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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我国成功取得 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权袁这必将引起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

注遥 本文分析了冬奥会与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袁提出冬奥会中注重环保将促进举办

城市地理环境的改善袁基础设施的合理规划建设以及社会尧经济尧环境价值的平衡遥
与此同时袁结合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环保形势进行研究袁由环保教育尧环保发展尧
环保监测尧环保评估尧环保防治尧环保保障六大方面构建北京冬奥会环境保护体系袁
得出了北京冬奥会环境保护的实施路径院把握环保原则袁创新体制机制曰落实政策

措施袁建立长效机制曰利用环境管理工具袁做好环境评估监测曰注重公众环境教育制

度袁创造良好环保氛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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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success in host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will inevitably draw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inter Olympics and environment. It points out that paying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Winter Olympics will improve the host city'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balance of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al val-

ue. It studie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ituation of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nd suggests

establishing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based on the 6 as-

pects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monitoring, evaluation,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of the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It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ways of implementation: grasping the 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novating a new system; implementing policy measures and form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us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eans and doing a good job of environ-

mental evaluation monitoring; paying attention to a public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ystem and cre-

ating a favourab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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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北京冬奥会环保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
袁园媛袁朱启莹袁黄海燕 *

奥运会与环境之话题袁在现代社会意义重大袁良
好的环境是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必要条件遥 从主办城

市角度看袁 城市借举办奥运之机不断推动环境的改

善袁如在空气质量和气候变化尧能源使用和制冷剂尧

交通尧水和污水处理尧森林保护尧有毒物质和废弃物

管理等方面做出努力袁 使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效应

辐射至举办地的周边区域遥从举办地的环境角度看袁
自然环境提供了举办冬奥会的场所和资源袁 而冰雪

运动对自然环境的要求更为严格遥 自然环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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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承受力袁 成为了举办冬奥会与自然环境生态平衡

矛盾的焦点遥
当今袁举办冬奥会面临着诸多环境问题遥冬奥会

筹备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设比赛场馆以及相关的基

础设施袁 新建工程尤其是大型体育场馆的建造将会

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遥一方面袁冬奥会的筹备时间较

长袁大型体育场馆尧奥运村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

将消耗大量的人力尧物力尧财力袁原本的自然生态系

统被人工生态系统所替代袁 进而对城市生态系统的

运行状态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遥另一方面袁冬奥会的场

馆具有特殊性袁功能较为单一袁赛道一般建设在城市

郊区的山地上袁赛后的再度开发利用具有一定难度遥
同时场馆与基础设施的选址建设将会改变当地物种

的生存空间袁无形中影响了物种生存遥在地理环境方

面袁 修建过多或者不合规格的滑雪场地将会破坏当

地的原生植被尧土壤等袁造成水土流失袁并且这种破

坏影响有可能是持续且难以恢复的遥此外袁冬奥会的

举办对举办城市环境的承载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

战袁随着观众尧运动员尧游客等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袁
举办地面临着水污染尧大气污染尧固体废弃物污染等

问题袁对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遥
为解决冬奥会中产生的环境问题袁 对自然资源

与环境进行有效保护势在必行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的举办将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袁 同时也将成为亚洲乃

至世界各国的标杆袁届时袁北京冬奥会将成为一个展

现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平台遥 本文拟在分析冬

奥会与环境关系的基础上袁 探讨在北京冬奥会这一

重大机遇下袁 冬奥会环境保护体系的构建与实施路

径袁为扩大冬奥会的环境影响力献言献策遥

冬季奥运会与夏季奥运会相比具有其自身的特

殊性袁冬奥会的环保意义首要立足于维护生态价值袁
以未来人类的持续发展为着眼点袁 从维护社会尧经
济尧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袁重视资源和生态有限

的支撑力袁 使冬奥会顺利举办并留下丰富的环保遗

产遥 落实环保措施不仅使冬奥会举办城市的环境得

到改善袁 还促进了举办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未来可

持续发展袁 通过绿色冬奥会塑造赛事形象与城市形

象的时机发展至今已经成熟遥 冬奥会环保的意义如

今逐步演化为借助冬奥会深远的影响力袁 提升全社

会环保意识袁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行动袁注重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袁彰显社会文明进步遥

冬季项目对雪量尧雪期尧雪质尧坡向尧坡度尧垂直

落差尧空间体量以及温度尧气候等方面有较高要求遥
举办冬奥会通常需要经过精心的选址袁对其气候尧山
形地貌尧地理位置尧生态环境等因素进行全方位考察

和综合评估后袁 根据地理位置的环境敏感程度进行

体育场馆及基础设施建设袁 以达到通过举办赛事来

改善当地环境的效果 [1]遥 关注举办地地理环境的特

殊性在早期冬奥会已有所体现袁在 1932 年普莱西德

湖冬奥会筹备阶段袁 针对雪橇运动场地建设对环境

的破坏程度较大袁 阿迪朗达克山脉保护协会采用法

律手段袁 最终促使将赛场建设在环境敏感较低的梅

多斯山遥

冬季奥运会的大部分资金用于推进场馆规划尧
环境治理尧高铁尧高速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的

建设袁 基础设施的建设给赛事本身以及主办城市带

来的后续影响十分强烈遥 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规划

有助于举办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袁一方面袁在冬奥会筹

办阶段袁 将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融入主办城市总

体规划尧城市生态规划尧城市交通规划尧体育场馆规

划之中袁 在赛事规划周期中纳入环境测量和管理工

具袁以确保进行更为有效的环境保护曰另一方面袁在
冬奥会赛后袁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尧经济发展战略尧
土地利用与规划尧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融合起来袁可
以促使基础设施使用率以及环保效益的最大化遥

伴随着冬奥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袁 国际奥组委

以及主办地组委会将环境保护提升到战略高度袁出
台一系列政策文件指导冬奥会环境保护工作遥 这些

政策文件一般是从奥运会筹办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尧
奥运参与者的环保行为规范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等角度切入袁 规定了冬奥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

方向和内容遥 组委会在环保方面的工作重点是践行

环境保护措施时要保证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

存袁 使冬奥会主办城市在商业化发展进程中实现社

会尧经济尧环境价值的平衡遥

纵观冬奥会的发展袁通过资料回顾袁本文对每届

冬奥会的环保措施进行了总结遥 本文以标志性环保

措施为标准袁对冬奥会环保的进程进行阶段性划分遥
冬奥会环保的进程主要分为 4 个阶段遥 第一阶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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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第 15 届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之前遥 这一

阶段冬奥会对举办城市及周边区域的环境威胁不

大袁环境问题未成为影响冬奥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袁在
这一过程中环境保护由举办地自发进行袁 在筹办

1988 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时奥组委与当地印

第安人进行沟通袁 消除其对举办冬奥会将会破坏原

生态环境的忧虑遥 第二阶段从 1992 年第 16 届法国

阿尔贝维尔冬奥会至 2002 年第 19 届美国盐湖城冬

奥会遥 伴随着冬奥会规模的扩增以及城市现代化开

发袁冬奥会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袁并已成为动摇冬奥

会可持续发展的不良因素遥 在此阶段中举办城市未

雨绸缪袁在事前对环境进行了环保评估与环境监测袁
实时把握办赛过程中环境的动向遥 1992 年第 16 届

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对场馆建设对环境的影响进

行了评估袁主要从城乡环境尧水资源尧自然风险等方

面制定相关环保政策袁 此外 1994 年第 17 届挪威利

勒哈默尔冬奥会开展严密的环境监测遥 第三阶段从

2006 年第 20 届意大利都灵冬奥会至 2010 年第 21

届温哥华冬奥会遥 这一阶段将环境保护上升为战略

层面袁环保战略的全局性表现在空间上袁体育场馆尧
基础设施尧奥运村乃至举办城市尧举办国都在不同程

度上以环保战略为执行准则曰 在时间上贯穿于冬奥

会准备与实施的各个阶段遥 2006 年第 20 届意大利

都灵冬奥会为本阶段最典型的代表袁 在冬奥会筹办

过程中将欧盟生态管理和审核体系运用到方方面

面袁其中袁在场馆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中使用战略环

境保护体系袁 对于重点要关注的环境问题如水尧空
气尧土地尧能源尧废弃物尧生态尧乡村尧城市等方面制

定了各个阶段的环保计划袁 并对这些问题实时进行

监测使环保计划和政策得到及时调整遥 都灵冬奥会

在建立动态环境管理机制尧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监

督机制尧开展环保沟通和教育三大方面值得借鉴遥第
四阶段为第 22 届俄罗斯索契冬奥会至今遥这一阶段

环境保护倾向落实到公众的参与袁 冬奥会是全世界

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思想汇聚的空间袁 由绿色冬奥承

载人类共同梦想袁 这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是无

法衡量的遥

空气的污染主要是由气态污染物尧温室气体尧酸
雨尧 臭氧层破坏尧 可吸入颗粒物以及气候影响造成

的遥随着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袁人们对空气质量

的关注有增无减遥 在叶北京 2022 年冬季奥林匹克运

动会和残奥会申办报告曳渊以下简称 叶申办报告曳冤
中袁申办委员会承诺赛会期间 PM2.5 年均值达到中

国国家标准和世界卫生组织过渡期标准 35 滋g/m3袁
使野奥运蓝冶成为常态 [2]遥 根据北京市环保局提供的

数据袁2018 年上半年北京 PM2.5 平均浓度控制在

51~61 滋g/m3 之间[3]袁要在接下来 4 年内达到标准袁需
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遥同时袁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已居世界前列袁 并成为受温室气体影响气候变化最

大的国家之一遥为此袁北京冬奥会提出了野碳中和冶的
目标 [2]袁以碳排放补偿机制袁低碳的场馆建设尧交通

体系尧 废弃物回收利用等为抓手扭转目前北京碳排

量迅速增长的局面遥

北京所面临的土壤资源保护问题主要是在延

庆赛区袁比赛场馆最终选址在松山地区袁如何实现

赛道建设和高山土壤保护的结合值得关注遥 松山地

区地形陡峭袁石质山地土壤十分瘠薄袁这也体现出冬

季奥会比夏季奥运会更需要注重土壤的保护遥 与此

同时袁根据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规划方案 [4]袁冬奥会

赛道的建设还承担着珍贵的表土资源保护和生态修

复两项重要任务遥 为了确保土壤不会因赛道的建设

而流失袁 修建赛道时移动的表土在施工结束后将尽

力还原遥

北京是一座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城市袁数据显示袁
2013 年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 117 m3[5]袁远低

于联合国所规定的 1 000 m3 缺水门槛袁 张家口市的

人均水资源量为 399 m3[6]袁虽略好于北京但仍然属

于缺水地区遥 因此北京冬奥会叶申办报告曳中明确表

示袁 必须在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的情况下满足雪上

项目的造雪需求遥 与此同时袁在水资源治理方面袁应
将 野河长制冶 的理念融入到北京冬奥会水资源管理

中袁 调动与统筹相关部门对由水构成的生态系统进

行整体治理袁由此形成制度化的水管理体制遥

位于北京延庆县的高山滑雪中心及国家雪车

雪橇中心毗邻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袁其规划设计

需要考虑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遥 秉承野山林场馆袁生态

冬奥冶的理念袁应对延庆赛区的生态制定严格的环

保规划袁特别注重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尧天然次

生林尧高山草甸尧泉眼等的保护遥 在不破坏原有生态

系统的基础上袁将延庆赛区打造成世界顶级的高山

运动赛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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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继申办夏季奥运会后再次申办冬季奥运会

是为满足多方面的需求遥中国继 2008 年举办夏季奥

运会后再次申办冬奥会袁 是中国具有强大综合实力

的体现袁与此同时袁对环境保护作出的贡献吸引了全

世界的眼球袁 证明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

地位遥以冬奥会为契机加快推进环境改善进程袁由此

提升城市及京津冀区域发展水平袁 可从根本上促进

公众参与环保观念的形成遥 北京冬奥会首次采用京

张联合举办的方式袁将赛事与城市发展相融合袁而环

保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之一遥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大背景下袁借助冬奥会这个平台袁特别需要关注区

域大气污染治理进程袁在调动公众参与的同时袁也能

让公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与变化袁 最终促进京

津冀区域一体化进程遥

大气环境污染对主战场北京的影响首当其冲遥
而就张家口而言袁 节能减排的任务仍十分艰巨遥 至

2025 年袁张家口正处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阶段袁降污减排面临巨大压力袁具体表现在院第一袁对
能源需求量不断增加的同时袁 工厂的污染物排放也

在增加袁增量压力加大袁而持续减排潜力减小曰第二袁
机动车尾气排放控制难度加大袁形势愈发严峻袁如何

减排仍得不到有效解决曰第三袁面对北方供暖压力袁
清洁能源转型缓慢袁 燃煤所造成的大气污染无法得

到较好改善遥

沿袭2008 年北京奥运会野绿色奥运尧人文奥运尧
科技奥运冶的理念袁北京冬奥会追求生态环境与体育

赛事和谐发展的绿色理念遥目的在于坚定保护环境尧
保护资源尧保护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袁把冬奥

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减小到最低袁 从而达到环境保

护与经济利益双赢的利益最大化遥 野以运动员为中

心尧可持续发展尧节俭办赛冶为北京申办冬奥会的三

大理念袁在环境可持续方面北京冬奥会奥组委表示袁
将改善空气质量与生态环境尧 使用清洁能源与环保

技术作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环保目标遥

构建北京冬奥会环境保护体系袁是北京奥组委关

于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的迫切需要遥 根据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曳第 5 条野坚持保护优先尧预防为

主尧综合治理尧公众参与尧损害担责冶的原则袁本文认为

北京冬奥会环保原则应以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袁以环

保教育尧环保可持续发展为抓手袁着力加强环境的监

测和防治袁并完善环境法规制度尧强化环境保护责任袁
为全面提升环境保护能力和水平提供强有力保障遥

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教育问题袁 公民环境

意识的提升在于环境教育的跟进遥 但在环境教育中

我国存在大量的问题袁如环境教育投入资源不够袁地
区发展不平衡袁体系发展不平衡等 [7]遥 因此袁冬奥会

可持续发展袁不仅取决于冬奥会这个事件本身袁还需

要靠参与其中的人们的观念来推动遥以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为例袁为 野绿色奥运冶出台的行动计划中包括

绿色社区尧绿色企业尧绿色单位等以个人或组织形式

组成的绿色环保引领者遥 通过汇集绿色环保力量将

绿色理念融入到生活尧商业尧旅游尧赛事举办中去遥环
保教育非一日之功袁建议出台实施教育项目和计划袁
通过在学校实施这些项目向更多的年轻人传播绿色

冬奥的价值遥在与年轻人面对面沟通的过程中袁让冬

奥会的举办回归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来袁 实现人

与环境尧人与社会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袁最
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遥

发展方面主要体现在环保政策计划对冬奥会发

展的宏观把控袁 以及发挥冬奥会作为一项赛事与相

关产业之间的联动作用遥 应将北京冬奥会的环境问

题上升到环境战略管理层面袁 不断完善北京冬奥会

的环境政策以及实施规划遥 2006 年都灵冬奥运是第

一届制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冬奥会袁 也是意大利第

一起应用战略环境评估的案例袁 对水循环尧 土壤利

用尧能源消耗尧废物生产尧生态系统尧景观和城市环境

等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有效评估 [8]遥
本文认为袁 北京冬奥会将环境可持续原则融入

到办赛的各个环节袁可以形成游客尧产业尧社区尧环境

互动机制袁 以减少奥运会的举办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渊见图 1冤[9]遥 在游客层面袁充分利用举办地的自然环

境与生态资源袁打造旅游目的地袁增加游客的游览娱

乐体验袁在吸引游客的同时增强游客环保意识遥在产

业方面袁全面打通以赛事为核心的衣食住行产业链袁
提升服务人员的职业水平袁 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关注

环境问题袁 以实现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遥 在社区方

面袁通过奥运活动的开展袁提高举办地的就业率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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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当地居民充分享受由大型赛事带来的基础设施

的便利遥 在环境方面袁 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袁实现产业与环境的平衡发展遥 目前袁北京冬奥组

委将制订冬奥场馆可持续指南工作方案袁 在生态环

境尧水尧大气及能源资源节约尧赛后利用方面作出明

确要求袁在大众开放尧休闲旅游尧冰雪产业等多个维

度实现最有效利用袁与此同时袁将环境绿色可持续发

展作为京张区域发展尧产业转型尧城市升级的考量因

素遥展开筹办工作的同时袁冬奥会作为产业带动的核

心效能将初步显现遥

图 1 2012 年伦敦奥运会野VICE冶环境可持续原则

在北京冬奥会的举办阶段袁 建立生态环境监测

机制 渊Ecological Construction Monitoring, ECM冤渊见
图 2冤遥 生态环境监测机制在体育场馆建设中应用成

效最佳遥 在赛事举办前袁出台适用于组委会尧当地政

府及相关环保组织的环境规划遥 在此基础上袁 建立

野环境可持续发展小组冶袁 在赛事的规划和实施阶段

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准则遥 根据不同的赛事相关规

划袁不断调整环境规划袁并使更多相关的组织与公众

参与进来袁 有利于提出广为接受的环境问题解决方

案遥由于冬奥会项目优化是一个迭代过程袁为在实施

时尽量减少成本袁将采用绿色科技建筑技术袁对环境

及整个赛事产生积极影响 [10]遥 在对监测结果进行处

理与分析后袁拟写冬奥会环境质量评估报告袁对冬奥

会环保措施的实际成效进行评估遥 在建造体育场馆

时袁保护生态平衡应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袁另外在

场馆及设施的选材方面应将能源消耗最小作为选

材的基本条件袁NFL 费城老鹰队的主场林肯金融体

育场就是绿色体育场的典型袁在规划时就将环保理

念融入场馆的建设当中袁 利用 2 500 块太阳能电池

板发电并对水进行循环再利用袁其每年减少的碳排

放量相当于 4.1 万辆汽车的排放量遥 因此应尽量利

用可再生能源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达到能源消耗

最小化遥

图 2 生态建设监测 渊ECM冤 团队在项目实施阶段的

作用渊Rupf-Haller&Locher袁2001冤

举办冬奥会需要关注的三大环境因素包括相关

环保政策支持尧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尧主办城市地理

环境遥三大因素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袁环保政

策与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属于战略性影响因素袁而
根据主办城市的地理环境特殊性进行环境保护属于

操作性影响因素[1]遥 鉴于此袁战略性与操作性影响因

素所使用的环境工具不同遥 战略性影响因素主要采

用的是策略性环境评估 渊SEA冤 和环境影响评估

渊EIA冤工具袁用于战略层面的决策遥 操作性影响因素

主要采用环境管理体系渊EMS冤等管理支持工具袁用
于项目审批阶段的决策袁 决定了未来在环境保护的

具体行动遥评价过程是一个包括行政管理部门尧环保

部门尧公众参与决策的过程袁由行政部门确立风险袁
减少不利因素的影响袁环保部门进行管理与监测袁以
及公众参与共同提出合理的环境保护措施遥 在关注

环保评估工具之外袁 北京冬奥会奥组委首先应作出

明确具体的环保承诺袁 在国际奥委会的标准下制定

环境评价体系曰 其次使用监测手段来确保环保标准

的落实曰 再而确保公众对环保信息的获取渠道保持

通畅曰最后根据国际可信的环保标准例如 LEED 体系

进行有效评估袁在冬奥会结束后撰写环保评估报告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环保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

自主生态项目工程监测院
从生态角度进行项目优化

地方政府 生态环境监测渊ECM冤

环境影响评估或申报检查

项目阐述

组织 2003 年世界高山滑
雪锦标赛相关市政部门尧
工程师及建筑公司

授权 / 指令

有条件的授权 条件院整合生态环境监测

从生态角度进行项目优化

建筑现场进行精准实施

在施工开始前记录初始状态

与当地政府的规划相对应

从生态视角实施建设

报告

后续监测

咨询

咨询

执行

阐述建筑项目

现场的可行性

接受及成果

再调整

环境评估报告或
建筑许可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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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绿色冬奥的真正实现袁需充分发挥京津

冀协同共同防治的优势袁在水污染尧土壤污染尧大气

污染等方面进行严格防治遥 其中袁积极推进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袁统一规划尧统一标

准尧统一监测袁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遥 为了有效地

开展环保防治工作袁 由第三方来治理更为高效袁采
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合作的方式袁在冬奥会北京

赛区和延庆赛区分别设置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

点遥 此外袁设立京津冀三地的生态环境基金袁为环保

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袁协商建立京津冀间

的生态补偿制度等袁以提高治理效率袁增强政府执

法效能遥

法律手段是冬奥会环保管理的有力保障袁 应不

断改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制度袁 建立长期有效的环境

管理袁健全地方环境评判标准袁为环境管理提供强有

力的助力遥除此之外袁北京冬奥会将有生态环保价值

的办赛区域辟为科研基地袁与相关高校建立合作关系袁
不仅为院校提供科学研究和实习基地袁 而且院校将

环保科研成果反馈给北京奥组委遥 北京奥组委可借

鉴悉尼奥运会的经验袁 借助国际社会关注并长期专

注于环保建筑和赛事管理的智囊团袁 国内外相关专

家集思广益将创造力和革新精神运用在环保领域袁
以确保冬奥会环保工作的顺利开展遥

迈克尔窑波兰尼最早提出了野多中心冶的概念袁强
调了在促进市场资源配置和降低管理成本方面不但

需要政府袁还应该将社会尧市场等力量吸引过进来袁
并且每一个主体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1]遥 利用举

办冬奥会的契机袁注重政府尧企业尧公众三方的联动袁
政府应发挥监管与服务的职能袁 企业应恪守职业准

则遵守生态红线袁公众则发挥良好的监督作用袁由此

构建的冬奥会环保体系才是系统完备尧科学有效的袁
才能在冬奥会中增强制度对环境保护所起到的导

向尧协调尧激励和约束作用遥根据政府性质袁积极创建

对生态可持续发展有利的制度体系袁 将制度的客观

刚性与主观能动性有机地结合袁刚柔并存袁制约的同

时也激励环境管理制度的开发遥 在制度中充分体现

出野排污要成本袁治污有效益冶袁激励环境治理主体自

觉保护环境遥与此同时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具有保护

环境的权利和义务袁遵循以人为本尧环境是野公共产

品冶的原则袁努力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尧监督权和

参与权遥

目前北京已出台了叶北京市 2013要2017 年清洁

空气行动计划曳 及 叶北京市环境总体规划渊2015要
2030 年冤曳等遥 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袁环境问题既不

能完全由市场来解决袁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完成遥国
家应通过立法袁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袁同
时建立一个有多个主体包括政府尧企业尧公众共同参

与的尧长期有效的机制袁使激励与约束相容袁并各方

协同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2]遥 在未来冬奥

会环境保护工作中袁一方面袁应针对大气污染问题制

订详细的战略管理计划袁 内容包括北方燃煤污染处

理计划尧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计划尧机动车尾气治理

计划等袁科学应对重污染天气问题尧严格进行环境执

法和督查问责曰另一方面袁提高公众对环保治理的参

与度袁拓宽公众监督尧参与环保的渠道遥

1984 洛杉矶奥运会让举办城市的环境评估成

为赛事举办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袁 其重要性和奥运

会本身的举办不相上下 [13]遥因此袁应密切关注冬奥会

中的水尧空气尧废弃物的处置的问题遥 在北京冬奥会

筹办与实施的各个环节袁将采用生态环境监测工具袁
在保障冬奥会顺利进行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节约成

本遥首先袁应将对冬奥会的投资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

展的投资结合起来袁 可以适当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成本袁而减少冬奥会运营成本曰其次袁将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的遗产充分利用起来袁 并在旧场馆改造

与新场馆建设中融入绿色尧科技的理念曰再次袁为减

轻政府的承办负担充分调动社会企业的投资袁 在节

约成本的同时政府与企业达到共赢曰最后袁尽量增加

以租代购的比例袁有效减低仓储尧资产储值的成本费

用袁场馆的设备设施可以更好地进行可持续性使用遥

为了增强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袁 广泛开展环境

教育袁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院一是通过开设环境教育课

程袁撰写生态环境专栏尧举办环保讲座与咨询尧开展

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尧社区组织居民培训尧公益宣讲

等方式袁让公众接收并接受相关的环保信息袁加强环

保意识遥二是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宣传方式遥增强增

多主流媒体对奥运会生态环境的宣传力度与宣传渠

道袁 并建立新闻采访与新闻发言人制度曰 通过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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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尧自媒体用流行尧新兴的方式如微信尧微博尧漫画等

形式向年轻人传播环保知识袁进行多维度尧多元化尧
全方位的持续宣传遥 三是健全环境宣教共同推进制

度遥各级政府的财政尧教育尧司法尧行政以及文化广播

影视等部门要协调管理袁 努力做好环保宣教一体的

相关工作袁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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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大少袁后来连去柏林参加奥运会的路费都出不起袁
这其中具体的缘由或许只能从郑沙坚提到的他伯父

郑吉常的日记本中找出遥但遗憾的是袁该日记本已佚

失遥 现在的中国拳击正处于重振阶段袁笔者认为袁人
们尚须抛去泡沫化的赞扬袁 重新认识郑吉常本人及

其业绩袁 客观地看待中国拳击在 20 世纪 20要40 年

代的存在状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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