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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北京冬奥会是在人口密集、环境污染严重、发展不均衡、社会资源不平等的城市及区

域，探索如何对人居可存续环境改善、绿色经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可持续城

市示范的契机。针对冬奥会依赖于时空环境的赛事特点以及我国“后发型”发展背景，

在这一平台实践《2020 议程》改革中关于奥运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强调奥运会与主办城

市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包括赛事环境治理与城市环境改善相结合、产业绿

色转型与冬奥经济发展相结合、社会和谐发展与渲染冬奥氛围相结合，从而实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以及奥林匹克运动本身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2020 议程；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奥林匹克运动 

 

 

 

“成熟都市”理论下奥运会与城市发展互动关系新探 

——以东京 2020 年奥运会筹办为例 

徐子齐，孙葆丽 

1．北京体育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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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城市为奥运会提供

设施与秩序，奥运会则为城市提供机遇和声望，二者的互动是影响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

重要因素。近年来伴随着国际奥委会的多项改革，以及现代都市的飞速发展，奥运会与

城市发展的关系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节点。本文力图以东京 2020 年奥运会筹办为视角，

以“成熟都市”理论为切入点对奥运会与城市发展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由于北京与东京

同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大都会，在城市规划、发展模式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也都面临着

城市中心过度饱和集中等现实问题。将东京 2020 年奥运会作为案例研究奥运会与城市

发展的互动关系，也可以从侧面为北京奥运会与城市的区域协同规划提供参考。 

研究方法：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通过 CNKI 数字资源，以“奥林匹克运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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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奥运会”“奥运会”“成熟都市”“无缘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关键词，以核心期刊和

博士论文为文献来源，检索 2009 年 1 月-2019 年 1 月的相关论文。在必应（国际版）搜

索引擎和 CiNii 日本学术论文数据库、东京奥组委官方网站上以“東京 2０2０オリンピ

ック”“都市再生”“成熟都市”“持続可能性”“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プログラム”为关键

词，检索有效官方文件和国外期刊论文。在国际奥委会官网，以“TOKYO 202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为关键词，检索有效官方文件。 

研究结果：二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政治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和城市开始战后恢

复和重建工作，奥运会伴随着这一阶段城市的加速发展，和城市形成了互动发展。这一

时期的奥运会开始与其它行业相互渗透，出现大型化、综合化的趋势，奥运会的筹办开

始被纳入举办城市的市政建设长远规划，奥运会与城市的传统互动模式逐步确立。这种

模式注重城市与奥运会在物质层面的交融点，虽然它让奥林匹克运动在战后得到快速平

稳的发展机遇、促进了世界各国城市的繁荣恢复，但也存在诸如投资飞速扩张、城市建

设多集中于基础设施、过度注重单届奥运会的成功等问题，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

不断变迁，各国的城市建设也进入新的阶段，奥林匹克运动自身也经历了多次改革，传

统互动模式也不断遭受着挑战，奥运会与城市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互动关系。2014

年国际奥委会发布的《奥林匹克 2020 议程》（以下简称《议程》）是一份重要的改革文

本，它阐述了未来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方向和改革蓝图。其中，围绕“奥林匹克运动可

持续发展”是《议程》 主要的议题之一；同时伴随着“成熟都市”理论的提出，新时

代城市建设力图寻找促进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并将可持续发展视作实现路径。城市和奥

运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追求，让打造“成熟都市”成为改善奥运会与城市关系、建立

全新互动模式的绝佳契机。在这个过程中，奥运会与城市的逐步形成新的互动模式。东

京 2020 年奥运会是奥运会与城市全新互动模式的一次探索，这届赛事在筹办过程中主

要在城市环境、居民发展、人际交往和科技支撑四个领域实现成熟都市与奥运会的融合

建设，将奥运会作为东京转型发展的新契机。 

研究结论：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自 2013 年上任以来进行了一系列深

刻的改革，这些改革也深深影响了奥运会与城市的互动关系。物质建设高度发达的大型

都市能为奥运会的举办带来诸多便利，但同时大型都市自身也面临着转型和二次发展。

“成熟都市”为大型都市指明了未来发展方向，而新时期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在环境、教育、人际交往和科技等方面与“成熟都市”的建设有较为深入的互动，二

者的耦合有希望构建奥运会与城市发展的新模式。东京作为世界一流的国际大都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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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成熟都市”的倡导者，东京 2020 年奥运会筹办是展现当前奥运会与城市区域互动

发展的 新样本，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对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筹办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奥林匹克 2020 议程；

城市发展；成熟都市；无缘社会 

 

 

 

《奥林匹克 2020 议程》三大支柱实施进展及问题研究 

郝阳阳 

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 

摘要： 

研究背景：国际奥委会平均每天投资大约 300 万美元用于支持世界范围内体育运动

的发展，作为全球备受瞩目的体育赛事，吸引了无数的体育观众和体育运动爱好者，从

这一观点上来说，奥林匹克运动会无疑是成功的，而成功意味着需要不断的改变，如果

不面对挑战主动改变，维持奥林匹克主义价值，加强体育运动与社会的联系，就有可能

被动改变。这是《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提出的原因。自 2014 年 12 月国际奥委会会议

一致通过了《奥林匹克 2020 议程》之后，议程中包括的 40 条建议就在有条不紊的实施，

国际奥委会也对实施进展进行了报告。这 40 条建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称为《奥林

匹克 2020 议程》三大支柱：诚信、可持续发展和青年。 

研究目的：为通过研究《奥林匹克 2020 议程》的三大支柱现阶段的实施进展，包

括在诚信、可持续发展和青年三个方面的发展动态及所面临的问题，评价奥林匹克运动

是如何在诚信、可持续发展和青年这三个方面对社会、文化、教育及国际奥委会产生积

极影响的，都有哪些积极的影响，这些积极的影响体现在社会的哪些方面，产生积极影

响的同时又出现了怎样的问题，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提出国际奥委会在之后的《奥林匹

克 2020 议程》实施过程中应着重发展的方面。本文采用了文献资料法、对比研究法、

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在谷歌学术，佐治亚大学图书馆网站，知网等网站对相关

研究进行搜索，收集与本文相关度较高的论文进行研究；将《奥利匹克 2020 议程》内

40 条建议的实施前后进行对比研究；对佐治亚大学体育管理国际中心的相关领域老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