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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奥运场馆作为举办奥运会的重要前提和物质基础袁 其赛后利用问题备受关

注遥 国际奥委会于 2022 年初发布了叶超过 125 年的奥运场馆院赛后利用曳袁就奥运场馆

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遥 本文以该报告为依据袁深入分析奥运场馆的过去尧现在

与未来袁发现充分利用已有场馆是过去百年来奥运场馆发展的重要经验袁但 20 世纪后

期袁 新建场馆在奥运场馆中的比例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袁 现在奥运场馆数量大幅增

加袁 夏奥会场馆逐步以已有场馆和临时场馆为主袁 冬奥会场馆使用已有场馆呈现

野U冶型变化趋势袁新建场馆比例开始骤降遥奥运场馆未来将呈现以下特点院多个城市

联合举办袁充分改造利用已有场馆曰注重场馆可持续性袁改造建设绿色场馆曰增强场

馆设计韧性袁鼓励共享使用场馆曰场馆容量不再限制袁满足使用需求即可曰大量使用

临时场馆袁降低赛后运营压力曰成为城市发展触媒袁促进城市更新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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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and the material basis for hosting the Olympic Games, the uti-

lization of Olympic venues after the Game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early 2022,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released the reportOver 125 Years of Olympic Venues: Post-Game Use,which pro-

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use of Olympic venues. Based on the report,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Olympic venues, and points out that making full use of

existing venues is an important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Olympic venues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However,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the proportion of newly built venues in Olympic venues showed

a rapid rising trend, and now the number of Olympic venu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ummer

Olympic venues are gradually and mainly made of existing venues and temporary venues. The use of ex-

isting venues for Winter Olympic Games shows a U-shaped trend, and the proportion of newly built

venues begins to plummet. The Olympic venues will display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uture: to

be jointly held by multiple cities which will make full use of the existing venues, to emphasize the sus-

tainability and construct green venues; to promote the flexibility of design and the sharing of venues, to

break the capacity limit of venues to meet the needs, to use temporary venues as many as possible to re-

duce the operation pressure after the Games, to be catalysts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to promote urban

city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Olympic venues; post-Game use; Olympic legacy; Over 125 years of Olympic venues:
Post-Game use

奥运场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陈元欣袁戎丽娟

收稿日期院 2022-11-29
基金项目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渊21BTY010冤遥
第一作者简介院 陈元欣袁男袁博士袁教授袁博士生导师遥 主要研究方向院体育产业与体育场馆运营管理遥 E-mail院cyx71@qq.com遥
作者单位院 华中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袁湖北 武汉 430079遥

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是世界性难题袁 也是制约

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袁 国际奥委会

及其相关利益方一直努力推进奥运场馆的可持续发

展袁力求妥善解决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难题袁避免奥

运主办国在奥运盛会之后陷入野白象综合征冶遥 国际

奥委会在 2014 年通过了 叶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曳袁重
点强调可持续发展袁 对于奥运场馆提出要充分利用

已有场馆和临时场馆袁 原则上不新建没有遗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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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场馆遥 2021 年袁国际奥委

会讨论通过的叶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曳再次重点强

调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袁 对于未来奥

运场馆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2022 年

5 月 22 日国际奥委会在洛桑发布了叶超过 125 年的

奥运场馆院赛后使用曳渊以下简称叶奥运场馆曳冤袁从赛

后使用视角就 125 年来奥运场馆的使用情况进行

了全面的调查和梳理袁 发现 1896 年首届奥运会至

今袁85%的奥运永久场馆仍在使用袁21 世纪以来用

于奥运会的 92%的永久场馆仍在使用遥 纵观 125 年

以来的奥运场馆袁它们作为十分重要的奥运遗产为

奥运主办城市和当地居民创造了广泛而巨大的收

益遥 本文拟依托该报告中的相关史料和数据袁就奥

运场馆的过去尧现在与未来进行分析袁以期为未来

奥运场馆以及其他大型赛事场馆的发展提供参考遥
参考叶奥运场馆曳对于 1986 年以来以及 21 世纪

以来两个时间维度的划分袁将 21 世纪以前的奥运场

馆称之为奥运场馆的过去袁21 世纪以来的场馆称之

为奥运场馆的现在袁未来系指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及

其以后的奥运会场馆遥

叶奥运场馆曳系国际奥委会首次系统梳理第一届

现代奥运会以来的奥运场馆赛后使用情况袁自 1896 年

雅典奥运会到 2018 年平昌冬奥会共 51 届奥运会袁
其中袁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渊以下简称夏奥会冤28 届袁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渊以下简称冬奥会冤23 届袁包含

817 个永久性场馆和 106 个临时性场馆遥 叶奥运场

馆曳由奥林匹克研究中心通过与场馆所有者尧运营

商尧奥运遗产机构尧主办城市政府以及国家奥委会等

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入调研获得相关数据编写而成遥
叶奥运场馆曳全面梳理了奥运会主办城市和地区

留下的奥运场馆遗产袁 绝大多数奥运场馆继续用于

高水平竞技体育以及基层体育比赛和培训袁 为曾经

的奥运会举办城市持续带来回报和社会收益遥 随着

国际奥委会对可持续发展和奥运遗产的关注袁 过去

的经验教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遥 通过研究

以往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情况袁 助力未来的奥运场

馆实现可持续发展遥
叶奥运场馆曳梳理发现以下特点院仍在使用的新

建永久场馆渊即为奥运会建造的场馆冤和既有永久性

场馆 渊即在选择主办城市 / 地区举办奥运会时已经

存在的场馆冤 的赛后继续使用率十分接近 渊分别为

87%和 83%冤曰87%的综合性场馆袁 如体育场尧 游泳

池尧自行车馆尧跳台滑雪尧滑行中心和冰球场馆仍在

使用曰临时性场馆使用的比例随时间呈野U冶型变化袁
在 20 世纪初约占场馆总数的 16%袁20 世纪中叶约

占 9%袁20 世纪末约占 7%袁21 世纪初约占 14%曰15%
未使用的永久性场馆中袁 大多数由于各种原因而未

建成或被拆除袁部分场馆的使用寿命已尽袁部分在战

争或事故中被破坏袁 而小部分则让位于城市新的开

发项目袁只有 35 个场馆渊占所有 817 个永久场馆的

4%冤因运营不利而被关闭或废弃[1]遥
从历届夏奥会场馆使用已有和新建场馆的变化

趋势来看袁使用已有场馆呈现下降趋势袁新建场馆在

奥运场馆中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袁 但二者已基本

处于平衡状态袁从现在奥运场馆的发展趋势来看袁已
有场馆和临时场馆所占比例又逐步上升袁 较为符合

叶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曳提出的改革方向渊图 1冤遥 从历

届冬奥会场馆使用已有和新建场馆的变化趋势来

看袁使用已有场馆变化趋势不大袁略呈下降趋势袁但
新建场馆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渊图 2冤遥

图 1 历届夏奥会场馆使用已有和新建变化趋势

图 2 历届冬奥会场馆使用已有和新建场馆变化趋势

叶奥运场馆曳核心内容在于就历届夏奥会和冬奥

会场馆的概况尧 赛时与赛后使用情况以及特点等进

行了全面尧系统的梳理与分析袁是研究奥运场馆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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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以及奥运场馆发展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袁 以史为

鉴袁 对于未来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遥该报告虽然对 125 年来奥运场馆的

赛后利用与当前使用情况进行了梳理袁 但遗憾的是

未能就奥运场馆赛后的使用效果进行定量评价遥 根

据 Jens Alm[2]的研究袁近几届奥运会主场馆赛后利用

情况除长野外袁均较为理想遥 日本长野奥林匹克体育

场赛后利用情况较为糟糕袁 其 2010 年场馆利用率指

数渊Stadium Utilization Index袁SUI冤仅为 0.6渊表 1冤遥

注院SUI=N伊A/C袁其中 N 为一定周期的赛事频率尧A 为球场所有活动的平均上座数尧C 为赛场容量遥

表 1 1996要2010 年奥运会主场馆及其赛后使用情况渊2010 年数据冤

奥运会 场馆名称 投资额 / 亿美元 现有座位数 / 个 所有者 SUI

1996 年亚特兰大夏奥会 特纳体育场 3.46 49 586 私有 50.6

1998 年长野冬奥会 奥林匹克体育场 1.07 30 000 公有 0.6

2000 年悉尼夏奥会 ANZ 体育场 5.83 83 500 私有 14.3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 Rice-Eccles 体育场 0.67 46 178 私有 7.2

2004 年雅典夏奥会 奥林匹克体育场 3.73 69 618 公有 17.7

2008 年北京夏奥会 国家体育场 4.28 80 000 公有 要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 BC Place 1.04 54 320 公有 18.4

从 1896 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到 2000 年悉尼奥

运会袁共举办了 24 届夏奥会袁奥运场馆从无到有袁场
馆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袁场馆功能愈发现代化渊表 2冤遥

从早期奥运会场馆来看袁由于奥运会规模不大袁
影响力有限袁奥运场馆数量并不多袁基本上以已有场

馆为主袁且作为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袁专门为奥运会

新建的场馆数量比较有限遥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的历届奥运会使用场馆情况来看袁 场馆数量基本上

在 20 个以内袁新建基本上为 1~2 个袁仅有 1896 年雅

典新建 3 个场馆和 1912 年斯德哥尔摩新建 4 个场

馆遥 1896 年雅典奥运会袁共使用了 7 个场馆袁有 5 个

至今仍用于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以及对游客开放袁
举办各类会议和演出等活动遥值得一提的是帕那辛纳

克体育场袁该体育场最初建于公元前 329 年袁19 世纪

破败不堪袁直到 1896 年奥运会才得以重建 袁至今

仍在使用袁 每两年在此将奥林匹克圣火正式移交给

下一届夏季或冬季奥运会组织者遥1900 年巴黎奥运会

作为当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袁虽使用了 15 个

场馆袁 但 11 个是已有场馆袁1 个新建场馆袁3 个临时

场馆袁至今仍有 8 个在使用遥 1912 年斯德哥尔摩奥

运会共使用了 16 个场馆袁8 个场馆至今仍在使用袁
此届奥林匹克体育场是为彩票筹资建设的体育场

馆袁目前仍在使用遥 1924 年巴黎奥运会是二战前使

用场馆数量最多的一届奥运会袁一共使用了 21 个场

馆袁还专门为奥运会修建了临时的奥运村袁这也是奥

运会史上第一个奥运村遥二战之前的奥运场馆大多使

用已有场馆袁新建场馆数量较少袁赛后利用问题并不

突出袁且这些场馆大多仍在使用遥 部分场馆如伊芙庄

园奥林匹克体育场尧洛杉矶纪念体育场等袁在未来的

2024 年巴黎和 2028 年洛杉矶奥运会中仍将继续使

用袁凸显了奥运场馆遗产的可持续价值遥 此外袁1920 年

安特卫普奥运会的场馆中已有 7个场馆位于安特卫

普之外袁说明当时奥运会已有多个城市共同举办袁以
充分利用已有场馆满足赛事需要的朴素理念遥

二战期间以及二战之后奥运会使用的场馆数

量大幅增加袁场馆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袁从奥运会早

期的 10 多个场馆增加到 30 余个场馆袁 新建场馆数

量也从几个增加到 10 多个袁 且临时场馆使用的数

量逐步下降袁大量使用新建永久性场馆袁逐步开启

了场馆改造与建设的高潮袁尤其是在部分从未举办

过奥运会的城市袁如东京尧悉尼等城市大量新建场

馆袁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奥运场馆的野军备竞赛冶袁
对于奥运场馆赛后的可持续利用也造成了较大压

力遥 这一时期奥运场馆不仅数量多尧规模大袁而且投

入也十分巨大袁给主办城市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遥
1996 年至 2010 年袁平均每届奥运会主体育场的投资

为 2.69 亿美元袁平均每个座位的成本是 4 176 美元袁
而悉尼奥运会主体育场投资额高达 5.83 亿美元袁平
均单个座位的投入高达 6 978 美元 [3]遥 1976 年蒙特

利尔奥运会体育场在为期 3 年的建设过程中袁遭遇

严重的通货膨胀尧材料成本上涨尧技术挑战和罢工袁
使得成本超支约 14 亿美元袁致使当地居民背负 30 年

债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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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时期随着奥运会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尧举
办权竞争的加剧袁 各国不断加大奥运场馆的建设投

入袁场馆数量快速增加袁一方面充分利用已有场馆袁另
一方面新建场馆逐步成为奥运场馆的主流形态袁在使

用场馆总量中占比不断增加袁此举不仅改善了奥运会

办赛条件袁也为各主办城市或地区留下了丰富的奥运

场馆遗产袁 部分奥运场馆虽在奥运会后面临短暂闲

置问题袁但均逐步得到了充分利用袁继续为当地群众

和高水平赛事活动服务遥 在这一时期后期袁越来越多

的主办城市意识到奥运场馆对于城市发展的积极作

用袁韩国政府以奥运场馆建设为载体袁开展了大规模

城市改造袁包括新建绿化带尧整修市容尧修复古迹尧综
合治理尧开发汉江尧建设地铁尧调整交通管理体系等袁
使奥运主办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遥 巴塞罗那利用奥运

会场馆建设机会袁大规模清除了城市废旧工业痕迹袁
一改往日与烟囱尧垃圾相关联的城市面貌遥 悉尼奥林

匹克公园建设选址在深受工业污染的霍姆布什湾袁经
过清理袁净化和改造后成为新的生态公园袁为悉尼市

民提供自然健康的休闲娱乐场所[4]遥

从过去冬奥会场馆的发展历程来看 渊表 3冤袁大
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袁前一阶段是前三届冬奥会袁
由于冬季项目场馆基础设施条件较为薄弱袁 可利用

的已有场馆数量有限袁 冬奥会采取新建奥运场馆以

满足冬奥会赛事的需求遥自第 4~8 届冬奥会袁基本上

没有新建场馆或仅新建 1 个场馆遥但自第 9届冬奥会

开始袁便新建大量场馆袁新建场馆基本在 50%以上袁
第 9~18 届冬奥会新建场馆的比例高达 70%渊除去

1976 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冤遥 由于冬奥会的项目设

置尧参赛人数等均大幅少于夏奥会袁因此袁冬奥会所需

要的场馆数量也较为有限袁 从过去冬奥会场馆的数

量来看袁基本上在 10 个场馆以内袁仅有日本1972 年

札幌和 1998 年长野冬奥会场馆数量超过 10 个袁分别

为 13 座和 14 座袁其中袁新建场馆数量分别为 10 座

和 7 座遥 1998 长野冬奥会使用场馆数量过多且投入

巨大袁导致场馆赛后闲置问题比较严重袁长野奥林匹

克体育场 2010 年的总接待人次仅有 17 828 人袁SUI

表 2 夏奥会场馆情况渊过去阶段冤

夏奥会 场馆总量 / 个 已有 / 个 新建 / 个 临时 / 个 仍在使用 / 个 使用率 /%

1896 年雅典 7 3 3 1 5 83

1900 年巴黎 15 11 1 3 8 67

1904 年圣路易斯 6 4 1 1 5 100

1908 年伦敦 14 12 1 1 8 62

1912 年斯德哥尔摩 16 8 4 4 8 67

1920 年安特卫普 19 15 2 2 10 59

1924 年巴黎 21 16 3 2 12 63

1928 年阿姆斯特丹 12 7 1 4 4 50

1932 年洛杉矶 13 8 2 3 9 90

1936 年柏林 20 12 7 1 15 79

1948 年伦敦 29 28 0 1 19 68

1952 年赫尔辛基 19 10 7 2 15 88

1956 年墨尔本 16 11 4 1 10 67

1960 年罗马 26 15 11 0 21 81

1964 年东京 30 9 16 5 24 96

1968 年墨西哥城 23 15 8 0 21 91

1972 年慕尼黑 32 17 11 4 22 79

1976 年蒙特利尔 24 15 7 2 21 95

1980 年莫斯科 27 13 13 1 21 81

1984 年洛杉矶 26 20 3 3 21 91

1988 年汉城 30 14 13 3 25 93

1992 年巴塞罗那 38 18 16 4 32 94

1996 年亚特兰大 28 17 9 2 22 85

2000 年悉尼 30 9 18 3 26 96

合计 521 307 161 53 38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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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仅为 0.6袁为近年来所有奥运主场馆最低 [2]遥 在

过去的冬奥会中袁主要利用已有场馆的仅有 1952 年

奥斯陆冬奥会和 1976 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袁新建场

馆数量较少遥 这主要得益于挪威首都奥斯陆地区拥

有举办冬季体育赛事的悠久传统以及其繁荣的娱乐

和竞技性冬季运动场所袁11 个场馆中 9 个场馆都是

现有场地袁仅新建 1 个场馆和 1 个临时场馆遥 1976 年

因斯布鲁克冬奥会共使用 9 个场馆袁这些场馆全部

是 1964 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的场馆袁并在 1976 年

的因斯布鲁克冬奥会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翻新袁至
今仍在使用遥

表 3 冬奥会场馆情况渊过去阶段冤

冬奥会 场馆总量 / 个 已有 / 个 新建 / 个 临时 / 个 仍在使用 / 个 使用率 /%

1924 年夏蒙尼 3 0 2 1 2 100

1928 年圣莫里茨 5 1 2 2 3 100

1932 年普莱西德湖 6 5 1 0 6 100

1936 年加米施 - 帕滕基兴 6 4 0 2 4 100

1948 年圣莫里茨 8 8 0 0 6 75

1952 年奥斯陆 11 9 1 1 9 90

1956 年科蒂纳丹佩佐 8 5 1 2 4 67

1960 年斯阔谷 6 3 0 3 1 33

1964 年因斯布鲁克 9 4 5 0 9 100

1968 年格勒诺布尔 9 1 8 0 7 78

1972 年札幌 13 1 10 2 9 82

1976 年因斯布鲁克 9 9 0 0 9 100

1980 年普莱西德湖 7 3 4 0 7 100

1984 年萨拉热窝 8 1 7 0 6 75

1988 年卡尔加里 10 3 7 0 8 80

1992 年阿尔贝维尔 10 4 6 0 10 100

1994 年利勒哈默尔 10 1 9 0 10 100

1998 年长野 14 7 7 0 11 79

合计 152 69 70 13 121 87

由于冬奥会的项目特殊性袁很多雪上项目选址位

于主办城市比较著名的滑雪胜地或山区袁部分地区因

冬奥会的举办从不知名的小地方一举成为全球著名

的滑雪度假目的地袁如美国斯阔谷尧日本札幌等城市遥
1960 年美国斯阔谷冬奥会的 6 个高山项目都是在皮

埃斯特瓦峰尧kt-22 峰和帕普斯峰上举行袁这里现在被

称为帕利塞兹太浩滑雪场袁 是美国最好的滑雪场之

一袁有 24 km2 的滑雪场袁270 条滑道袁31 个电梯组成的

先进网络袁每小时可以运送 72 200 人上坡袁每年吸引

60 万游客袁曾连续多年被叶今日美国曳评为北美最佳

滑雪胜地遥 1992 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阿尔贝维

尔举行袁共 10 个比赛场馆袁其中 4 个已有场馆袁新建

6 个场馆袁 它们至今仍被用于休闲和高水平冰雪运

动袁覆盖了法国阿尔卑斯山脉的三分之二袁每年接待

数以百万计的游客袁冬奥会的举办帮助萨沃尔勃朗峰

地区成为世界领先的冬季运动目的地之一遥
1994 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共使用 10 个场馆袁其

中 9 个为新建袁至今仍在使用袁从 1994 年冬奥会结

束到 2018 年夏季袁这 10 个奥运场馆先后举办了 32次

世界杯尧欧洲锦标赛和国际锦标赛袁129 次世界级赛

事和 161 次国家级赛事袁 该届冬奥会场馆在赛后得

到了充分利用袁 为当地持续举办各类国际级冬季运

动项目赛事奠定了基础袁 使得冬奥遗产得到了最大

限度的利用遥
从奥运场馆的过去这一阶段来看袁 不论是夏奥

会还是冬奥会袁 已有场馆在奥运场馆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袁 充分利用已有场馆是过去百年来奥运场馆发

展的重要经验遥 但 20 世纪后期袁新建场馆在奥运场

馆中的比例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袁 虽在很大程度上促

进了主办城市场馆的建设袁 为当地留下了丰富的场

馆遗产袁但也造成部分场馆赛后闲置袁给主办城市带

来了不利影响遥

夏奥会场馆的现在这一阶段主要包括 5 届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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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袁 可以说是夏奥会的最鼎盛时期袁 不论是场馆数

量袁还是新建场馆数量均为历史之最渊表 4冤遥 2004 年

雅典奥运会使用了 33 个比赛场馆袁 其中 11 个已有

场馆袁新建 20 个袁2 个临时场馆袁新建场馆数量创历

史最高纪录袁比 2000 年悉尼奥运会新建场馆数量还

多 2 个袁但遗憾的是在这 33 个比赛场馆中袁目前仅

有 23 个仍在使用袁永久性场馆中仍在使用的比例仅

为 74%袁 低于现代奥运会以来永久性场馆仍在使用

的比例约 10 个百分点袁 而 21 世纪以来奥运会永久

性场馆仍在使用的比例为 92%袁 这说明雅典奥运会

的场馆在赛后面临较为严重的闲置问题袁 部分场馆

因经费尧管理等问题已没有使用遥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虽然使用了 39 个比赛场馆袁但新建场馆数量不足

50%袁且大量使用了临时场馆袁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

场馆新建数量袁为赛后场馆的持续利用奠定了基础遥
2012 年伦敦奥运会虽也使用了 30 个比赛场馆袁但

得益于伦敦良好的体育基础设施条件袁仅新建了 6 个

场馆袁13 个场馆为已有场馆袁临时场馆也达到了 11 个袁
为历届奥运会之最遥 北京和伦敦通过大量使用已有

场馆和临时场馆满足了奥运赛事的需要袁 避免了大

量新建场馆袁 为推进奥运场馆的可持续利用做出了

示范遥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使用了 34 个比赛场馆袁其
中 14 个已有场馆袁 新建场馆 13 个袁7 个临时场馆袁
其中 27 个场馆渊含 1 个临时场馆冤仍在使用中袁但遗

憾是其中 1 个新建场馆已经停止使用遥 2020 东京奥

运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袁 共有 43 个比赛场馆袁其
中 25 个已有场馆袁8 个新建场馆和 10 个临时场馆遥
2020 东京奥运会应该是奥运会历史上使用比赛场

馆数量最多的一届袁值得肯定的是袁东京大量使用

了 已 有 场 馆 和 临 时 场 馆 袁 新 建 场 馆 比 例 仅 为

16.7%袁 充分贯彻了原则上不新建没有遗产价值场

馆的理念遥
表 4 夏奥会场馆情况渊现在阶段冤

夏奥会 场馆总量 / 个 已有 / 个 新建 / 个 临时 / 个 仍在使用 / 个 使用率 /%

2004 年雅典 33 11 20 2 23 74

2008 年北京 39 12 18 9 30 100

2012 年伦敦 30 13 6 11 20 95

2016 年里约 34 14 13 7 27 100

2020 东京 43 25 8 10 33 100

合计 179 75 65 39 133 95

从这 5 届夏奥会场馆的构成来看袁 新建场馆呈

现下降趋势袁已有场馆和临时场馆呈现上升趋势袁充
分体现了奥运场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遥此外袁这 5 届

夏奥会中袁除了奥运主办城市之外袁其他部分城市也

参与了奥运赛事的承办袁 充分利用已有场馆满足了

奥运会的需要遥如雅典奥运会有 5 个其他城市参与袁
北京奥运会有 6 个城市参与袁 伦敦有 8 个场馆位于

伦敦之外袁东京有其他 8 个城市参与袁这一趋势体现

了共享办奥运的理念袁 反映了当前夏奥会场馆建设

正在逐步回归理性袁走向可持续发展袁契合叶奥林匹

克 2020 议程曳的改革倡议遥

冬奥会场馆的现在共包含 6 届冬奥会袁 一共使

用了 66 个场馆袁 使用已有场馆和新建场馆各占

50%袁比例比较均衡渊表 5冤遥从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

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袁使用已有场馆的比例呈现先

下降后上升的野U冶型变化趋势袁而新建场馆比例则

呈现倒野U冶型的变化趋势袁说明在这一阶段冬奥会

场馆的发展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遥从 2014 年索契

冬奥会新建 9 个场馆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充分利

用北京夏奥会遗产袁仅新建 1 个场馆袁这充分说明北

京冬奥会是第一届从筹办之初就全面规划管理奥运

遗产的奥运会遥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充分利用了大

学的场馆袁 新建的场馆得益于美国发达的职业体育

和大学体育袁赛后场馆得到了充分利用遥 2006 年都

灵冬奥会 13 个场馆中仍在使用的仅有 10 个袁3 个

场馆因各种原因已停止使用袁 仍在使用率远低于冬

奥会场馆平均水平遥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场馆和奥

运村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建设并通过了加拿大绿

色建筑委员会和 BC Hydro 的认证袁被认为是北美同

时建设的最大环保建筑群遥与其他建筑相比袁消耗更

少的能源尧水和建筑材料袁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最小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已有场馆和新建场馆以及雪

上场地等全部通过了绿色建筑认证袁其中袁新建场馆

通过了绿色建筑三星认证袁 采用了二氧化碳临界制

冷技术袁是目前最为环保的制冷技术遥部分场馆选址

在首钢产业园袁促进了首钢产业园的转型升级袁成为

世界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遥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由北京尧张家口共同举办袁通过冬奥会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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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 场馆总量 / 个 已有 / 个 新建 / 个 仍在使用 / 个 使用率 /%

2002 年盐湖城 10 6 4 10 100

2006 年都灵 13 6 7 10 77

2010 年温哥华 9 3 6 9 100

2014 年索契 10 1 9 10 100

2018 年平昌 12 6 6 11 92

2022 年北京 12 11 1 12 100

合计 66 33 33 62 94

表 5 冬奥会场馆情况渊现在阶段冤

进了张家口地区的脱贫致富袁依托冬奥会场馆遗产袁
通过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袁 促进京津冀地区的

协同发展遥从冬奥会场馆的现在来看袁已开始注重绿

色发展袁 充分发挥场馆在促进城市发展中的积极作

用袁赋能城市发展遥

从奥运场馆的现在这一阶段来看袁 受奥运会规

模的不断扩大袁使用的奥运场馆数量大幅增加袁夏奥

会场馆逐步以已有场馆和临时场馆为主袁 新建场馆

比例逐步下降袁 冬奥会场馆使用已有场馆呈现野U冶
型变化趋势袁新建场馆比例开始骤降遥这反映出各主

办城市开始严格履行叶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曳袁积极推

进场馆可持续发展并取得初步效果遥

奥运场馆的未来即未来奥运场馆的发展必须要

遵循叶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曳和叶奥林匹克 2020+5 议

程曳袁这 2 份议程重点强调了可持续发展袁通过改革

主办城市申请办法尧修订申办评估标准尧将可持续性

理念引入奥运会的方方面面等一系列举措袁 推进奥

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袁 未来奥运场馆亦要贯彻

可持续发展理念袁最大限度利用已有场馆袁在没有遗

产价值或新建理由不充足的情况下使用临时或可拆

卸场馆袁避免新建场馆袁以促进奥运场馆的可持续发

展遥根据过去 125 年奥运场馆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袁遵
循上述 2 个议程袁结合奥运主办城市合同袁奥运场馆

的未来应具有以下特征和趋势遥

从过去奥运场馆的发展历程来看袁 不论是夏奥

会还是冬奥会袁 很早就有多个城市联合举办的先例

和成功经验遥最早可以追溯到 1920 年的安特卫普奥

运会袁有 7 个场馆位于安特卫普之外遥 根据叶奥林匹

克宪章曳袁国际奥委会主要出于遗产尧可持续性和成

本效益的考虑袁 允许在主办城市或东道国以外组织

预赛甚至整个项目的赛事遥 根据叶奥林匹克 2020 议

程曳对于主办城市申报办法和评估标准的改革袁奥运

主办城市从申请制改为邀请制袁 邀请符合条件的城

市参与申请袁 以使奥运会更加契合主办城市发展的

需要遥 此项改革的核心议题在于鼓励多个城市联合

举办袁以充分利用各主办城市已有场馆袁避免新建场

馆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已由北京和张家口两个城市

联合举办袁2026 年冬奥会也将由意大利的米兰和科

尔蒂纳共同举办遥在奥运主办城市合同中明确提出袁
只有在提交可行的商业计划和遗产使用计划袁 详细

说明已被证实的奥运后需求尧资金尧可持续性和未来

运营用途渊包括未来运营商冤的情况下袁主办城市才可

考虑新建永久性或可搬迁场馆遥 至于单一功能场馆袁
则无须新建永久性建筑袁比赛应转移到最合适的已有

场馆袁即使在主办城市或国家之外亦可遥 从国际奥委

会的改革发展理念来看袁没有遗产价值的场馆原则上

不得新建袁最大限度充分利用已有场馆遥因此袁从发展

趋势来看袁 未来奥运会将逐步由多个城市联合举办袁
充分利用已有场馆袁满足奥运会的办赛需求遥

叶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曳改革建议中明确提出要

将可持续性贯彻到奥运会的方方面面袁其中袁重点是

奥运场馆的可持续性袁 实现场馆的持久利用和反复

利用遥国际奥委会已承诺在 2030 年减少 45%的碳排

放袁到 2040 年实现净零排放遥 这就要求未来的奥运

场馆不论是新建还是改造利用已有场馆袁 均要在全

流程实现可持续发展袁通过可持续采购尧使用环保节

能材料尧太阳能发电尧绿电等一系列举措打造绿色场

馆袁 以降低奥运场馆碳排放遥 根据奥运主办城市合

同袁所有奥运场馆均应有可持续管理计划袁其中应包

括院全生命周期评估袁证明项目由遗产所有者提供资

金和保障袁并在财务上具有可持续性曰可持续的设计

和建造方法袁在选址和征用土地尧废物管理尧资源使

用尧优化和重复使用材料尧循环再造和处置尧能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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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消耗等方面有明确和可实现的目标遥 确保所有

奥运场馆设计渊永久性尧半永久性尧可拆卸性和临时

结构冤都是基于奥运会所需和奥运会后的用途袁否则

不得新建遥 奥运主办城市合同中也明确提出鼓励各

地采用适用于本国或地区的绿色建筑标准袁 以优化

奥运场馆的环境表现遥 北京冬奥会作为首届实现碳

中和的奥运会袁所有场馆均为绿色场馆袁为未来建设

绿色场馆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之经验遥

从过去 125 年部分奥运场馆赛后高效利用的经

验来看袁奥运场馆的多功能性是其能够持久使用的重

要特征遥 如盐湖城冬奥会的冰上运动中心尧五棵松体

育馆等场馆均能实现冰篮转换袁可以满足冰上和篮球尧
演出等多种类型的活动遥 悉尼奥林匹克主体育场座席

数量由赛时的 110 000 个调整到赛后的 83 500 个袁通
过底层可移动看台的调整袁 使得体育场从橄榄球和

足球比赛的矩形运动区转换为澳大利亚规则足球和

板球比赛的椭圆形运动区袁以满足橄榄球尧板球尧足
球等多个项目的使用需求遥 绝大多数奥运主体育场

的座席数量在赛后均进行了调整袁减少座席数量袁降
低赛后运营成本遥 因此袁增强奥运场馆设计韧性袁提
高场馆的兼容度至关重要袁 可以确保奥运场馆在赛

后实现多功能利用遥此外袁国际奥委会鼓励最大限度

地共享利用场馆袁以减少奥运会所需场馆的总量袁并
建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优化竞赛安排袁 以便于共

享使用场馆遥 残奥会基本上也是最大限度使用奥运

会场馆袁 共享使用场馆遥 通过增强奥运场馆设计韧

性袁提升场馆的兼容度袁满足多种运动项目的竞赛需

要袁为共享使用场馆奠定基础遥 2024 年巴黎奥运会

新建的水上运动中心具备多功能用途袁 在奥运会赛

事期间袁 场馆内将举行水球尧 跳水和花样游泳等比

赛袁在残奥会期间袁场馆将灵活地转变为硬地滚球类

体育场袁而在奥运会完全结束后袁该建筑将作为当地

居民举办体育活动的中心遥 2020 年底袁国际奥委会

通过了巴黎奥运会场馆总体规划方案的调整袁 减少

临时场馆袁将部分项目调整至已有场馆袁如不再使用

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场袁 并将游泳和水球决赛转移到

拉德芳斯竞技场袁不再使用让窑布因球场袁把橄榄球

比赛转移到法兰西大球场袁以减少所需的场馆数量袁
允许场馆共享袁以降低预算支出遥

未来奥运场馆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场馆容量不再

限制袁这一条款已写入奥运会主办城市合同遥由于国

际奥委会对场馆最低容量不再做要求袁 各主办城市

应根据当地情况确定场馆的容量袁 特别是考虑当地

组织者确保场馆满座的能力袁已有场馆的容量袁奥运

会后所需的使用容量袁该项运动在主办城市尧地区和

国家的普及与受欢迎程度袁 境外观众以及场馆周围

的空间等遥 奥运主办城市合同建议对每个场馆进行

野平均座位成本支出冶分析袁即总成本支出除以座席

数量袁评估每个座位的预期成本与收益袁帮助当地确

定合理的场馆容量袁各地应因地制宜袁以满足当地赛

后使用需求为主要目标 [5]遥

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和新材料的不断涌现袁临
时场馆可以满足场地和观众看台等更加复杂的技

术要求遥 21 世纪以来的奥运场馆中大量使用临时建

筑袁 伦敦奥运场馆中临时场馆所占比例高达 37%遥
根据叶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曳袁国际奥委会积极鼓励

主办方使用临时场馆遥 因此袁未来奥运场馆越来越

多使用临时场馆的趋势将得到巩固遥 2024 年巴黎奥

运会 95%的场馆为已有场馆和临时场馆袁根据巴黎

奥运会场馆的设计理念袁整个巴黎将变身为奥林匹

克公园袁 相当一部分场馆选址在著名历史建筑附

近遥 因此袁2024 年巴黎奥运会最终使用的临时场馆

比例将大幅提升遥 奥运场馆中大量临时场馆的使

用袁尤其是一些在主办国不太普及的运动项目竞赛

场馆使用临时场馆袁将有助于降低奥运场馆赛后运

营压力遥

奥运会作为国际重大体育事件袁 具有超强的影

响力和国际关注度遥 奥运场馆是促进城市发展的重

要触媒源 [6]袁札幌尧首尔尧巴塞罗那尧悉尼尧伦敦尧北京

等奥运会场馆的成功探索与实践袁树立了奥运场馆

促进城市更新发展的典范遥 日本札幌冬奥会促使札

幌从名不经传的小城市转型为国际著名的冰雪旅

游目的地袁伦敦奥运会极大促进了伦敦东区的更新

与发展袁北京冬奥会有力促进了首钢工业园的转型

发展遥 奥运场馆成为促进城市更新与发展的重要催

化剂遥 奥运主办城市合同鼓励优先使用以前开发或

退化的土地袁而不是绿地袁以发展新的场馆和基础

设施袁使当地社区能够共享可持续发展的益处遥 同

时袁 对于奥运场馆使用棕地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袁
鼓励使用任何后工业时代的野棕色土地冶袁但必须要

经过认可的第三方的详细调查袁以确保安全尧无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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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遥从奥运会申办制度的改革来看袁未来奥运会要契

合主办城市发展的需求袁更加关注主办城市发展的

需要袁奥运会将为城市发展带来无限可能遥 2024 年

巴黎奥运会袁 计划将巴黎打造成奥林匹克公园袁众
多场馆选址著名历史景点袁奥运会将成为城市营销

的重要平台遥 因此袁未来奥运场馆要在促进城市更

新发展中主动作为袁 充分发挥奥运场馆的触媒效

益袁科学选址袁融入城市整体发展规划袁赋能城市更

新与发展遥

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是永恒话

题袁叶奥运场馆曳为认识奥运场馆发展历史及其赛后

利用状况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一手文献遥 以史为鉴袁
可以知兴替袁未来奥运场馆如何发展袁一方面应借

鉴 125 年来奥运场馆发展的成功经验袁另一方面袁主
办城市需要不断创新袁在叶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曳的
指导下袁通过多个城市联办尧充分利用已有场馆和临

时场馆尧建设绿色场馆等途径袁积极探索奥运场馆可

持续发展的成功经验袁 妥善解决奥运场馆赛后利用

难题袁充分发挥奥运场馆的遗产价值袁为奥运场馆尧
奥林匹克运动以及主办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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