,形成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

3.4 建立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机制

可持续发展管理的运行机制是动态的,是一

个在评价反馈中不断提升的过程。北京冬奥会应

加强对各项目标任务、目标绩效的评估和监控,
对战略进行持续优化与改进,对可持续发展实施

动态管理。具体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第一,充分

贯彻落实 “四个办奥”理念,参照奥运 “新规

范”相关目标,编制可持续发展规划,制定可持

续发展战略,明确管理目标和具体措施,对指标

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控及数据分析,依据分析结

论更新可持续管理战略方向;第二,广泛邀请举

办地最具代表性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可持续发展相

关议题讨论,向他们征求有价值的意见或建议,
不断改进与优化可持续管理策略,提升可持续管

理实效。

3.5 参照并执行国际赛事管理标准

参照并执行国际赛事管理标准是提高可持续

管理科学性和规范的重要途径。我国应积极与联

合国环境规划相关组织开展广泛的合作,引入

ISO14001、ISO50001、LEED、ISO20121、BREE-
MA等国际认证标准,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可持

续发展管理的框架下全盘统筹,科学制定可持续

管理规划,规范实施标准和流程,注重管理效率

和管理收益,建立涵盖监控、审查、保证和报告

等多功能的可持续标准体系,定期公开发布可持

续发展报告。

3.6 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深化交流合作

北京冬奥组委应多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

验,深化交流合作,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管理水

平与效率。对内,应加强与中国奥委会、中国残

奥委会、环保部、北京市政府、河北省政府、张

家口市政府、赞助商及其他相关单位的沟通与合

作,建立统筹管理、协同推进机制,升级城市基

础设施,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推动经济发展,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加速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进程。

对于合作伙伴,采用道德引导与合同约束相结合

的方式,对其进行引导与监督,确保其活动参与

科学规范,符合可持续发展管理的相关要求,确

保可持续发展管理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对外,应

加强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国际环保组

织等的沟通与合作,借鉴冬奥会举办国及冬季运

动项目强国的经验,严格遵守国际标准、国际规

则、国际惯例,积极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冬

奥可持续发展工作模式、管理模式,努力提升可

持续发展管理工作水平。

4 结语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管理要多借鉴平昌冬

奥会的宝贵经验,在 《奥林匹克2020议程》和

“新规范”的指引下,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奥运遗产规划、赛后场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

与修复、节能减排、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进行科

学统筹规划、创新管理,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

冬奥会的全过程。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既要着

眼于促进城市发展,也要兼顾区域协调发展,要

深度融入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树立奥林匹克

运动与城市和区域发展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新

典范;既要着眼于开启中国冰雪运动的新时代,
也要有推进国民运动观念转变和体质提升的长远

追求;既要着眼于中国国情,也要放眼国际社

会,努力构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可持续发展治

理体系;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勇

于探索中国冬季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为奥林匹克运动打下鲜明的中国文化烙印,
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贡

献 “北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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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2018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
 

Games
 

has
 

established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
agement

 

system
 

with
 

five
 

themes
 

of
 

“low
 

carbon
 

green
 

Olympics”,
 

“protecting
 

nature”,
 

“creating
 

a
 

better
 

life”,
 

“proud
 

tradition
 

and
 

culture”
 

and
 

“Pyeongchang
 

globalization”,
 

which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general
 

idea
 

and
 

specific
 

strategic
 

cont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management
 

of
 

2018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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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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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themes,
 

so
 

a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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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for
 

China’s
 

preparation
 

for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It
 

is
 

propos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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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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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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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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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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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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