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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探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及其在北京冬奥遗产可

持续发展中的理论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北京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内涵和赛后发展原则。研究

认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北京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对北京冬奥遗产明晰

自身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者系统的发展本质、平衡的发展向度、统一的发展愿景和关联的发展效

应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基于此，研究将北京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内涵总结为“冬奥遗产与生态

环境共容”“冬奥遗产与社会发展共融”以及“冬奥遗产与经济发展共荣”，同时提出以人为本、

协调共治、共建、共享和循序渐进 4 项赛后可持续发展原则，以期为北京冬奥遗产的赛后传承与

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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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nited Nations and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legacy, and on this basis,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legacy and the principles of post-game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nited Nations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legacy, and also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legacy to clarify its systematic 

development nature, balance development direction, unify development vision and related development effects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Based on that,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 legacy as "compatibility with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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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prosperity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four post-gam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such as people-oriented, coordinated and co-governanc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nd gradual progress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post-game inherit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egacy for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Keywords: Olympic movement；Beijing Winter Olympics；sustainable development；Winter Olympic legacy；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不损害后代人满

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

展”，倡导为人类建设一个具有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

性的未来而共同努力[1]。自 1992 年国际奥委会正式响

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全球性指导纲领《21 世纪议程》

后，冬奥遗产进入可持续发展期，可持续性逐渐在奥

林匹克运动的思想体系、制度体系和活动体系的遗产

中开始显现[2]。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给中国

和世界都留下诸多弥足珍贵的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

是进一步扩大冬奥遗产实践和影响范围的重要方式，

是为主办城市带来长期积极效益进而实现冬奥遗产传

承的关键途径[3]。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梳理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理念，探讨其对北京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启

示。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北京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内

涵，探索赛后遗产可持续发展原则，以期为北京冬奥

遗产的赛后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 
1.1  理念的提出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全体会议于斯德哥

尔摩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提出人类有权

在一种自由、平等且能够维持尊严和福利的自然环境

中生活的权力，并承担起保护和改善当下以及未来生

态环境的责任[4]。该文件共包含 26 项原则，旨在让全

世界人民意识到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呼吁

各国政府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为当代全世界

人民和他们子孙后代的利益做出共同努力。《联合国人

类环境会议宣言》的发布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重视可

持续发展问题，呈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雏形，其将环

境问题置于首要位置，呼吁各国重视环境保护与经济

发展之间的联系，倡导各国采取相应行动，共同保护

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1987 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

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

念，并将其定义为“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影

响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一词被赋予

明确定义[5]。同时，该报告全面阐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核心是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初步确立

联合国围绕经济、社会与环境 3 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理念，为日后其多维化、层次化的理论延展制定初步

框架。1992 年联合国在巴西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发布《21 世纪议程》，再次提出经济、社会和环境协

调发展的纲领，将发展与环境相协调作为行动准则，

重点强调各国要在经济、环境、科技等领域发展过程

中重视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理念自此逐渐开始在世

界各地推行。2015 年 9 月联合国在“千年发展目标”

的基础上发布《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旨在推动未来 15 年内实现 3 项宏伟的全球目

标：消除极端贫困、战胜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保

护环境、遏制气候变化[1]。该议程同时重点围绕经济、

社会和环境 3 个方面提出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其理念是以连贯和全面的方式解决可持

续发展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充分体现三者发

展间的整体关系，为世界各国提供共同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体系，构建以经济、社会与环境为 3 大支柱的指

导性可持续发展框架。 

1.2  理念的解析 

从系统理论的角度理解，联合国围绕经济、社会

与环境 3 大支柱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一个由 3

个独立的子系统所组成的复合发展系统。联合国强调

的可持续发展指的是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一复合系统

的可持续，并以人为中心，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

中，经济、社会和环境 3 个子系统有着复杂的耦合关

系，三者之间既存在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同时也存

在着相互竞争(资源竞争)的负向关系；只有各个子系

统间相互适应、协同共进，复合系统才能得到整体提

升。若子系统间的协调性较低，经济、社会与环境频

繁出现相互消耗、相互违背的不良发展现象，复合系

统的整体性特征就无法得到充分体现，整个可持续发

展系统便会呈现不协调的发展状态。因此，这种具有

弹性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和环境构成有机整体，成为

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联合国提出要实现可持续发

展，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 3 大核心发展要素。

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对个人和社会的福祉都至关

重要[1]。只有在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皆被客

观考量在发展实践中，可持续发展才能够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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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若是过度强调特定子系统的发展，从而忽视甚

至牺牲其他两个领域的利益，造成三者失衡发展，可

持续发展则无法实现。 

北京冬奥组委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可持续性计划》中指出，北京冬奥会筹办对落实联合

国《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强有力的牵引作用。

北京冬奥会积极响应《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可

持续性融入到北京冬奥会申办、筹办到举办全过程[6]，

从而践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于北京冬奥遗

产而言，联合国围绕经济、社会和环境所提出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为北京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

鉴，其为北京冬奥会遗产的创造与传承提供可持续性

体系的参考，有助于构建一个目标明确、影响广泛、

结构科学的冬奥遗产体系。同时该议程也反映由经济、

社会和环境所组成的复合系统的整体关系和发展态

势，有助于明确冬奥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价值

追求，即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整体的最优化发展，

为北京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理论启示。 

 

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北京冬奥遗产

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2.1 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者系统化的可持续发展本质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

协调化发展。北京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强调冬

奥遗产系统内部子系统间的关系优化，追求三者间系

统化发展和整体化推进，从而通过北京冬奥会的举办

为我国社会发展留下一批积极且具有可持续性的冬奥

遗产。在探讨北京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时，系

统化的发展态势是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最为核心的本

质之一。北京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聚焦于某

一子系统的发展，而是需将经济、社会和环境遗产三

者的效益进行价值整合，实现冬奥遗产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为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赋

能。当然，也不能否认北京冬奥遗产的各个子系统皆

有着自己的发展重点，某一子系统为达成发展重点或

许会对其他子系统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因此，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

为冬奥经济、社会和环境遗产系统化的可持续发展本

质提供有益借鉴，其倡导的并不是聚焦于某一遗产领

域部分、暂时的利益，而是人类社会整体、长远的效

益，将经济、社会与环境遗产三者的系统化、协调发

展作为其可持续发展的本质，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整

体进步。 

2.2  经济、社会与环境遗产三者平衡化的可持续发展向度 

对于北京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联合国的

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冬奥遗产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即经济、社会和环境平衡化的可持续发展向度。

具体来说，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平衡

状态决定冬奥遗产发展的质量与方向，非良性的互动

关系和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会致使三者间出现利益冲

突、发展失衡的不良现象。平衡化的可持续发展向度

强调的是冬奥遗产“整体”的最优发展，而非“部分”

的最优发展，其关键在于众多发展要素间的平衡匹配，

强调资源分配和目标制定方面的平衡性，努力达成经

济、社会和环境间的发展资源互补，而不是一味将发

展资源聚集于某单一领域，并追求该领域的最优化发

展。换言之，平衡化的可持续发展向度所追求的是经

济、社会和环境三者在可持续理念引导下整体的发展，

并在这一整体化、平衡化的发展过程中合理分配资源。

制定资源分配公平、实践过程公平、发展机会公平的

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寻找最优的均衡发展

进路，达成冬奥遗产“整体与部分”间的和谐，实现

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以及环境活动的平衡发展，从而

促进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 

2.3  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者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愿景 

可持续发展理想的达成是基于多元主体在目标一

致的基础上，利用不同领域交互产生的积极效应，分

头并进、协同治理下形成的综合成果[7]。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理念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将促进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作为可持续发展

的最终理想，并在此基础上围绕明确、统一的可持续

性愿景开展各类活动，达成 3 个领域间的交叉式发展，

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北京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

展同样围绕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求遗产系统内部经

济、社会和环境 3 个子系统的交叉发展，侧重三者间

的关联性、协调性和整体性，同时确立一个统一的目

标也是北京冬奥会制定各项遗产决策的基础，更是 3

个子系统中不同利益相关者摒弃分歧、达成价值共识、

形成合力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北京冬奥遗产在赛前规划之时就将以人为本的战略思

路作为遗产创造工作的指导方针，将其作为整合经济、

社会、环境 3 大领域的均衡发展的“粘合剂”，以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终极目标，凸

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办赛理念。由此可见，北京冬奥遗

产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观与联合国以人为中心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在经济、社会与环境 3 个层面达

成目标愿景统一的北京冬奥遗产，将人类生活质量的提

升作为遗产创造的主旨，使每个决策、行动都围绕对

人的尊重和满足人的需求而开展，从而真正实现可持

续发展，为人类自身发展创造出更持久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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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者关联的可持续发展效应 

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的关联性是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理念给北京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效应领域的理论

启示，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的关

联化发展关系是冬奥遗产整体发展的关键。例如，冬

奥经济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为社会进步提供物质资

源，从而增进社会福利，在物质层面提高人们的生活

品质，创造社会价值。然而，过度的经济活动也可能

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导致生态不能持续发展的环

境问题，对人们的生活质量起到负面影响。同样，优

越的自然环境也是经济和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前提。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复杂的遗产可持续发展体系，

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一维化地考虑其中一个因素，某

一领域的发展效应会直接或间接给另外两个领域带来

相应影响，而合理管理、运用这种关联效应会使冬奥

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工作更加高效。就像围绕北京冬奥

会所开展的“科技冬奥”战略计划不仅以技术创新为

驱动力，促进我国冰雪运动产业的升级，打造冰雪运

动产品高端品牌，增加我国本土冰雪企业的国产化率

和市场占有率[8]，提高冬奥经济遗产的赛后可持续性。

同时“科技冬奥”项目中创新科技的多维化推广与运

用也在推动城市能源转型、保护清洁自然环境、提高

公众观赛质量、推进无障碍城市建设等生态和社会领

域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展现其独特的多元价值，为

北京冬奥遗产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因此，

北京冬奥经济、社会与环境遗产三者的可持续发展效

应是互相关联的，只有当这 3 个领域协同发展，冬奥

遗产才能在赛后充分展现其效应，实现积极效益的持

久释放，并使这些效益可以惠及更多领域的发展，最

大限度发挥北京冬奥遗产的价值。 

 

3  北京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内涵 
3.1  冬奥遗产与生态环境共容 

冬奥遗产的遗留形式通常与当地的生态环境紧密

相连，为确保冬奥遗产在赛后能够更持久地产生积极

影响，对生态环境的尊重和保护尤为重要。生态环境

与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不仅是人类社会

发展的基础，影响着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与生活质量，

同时也是冰雪经济发展的源泉，决定着冬奥经济和社

会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效益。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要

首先实现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包容，以保护自然环境为

基础，在赛事的全过程突出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强

调遗产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将冬奥遗产的可持

续发展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以延庆赛区建设

为例，延庆作为北京的生态涵养区，在赛区建设阶段

全面贯彻“山林场馆，生态冬奥”理念，秉承“使用

前补偿，施工前补偿”的可持续发展原则[9]，对因赛区

建设而产生的影响实施一系列生态保护与恢复项目，

最大限度地减少赛区建设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实现冰

雪运动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相互包容，生动反映

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共生。同时在此基础上构

建场馆设施的可持续性管理长效机制，高效管理生态

环境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协同

作用，创造并释放冬奥遗产的多元价值，拓展遗产可

持续性效益的辐射范围。只有在确保冬奥遗产与生态

环境相互包容、和谐共生的前提下，冬奥遗产才能成

为留给后代的宝贵遗产。 

3.2  冬奥遗产与社会发展愿景共融 

国际奥委会在《遗产战略计划》中指出奥运遗产

是由奥林匹克运动和主办城市的愿景相融而成的。其

中，主办城市愿景源自于当地社会对赛事之外的社会

积极变化的期许，并将这些期许与“通过体育建设更

美好世界”的奥林匹克运动愿景相结合，共同形成奥

运遗产的发展愿景[10]。同样，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也是顺应当前社会的发展态势、立足于社会发展现实

需求的发展过程。具体而言，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重视科学化

的整体规划和管理，确保为公众提供高质量服务，满

足当下及未来的社会需要，使冬奥遗产成为推动社会

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确保冬奥遗产成果可以直接惠

及人民群众，使社会成员和群体尽可能公平地享受冬

奥遗产成果，并反过来参与至冬奥遗产的赛后管理过

程，实现遗产成果的共建共享，从而构建可持续的社

会发展模式。冬奥遗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交融互促，

一方面可以使冬奥遗产造福于民，成为持续推动社会

发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优质资产。另一方面，与

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深度融合的冬奥遗产也能够在赛后

得到更好管理利用，使可持续性价值最大化。就像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森

林公园等场馆设施，在赛后成为满足公众休闲娱乐、

运动健身等生活需求的重要场所。这些奥运遗产已成

为城市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之，冬奥遗产与

社会发展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二者的交融互促是冬奥

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立足于社会发展需求，将其融入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

之中。只有当冬奥遗产真正与社会融为一体，将价值

功能延伸至更广阔的领域，才能真正展现出更为持久

的价值，进而实现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3.3  冬奥遗产与经济发展共荣 

持久、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联合国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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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框架中对经济发展提出的基本准则[11]。找准冬奥

遗产与国家、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契合点，将冬奥

遗产嵌入不同层面的经济发展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在国家层面，习近平总书记[12]在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成为现实，北京冬奥会推动我国冰雪运动的跨越式发

展。”由此可见，北京冬奥会最重要的遗产成果之一便

是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极大激

发全国人民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并推动我国冰雪产

业的跨越式发展，为冬奥会赛后冰雪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坚实基础。在区域经济层面，冬奥遗产与京津

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相结合，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

围绕冬奥遗产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

布局，进一步完善区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体育、

文化和旅游多产业融合创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

新活力[8]。在城市经济层面，北京首钢园在原有工业遗

存的基础上，先后建设体育公园、办公园区、训练基

地和首钢滑雪大跳台等一系列设施，有效推动首钢工

业遗存资产的更新活化，促进钢铁产业向体育产业转

型，成功优化城市产业结构，使冬奥遗产成为二次激

活城市经济活力的新动能，激发出更为持久、更为包

容的冬奥经济效益。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

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依托于其与国家、区域和城市

经济发展的契合度，通过休闲旅游、产业转型、场馆

运营等方式活化利用冬奥遗产的经济价值，将其融入

至不同层面的经济发展，持续为我国冰雪经济注入发

展动能，产生多层次、多样化的经济效益，达到冬奥

遗产与经济发展的共荣，确保冬奥遗产的经济可持续

性，使其成为国家、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4  北京冬奥遗产赛后可持续发展基本原则 
4.1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所强调的最终结果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

量。北京冬奥遗产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对其赛后的进

一步开发利用需回归到人民生活本身。冬奥遗产赛后

可持续发展将人置于发展中心，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使命追求，强调冬奥遗产对人

的身心健康、情感认同、价值观念的积极影响，并重

点关注冬奥遗产在赛后对社会成员生活品质的持续性

提升。具体而言，在经济遗产方面，以人为本的原则

意味着赛后冬奥经济可持续发展将继续服务于人的全

面发展和人的福祉创造，强调的不仅仅是绿色经济的

可持续性增长，而是要通过赛后深度挖掘冬奥经济遗

产的潜力，从而进一步带动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在

社会遗产方面，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意在进一

步打破人群和人际间的互动障碍，尊重和保护所有社

会成员，使“胸怀大局、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

在赛后依然可以得到诠释与传承，助力构建公平公正

的和谐社会。在环境层面，以人为本原则引导人们在

赛后持续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通过采取绿

色低碳的方式方法使用和管理自然资源，减少碳排放，

遵循良好的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养成绿

色生活习惯，进而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们的生

活质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总而言之，以人

为本的基本原则贯穿北京冬奥遗产赛前、赛时和赛后

可持续发展的整个过程，是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价

值指向，力图围绕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冬奥遗产满足

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使冬奥遗产真正融入广

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遗产赛后的可持续发展。 

4.2  协调共治 

协调共治是冬奥遗产赛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原

则，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理解。在宏观层

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将经济、社会和环境视为

可持续发展的 3 大支柱要素，三者间的协调和平衡发

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冬奥遗产协调共治原则

指的是经济、社会和环境 3 个领域的协调发展。经济、

社会和环境是 3 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具有并存关系，

这便需要遗产管理者通过整体性视角理解三者之间的

关联，不能带有局限性的眼光单独看待其中任何一个

要素。例如，在赛后深度挖掘冬奥经济遗产潜力的同

时，也需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杜绝以破坏生

态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的短视发展行为出现，否则可

能会导致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进而对经济和社会遗

产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反向影响。因此，以协调共治为

管理中心原则的治理体系对于确保三者间平衡、系统

和统一的发展关系能够起到重要的调和作用。只有在

经济、社会和环境 3 个领域之间构建明确的互动管理

机制，合理掌控三者间的交互影响，保持冬奥经济发

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间的发展协调，才能避免三

者赛后出现顾此失彼的不良发展现象，努力营造经济

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赢的可持续发展局面。

在微观层面，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应秉承协调共治

的发展原则，构建集政府、社会、民众等利益相关者

为一体的协同治理机制。明确政府主导、社会协作、

群众参与的遗产赛后可持续性管理理念，加强政社民

三者之间的协同联系。以协调统一为基调，发挥政府

冬奥遗产治理的主导能力，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搭

建可持续性管理体系；推动各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协作

关系发展，促进信息、资源的交流共享，提高冬奥遗

产多元协同治理工作效率；同时鼓励更多民众积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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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于冬奥遗产赛后的可持续发展工作中，围绕冬奥遗

产开展社会资源整合，拓展其社会发展空间，集中民

众力量共同推动冬奥遗产的赛后可持续发展，使冬奥

遗产可以更好融入人民生活，让冬奥遗产在社会各个

领域持续释放红利。 

4.3  共建共享 

“坚持冬奥成果人民共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12]。

冬奥遗产的赛后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共同建

设。例如从经济视角出发，冬奥会为我国冰雪产业的

发展留下诸多积极的冬奥经济遗产，从基础设施的建

设、到旅游行业的振兴、再到冰雪品牌的推广，冰雪

产业的蓬勃发展是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赛

后推动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再如从社会

视角而言，北京冬奥精神成为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时

代写照，集中展现我国人民群众胸怀大局、自信开放、

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优秀品质[13]。而冬

奥精神的传承是全民参与的延续过程，其不仅体现我

国人民对尊重包容、团结友谊、和谐文明社会的共同

价值追求，更是反映我国人民同心共建、赓续创新冬

奥精神遗产的伟大历程。同样，作为冬奥遗产的主要

创造者，冬奥遗产的成果也应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

为人民带来长远、积极和可持续的遗产效益，成为造

福人民、造福社会，提高广大群众生活质量的优质遗

产。遗产成果的创造与传承，一方面是基于宏观战略

层面的明确规划，为冬奥遗产成果可持续性效益的最

大化制定了清晰发展路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遗

产成果凝聚我国人民的智慧与力量，人民群众在实践

层面的积极参与和协同配合为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注入持久动力，让更多人能够从冬奥遗产中受益，生

动诠释共建共享的遗产可持续发展原则。因此，北京

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个赛事遗产成果的

延续，更是一个我国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的努力

回报。人民既是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主体，也

是冬奥遗产的实践主体，更是冬奥遗产可持续性成果

的享受主体。在赛后阶段持续释放冬奥遗产的可持续

价值需要继续践行共建共享的发展原则，充分调动广

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激发创造精神，使人们在共建中

尽其所能，在共享中因其所获[14]。 

4.4  循序渐进 

冬奥遗产循序渐进的赛后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指

在追求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采用阶段

性、步骤性的方式，确保冬奥遗产实现长期可持续性

目标的同时，满足当下人民的实际需求。以北京冬奥

村的赛后改建工作为例，北京冬奥村在赛后采取阶段

式的可持续发展规划，首先在赛后第一时间举办开放

日活动，使公众可以体验冬奥运动员的入住全过程，

全景感受冬奥盛事的生活气息[15]。随后，冬奥村又陆

续在 2022 年 9 月将运行区和广场区转型为体育特色公

园和购物公园，同时计划在 2023 年完成居住区的改

建，使之成为北京人才公租房[16]，向符合首都战略定

位的人才配租。北京冬奥村以满足不同用户群体需求

为可持续发展目标，阶段式对其 3 个区域进行赛后改

建，逐步拓展设施功能，从而整体提升冬奥村赛后的

可持续性。总之，循序渐进的发展原则要求对冬奥遗

产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性、多维性、复杂性要有客观预

估，即在开展任何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活动前都应对

当前的能力条件进行评估，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和规划，并在此基础上分阶段拓展深化可持续发展目

标，使冬奥遗产的每个可持续发展阶段都处于风险可

控范围内。同时注重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的质量与深

度，尽可能避免因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和规模而给经济、

社会和环境发展带来潜在威胁，确保冬奥遗产效益释

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努力实现预先制定的冬奥遗产

可持续发展愿景，切实为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积极影响。 

 

联合国构建以经济、社会与环境为 3 大支柱的可

持续发展理念，反映三者间的发展关系，为世界各国

提供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理念对北京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作

用，对明晰冬奥遗产经济、社会与环境 3 大领域系统

化的可持续发展本质、可持续平衡发展向度、统一的

可持续发展愿景以及相关联的可持续发展效应具有参

考价值。研究将北京冬奥遗产可持续发展内涵解读为

“冬奥遗产与生态环境共容”“冬奥遗产与社会发展共

融”和“冬奥遗产与经济发展共荣”，同时提出以人为

本、协调共治、共建共享和循序渐进的赛后遗产可持

续发展原则，以期为北京冬奥遗产的赛后传承与可持

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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