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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坚持北京冬奥会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的愿景旨归，也是对共享发

展理念的积极回应。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对共享发展理念视域下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

进行理论梳理，以求促进北京冬奥会遗产更全面造福社会大众。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是全民共建、

成果共享和动态共享的实践过程，体现坚持冬奥会遗产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和助力缓解不平衡、不

充分发展问题的价值取向，应充分考虑共享发展理念与其他发展理念的整体性、遗产传承需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冬奥会遗产传承在 7 大领域内的协同性等基本原则。研究认为秉持全民

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的发展理念，从主体视角传承冬奥会遗产以实现充分发展、

从内容视角传承冬奥会遗产以推动均衡发展、从方式视角传承冬奥会遗产以促进创新发展、从进

程视角传承冬奥会遗产以保持良性发展是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的现实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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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heritage inheritance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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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isting tha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re shared by the people is the purpose of 
the vision of the legacy inheritance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nd is also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theoretically sort out the legacy 
inheritance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red development concept, so as to promote 
the legacy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to benefit the public in a bett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way. The legacy 
inheritance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is a practical process of joint contribution by the whole people, sharing 
of achievements and dynamic sharing, it reflect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benefiting the people and helping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s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full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such as the integrity of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and other development concepts,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legacy inheritance to adapt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synergy of the 
legacy inheritance in the seven fields of the Winter Olympic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adhering to the vision of 
shared by all, comprehensive sharing, jointly build and share as well as gradual sha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 inheriting Olympic legac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ful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nt inheriting 
Olympic legacy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y inheriting Olympic legacy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inheriting Olympic legacy to keep the enough 
development, which is a realistic way to inherit the legacy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Keywords: shared development concept；Olympic heritage；Beijing Winter Olympics；shared by the whol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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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

大的必由之路[1]。新发展理念包含“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等 5 大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和新面貌。北京冬奥会的成

功举办点燃了我国大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在后奥

运时期如何充分利用冬奥会遗产成为热点话题。2022

年 3 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用好北京冬奥

会遗产”[2]，这从国家层面确立了冬奥会遗产传承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共享办奥”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4

大办奥理念之一，这一理念秉持着共同参与、共同尽

力、共同享有的基本原则，与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

发展理念”一脉相通。因此，以“共享”为思想引领，

将共享发展理念作为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工作的理论

指引，有助于真正做到“用好北京冬奥会遗产”。因此，

本研究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对北京冬奥会遗产传

承这一议题进行深度剖析，分析其价值向度、基本原

则，锚定其现实理路，力求促进北京冬奥会遗产更好、

更全面造福社会大众。 

 

1  共享发展理念为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增

能助力 
1.1  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 

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蕴含深厚的哲学基础，是对

辩证法的运用，强调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3]。当今世界

正处于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内外部环境的不稳

定以及物质与精神成果全民共享的社会期望，孕育了

共享发展理念。一方面，外部发展环境复杂多变，内

部发展矛盾逐级显露，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日益严峻。

共享发展理念运用可以在危机和变局中充分调动社会

民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自助与互济。另一方面，

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是共享发展理念着眼点，通过缓

和各种社会矛盾与实现财富均衡分配，旨在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由全体劳动人民

共同享有[4]。因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如何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着力解决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从而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这一新时代的新胜利，始终离不开共享发

展理念的指引。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所面临的情形较

为复杂，用好北京冬奥会遗产有助于促进社会发展，

因而以共享发展理念审视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具有现

实意义，有助于为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增能助力。 

1.2  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的共享发展观 

冬奥会遗产是指“举办冬奥会为人民、城市或地

区及奥林匹克运动所带来的或加速形成的所有有形和

无形的长期利益”[5]。根据北京冬奥组委的划分，北京

冬奥会遗产划分为体育、经济、社会、文化、环境、

城市和区域发展等 7 大领域。作为名副其实的“双奥

之城”，从 7 大领域传承北京冬奥会遗产，共同享有因

举办冬奥会带来或加速带来的正向成果，是对北京冬奥

会“共享办奥”理念的积极回应，也是对共享发展理念

的深度践行，更是对党的二十大精神旨归的积极回应。 

其一，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是全民共建的实践过

程。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重要的生产要素。”[6]在

后奥运时期，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离不开人民群众的

广泛支持和共同建设，人民群众所具有无限创造力和

丰富智慧是“全民共建”的基础。 

其二，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是成果共享的实践过

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

大会上强调：“坚持冬奥成果人民共享，让人民身心更

健康、就业更充分、生活更美好。”[7]人民共享冬奥成

果是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的最终旨归和现实期许，包

含了对举办北京冬奥会在 7 大领域创造的丰硕遗产的

成果共享。 

其三，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是动态共享的实践过

程。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认为：“一切历史状态都是

人类社会逐级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8]北京冬奥会

遗产传承的过程必然是随不同阶段发展而动态变化，

在不断变化中，人们对遗产传承的认知和行动都会发

生深刻变化，冬奥会遗产共享的成果不断丰富，共享

的制度保障不断完善。 

综上，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就需要从 7 大方面着

重考虑为人民、城市或区域及奥林匹克运动带来或加

速形成的所有有形和无形的长期收益，并将这些长期

收益切切实实地转化为现实成果，把北京冬奥会遗产

传承视为全民共建、成果共享和动态共享的实践过程，

并持续带动城市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2  共享发展理念下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的

价值向度 
共享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共同富裕思想的创新表

达，其价值导向是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

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

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9]因此，以人民为中

心和共同富裕可以被视为共享发展理念的两个价值坐

标。结合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坐标，北京冬奥会遗产

传承的价值彰显不仅体现在以人为本、坚持冬奥会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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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还在于助力实现共同发展、帮

助缓解和改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2.1  以人为本——坚持冬奥会遗产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坚持冬奥会遗产惠及每一位民众是北京冬奥会遗

产传承的首要旨归，其核心价值表现为“以人为本”。 

一方面，北京冬奥会遗产从规划之初就有一个鲜

明的特点，即“把人放在中心位置”，这体现了以人民

为中心的理念。所有场馆除满足赛时需要，最终还是

要回归到为大众服务，后奥运时期人们可以通过亲身

参与加深对冰雪运动的了解和热爱。值得一提的是，

自 2015 年成功申办北京冬奥会以来，全国居民参与过

冰雪运动的人数为 3.46 亿人，冰雪运动参与率为

24.56%[10]，“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宏伟目标已

经步入了现实。在后奥运时期，通过参与冰雪运动，

促进健康中国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受益。此外，

民众还能够从其他方面享受到更多的冬奥红利。例如，

在东北地区大力发展冰雪旅游，从经济层面带动当地

民众就业；张家口、崇礼等地在冬奥会后加快基础性

公共设施布局，从社会层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社区

居民充分享受到因举办冬奥会而带来生活便利。 

另一方面，奥运遗产一贯追求为人类创造持久的

价值，这不仅包括有形的奥运场馆和基础设施，更重

要的是无形遗产。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还为中华民

族和中国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最重要的

无形遗产之一。“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

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再次激发全国人

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全世界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

北京冬奥精神作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价值在于进一

步为中国人民的健康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丰富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中国人民在享受奥林匹克荣光的同

时，也提高了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 

因此，北京冬奥会的遗产成果应当惠及全体民众，

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2  共同发展——助力缓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11]。北京冬奥会遗产在共享发

展理念的促使下，有助于缓解这些发展问题，实现共

同发展。 

北京冬奥会遗产助力缓解地域间的发展不平衡，

这本身就是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践行和共同富裕思想的

实践。首先，利用好北京冬奥会遗产对缓解东西部地

区的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发展失衡具有重

要意义。例如，北京冬奥会促进我国冰雪运动赛事蓬

勃开展，冬奥会后在西南地区如四川和云南等地、西

北地区如新疆和青海等地持续开展全国专业性冰雪运

动赛事，把冰球、滑雪等冰雪运动建成西部地区青少

年的常态化体育课程。这不仅有助于缩小群众体育、

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在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还是

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促进群众

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12]的

积极回应。其次，传承好北京冬奥会遗产对缓解城市

和农村地区发展失衡具有特殊意义。由举办冬奥会而

产生的冰雪产业，已然成为缓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

的压力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支撑。例如，在冬

奥会筹备期间，延庆区开展志愿服务、滑雪教练员等职

业技能培训。2016—2019 年累计培训 2.8 万人，实现培

训后就业 4 876 人[13]，业已形成的冰雪产业可以在后奥

运时期持续带动城乡地区的居民就业和经济发展。 

我国部分领域的发展效率不高、发展水平偏低，

发展的内涵、动力及后劲不足。一方面，体育领域发

展虽然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但发展效率仍不高，特别

是民众体育消费水平偏低、体育文化传播力不足、冬

季项目发展程度较低等问题显现[14]。因举办北京冬奥

会在经济、文化和体育等领域留下的丰硕成果可以帮

助缓解体育领域发展不充分的现实问题。例如，在体

育文化领域，冰雪运动文化在中华大地传播是对我国

传统体育文化的进一步丰富，扩大我国体育文化的维

度，有助于其充分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在生态环境

领域也存在发展不充分的客观实情，居民生态环境保

护意识淡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亟待解决[11]，特别是

一些环境领域的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共享性不充分。

北京冬奥会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低碳措施的实

施、可持续性管理的政策与机制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遗

产成果，在后奥运时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利用和推

广，有助于缓解我国生态环境领域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因此，北京冬奥会的遗产成果有助于缓解我国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对疏解不同地域间和不

同领域内部的矛盾、提升整体发展水平，进而为实现

共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3  共享发展理念下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的

基本原则 
共享发展理念是深刻把握我国当下发展方式转变

的新发展理念之一，强调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

同性[15]。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看待和把握共享

发展理念与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的内在联系，这不仅

有助于落实共享发展理念，还能够增强北京冬奥会遗

产传承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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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注重共享发展理念与其他发展理念的整体性 

整体性是指在运用共享发展理念做好北京冬奥会

遗产传承工作时，要着重考虑共享发展理念与创新发

展理念、协调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开放发展理

念等之间的有机统一。 

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

物质世界内部是存在相互关联的，这种关联性表现在

新发展理念中体现为 5 大发展理念成为一个具有内在

且必然联系的整合体。因此，5 大发展理念之间具有

一定的内在统一性，需要用整体思维看待共享发展理

念下的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其一，北京冬奥会遗产

传承不仅吸收共享发展理念的精髓，还受到其他 4 大

发展理念的影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也是北京

冬奥会遗产传承的重要遵循理念，它们共同服务于冬

奥会遗产传承工作；其二，5 大发展理念都坚持和体

现了共同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16]，正是由于这种共性，

才使得 5 大发展理念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因此，在共享发展理念下考虑北京冬奥会遗产传

承需要把握共享发展理念与其他发展理念之间所形成

的有机整体，这有助于共享发展理念更好地应用于北

京冬奥会遗产传承之中。 

3.2  遵循遗产传承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 

系统性就是要把握好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需要与

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相适应的系统规律。 

传承北京冬奥会遗产是为能够更好利用北京冬奥

会遗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共享丰厚

的冬奥会成果，以此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

要与这些重点任务相互适应，不仅更好促进“十四五”

时期这些重点任务目标的实现，还可以推动北京冬奥

会成果的全面应用。例如重点任务之一的“优化区域

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17]，在北京冬奥会区

域发展遗产方面，可以从交通设施、公共服务、京张

体育旅游带建设等方面为区域经济布局和区域协调发

展增能助力，提升京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又如，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十

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17]。在北京

冬奥会环境遗产方面，可以从大气治理、水环境改善、

低碳交通和可持续标准等方面推动绿色发展，健全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全面提升环境基础设施水平，为双

碳目标实现贡献力量。 

因此，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要与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大系统相适应，这有助于冬奥会遗产成果更好地

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充分对接。 

3.3  恪守冬奥会遗产传承在 7大领域内的协同性 

协同性是要关注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在体育、经

济、社会、文化、环境、城市和区域发展等 7 大领域

内的相互协同。 

北京冬奥组委在多份文件中都明确冬奥遗产传承

的实质性内容，只有 7 大领域的冬奥会遗产共同发展、

全面推进，才能促进北京冬奥会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人民共享的冬奥会成果才可能是完整的、均衡的。将

协同性作为冬奥会遗产传承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由于

体育、文化、经济、社会、环境、城市和区域发展等

领域的遗产，不仅在内容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和

相互影响，还在于协调好 7 大领域冬奥遗产传承能够

最大限度地发挥冬奥遗产的价值，实现共享发展进而

让全社会共享更多的冬奥成果。 

因此，冬奥会遗产传承在 7 大领域内的相互协同

成为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的原则之一，有助于彰显冬

奥会遗产全方位价值。 

由以上可知，共享发展理念下北京冬奥会遗产传

承遵循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等基本原则，需要在

共享发展理念与其他发展理念之间、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和冬奥会遗产 7 大领域等方面加以关注。 

 

4  共享发展理念下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的

现实理路 
思想决定行动的方向，共享发展理念对北京冬奥

遗产传承的现实方向具有指引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多

次重要讲话中所阐述的共享发展理念，概括起来就是

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等方面[3]。

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工作在共享发展理念的引导下，

理应从以下 4 个方向加以推进。 

4.1  全民共享：从主体视角传承冬奥会遗产以实现充

分发展 

坚持北京冬奥会遗产全民共享，有助于回答好北

京冬奥会遗产“谁来共享”这一问题。人民是北京冬

奥会遗产传承和受益的主体，全民共享北京冬奥会遗

产不仅有助于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实施，还能助力实

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目

标任务。 

首先，举办冬奥会极大促进我国大众冰雪运动的

发展，全国各地群众走进冰雪场地，享受冰雪运动带

来的快乐。例如，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馆、赛事活动、

赛事组织经验等形成宝贵冬奥会体育遗产，可以在今

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为群众性冰雪运动的开展注入活

力。特别是通过共享体育运动设施及设备，打造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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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的“最后一公里”，使得场地设施能真正惠及全民。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大众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最

终的受益者是人民[18]。“全民共享”充分体现人民主体

地位，遗产传承应牢牢把握人民是受益主体的根本。

在后冬奥时代持续借助遗产成果提升全民参与冰雪运

动的热情，增强人民体质对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和推进

健康中国战略等都有特殊意义。 

其次，北京冬奥会遗产推动京冀地区协同化发展，

从宏观经济学视角看，北京冬奥会对区域发展和新兴

产业功能培育具有突出价值。例如，随着人工造雪和

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的运用，华北、东北、西北和西

南地区的冬季运动和冰雪旅游在时间维度上得到较大

延展，北京冬奥会区域发展遗产有助于延长消费时段、

提升消费能力和稳定就业岗位，拓展人民共同富裕的

新局面。此外，人民共同富裕新局面还体现在交通基

础设施相连相通和公共服务的全民共享。一方面，冬

奥会筹办和举办加速了京张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交通基础设施不仅在赛时提供优质服务，也为赛

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另一方面，京张地

区在住宿餐饮、医疗服务和教育等方面都加大投入力

度，确保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区域的公共服务水

平也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极大幸

福感和获得感，人们的精神世界更为富足。 

因此，全民共享北京冬奥会遗产，最终人民群众

成为获益的主体，推动实现北京冬奥会遗产充分发展。 

4.2  全面共享：从内容视角传承冬奥会遗产以推动均

衡发展 

坚持北京冬奥会遗产全面共享，是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手段之一，有助于回答好北京冬奥会遗

产“共享什么”这一问题。全面共享的“全面”二字

体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北京冬奥会遗产的 7

大领域，另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其目的

在于借助冬奥会的“余温”和红利，让老百姓各方面

的美好需求都得到充分满足。 

一方面，全面共享北京冬奥会遗产就是要让北京

冬奥会的有形和无形遗产在 7 大领域得到全面共享，

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缺位。要在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

中注重 7 大领域遗产的协同，做到遗产传承的系统推

进。例如，冬奥会场馆是非常典型的有形遗产，它们

不仅在冬奥会后被广泛应用于体育领域，还能够惠及

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等诸多方面，要力争做到协调有

序。更确切地说，冬奥会场馆可以作为永久性场地举

办大型体育赛事，还可以用于商业出租以赚取经济回

报，举办各种类型的展会以增加城市的曝光度。 

另一方面，全面共享北京冬奥会遗产也是要让北

京冬奥会遗产产生直接的和间接的发展效应。在 7 大

领域创造的直接与间接发展效应是北京冬奥会遗产价

值的集中体现，在未来要将这些显性与隐性价值可持

续发挥，特别是关注北京冬奥会遗产的隐性价值，以

达成其均衡发展和全面共享的理想目标。从直接效应

看，由举办冬奥会建造并遗留下来的场馆、高铁高速

以及基础设施等遗产，所产生积极效应最突出和直接，

充分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在后奥运时期要充分利用

这些宝贵财富，这不仅有助于北京冬奥会城市发展遗

产的传承，还能够持续带动整个地区的协同发展。从

间接效应看，一整套“绿色办奥”的中国方案和业已

成形的冰雪经济等遗产，前者可以形成宝贵经验助力实

现各地环境污染防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后者可

以带动冰雪运动相关产业间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因此，全面共享北京冬奥会遗产要从内容上下手，

推动实现北京冬奥会遗产均衡发展。 

4.3  共建共享：从方式视角传承冬奥会遗产以促进创

新发展 

坚持北京冬奥会遗产共建共享，是发挥人民首创

精神的重要表现，有助于回答好北京冬奥会遗产“如

何共享”这一问题。共建共享的“共建”是过程，也

只有先共建才能共享[19]。共建共享是北京冬奥会遗产

传承的一种独特方式，共建意为“共同传承和建设冬

奥会遗产”，其中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因为共同传承

与建设所以共享，共建为共享提供了充分“理由”；其

二，只有共同传承与建设才能共享，共建为共享提供

前置的“限制”。 

基于理由的充分性看，共享建立在全体人民共同

奋斗的基础之上，这是无可争辩的。北京冬奥会遗产

是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北京冬奥会遗产的传承

同样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建设。广大人民群众既是遗

产成果享受主体，也是价值创造主体，更是遗产价值

延续和遗产传承的实现主体。实现冬奥会遗产价值特

别是潜在价值的可持续释放，需要激发广大人民群众

的热情并调动创造精神，使全体人民在“共建”中竭

其所能，在“共享”中因其所获。北京冬奥会遗产因

全体人民共同传承和建设而共同享有，在 7 大领域遗

产传承中都应得到充分体现。具体来看，比如生态环

境的保护需要每一位个体的积极参与，北京冬奥会环境

遗产中的可持续性管理体系及理念可以在我国进行大面

积推广和应用，这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积极配合。 

基于限制的前置性看，首先，只有共建的成果才

能被共享。北京冬奥会遗留下来的成果是否必然被共

享，取决于它是否由共同传承与建设而产生。传承和

建设北京冬奥会遗产势必会物化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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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生产力，在这个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中，绝大多

数的遗产成果都可以被共建。其次，只有参与共建的

人，才有资格共享。由于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与建设

包含诸多方面，因而个人参与共建的方式有多种，从

广义角度看，几乎每个人都会参与到这一进程之中。

比如，由举办北京冬奥会而孕育出的“北京冬奥精神”，

在对这一精神遗产的创新性传承中，无数的中华儿女

都会“在场”。其中的胸怀大局精神，体现心系祖国、

团结一心的“责任担当”。全国各族人民把筹办和举办

一届精彩的冬奥盛会作为共同目标，这本身就是一种

共建的历程。 

因此，共建共享北京冬奥会遗产从方式上着手，是一

种特殊的应对之道，有助于北京冬奥会遗产创新发展。 

4.4  渐进共享：从进程视角传承冬奥会遗产以保持良

性发展 

坚持北京冬奥会遗产渐进共享，是科学推进冬奥

会遗产共享的良性路径之一，有助于回答好北京冬奥

会遗产传承“如何推进”这一问题。奥运遗产传承是

一个系统工程，遗产涉及众多领域，其间产生或深或

浅的关联。传承北京冬奥会遗产使得遗产成果共享，

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进程必然是渐进式的，这与我国

的国情和冬奥会遗产传承的复杂程度有必然联系。 

从国情看，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实现

共享发展与人民现实需求还存在着一定差距[20]。因而

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一定是渐进和长期的，要立足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设计和实施冬奥会遗产成果共享政

策，通过循序渐进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最终实现北京

冬奥会遗产有效传承，助力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

和不可持续等问题。此外，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与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相吻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1]。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不会一成不变，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应与其动态变化

相适应。例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9 个本质要求

中的两个方面[22]，前者的本质是经济发展，后者关注

的是生态环境保护。从某种角度上看，北京冬奥会的

经济遗产传承和环境遗产传承，应当适应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中的这两个本质要求，随着我国共同富裕的实

践进程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积极作出呼应。 

从冬奥会遗产传承本身的复杂程度来看，北京冬

奥会所产生遗产成果惠及面广，在这个变化成为主旋

律的时代，遗产传承在不同阶段需要关注的重点和所

实施的策略均有不同。国际奥委会于 2013 年发布的

《奥林匹克遗产指南》涉及奥运遗产的方方面面，但

并未提及遗产传承的具体时长[23]。因此可以看出奥运

遗产传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冬奥会结束，到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举办冬奥会所遗留下来的成

果会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社会效应。例如，有些冬

奥会遗产甚至会逐渐被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遗弃，难

以持续创造正向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冬奥会遗

产的传承需要考虑到遗产本身的复杂程度与时间变化

相耦合的特殊性，当历史的车轮向前永续前行之时，

一些因举办北京冬奥会而遗留下来的硕果可能会越发

珍贵，亦或是微不足道。由此看来，共享成果须经过

渐进发展和长期积淀才能显得愈久弥坚。在后奥运时

期，建议一方面关注 7 大领域中有形遗产的开发和利

用，在渐进共享中确保这些显性价值的可持续性；另

一方面，可以充分挖掘 7 大领域中的无形遗产，在渐

进共享中不断拓展北京冬奥会遗产的内涵和深度。 

因此，渐进共享北京冬奥会遗产，是从进程视角

对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的再审视，有助于北京冬奥会

遗产保持良性发展。 

 

北京冬奥会遗产造福于民，赋能新时代发展和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利用好北京冬奥会遗产是时代赋予

的使命和责任。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应当体现共享发

展观，恪守全民共建、成果共享、动态共享的实践过

程，这也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旨归的积极回应。

在共享发展理念的加持下，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具有

坚持冬奥会遗产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和助力缓解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价值取向，应当遵循整体性、系

统性和协同性等基本原则。秉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

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的共享发展理念，从主体视角传

承冬奥会遗产以实现充分发展、从内容视角传承冬奥

会遗产以推动均衡发展、从方式视角传承冬奥会遗产

以促进创新发展、从进程视角传承冬奥会遗产以保持

良性发展，有助于推动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工作，促

进遗产成果更好、更全面造福社会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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