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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伦敦奥运规划与实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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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伦敦申奥时承诺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目标，并成功举办了2012年夏季奥运会。本文通过对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规划

与实施研究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解析，希望“可持续发展理念”辐射至社会，通过奥运倡导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将可持续、

低碳环保等理念更淋漓尽致地实现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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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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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itment of London’s Olympic application is hold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goal. London successfully hosted 
2012 Summer Olymp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2012 London 
Olympics, hoping to radiate this concept to the society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lifestyles through the Olympics. Hope we will continue to 
realize sustainable, low carb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re incisively and vividly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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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又被称为永续发展，是注重长远发展的

可再生的经济增长模式，奥运会是国际体育的盛会，也是世

界文化交流的舞台。从20世纪60年代的奥运会来看，各个

国家无一不是朝着大型化和现代化迈进，很少有国家会考

虑建设对城市和自然环境的影响[1]。奥运会的举办离不开奥

运场馆的建设，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奥运场馆实现“可持续发

展”是广大体育工作者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大理念问题。奥

运会每一次的举办都是人类建筑史的进步和跨越，如新材

料的使用、建筑背后的独特设计理念等。从2012年伦敦奥

运会的文化精髓中我们可以得出，奥运会的重要标准是“可

持续发展”，注重奥运场馆建筑资源的再利用是发展目标。

本文就伦敦奥运会“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和实施展开探讨。

1伦敦奥运会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的背景
1.1国际背景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奥委会以及相应的举办城

市都开始重视环保问题。1999年，《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

议程》正式获得通过，其中，促进“可持续发展”成为奥林

匹克运动会的根本目标。2003年，一共有9个城市申请举

办2012年的夏季运动会，最后还在竞选的城市仅剩伦敦、

马德里、纽约、莫斯科、巴黎。原本伦敦在竞选的时候情

况并不乐观，但是伦敦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深入

的自我分析，最后伦敦脱颖而出，荣获2012年夏季奥运会

的举办权。2007年1月，奥运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立了，

目标就是将2012伦敦奥运会办成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

的奥运会，并为此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如减少废物排放，

使用环保生态资源。2005年，伦敦和国际奥委会签署主办

方协议。伦敦能够成为主办国凭借的是伦敦提出的独特的

奥运规划目标，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伦敦提出的借助

奥运契机提升国民的健康水平和国际奥委会提倡的奥运

精神一致，鼓励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

1.2近代奥运非可持续存在的诸多问题

近代举办奥运会时大都不计成本也投入大量资金，场

馆建设求大求新，赛后场馆利用不足，组织经营模式为高

碳模式，这些也是伦敦奥运会提出的可持续、奥运遗产、

低碳节能的创新理念得到国际认可的原因[2]。不计成本投

入，如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夏季奥运会举办下来耗损

资金超过59亿美元，亏损金额高达25亿美元，导致当地

镇政府花了30年才勉强征收回资金；高碳，奥运牵扯出

来的交通运输以及其他的商业媒体活动都是高碳的推手；

在奥运会举办期间产生的固体垃圾、难以溶解的包装材料

导致环境的不可持续发展；历届奥运会场馆建设都求大求

新，2004年雅典奥运会主场馆的建设规模和费用都超过国

际奥委会发布的奥运会场馆建设规格标准，2008年北京奥

运会主场馆曾因建设费用过高和钢材耗量太大导致停工，

1976年蒙特利尔主场馆在奥运会闭幕了10年以后才完工。

2  “可持续发展”在奥运规划中的主要内容及实施
2.1奥运会的总体规划

奥运会的总体规划原则是要恢复河道，增加道路管

网的密度，加强伦敦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增加城市

的绿化面积，构建人性化城市环境。在进行选址规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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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利亚低谷区，该地区虽然距离伦敦的中心城区仅为

4.83km，但是却属于伦敦乃至整个英国社会经济最萧条的

传统老工业基地。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几乎停滞不前，公

共服务设施也严重缺乏[3]，并且该地区的青少年犯罪率高，

失业率也高，而且水质污染严重，还有后工业遗留下来的

破旧厂房。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可以释放很大的

土地资源和城市改造空间。绿带规划不能仅限于利亚低谷

区，还要覆盖整个东伦敦地区，这样可以改善区域内的生

态环境，提供很多休闲、游憩设施。该地区还设置了很多

湿地公园，现有两千多棵植被，后又引入了柳树、桦树等

超过30万棵适合生长的植被，形成了英国最大的湿地公

园。利亚低谷区新开发的项目必须要有助于野生动植物和

生态景观风貌的保护。

2.2生态环境修复

规划除了保护原有的河流、码头等自然景观以外，还

使用了30 000m2土地建设动植物园，进一步提升了整体生

态环境。对于已经破坏了的生态环境，要对其进行修复，

可以派专业的调研队进驻现场，清理场地废弃物的同时开

展土地和水源的治理工作。修复土壤时，可以采用真空提

取土壤的方法进行土质稳定性监测，尽量保留原始土壤，

把土壤表层受污染严重的土壤送到土壤医院进行生化处

理。水源的修复主要是利用古生物学技术清理水中的细菌

和杂质，使水质恢复并变得清澈透明。生态环境的修复还

可以通过物种改良、嫁接达到，生物多样性越多，自然生

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就越强。可以请多个植物学家、生

态学家以及生物物种专家对当地生态环境开展全面调查，

通过标本采集等多种方法开展物种修复和引入嫁接等工

作。最终选择了新兴草、紫色千屈菜等适合当地气候且能

在奥运会期间开花的植被。采用“椰壳托盘种植法”种植

植物，该方法是利用椰子内壳纤维果肉制成类似棕垫的基

底，放在需要培育的土壤上，就像一个托盘托住引入的植

被，然后把植被的种子洒到托盘上。采用这种方法种植了

34万株植被，湿地种植面积达到了1.4万m2，从而使奥运

基地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新建的奥运场馆以及公共服

务设施连接在一起，形成奥运基地和整个东伦敦的有机衔

接，让奥运基地不是孤岛。

2.3奥运遗产规划

奥运遗产是奥林匹克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有形以

及无形遗产的总和，包括机场、铁路、体育场馆设施等，

奥运遗产也为本次伦敦奥运会实施“可持续发展理念”作

出了杰出贡献。伦敦组织编写了2012年伦敦奥运遗产总

体规划框架，里面明确指出要将奥运的重心由赛期转为

赛后。通过改建现有的会展中心、体育场馆、历史遗留场

馆等，实现公共场所应该具备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为充分

体现奥运遗产，结合往届奥运会举办后的危机问题，伦敦

参照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经验，减少新场馆的修建，

在28座场馆中，只有13座为新建，7座为临时性场馆，永

久性场馆只有5座。永久性场馆维护时，相当于一个中等

规模的体育场馆进行维护，有利于场馆的充分利用。奥运

遗产规划，计划把奥运村改成3600个独立的单元住宅，

将部分高科技馆改成以数码传媒及绿色科技等专业为重

的大学教学基地。

2.4节能环保低碳的实施宗旨

奥运场馆的临时性设施在设计规范和配置标准方面

都以节能低碳等为目标，虽然奥组委没有要求在每栋奥运

场馆开展碳排放测试，但是在任何建筑中都应该随时考量

该指标，为奥运实现零碳目标。在材料的选择以及新科技

的使用方面，降低碳排放量，尽可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理念”。针对临时性建筑，设计师应在方案初期就考虑到使

用材料可能产生的废弃物，尽量减少搭建和拆除中可能产

生的垃圾，现场无法消除的垃圾可以采用一部分作为奥运

遗产，还有一部分可以捐赠给第三方机构进行再利用，实

现封闭循环废物处理模式。

3 结语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以“可持续发展”为申奥目标，

很有远见地借助奥运这个契机重建了一片常年贫困落后

的东伦敦区域。伦敦奥运能够取得国际上的认可在于有清

楚明了的规划目标与意向，能够依照流程顺利执行任务，

通过英国多个部门的长期努力完成了目标。当发生矛盾冲

突的时候，就立马回到既定的目标重新规划实施策略。同

时，伦敦奥运会的遗产规划将“可持续发展”体现得淋漓

尽致。通过改建伦敦现有的公共设施，实现了应用功能的

多样化与适应性原则，这是一个开拓性的创新。伦敦奥运

会的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很多不足，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研究

和检验中进一步反思总结，将可持续、低碳环保等理念更

淋漓尽致地实现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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