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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奥运会为中国体育政策的发展留下了宝贵遗产袁 特别是北京冬奥会的申办

和筹备不仅加快了大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相关政策制定及议程落实袁 也进一步丰富了

奥运遗产的积淀遥 我国体育政策正在构建野多元的冶野现实主义的冶奥运话语体系袁相比

北京夏奥会袁冬奥会的政策遗产更清晰袁也更具可持续性遥 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扎根理

论袁选取与 2008 年北京夏奥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相关的国家层面体育政策

渊2001要2021 年冤进行分析袁阐述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我国国家体育政策的演进历程

及时代特征的逻辑关系遥 研究认为袁以北京夏冬奥运会为导向的国家体育政策演进呈现

出 3 个特色鲜明的时代特征院北京夏奥会促进体育功能价值逐渐扩大渊2001要2008 年冤曰
北京夏奥会助力体育强国战略的开启渊2009要2014 年冤曰北京冬奥会推动体育在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价值升级渊2015要2021 年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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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lympic Games have left an array of precious legac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policy. In particular, the bid and preparation for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have not

only accelerated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enda for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ice and snow sports, but also further enriched the Olympic heritage. China's sports poli-

cy has been constructing a "pluralistic" and "realistic" Olympic discourse system. Compared with the

Beijing Summer Olympics, the policy legacy of the Winter Olympics is clearer and more sustainable.

This study adopts grounded theory to conduct content analysis on China's national sports policies re-

lated to 2008 Summer Olympic Games and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issued between 2001 and

2021, so as to reveal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ijing Summer and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tional sports polic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re-

sult shows that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sports policy oriented by Beijing Summer and Winter

Olympics presents thre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Beijing Summer Olympics gradually ex-

panded the value of sports functions (2001-2008), Beijing Summer Olympics helped launch sports

power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2009-2014), and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facilitated the multi-value

upgrading of sports in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2015-2021).

Beijing Olympic Games; China's national sports policy; content analysis; evolution pro-

ces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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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文件中与北京夏冬奥运会相关的核心内容

1 2001 年 1 月 17 日 叶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申办报告曳 奥运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

2 2001 年 4 月 29 日 叶2001要2010 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曳 奥运促进竞技体育科技水平

3 2002 年 7 月 22 日 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

作的意见曳
奥运为国家改革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4 2002 年 12 月 25 日 叶2001要2010 年体育科技发展规划曳 办成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

5 2003 年 3 月 25 日 叶2008 年奥运争光行动计划曳 确保备战奥运会任务的完成

6 2004 年 6 月 1 日 叶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曳 实施奥运后备人才培养工程

7 2006 年 7 月 25 日 叶体育事业野十一五冶规划曳 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袁开创体育发展新局面

8 2007 年 5 月 8 日 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

的意见曳
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袁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

9 2011 年 3 月 28 日 叶体育事业发展野十二五冶规划曳 大力倡导野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冶
10 2011 年 4 月 29 日 叶2011要2020 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曳 实施奥运战略袁调整区域间竞技体育发展格局

11 2015 年 1 月 12 日 叶北京 2022 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奥会申办报告曳 积极推进冬奥会融入区域发展工作

我国成功举办了 2008 年北京夏奥会和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渊以下简称北京夏冬奥运会冤袁这在现

代奥运史上是鲜有的遥 为了成功举办好这 2 届奥运

会袁我国政府在政治尧经济尧文化等方面给予了空前

的支持袁 而这也必将给中国体育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带来深远影响遥 国际奥委会早在 2007 年就发布了

叶奥运会影响计划曳袁 该文件要求主办城市进行综合

性横向研究袁以衡量奥运会对举办国经济尧社会尧环
境尧体育及在社区发展方面的影响 [1]遥 随着奥运遗产

逐渐成为新的政策议题袁其研究野泛化冶现象日趋严

重 [2]袁特别是野奥运影响冶与野奥运遗产冶经常被混用遥
德国学者 Preuss[3]认为野影响冶是将这一变化与如果

不开展这一活动本应出现的情况进行比较的结果遥
而就奥运遗产而言袁各类文献的定义多种多样袁一直

未达成一致[4]遥 2018 年国际奥委会发布的叶奥运遗产

方针曳对奥运遗产进行了重新定义院奥运遗产是由愿

景产生的结果袁 它包含了所有因举办奥运会和体育

赛事而对人民尧城市尧地区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产生或

加速其发展的尧可见和不可见的尧长期的正面效益[5]遥
显然袁根据奥委会的官方解释袁奥运遗产是在遗产规

划或愿景设定范围内考察奥运会的影响袁 且是积极

方面的袁 而影响可以是积极方面袁 也可以是消极方

面遥 Preuss 进一步指出两者的区别院野遗产冶也是野影
响冶袁但只是那些由奥运会引发的经济尧文化尧社会等

结构性变化引起的影响袁 而且这些影响都是奥运会

之前设定的袁特别是奥运遗产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6]遥
由此可见袁相比野奥运遗产冶袁野奥运影响冶更为宽泛袁
可以是计划的袁也可能是计划外的袁且并不严格受时

空限制遥 近十余年袁国内学者围绕野奥运影响冶和野奥
运遗产冶开展了诸多研究袁但已有研究却鲜有分析我

国举办的北京夏冬奥运会对国家体育政策的演变与

变化特征的影响 [7]袁国外已有的相关研究则未能涵

盖 2017 年以后国家层面发布的奥运相关政策 [8]袁且
未对与奥运会相关的政策演进历程和特征进行分

析遥基于此袁本文选取 2001 年渊获得北京夏奥会申办

权冤至 2021 年渊北京冬奥会举办前冤与北京夏冬奥运

会相关的国家层面体育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袁 阐述

北京夏冬奥运会的影响与我国国家体育政策演进历

程和时代特征之间的逻辑关系袁 期望为提升我国奥

运会的遗产利用效能和制定奥运相关政策提供决策

依据遥

本文的政策文件主要有 2 个来源院 一是国家体

育总局出版的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汇编曳曰二
是通过关键词检索国务院尧 国家体育总局及相关部

委渊如财政部尧教育部冤在 2001要2021 年颁发的所有

体育政策文件遥 通过 2 种方法共收集 145 份政策文

件袁从中挑选出与北京夏冬奥运会有关的文件遥在挑

选和鉴定政策文本时袁 以政策中是否有因奥运引起

的政策变化为依据袁比如政策文本中是否有野以北京

2008/2022 年奥运会为主导冶野在北京 2008/2022 年奥

运会激励下 / 影响下冶野北京奥林匹克加速冶或野以北

京奥运会为契机冶野围绕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实际冶
野北京奥运遗产冶等相关内容袁最后挑选出与北京夏

冬奥运会相关的政策文本 31 份渊表 1冤遥
表 1 北京夏冬奥运会相关的国家层面体育政策文件列表渊2001要2021 年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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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文件中与北京夏冬奥运会相关的核心内容

12 2015 年 11 月 22 日 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
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曳

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袁 提升冰雪运动普及度和产业发
展水平

13 2016 年 5 月 5 日 叶体育事业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 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袁大力推动群众体育发展

14 2016 年 6 月 15 日 叶全民健身计划渊2016要2020 年冤曳 利用冬奥会的契机促进冬季运动的普及

15 2016 年 8 月 30 日 叶竞技体育野十三五冶规划曳 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提升我国体育的野软实力冶
16 2016 年 9 月 20 日 叶青少年体育野十三五冶规划曳 筹办冬奥会提升中国体育的国际影响力

17 2016 年 10 月 28 日 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曳 北京奥运会推动冰雪运动设施建设袁提升冰雪运动产业

18 2016 年 12 月 2 日 叶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计划渊2016要2020 年冤曳 实施野冰雪运动南展西扩冶战略

19 2017 年 7 月 24 日 叶京津冀健身休闲运动协同发展规划曳 以 2022年冬奥会为契机袁促进京津冀健身休闲运动发展

20 2018 年 1 月 30 日 叶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
育计划曳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袁建设野健康中国冶

21 2018 年 9 月 5 日 叶野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冶实施纲要渊2018要2022年冤曳 以冬奥会为契机实现野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冶
22 2019 年 2 月 19 日 叶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曳 冬奥会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

23 2019 年 4 月 8 日 叶关于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
的意见曳

以冬奥会为契机实现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

24 2019 年 5 月 10 日 叶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服务行动计划曳 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中国志愿服务事业进步

25 2019 年 5 月 20 日 叶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全国青少年冰雪运动进

校园的指导意见曳
冬奥会促进青少年冰雪运动发展袁 提升青少年体质健

康水平

26 2019 年 8 月 10 日 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 冬奥会促进冰雪竞技水平提高和区域协同发展

27 2020 年 11 月 27 日 叶体育总局关于开展 2020要2021 年群众冬季运动推广

普及活动的通知曳
冬奥会推动冬季运动广泛深入开展袁 传播积极健康生

活方式

28 2020 年 12 月 2 日 叶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在野第七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冶期间
广泛开展群众性冰雪活动的通知曳

冬奥会推进冰雪运动野南展西扩东进冶战略深入实施

29 2021 年 2 月 8 日 叶冰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渊2021要2023 年冤曳 推动我国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袁助力 2022年北京冬奥会

30 2021 年 10 月 25 日 叶野十四五冶体育发展规划曳 以筹备北京冬奥会为契机袁实现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

31 2021 年 12 月 10 日 叶体育总局关于在野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冶期间广泛开
展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的通知曳

大力推广普及冰雪运动袁为北京冬奥会营造浓厚氛围

采用内容分析法袁首先袁挑选所有符合研究对象

的政策文本袁分析不同时期体育政策的发展历程袁厘
清与奥运遗产相关政策发展的历史脉络曰其次袁进一

步采取词频分析法袁 对涉及奥运遗产相关的具体政

策文本条目进行编码袁 对奥运遗产相关的政策文本

进行信息提取袁统计分析政策文本中涉及野奥运冶的
词语词频情况曰最后袁分别从从政策主题尧政策话语

和政策导致变化的类别看北京夏冬奥运会遗产影响

国家体育政策变化的特征遥
采用扎根理论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转译袁 找出

与奥运会相关核心概念类属遥 首先袁 进行开放式编

码袁对 31 份政策文本进行序列编码袁并根据文本的

核心内容提取关键词频进行二次编码袁 共得到奥运

促进文化交流尧 奥运促进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整体

水平尧 奥运促进竞技体育科技水平和兴奋剂检测技

术等 241 个一级编码遥随后袁对提取的一级编码进行

重复内容的筛选尧剔除袁得到 34 个二级编码曰然后对

34 个二级编码进行主轴编码袁 最后确定冰雪运动

渊含冰雪旅游冤尧群众体育渊含全民健身冤尧竞技体育

渊后备人才培养冤等 18 个概念范畴 / 主题渊图 1冤遥

图 1 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政策主题的频次分布

借鉴 Preuss 鉴别大型赛事影响导致变化分类的

理论分析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国家政策变化的类

别遥该理论将赛事影响导致的发展或变化分为 4 类遥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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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袁A 类指不是因为赛事本身渊如奥运会冤而发生

的发展变化曰B 类指在没有大型赛事的情况下可能

发生的发展变化袁 但由于该赛事的举办可能加速影

响预先计划的发展曰C 类是指赛事所需要的发展袁但
不是举办城市或地区长期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曰D 类

则是野重复使用的影响冶袁指那些用于不同用途的赛

事活动所需的开发项目或计划 渊只需很少或不需要

额外增加成本冤[9]遥 借鉴这种分类方法袁将主要分析和

比较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国家政策变化的内容类别遥

对与北京夏冬奥运会有关的国家体育政策演进

历程的划分主要有 3 个依据院 一是与奥运会相关的

重大事件袁 如北京夏奥会成功举办或北京冬奥会申

办成功曰 二是与北京夏冬奥运会有关的国家重要体

育政策的颁布曰 三是与北京夏冬奥运会相关的体育

政策制定的特征袁如政策中与奥运相关的内容表述遥

2001 年北京获得 2008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袁此后

7 年我国进入了奥运会筹备期袁 奥运会也成为这一

时期体育政策的热门议题遥 在北京获得夏奥会举办

权的第二年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

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10]遥随后袁国家体

育总局明确新时期国家体育工作的任务是 野抓住这

一历史机遇渊筹备和举办北京夏奥会冤袁迎接挑战袁加
快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袁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袁 并借此推动我国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冶[11]遥而这一目

标和战略决策也在这一时期重要标志性政策文件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

育工作的意见曳中进行了充分表述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这份文件是继 1984 年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

育运动的通知曳 之后再次在中央层面颁布的体育政

策文件遥 上一次颁布的背景是中国参加 1984年洛杉矶

奥运会袁并在奖牌榜上名列第四袁而这一次则是在历

史性取得夏季奥运会举办权后遥更为重要的是袁体育

在中国社会的价值定位表述也在这份文件中发生了

明显变化遥分析这份政策的文本袁发现体育在中国社

会中的价值由原来的野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尧民族的强

盛尧 国家的荣誉和加强同世界人民的团结友谊及国

防力量冶[12]转变为野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

标志袁 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

体现冶[11]遥 此外袁北京夏奥会申办成功也促使体育在

中国社会的功能发生变化遥对社会而言袁体育的功能

主要指体育对社会所能发挥的作用和效能 [13]遥 有学

者[14]认为袁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的体育功能经历了从

政治功能为主到侧重经济功能袁 再到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的演变过程遥 分析这个时期与奥运相关的体育

政策文本发现袁国家政策在定位野体育的功能冶时明

显开始与世界接轨遥 比如袁在表述上从之前的野通过

奥运会提升竞技水平和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冶袁转
变为 野为用奥林匹克宗旨激励和教育中国年轻一代

提供难得的机会冶野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事业在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冶[15]遥 显然袁国家希望通过

举办奥运会积极扩大体育渊包括奥林匹克运动冤的教

育功能在我国社会的影响遥 而这一变化同样出现在

叶体育事业野十一五冶规划曳这一份政策文件中遥 该文

件指出袁野奥运会的举办将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

供重大机遇和新的动力冶袁 而体育事业则被赋予了

野发挥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尧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方面的独特作用遥 冶[16]由此可见袁面对世界处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中国不仅希望通过举办北京夏

奥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袁唤起国人对体育功能和价

值的重新定位袁而且期望奥运会能使中国体育的发

展与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冶联系在一起袁而
这也因此成为新世纪后我国体育政策的一个显著

特征遥

北京夏奥会的成功举办成为中国体育整体发展

的转折点袁 促成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战

略的开启袁也为中国体育留下一笔宝贵的奥运遗产遥
事实上袁在北京夏奥会之前袁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媒体

对奥运会后的中国体育走向有着共同的期许院野奥运

会后中国体育应该把侧重点放在大众体育上冶 [17]袁金
牌榜第一袁奖牌榜第二不等于体育强国 ,中国仍在

追赶体育强国的路上[18]遥 2008 年 9 月 29日袁时任中共

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北京奥运会尧 残奥会总结

表彰大会上提出野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

迈进冶这一战略目标[19]遥 2009 年袁在第十一届全国运

动会开幕之际胡锦涛同志又一次强调 野努力推动我

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冶遥这 2 次重要讲话也

被学者们广泛认为是中国确定野向体育强国迈进冶战
略的正式开启[20]遥从这 2 次讲话中袁可以得出两点结

论院第一袁北京夏奥会的成功举办袁有力推动了我国

体育事业的长足发展袁 促成了我国体育强国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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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曰第二袁野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尧促进经济社

会的发展中袁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冶是
我国体育强国目标的实现路径[21]遥 显然袁这一表述既

是对新世纪野体育功能冶扩大的延续袁也为我国体育

强国之路指出方向遥 中国的体育政策对如何实现体

育强国内涵表述基本是抽象尧概括性的袁且缺乏系统

性的论述遥直到 2014 年叶人民日报曳发表的时任国家

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的 叶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冤曳 中才对

体育强国有了明确的内涵表述遥刘鹏认为袁我国实现

体育强国主要通过 4 个方面院 不断拓展群众体育的

广度和深度袁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新追求曰优
化结构袁 增强后劲袁 进一步提高竞技体育的综合实

力曰夯实基础袁改革创新袁努力提高野三大球冶水平曰
创新思路袁完善政策袁进一步加快体育产业发展 [22]遥
至此袁 北京奥运会促进体育强国的启动阶段和官方

表述基本完成遥

重视体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自野十五冶期间

就被放在国家政策的重要位置袁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袁 发挥申办和举办奥运会以实现体育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作用被逐步升级遥 叶体育事业发展野十二

五冶规划曳渊2011 年冤将体育对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

作用设定为 野坚持促进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

结合袁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经济尧政治尧文化尧社会尧
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对外交往中的综合功能和独特作

用冶[23]遥 随着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

的若干意见曳的颁布袁国家政策层面对体育促进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更高期许和要求遥 野十三五冶时期

渊2016要2020 年冤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

段袁野体育在增强人民体质尧服务社会民生尧助力经济

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冶遥特别是为了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袁体育被要求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以
服务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冶[24]遥

这一时期国家颁布与奥运会相关的重要体育政

策最多遥 表 1 显示袁在 31 份与北京夏冬奥运会有关

的国家体育政策中袁2015要2021 年期间有 21 个袁占
67.7%遥此外袁在政策文本的表述中袁北京夏冬奥运会

渊特别是北京冬奥会冤也从早期被期望实现体育促进

扩大体育消费的目标袁逐渐升级为助力体育促进与经

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尧 多元价值升级和城市区域发展

等更具体的现实目标遥 比如袁叶体育事业野十一五冶规
划曳渊2006 年冤 指出袁野2001 年北京赢得第 29 届奥运

会的举办权冶对野活跃体育消费袁促进体育市场发育

和体育产业规模发展冶的重要作用[25]遥 而 2015年北京

获得 2022 年第 24 届冬奥会主办权后袁 中央政府希

望通过举办冬奥运会促使体育助力中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袁 不仅再次把体育放置在国家政策和整体战略

布局的重要位置上袁 而且也赋予了体育多元的价值

诉求遥

政策的主题分析可以帮助了解政策文本的主旨

与目的袁 通过分析体育政策中与北京夏冬奥运会相

关的内容可以帮助了解北京夏冬奥运会在不同时期

对体育政策影响的侧重点遥 本文采取内容分析法对

与北京夏冬奥运会有关的 31 份政策文本的相关内

容进行逐级编码和核心主题的提取袁 经过二次编码

后共鉴定出 18 个不同政策主题遥图 1 显示的主题在

政策中出现的频次是有差异的遥 受奥运影响最显著

排位前 4 的主题依次是 野冰雪运动 渊含冰雪旅游冤冶
渊21 次冤袁野群众体育 渊含全民健身冤冶渊16 次冤袁野竞技

体育冶渊11 次冤袁野绿色渊低碳尧生态冤奥运理念冶渊10 次冤袁
野区域协同发展冶渊9 次冤遥 进一步分析后发现袁北京夏

冬奥运会影响体育政策变化的主题呈现如下特征遥
第一袁野冰雪运动渊含冰雪旅游冤冶在 2015 年后迅

速成为与北京夏冬奥运会相关政策的热点主题袁其
在政策中出现的全部频次均发生在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筹备期渊2015要2021 年冤遥 特别是袁2018 年 2 月

至 2021 年 12 月袁 不到 4 年的时间内国家层面颁布

了 12 项与北京冬奥会有关的野高级别冶的体育政策 ,

占相关政策的 38.7%渊表 1冤袁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冰

雪运动的普及和冰雪产业的发展遥 据中国旅游研究

院发布的叶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渊2023冤曳,虽然受

新冠病毒以及消费升级等因素影响袁2016 年以来我

国的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人均消费规模呈现 V 型

发展特征 [26]袁但 2021要2022 年冰雪季我国冰雪休

闲旅游人次达到 3.44 亿袁冰雪休闲旅游收入达到了

4 740 亿元袁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7]遥
第二袁野群众体育渊含全民健身冤冶在北京夏冬奥

运会影响国家体育政策主题中的重要性逐渐突显遥
在北京夏奥会举办之前袁 国家政策对群众体育的关

注点虽然很多袁但政府的实际投入相对较少[28]遥相比

而言袁 无论在政治上的关注袁 还是财政上的实际投

入袁国家都将竞技体育作为战略投入的重点[29]遥北京

夏奥会不仅扩大了我国全民健身和群众体育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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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袁也进一步促进全民健身事业的战略升级遥为纪

念北京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袁国务院将每年 8 月 8 日

定为野全民健身日冶,倡导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加体

育健身运动[30]遥 在 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的叶关于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 中袁
全民健身被上升为国家战略遥 2015 年北京获得冬奥

会主办权之后袁 全民健身主题在国家政策中的位置

则更为突显遥在北京申办冬奥的过程中袁政府和北京

冬奥申委向国际社会承诺北京冬奥会将 野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冶遥随后袁国家相继颁布了叶冰雪运动

发展规划渊2016要2025 年冤曳叶野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冶实施纲要渊2018要2022 年冤曳叶关于以 2022 年北

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曳 等一系

列重要文件袁巩固拓展了野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冶的战

略成果袁并通过实施冰雪运动野南展西扩东进冶战略袁
极大推动我国冰雪运动设施的建设袁全面提升了冰雪

运动在我国的普及程度和冰雪产业的发展水平[31]遥
第三袁另一个突出的政策主题是野绿色渊低碳尧生

态冤奥运理念冶遥 虽然该主题出现的频次并不是最多,但

却贯穿了北京夏冬奥运会的相关政策遥 北京夏奥会提

出野绿色奥运冶的办奥理念遥 事实上袁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国际奥委会对申办城市的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

高袁并将环境作为评估申办城市能否达到要求的关键

性因素[32]遥 为了实现野绿色奥运冶理念袁北京奥组委和

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措施以改善北

京城区的环境袁比如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袁控制

机动车尾气排放以及建立市场化的优质能源供应体

系等 [33]遥 北京冬奥会则不仅延续了野绿色奥运冶的理

念袁而且拓展为全面落实野绿色办奥冶+野双碳冶目标的

办赛理念遥从北京夏奥会的野绿色奥运冶到北京冬奥会

的野绿色冶的办奥理念袁其背后是中国坚定深入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战略布局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我
国推进经济尧政治尧文化尧社会尧生态文明野五位一体冶
的总体布局袁而野绿色尧低碳冶理念则是其重要内容袁并
对冬奥会的办赛理念的形成有显著影响遥为落实以上

理念袁北京冬奥组委和京张两地政府从赛事举办地建

设清洁电力的生产尧运输与应用袁到冬奥会火炬燃料

使用氢能袁都完美地演绎了野绿色环保冶的理念遥 而北

京夏冬奥组委践行野绿色尧低碳尧环保冶可持续的理念袁
不仅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袁也使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参与者尧贡献者尧引领者遥
第四袁 相比北京夏奥会筹备期袁野体育区域协同

发展冶 在北京冬奥会筹备期间相关政策的主题中格

外突出遥 21 世纪以来袁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是经济

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袁 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

是产业结构调整 [34]遥 随着我国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袁 地方竞争性的发展方式弊端重重且已不

可持续袁 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协同发展变得非常必

要袁 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方式也已经成为当前我

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 [35]遥 2015 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指出袁野要重点实施耶一带一路爷建设尧京
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遥冶在这个背景

下袁北京冬奥会筹备和举办无疑将加速国家京津冀尧
长三角等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遥从政策上看袁这
期间不仅有明确指向北京冬奥会促进区域体育一体

化发展政策文件渊如叶京津冀健身休闲运动协同发展

规划曳冤袁 而且多份政策文件中也强调在政策的执行

和实施过程中努力做到 野奥林匹克运动与国家区域

发展的双赢冶政策指向袁如野结合主办城市发展目标

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编制冶尧野实现奥林匹克

运动与城市尧 区域发展的双赢冶渊叶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曳冤尧野积极推进京津冀尧
长三角尧粤港澳尧海峡两岸等区域内体育协调发展冶
渊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冤渊表 2冤遥

对比北京夏奥会前后袁特别是与 2015 年获得北

京冬奥会举办权后的政策文本袁可以发现袁奥运会在

政策话语表述中的作用发生了明显变化遥 2008 年以

前的政策话语更强调奥运会的政治意义和我国竞技

体育成绩在奥运会中的表现遥 比如袁2002 年颁布的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

育工作的意见曳中有如下表述院野成功赢得 2008 年奥

运会举办权袁充分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袁
对推动新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噎噎提高我国的

国际地位袁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遥 冶再如袁叶体育事业

野十一五冶 规划曳 的 野以筹办 2008 年奥运会为契机

噎噎积极开创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袁 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噎噎充分发

挥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作用袁 让体育

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袁 成为时

代精神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冶遥
强调奥运会与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特点

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和野百年奥运情缘冶不无关系遥 徐

国琦 [36]55 教授将奥林匹克运动会描述为野民族主义

和国际主义的混合体冶袁将中国野奥林匹克梦冶的理解

置于体育和民族主义语境中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袁
中国对国际地位的追求和在民族之林中中国人的

野身份认同迷恋冶是前所未有的 [36]57袁他的解释为理解

奥运会在中国的潜在意义及其政策话语作用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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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政策名称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主题

2001 叶北京 2008 年

奥运会申办报

告曳
2008 年奥运会将为用奥林匹克宗旨激励和教育中国年轻一代提

供难得的机会袁同时也将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事业在中国和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曰北京奥运会将促进文化的交流曰以举办 2008
年奥运会为契机袁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竞技水平曰强化奥运

战略袁加强竞技体育研究袁进行项目合理布局和结构调整袁优化资
源配置曰充分发挥奥运战略导向作用曰实施奥运科技行动计划

发挥奥运的教育功能袁 开展奥

林匹克和爱国主义教育曰 奥运

对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展示袁
奥运促进文化交流曰 奥运促进

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
的提升

体育教育功能

体育文化功能

竞技体育

2002 叶2001要2010

年奥运争光计

划纲要曳
北京 2008 年举办奥运会为体育科技工作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曰提高兴奋剂检测水平袁圆满完成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对兴奋剂

检测任务

奥运促进竞技体育科技水平和

兴奋剂检测技术

竞技体育

体育科技

2002 叶2010 年体育
科 技 发 展 规

划曳
努力把 2008 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办成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
会袁加快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体育文化需求

奥运促进体育事业发展袁 满足
人民体育需求

体育文化功能
国家体育事业

2019 叶体育强国建

设纲要曳
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为契机袁 弘扬冰雪运动项

目文化曰做好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尧冬残奥会备战参赛工作袁不断

提高冰雪竞技水平曰积极推进京津冀尧长三角尧粤港澳尧海峡两岸
等区域内体育协调发展

奥运促进冰雪运动发展曰 奥运

促进冰雪项目竞技水平的提

升曰促进区域内体育协调发展

冰雪运动

体育文化功能

竞技体育区域
协同发展

2021 叶体育总局关

于在 野第八届

全国大众冰雪
季冶 期间广泛

开展群众性冰
雪赛事活动的

通知曳

大力推广普及冰雪运动袁推动野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冶袁为北

京冬奥会营造浓厚氛围曰营造野迎冬奥冶浓厚氛围袁奋力实现野带动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冶目标曰发挥好叶冬奥特刊曳等媒体平台的作
用袁大力宣传参与冰雪运动对促进身体健康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

筹办好 2022 年冬奥会的重要意义袁形成冰雪运动浓厚氛围曰助力
北京冬奥会筹办袁推动野十四五冶期间群众性冰雪运动持续蓬勃发

展意义深远

冬奥会带动推广普及冰雪运

动曰冬奥会野带动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冶目标实现曰奥运会促进
开展体育健康促进的教育宣

传曰 奥运会助力体育开展群体
性冰雪运动发展及普及

冰雪运动

群众体育

健康教育

表 2 相关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渊部分冤

分析视角遥 中国过去近百年经历的野屈辱历史冶使中

国政府和人民渴望被世界所接纳和承认袁 向世界展

示一个重建的中华民族的正面形象袁 而奥运会无疑

是最好的媒介和选择遥如果说奥运会的政治尧经济和

文化影响被认为是其野外在功能冶袁那么野内在功能冶
可以理解为其对教育尧健康促进尧娱乐和文化传承的

影响袁这是所有体育运动所共有的遥在北京夏奥会举

办前袁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野外在功能冶袁特别是

政治含义在国家体育政策中得到直接和积极的阐

述袁 并被认为是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

动力[37]遥
北京夏奥会之后袁 特别是北京冬奥会筹备期的

体育政策虽然坚持强调奥运会的外部功能渊特别是政

治因素冤袁但增加了野国际主义冶的元素和野国际合作交

流冶的要求遥比如野奥运会作为国际竞技体育最高水平

的综合性赛事袁经过百年的发展袁已经成为国家间交

流尧竞争尧合作的重要平台袁成为展现国家形象和综合

实力的重要窗口冶[38]野新型外交战略将为展现体育文

化软实力提供广阔舞台袁 筹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等

国际大赛将不断提升中国体育的国际影响力冶[24]遥
另外袁 北京冬奥会筹备期的国家体育政策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奥运会野为国争光冶的民族主义诉求的

同时袁逐渐形成野多元的冶尧注重野现实主义冶的话语

表述方式遥这一点主要表现在 2 个方面院一是在奥运

会的野外部功能冶影响中增加了明确的野国家战略冶指
向遥 2008 年之后,奥运会影响国家战略不再是抽象或

笼统表述为奥运服务于野我国体育事业冶或野国家改

革与发展冶袁而是有了更明确的指向袁如野奥运会的举

办成为展现国家形象和综合实力的重要窗口冶野北京

冬奥会将不断提升我国体育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

力冶野以筹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袁大力推动冰

雪运动开展和产业发展水平冶野以 2022 年冬奥会历

史机遇推动京津冀健身休闲运动协同发展冶遥二是政

策中增加了奥运会野内在功能冶的表述袁即对教育尧健
康促进尧娱乐和文化传承影响的多元诉求遥比如袁野促
进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在校园体育教育中

的发展冶渊叶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小学生

奥林匹克教育计划曳冤袁野为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

及中国志愿服务事业进步作出有力贡献噎噎着眼于

促进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发展袁 积累并转化志

愿服务工作的人文知识遗产尧人才遗产冶渊叶北京2022 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志愿服务行动计划曳冤遥

借鉴 Preuss 鉴别大型赛事影响导致变化分类

的理论分析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国家政策变化的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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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遥 就 A 类奥运会导致的政策变化而言袁 在北

京夏奥会渊2001要2008 年冤和北京冬奥会筹备期间

渊2015要2021 年冤没有本质区别遥 比如袁都有对野弘扬

奥林匹克精神袁 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争取运动

成绩袁 全面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竞技水

平冶渊叶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渊2001要2010 年冤曳和叶奥运

争光计划纲要渊2011要2020 年冤曳冤的要求遥可见袁这一

政策的变化并不受北京作为奥运举办城市的影响遥
B 类奥运导致的政策变化可以理解为奥运举办城市

或地区即使没有奥运会也会有某些变化渊比如城市

的基本设施建设冤袁但由于举办奥运会而加速了这些

变化的发展遥就这类政策变化而言袁虽然北京夏冬奥

运会都有对举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袁但北京冬

奥会的影响政策变化更明显遥 比如袁叶北京冬奥会的

申办报告曳叶北京冬奥会遗产战略计划曳叶体育强国建

设纲要曳叶冰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渊2021要2023 年冤曳
等政策文件均明确提出以奥运会为契机促进京津冀

地区的体育尧冰雪运动和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袁以及

进一步提升区域协同发展的能力遥 Chalip[39]认为袁赛
事利用意味着野围绕赛事渊如奥运会冤本身进行的活

动袁寻求从赛事中获得最大的长期利益冶遥当 2015 年

中国积极申办北京冬奥会之时袁 恰逢国家提升软实

力和推动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的关键期遥 冬奥会的成功

申办袁无疑对展示国家新形象尧普及冰雪运动尧体育

产业升级和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遥 显然袁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袁国家有意识地增强了

奥运会赛事利用的意向袁 这也成为北京冬奥会期间

国家体育政策变化的一个鲜明特点遥 C 类政策变化

可以理解为奥运会导致举办城市或地区发生的变

化袁 而这些变化本来不是一个城市的长期发展规划

内的发展遥 这类变化在冬奥会期间体育政策中突出

表现为野利用 2022 年奥运会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冶野抓住冬奥筹办契机袁 推动冬季运动从东北向整

个中国普及推广冶渊叶野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冶实
施纲要渊2018要2022 年冤曳冤遥 该项政策不仅为北京冬

奥会的申办作出贡献袁 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举办城

市和举办地区的冰雪运动发展遥比如袁为促进举办地

冰雪运动的发展和助力冬奥会的举办袁 北京市和河

北省分别出台了 叶关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

渊2016要2022 年冤曳和叶关于创新冰雪运动发展体制

机制的实施意见曳遥D 类变化表现为奥运会对之前赛

事场馆利用方面的政策要求遥北京冬奥会是叶奥林匹

克 2020 议程曳颁布后第一届从筹办之初就全面规划

管理奥运遗产的奥运会遥 叶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曳 [40]明确提出野充分利用北京

夏奥会已建的场馆袁节省办赛成本冶的办奥理念遥 比

如袁国家速滑馆野冰丝带冶利用了北京夏奥会临时场

馆曲棍球场和射箭场用地曰 夏季奥运会修建的主游

泳馆野水立方冶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变身为野冰立方冶遥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常宇曾表示袁野北京赛

区的 13 个冬奥场馆中有 11 个将利用夏季奥运会遗

产遥 冶[41]而对于北京来说袁如果没有北京冬奥运会的

举办袁 北京夏奥会留下的遗产可能不会得到更充分

的利用遥 这也使得北京冬奥会在遗产的野可持续性冶
方面明显区别于北京夏奥会遥

第一袁 以北京夏冬奥运会为导向的国家体育政

策演进呈现出 3 个特色鲜明的时代特征遥 在北京夏

奥会的筹备期间渊2001要2008 年冤袁北京夏奥会的申

办成功和筹备促进了体育功能和价值的重新定位袁
在国家体育政策上呈现出从突显政治功能到兼顾经

济功能袁再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与世界接轨的特征遥
在后北京夏奥会时期渊2008要2015 年冤袁北京夏奥会

进一步推进我国体育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

战略开启遥 而在北京冬奥会筹备期渊2015要2021年冤袁
北京冬奥会在国家政策上显著表现出助力体育促进

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尧 多元价值升级以及体育区

域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遥
第二袁 北京夏冬奥运会影响国家体育政策的发

展呈现多元化特征遥从政策主题看袁野冰雪运动渊含冰

雪旅游冤冶野群众体育渊含全民健身冤冶野体育区域协同

发展冶野绿色渊低碳尧生态冤奥运理念冶不仅是相关政

策的热点主题袁而且在北京冬奥会筹备期格外突出遥
从政策话语看袁 奥运会在政策话语表述中的作用发

生了明显变化院 从北京夏奥会举办前更强调奥运会

的政治意义和竞技体育成绩在奥运会中的表现袁向
降低奥运会野为国争光冶的民族主义诉求及呈现野多
元的冶尧注重野现实主义冶的话语表述方式转变遥

第三袁 北京冬奥会导致政策变化的后续效应更

清晰遥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院一是北京冬奥会期间国

家有意识地增强了赛事利用的意向袁 确立和实现了

野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冶的宏伟目标曰二是国家利用

筹办冬奥运的契机袁 明确提出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

的战略部署曰 三是通过制定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遗产战略计划袁 奥组委和政府通过宣传展示冬奥会

带来的长期收益和积极影响袁 更加注重扩大公众参

与度和提升奥运会的影响力遥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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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袁 应充分借鉴北京夏冬奥运会的

成功经验袁保护和利用好奥运遗产袁在政策制定及落

实方面袁与城市发展相结合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遥 第

一袁 我国在制定包括奥运会在内的综合性大型体育

赛事相关的体育政策时袁 应进一步将大型体育赛事

与举办城市和地区已有的体育发展目标进行有机融

合袁制定赛事的遗产计划袁扩大赛事的功能及对举办

地区的经济社会和体育发展的促进作用遥第二袁应以

城市规划为起点袁采取多元化的政策部署袁将赛事融

入城市的长远发展袁制定各行各业的协同发展机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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