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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为深入分析国外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理念袁形成适用于我国体育场馆可持

续发展的理论建议和实践经验袁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等袁从建筑设计尧能源管控以及

遗产规划的角度袁就国外体育场馆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遥发现院可持续发展理

念体现在场馆建设与运营的方方面面袁应将其作为场馆发展愿景袁并贯彻始终遥结合

国外体育场馆的可持续发展案例袁提出制定相关政策标准袁充分考虑体育场馆的弹

性功能袁举办社区环保教育宣传活动袁积极推行绿色节能技术以及开发场馆无形资

产等袁以此加速推动我国野3060冶碳目标的实现遥
关键词院 可持续发展理念曰国外启示曰体育场馆曰绿色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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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sports venues in

depth, and seek theoretical suggestion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pplicabl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

lopment of sports venues in China, the paper studi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sports

venu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energy control and heritage planning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reflected

in all aspects of the sports venu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which should be taken as the vision of

the venue development and carried out all the time.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ses of

foreign sports venues, the study proposes t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and standards, give full con-

sideration to the flexible function of the venues, hol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ducation and publi-

city activities in the community, implement green and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actively and develop

intangible assets of the venues, so as to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3060" carbon goal in China.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lication from foreign practice; sports 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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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是人类为了缓解环境尧 经济和社会

之间的关系失衡袁 尤其是在面对全球性的环境污染

和广泛的生态破坏等问题时袁作出的理性选择遥而体

育场馆作为大型公共设施之一袁 不仅代表着场馆所

在城市经济尧文化的发展袁也是促进城市功能完善的

重要标志之一袁理应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愿景遥但
目前就我国体育场馆的建设和运营来看袁 场馆可持

续发展方面仍存在诸多弊端遥 在野绿色办奥冶理念的

加持下袁可持续性已成为北京筹办 2022 年冬奥会的

三大支柱之一袁赛事场地的低碳尧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成为当务之急 [1]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冬奥会场馆

建设时袁提出场馆建设要突出科技尧智慧尧绿色尧节俭

的特色袁注重运用先进科技手段袁严格落实节能环保

要求袁保护生态环境[2]遥 如何协调好体育场馆与自然

环境间的关系袁促进体育场馆的可持续发展袁是当下

亟待审视并予以回答的重要议题遥
野他山之石袁可以攻玉冶遥 国外体育场馆的可持续

发展非常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遥 叶里约环境与发展

宣言曳指出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

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遥因此袁为了实现体育场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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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袁 首先要对生态环境保护予以高度重视遥
基于此袁本文在分析国外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基础上袁 探讨国外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内涵袁
以部分国外大型体育比赛场馆的建筑设计尧能源管控

及遗产规划等绿色行为作为实践指引袁探索对我国体

育场馆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启示袁助推我国体育场馆的

可持续发展袁 转变我国体育场馆原有的发展理念袁兼
顾生态环境利益尧城市发展利益以及人与社会持续发

展的利益袁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野3060冶碳目标遥

1992 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袁组委会因环

境保护组织反对其场馆选址而制定了改善环境的政

策袁但未深入挖掘环境与经济尧社会等方面的内在联

系 [4]遥 国外体育场馆及其他一系列建筑设施仍旧以

发展其经济利益为首要目的袁 将选址等一切环境问

题置于脑后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时间的推移袁
场馆逐渐对周边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破

坏遥 国外学者[3]提出为及时阻止更大的破坏袁将体育

场馆作为媒介袁摒弃先前的场馆发展理念袁利用大型

体育赛事的影响力袁传播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袁以
此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遥

在国外袁 一些主要的体育场馆一味追求场馆的

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环境问题袁 消耗了大量的不可再

生能源袁给城市的公共事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遥根据

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 渊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袁
USGBC冤 公布的数据袁2011 年美国体育场馆消耗了

全国 14%的饮用水袁使用了 40%的原材料和 24%~ 50%

的能源物质袁产生了 30%的废弃物形成尧38%的二氧

化碳排放以及 72%的电力消耗等遥 近年来袁 随着公

众对经济和环境管理的呼声越来越高袁 国外学者 [3]

认为体育产业参与环保活动可能是对当今社会产生

重大影响的一种方式袁 于是越来越多的体育场馆开

始采取有利于场馆运营和设施管理的环保措施遥 根

据马凯特大学全国体育法研究所 2013 年的数据袁美
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尧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尧美国橄榄球

联盟尧美国冰球联盟和美国女子篮球联盟等 80 多支

球队通过开展各类废弃物回收项目和推广绿色赛事

活动等形式鼓励观众实施可持续发展举措[3]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 1994 年制定了体育与环境

倡议袁倡导通过体育提高环境意识袁因此 1994 年利勒

哈默尔冬奥会是全世界第一次密切关注体育设施建

设对环境影响的奥运会遥随着利勒哈默尔冬奥会的成

功举办袁 国际奥委会宣布将环境作为奥林匹克精神

的第三大支柱袁 并要求申办城市在奥运会的建设和

举办过程中就如何保护环境提供具体的指导方针[4]遥
在当今社会袁 若要通过体育提高环境意识达到

社会变革袁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袁最快途径是利用国

际职业体育赛事吸引大量忠实观众袁 将赛事作为提

高公众环境意识的平台遥 Ioakimidis[5]指出院野由于拥

有独特的顾客关系袁 体育组织有能力成为环境意识

的倡导者遥 冶Inoue 等 [6]围绕专业运动队作为环保行

为的倡导者是否能够促进消费者环境意识这一问

题袁认为那些拥有积极环境氛围的团队袁能够带动消

费者在生活中参与有利于环境的行为遥同样袁另一项

研究发现消费者的环保行为还与家庭环境因素有关[3]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袁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兴趣

日益浓厚袁 体育组织对于环境问题的考虑也越来

越积极袁因此自 2008 年开始实施 LEED渊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冤 认证计划以来袁
USGBC 已经认可了 40 多个大型体育设施的可持续

设计 [7]遥 回收计划尧体育场内标牌和绿色游戏促销活

动不仅有助于减少体育赛事的浪费袁 还可以指导观

众如何在家中采取可持续措施遥 支持这些倡议的部

分原因可能是认为体育组织对环境的持续关注能够

激励公众在日常生活中采取环保措施[8]遥

对于每一个场馆建设而言袁 首要考虑设计建造

一座场馆意味着什么袁是否符合当地发展袁是否破坏

城市生态袁是否利于城市发展袁这些问题引发场馆设

计者思考场馆该如何融入城市袁 并将场馆设计视为

场馆可持续发展的野硬实力冶遥因此袁场馆在设计建造

时应积极寻求策略袁减少对城市环境的影响袁保护城

市生物的多样性袁规范一个完整尧准确的绿色建筑概

念袁防止滥绿色化袁最终实现场馆的可持续尧高效使

用及价值最大化遥

自 2000 年悉尼奥运会后袁国际奥委会依据以往

几届奥运会数据分析袁创建了奥运会知识管理系统袁
为奥运会主办城市提供基于 LEED 认证的各类规划

文件和建设标准方面的数据库袁 倡导并监督主办城

市使用地方材料尧运用绿色技术遥 LEED 是 USGBC

于 2000 年创建并推行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袁旨在规

范一个完整尧准确的绿色建筑概念袁防止建筑的滥绿

色化袁推动建筑的绿色集成技术发展袁为建造绿色建

筑提供一套可实施的技术路线 [7]遥 该体系主要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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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过程尧选址与交通尧可持续场地尧节水尧能源与大气尧
材料与资源尧室内环境质量尧创新和区域优先 9 个方面

综合考察尧评判建筑物对环境的影响遥 LEED 在美国

部分州和一些国家已被列为法定强制执行标准遥2019 年

10 月 23 日在 USGBC 主办的 Greenbuild 中国绿色建

筑峰会上袁绿色事业认证公司渊Green Business Certifi-

cation Inc.冤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晗渊Mahesh Ra-

manujam冤提到院截至目前袁LEED 已经应用到 175 个

国家和地区袁超过 98 000 个注册和认证项目[9]遥
而在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场馆建设时袁 国际

足球联合会采用英国建筑研究院 渊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袁BRE冤环境评估方法渊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

BREEAM冤袁 量身定制集国际化和本土化特色于一身

的世界杯场馆遥 BREEAM 是 BRE 的绿色建筑评估体

系袁该体系作为世界领先的可持续评价标准袁涵盖规

划项目尧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建筑单体项目袁帮助业主尧
设计方尧施工方尧运营方实现基础设施以及城市总体

规划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遥 BREEAM 倡导 野健康与舒

适冶标准袁对能源尧健康宜居尧创新尧用地生态尧材料尧管
理尧污染尧交通尧废弃物处理尧水十大指标进行严格评

估遥 围绕每个分项分析影响建筑环境的最大因素袁包
括低碳设计尧节能减排尧设计的耐用性和韧性尧城市气

候变化尧生态价值和物种多样性保护[10]遥 如今一些体

育场馆的设计师和开发商选择了 BREEAM袁 不仅因

为 BREEAM 可以很好地体现项目的可持续目标袁而
且其野国际定制冶计划的灵活性袁使其能适用于全世界

范围的建筑认证尧能够遵守不同国家的相关政策并考

虑到能源效率和建筑规范等方面遥

绿色建筑材料是利用工农业和城市产生的固态

废弃物袁采用清洁的生产技术袁生产无污染尧无毒害的

利于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建筑材料遥 俄罗斯的体育场馆

是由本土及国际上最好的制造商共同生产的现代尧
节能且环保的绝缘材料建设而成遥 这些材料在俄罗

斯随处可见袁价格和质量极具竞争力遥 例如俄罗斯世

界杯菲什特体育场的独特屋顶袁其雨篷采用了创新的

乙烯 - 四氟乙烯共聚物渊ethylene-tetrafluoroethylene袁
ETFE冤材料遥 ETFE 材料形如一个透明的薄膜袁除了

对日光的高透明度袁 使场馆能够达到高水平的自然

采光袁还具有对紫外线辐射的高抗性尧导热系数低尧
耐腐蚀性和很强的抗冰雹能力等 [10]遥 合适的绿色建

筑材料不仅降低了场馆对环境的危害袁 而且有助于

提高场馆性能袁促进了体育场馆的可持续发展遥

叶奥运会可持续发展指南曳中明确提出场地建设

应采用绿色尧环保的建设标准袁妥善保护土壤尧水源尧
林区尧植被尧野生动物等山体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袁把
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11]遥 近几届冬奥会为减少场

地建设对珍稀物种以及历史遗迹产生的不利影响袁
采取生态迁移的方式袁 重新规划了滑雪场以及运动

员村的选址及布局遥 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一直注重

维持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和谐袁在筹办 2020

东京奥运会时袁东京倡导在植树时选择本地的物种袁
提供在指定区域选择本地物种的方法以及应注意的

各种事项袁同时发布叶物种友好型绿化评估方法曳袁用
于定量评估生态系统的友好程度袁 还通过扩展生态

网络袁将城市绿地与生态友好型植被联系起来袁确保

生物栖息地的安全 [12]遥 因此袁从环境角度出发袁利用

适宜的技术袁保持生态环境健康友好发展袁提高城市

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融才是真正的可持续之道遥

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及革命遍及全球每一个角

落袁并在体育场馆的采光通风尧媒体转播尧智慧体育

等方面作出积极响应遥但科技是把双刃剑袁高速发展

的同时会背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遥 例如曾经过度强

调技术对奥运会场馆的决定力袁大规模尧高标准的过

度要求往往加大了场馆建设和运营成本袁 成为了奥

运会长期面临的主要问题 [4]遥 如今袁随着可持续技术

的日趋完善袁 科技应用逐渐成为场馆可持续发展的

野硬实力冶遥越来越多的场馆在建设或改造之初袁秉持

可持续发展理念袁运用生态友好的适宜技术袁避免盲

目追求高科技袁降低建造成本袁减少运营能耗袁殷切

盼望在场馆野硬实力冶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袁并有效

提升场馆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遥

碳足迹渊carbon footprint冤 是指组织机构或个人

在交通运输尧 食品生产和消费等过程中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 [12]遥最近被屡次提到的野碳中和冶目标袁即
企业尧 团体或个人测算其在某个时段内的碳足迹总

量袁通过植树造林尧节能减排等形式袁抵消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袁以此实现野零排放冶的目的遥 而达到野零
排放冶则必须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和思维方式袁需要

系统的顶层设计和科学制定长期规划袁 并将短中长

期目标有机结合遥 鉴于当前我国还未达到二氧化碳

排放峰值袁即所谓的野碳达峰冶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

将野3060冶碳目标纳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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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举措不仅为贯彻我国野创新尧协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
享冶的新发展理念袁并且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

全面有效落实叶巴黎协定曳注入了强大动力遥
日本东京借助 2020 东京奥运会袁与世界各国人

民共同努力袁全面实施脱碳计划袁这将是推动和实现

叶巴黎协定曳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环节遥 2020 东

京奥运会以实现野零碳冶为优先目标院第一步计算奥

运会的碳足迹袁确定目前状况曰第二步制定避免二氧

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袁 即通过节能措施

和使用可再生能源减少排放曰最后对于不可避免的二

氧化碳排放袁则通过购买碳补偿袁实现野零碳冶目标[12]遥

从缓解全球变暖的角度来看袁 应用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是一个环保的选择袁 因为它们在发电过程

中不排放二氧化碳遥 2020 东京奥运会的永久场馆配

备了各种可再生能源系统遥 此外袁2020 东京奥运会

计划建立氢站袁 为燃料电池汽车提供氢气袁 力争到

2020 年在场馆的公共交通方面袁 全面采用变频调

速尧再生制动等先进节能技术[12]遥

场馆的能源使用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袁 例如场

馆设备的能源利用率尧 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和回收

等遥为综合考虑这些问题袁国外许多场馆管理者针对

场馆条件开发了运用 IT 技术的能源管理系统袁这样

可以精确有效地监测场馆的能源消耗遥 2020 东京奥

运会上一些新建的永久性场馆全部安装了能源管理

系统袁将获取的能源消耗数据用于能耗管理遥系统可

以实时控制和监控场馆的所有区域袁 有效减少了维

护次数袁降低了维护过程中能源的消耗遥 此外袁该系

统还可以控制和监测其他重要的环境指标袁 如二氧

化碳水平和管道泄漏遥 场馆工程系统如加热尧冷却尧
通风尧空调尧照明尧供水尧排水尧供电尧消防尧安全和通

信系统袁也由该系统监控和控制[12]遥

2010 年国际奥委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全世界

范围内推广健康生活时袁要求体育场馆从空气质量尧
物理环境尧功能使用等方面进行以健康促进为目标尧
实现物理环境舒适化的性能管控遥 国际奥委会颁布

的叶竞赛场馆设计标准技术手册曳中对体育场馆提出

了明确的物理环境要求 [11]遥

根据所有场馆的预计运行周期计算电力负荷袁以
此为所有场馆提供电力供应遥在计算每个体育馆的电力

负荷时袁考虑了季节性因素袁并根据用电高峰的运行模

式预估使用情况遥 根据建筑物的功能尧位置以及需求创

建各种电力消耗模式袁内部的电力分配通过径向电路进

行袁从而使整个电力网络中的功率损耗实现最小化[10]遥

举办了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莫尔多瓦体育场尧
加里宁格勒体育场和罗斯托夫竞技场 3 座球馆除了发

挥场馆功能外袁还设计了雨水处理的功能袁收集尧储存雨

水并灌溉球场上的草坪袁同时也为当地的污水处理厂提

供了大量的雨水资源遥 3 座场馆均通过改造一个特殊的

蓄水池尧结合一定的技术处理收集的雨水袁以便在必要

时将雨水提供给其他体育场使用遥处理后的水将在一个

容量高达 1 800 m3 的特殊储罐中持续积累袁除了可以用

于灌溉草坪尧清洗球场等袁还可以满足其他灌溉用水需

求袁达到节约城市供水网络中饮用水的目的[10]遥

照明技术计算是许多国际公认的绿色建筑标准

的内在要求袁在俄罗斯萨马拉和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

的一些体育场馆袁 考虑到照明区域的特点和照明要

求袁通过照明技术计算方法计算场馆内外部的照明条

件遥 这些计算是通过计算机模拟完成的袁该模拟提供

了高精度的数据袁为场馆内部和周边的照明提供了一

种节能模式遥 照明计算要求在设计阶段以高度精确的

方式确定场馆所需的内外照明数量袁并在基地平面图

上确定最佳位置袁由此为场馆提供最佳的物理环境[10]遥

叶奥林匹克运动21 世纪议程曳 中明确提出要全面

贯彻绿色环保理念袁 强调了场馆节能降耗是绿色环保

理念的重要体现[11]遥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袁要
理性看待创新技术的应用袁 在场馆环保上要大力探索

主尧被动节能技术与环境的结合袁以此达到相得益彰遥
通常来看袁 各大体育场馆的照明和空调用电一

直是能耗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遥 场馆在满足比赛尧表
演尧展览尧集会等多种需求的前提下袁需要通过合理

布局尧形体适候等方法提升采光照明尧保温隔热等性

能袁以此降低能耗遥 瑞士苏黎世的 Letzigrund 体育场

是为 2008 年欧锦赛建造的野绿色体育场冶袁该体育场

建有覆盖面积达 2 500 m2尧发电量约 500 kW 的太阳

能光伏板满足体育场的照明及日常用电袁并利用 90 m2

的太阳能集热器和颗粒燃料提升体育场的保温隔热

性能遥 同样重点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体育场还有荷兰

的阿姆斯特丹球场袁其屋顶上除太阳能板之外袁还通

过风车在用电高峰时期为场馆提供充足的电力 [13]遥

体
育
人
文
社
会
学

童天瑞袁等. 国外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100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22年 第 43卷 第 1期

此外袁斯台普斯中心在 2008 年改造后成为全球第

一个安装无水小便池的大型体育场馆袁并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遥此前袁斯台普斯中心的每个小便池每年要消耗 4.4

万加仑渊约 166.56 m3冤的水遥 在所有的 178 个传统小便

池换成无水小便池后袁每年可节省超过 700 万加仑渊约
26 497.88 m3冤 的水遥 根据斯台普斯中心副总裁 Pottorff

提供的数据袁大约斯台普斯中心每月节省的直接水费约

为 2 350 美元袁其中不包括小便池管道清洗费用和其他

市政税袁每个小便池每月能节约大约 450 立方英尺渊约
12.7 m3冤的水遥除了无水小便池这一大特色袁斯台普斯中

心安装了 1 727 块太阳能电池板袁覆盖了 25 000 平方英

尺渊约 2 322.576 m2冤的竞技场屋顶遥 这套 345.6 kW的系

统为建筑物提供了 5%~20%的能源消耗袁即每年可产生

52.5 万千瓦时袁平均每年节省5.5 万美元[14]遥

在场馆赛后效益方面袁毕马威渊KPMG冤咨询公

司通过对近期全球体育赛事研究后得出院 在大型体

育赛事的新场馆开发过程中袁 拟建场馆的赛后利用

和市场化运营是实现场馆经济效益可持续的关键要

素遥 为了促进场馆经济效益及其野软实力冶的可持续

发展袁相较于赛后利用袁场馆管理者更多选择从市场

化运营方面采取外界联动及资产开发的策略袁 实现

经济效益 [15]遥这些策略主要通过组建内部尧跨职能的

可持续发展团队袁从场馆运营的不同角度出发袁选择

合适的切入点袁 凭借社区体育中心或者体育场馆等

一系列设施开展活动袁以此发展大量的会员袁并建立

稳固的消费群体结构 [5]等遥 目前学者[16-17]主要以奥运

会和世界杯的场馆作为赛后利用的研究对象袁 探讨

场馆弹性功能尧无形资产开发等遥

目前袁奥运会等重大赛事场馆的赛后运营成为了

一大难题袁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的赛后运营模

式基本包括院渊1冤改建场馆实现多功能用途曰渊2冤委托

第三方机构运营曰渊3冤 专业场馆转为训练基地曰渊4冤保
持原有用途作为社区或学校体育场馆 [16]遥 无论何种

模式袁都需要充分考虑场馆的弹性功能袁不仅在场地

布局尧坐席数量尧空间布局尧设备设施等方面适应赛

后的动态发展袁而且在功能方面要做到通用适需尧灵
活应变遥 国际奥委会也在往届奥运会中充分认识到

场馆建设的现实矛盾袁于是在 2024 年奥运会申办流

程中首次提出不再强制规定场馆坐席的最低数量袁
转而要求场馆必须考虑以及满足所在城市的需求遥
例如 1998 年长野冬奥会速滑馆场地通过采用活动

坐席的可变设计渊图 1冤袁在赛后实现了相扑尧网球尧

冰球等多种比赛模式的转换[18]曰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

里士满速滑馆在赛后被改造成室内的田径场尧 篮球

场尧排球场尧羽毛球场尧攀岩场和 2 块冰球场袁为社区

提供服务遥 综合来看袁大型场馆通过灵活分隔尧场地

变换尧多元综合等兼容式设计袁满足城市需求尧提高

利用率已成为应对可持续发展的趋势遥

图 1 1998 年长野冬奥会速滑馆活动坐席可变设计

示意图

注院资料来源为 http://www.nagano-mwave.co.jp遥

犹他奥林匹克公园通过开放冬奥会项目让当地

更多的社区居民袁 特别是青少年群体能够参与冬季

运动袁以提高当地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袁充分发

挥场馆的社会服务功能遥同时袁犹他奥林匹克椭圆形

体育馆还与当地社区小学合作袁 推出了一系列课堂

教学和课外体育俱乐部项目遥据调查袁当地社区参加

花样滑冰俱乐部以及速度滑冰尧 短道速滑教学项目

的人次在过去 3 年增长了 80%袁 冰球和冰壶项目的

参与人数也是冬奥会结束之后的 3 倍[16]遥
此外袁在市场化运营方面袁美国著名体育场馆专

业商 AEG 在全球运营众多体育场馆袁具有极其丰富

的场馆运营经验遥 AEG 为实现体育场馆的可持续发

展袁从 2007 年开始实施野AEG 1 EARTH冶战略计划袁
目标是通过减少公司的碳足迹以提升业务价值袁并
通过与 AEG 的粉丝尧员工尧合作伙伴和社区的合作袁
成为环境项目实施和管理的行业领导者 [18]遥 为了让

野AEG 1 EARTH冶 计划能够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深入公众内心袁AEG 在分析现场娱乐行业之后袁意识

到可以利用 AEG 平台实现该目标遥AEG 每年筹办的

活动袁无论是音乐会尧体育赛事尧节日活动还是会议袁
会将数百万来自不同背景或是附近社区的人聚集在

一起袁因此袁如何利用好 AEG 平台对实现野AEG 1

EARTH冶计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遥 此外袁AEG 还鼓励

粉丝和社区居民加入 AEG 的各种环保活动和倡议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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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AEG 比较成功的粉丝和社区活动的案例[18]遥
渊1冤LA Kings Green 计划遥 LA Kings Green 计划

于 2016要2017 赛季推出袁是洛杉矶国王队致力于可

持续发展的项目袁旨在减少团队的碳足迹袁并通过支

持当地的环境项目帮助创造更绿色的洛杉矶遥 该赛

季在 LA Kings Green 计划下还推出了一个新项目

要要要G.O.A.L.S. 计划袁 即绿色解决方案 渊green solu-

tions冤尧开阔的视野渊open outlooks冤尧活跃的身体渊active
bodies冤尧当地的领导者渊local leaders冤以及锋利的思想

渊sharp minds冤遥该项目与加州蓝盾大学渊Blue Shield of

California冤合作袁引导学生寻求更绿色的环境保护方案遥
渊2冤Tangalooma EcoMarines 组织遥 布里斯班会议

展览中心渊Brisbane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冤连
续 2 年与 Tangalooma EcoMarines 组织合作袁致力于保

护当地的海洋野生动物袁 该组织是布里斯班的一个非

营利组织袁旨在帮助当地社区的学生发展环境领导力遥
渊3冤BEEKindMN公司遥塔吉特中心渊TargetCenter冤

是明尼苏达森林狼队的主场袁 也是当地蜜蜂的栖息

地遥 该公司在中心体育场的绿色屋顶上安置 2 个蜜

蜂屋以维护社区的生物多样性袁 这一做法不仅带动

社区居民一同参与保护蜜蜂袁 同时也促进了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处遥
渊4冤GRID Alternatives 组织遥 2017 年袁洛杉矶国

王队尧LA Galaxy 和 AEG 与专门为低收入家庭安装

太阳能的一家非营利组织 GRID Alternatives 合作袁
在洛杉矶地区安装了 2 套太阳能系统袁 让社区中更

多的低收入家庭也能体会到清洁能源的便利袁 并鼓

励他们坚持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遥

无形资产开发是指挖掘场馆本体资源尧 载体资

源尧 媒介经营资源和衍生产业资源等潜在的商业价

值遥 按无形资产的构成要素可以将大型体育场馆的

无形资产分为技术知识尧组织关系尧信誉尧特种权利尧
其他 5 个类别[19]遥目前袁冠名权和特许经营权作为场

馆无形资产开发的两大重要方面袁 是大型场馆非常

重要的收入来源袁 所以能否切实做好无形资产开发

是判断场馆经营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遥 盐湖城冰上

中心在赛后售出了场馆的冠名权袁 实现对场馆无形

资产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遥 盐湖城冰上中心原名三

角洲中心袁在 2015 年 10 月由一家总部在普罗沃的名

为 Vivint 的私宅保安系统公司买下了该场馆 10 年

的冠名权袁 并将之冠名为 Vivint 智能家居体育馆遥
Vivint 公司也因此名声大噪遥 此后袁Vivint 也迅速成

为北美地区智能家居行业的领军企业[16]遥因此袁通过

企业冠名不仅能充分挖掘大型体育场馆无形资产的

潜在价值袁 同时还将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资产和经

济效益袁有助于培育和打开体育无形资产经营市场袁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袁获得丰富的社会效益袁也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场馆运营经费不足的问题遥

近年来袁随着我国社会尧经济的飞速发展袁公众对

于体育锻炼的需求日益增长袁 大型公共体育场馆成为

了政府为公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要载体遥同时袁随
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体育赛事落户中国袁 我国成为了举

办国际体育赛事最多的国家遥由此可见袁体育场馆对于

城市经济的发展尧城市功能的完善尧城市形象的提升等

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遥基于此袁国外体育场馆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与策略对中国场馆具有以下启示遥

据了解袁我国于 2006 年发布了叶绿色建筑评价

标准曳渊GB/T 50378-2019冤遥 该标准评价的对象包括

居住建筑与公共建筑 2 种袁范围比较广遥虽然我国绿

色建筑标准在不断完善细化袁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根据建筑类型以及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评价袁
陆续启动了 叶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曳叶绿色办公建

筑评价标准曳 等各类公共建筑的绿色建筑标准的编

制袁但目前仍然缺少野绿色体育建筑评价标准冶遥 因

此袁我国在体育场馆的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袁应积极学

习探索 LEED尧BREEAM 等国际认可的可持续发展

管理认证的侧重点袁 并借鉴斯台普斯中心等绿色认

证场馆已有的经验袁 认真研究国外场馆规范中可持

续发展管理的工作流程和指导原则袁 研制出符合中

国国情尧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标准遥
同时袁在评价标准制定的基础上袁依托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 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 等相关政策的坚实保

障袁 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体

育发展新机制以及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中袁 积极

开展试点袁采纳民众意见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袁并对

现行及后续政策的制定进行理性评估袁 以此制定出

完善尧可操作性的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政策遥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向全世界提

出了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庄严承诺遥 通过对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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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场馆的观察发现袁大型体育场馆必须兴建

在一个与之体量规模相匹配的城市袁否则其经济及人口

规模很难使得场馆物尽其用[20]遥 虽然 2022年北京冬奥

会为减少场馆建设对珍稀物种尧历史遗迹等产生的不

利影响袁采取了生态迁移方式袁调整滑雪场及运动员

村的选址布局袁但这类体量巨大的建筑对自然环境压

迫的问题仍无法有效解决遥 因此袁体育场馆经营方要

及时转变过去一味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第一目的尧被动

应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模式袁 努力做到在追求场

馆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遥 张家口作为 2022年

北京冬奥会的雪上项目赛区袁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

源袁但雪场经营收入却不及当地旅游业收入的 1%[21]遥
对于这类完全依靠生态环境的运动场地袁 应结合当

地特色袁除了开展户外旅游项目之外袁设计多元化的

四季经营项目袁提高滑雪场地的利用率遥 同时主动学

习域外经验袁 充分挖掘冬季运动场地设施的多功能

用途遥 在场地规划建设时袁 应周全考虑后期改造需

求遥 此外袁还应重视可拆卸尧可移动的绿色环保建筑

材料在我国大型综合性体育场馆中的应用袁 让临时

场馆成为城市举办大型赛事的主体袁 实现场馆的高

效利用及价值最大化袁 积极响应北京申办冬奥会时

提出的野可持续发展冶核心理念遥

北京市居民对北京绿色冬奥会的整体认知程度

偏低袁对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环境保护相关问题表示

不了解袁而且大部分北京市居民并未将野绿色冬奥冶
与野个人环境冶结合起来袁环境教育存在较大缺陷袁尚
未形成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袁 居民的环境价值观仅

停留在表面袁 公众思维未能体现出冬奥会与环境协

调发展的模式 [22]遥可见袁与纽约尧伦敦尧巴黎等世界体

育城市相比袁 北京市在环境保护教育上仍存在较大

差距袁 如何将 2022 年北京绿色冬奥与居民生活尧城
市整体环境改善有效融合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基于此袁 以场馆为中心的周边社区要利用承办

大型体育赛事的契机袁从社会公益性的角度出发袁在
比赛期间主动进行环境保护教育活动遥 例如以社区

为单位举办野绿色体育冶主题活动袁倡议野公共交通出

行冶的绿色行动等教育活动袁提升社区居民和外来人

员的环境保护意识袁 激发他们对于环境保护的主动

性尧积极性和自觉性遥 同时袁为了提高对环境保护教

育活动的宣传效果袁 可以邀请体育明星或其他领域

的名人担任野绿色冶体育赛事的环保宣传大使袁利用

名人效应带动社会公众袁以此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遥

如 2012 年伦敦奥运会选择与 BMW尧 阿迪达斯等企

业合作袁向全社会倡导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袁营造出积

极的文化氛围以此推动可持续发展袁并将野后奥运冶
的场馆发展也统一于可持续发展规划之中袁 充分体

现了场馆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23]遥此外袁场馆方还

可以通过设置合适的激励机制袁 奖励民众在体育活

动参与过程中的一些环保行为 [18]遥 例如斯台普斯中

心为了鼓励使用公共交通袁 场馆运营团队向乘坐地

铁前来观赛的消费者提供票价折扣遥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以及 2023 年中国亚洲杯可以参考以上方法开

展环境保护和场馆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宣传活动遥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袁曾经利用绿色节能技

术很好实现了奥运村及部分奥运场馆的节能减排任

务袁但这些节能技术因成本过高等因素袁并未大范围使

用遥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袁各类的高标准体育场馆越来

越多袁能耗也与日俱增遥 因此袁我国体育场馆应开发能

源管理系统袁积极引进绿色节能技术袁例如高效的太阳

能光电设施尧智能照明管理系统尧节水或无水器具尧雨
水收集和再利用设施等[24]遥 同时袁我国应借助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尧2023 年中国亚洲杯等大型体育赛事袁积
极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场馆的绿色节能技术袁 并树立

可持续发展标杆袁推广体育场馆可持续发展理念遥

NBA 球队的 27 个体育场馆均拥有冠名赞助商袁
反观中国袁大部分大型体育场馆极度缺乏高密度的大

型文化和体育活动袁 加上较高的运营和维护成本袁使
得大型体育场馆的运营方不堪重负遥 基于此袁冠名权

等场馆无形资产的开发成为了场馆运营方的野救命稻

草冶袁如何利用好这一野救命稻草冶袁成为运营方首要解

决的问题遥大型体育场馆可借助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尧2022 年北京冬奥会等国际体育比赛的举办袁成为

展示所在城市风貌的体育窗口及地标建筑遥例如伴随

着武汉开发区成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袁以及近几

年众多的体育赛事袁 加上军运会后的新建和改造袁武
汉体育中心可以考虑通过出售场馆冠名权袁缓解其每

年 1 000 万元左右的运营维护压力遥

随着历届奥运会和世界杯等赛事对体育场馆可

持续发展的理性探索袁 以及 AEG 等运营方对体育场

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高度重视袁国外体育场馆最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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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自身独特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遥 通过梳理国外体育

场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策略袁本文认为院我国应积

极学习国外可持续发展理念袁 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尧具
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及相应的绿色体育建

筑评价标准曰 充分考虑体育场馆的弹性功能袁 实现

野一场渊馆冤两用冶或野一场渊馆冤多用冶袁提升场馆使用

率曰社区联动举办环保教育宣传活动袁使可持续发展

等绿色健康理念扎根到每家每户曰推行绿色节能环保

技术在场馆中的应用袁 最大限度节省场馆水电等能

耗袁减轻场馆对环境的污染曰开发场馆无形资产袁为场馆

可持续发展奠定经济基础等袁 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尧
2023 年中国亚洲杯等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为契机袁 树立

可持续发展标杆袁 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理

念遥 同时袁我国体育场馆应积极响应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中提出的野3060冶碳目标袁
并以野十四五冶时期作为碳达峰的关键期尧窗口期袁彰显

我国体育场馆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与勇

气遥 本文选取了建设尧能源尧遗产 3 个维度尽力诠释国

外场馆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袁 但可持续发展理念并不局

限于 3 个维度袁还有更多深层含义的维度尚待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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