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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奥运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既是解决当前奥运会可持续发展现实瓶颈的根本

途径，也是奥运会未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运用文献资料、归纳演绎等研究

方法对新时期奥运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瓶颈进行梳理和分析，对新时期奥运会可持续

发展的实践探索进行归纳和总结，对新时期奥运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和

探讨。发现：新时期奥运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申办国家日益减少、赛事规模持续壮大、

制约因素逐步增多、奥运丑闻屡禁不止及商业因素过分渗透等现实瓶颈，国际奥委会

当前主要通过实施奥运营销新举措、支持和保护干净运动员、促进承办城市可持续发

展、创新奥运会东道主选举等举措对奥运会可持续发展进行实践探索。建议：支持东

道主实施“奥运国家品牌计划”，实现国家奥委会增收和创收；采用“邀请制”和

“申请制”相结合的双轨运行模式，最大程度拓展奥运会东道主目标群体；推动“多

城同办”和“多国同办”，最大程度减轻奥运会承办国家或城市负担；优化奥运会商

业开发的权益分配，提升世界各国家和城市申办奥运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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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h selec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Olympic Games in the new era is not only the 

fundamental way to solve the bottleneck of the curr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Olympic Gam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Olympic Games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combs and analyses the practical bottleneck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Olympic Games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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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受“经济因素”和“政

治因素”的影响，奥运会的发展面临重大生存危机。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争影响，1940 年和 1944 年的两

届奥运会被迫取消［1，2］。20世纪 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

许多国家奥运组委会都在为“筹集资金”和“缓减政治

干预”而发愁。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由于政治原因，对

奥运会顺利举办带来巨大影响［3，4］；1976 年的蒙特利尔

奥运会，由于场馆建设管理不善和耗资巨大，造成了蒙

特利尔市的巨大赤字。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1984 年洛

杉矶奥运会及 1988 年汉城奥运会的举办因受到美苏之间

“冷战”的严重影响［5］，参与的国家和运动员数量显著

减少，举办的效果和水平颇受诟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到 70 年代后期，愿意承办奥运会的城市只剩下美国的洛

杉矶［6］，也正是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商业运作的巨大

成功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奥运经济成功的典范［7］，使奥运

会的举办权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香饽饽”，愿意申办

的国家和城市的数量显著增加，与之前的申办情况形成

巨大反差。数据显示，1992—2020 年间的 8 届夏季奥运

会总共有 39 个来自 27 个国家的城市申办奥运会，其中

也包括两次或多次尝试的申办城市，而国际奥委会总共

收到 59 份奥运会投标，平均每届奥运会收到 7.4 个。整

体来看，1984—2019年间奥运会走过了飞速发展的35年，

奥运会的国际影响力和经济效应显著提升。截至目前，

奥运会发展又一次面临 1984 年之前的窘境。虽然国际奥

委会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以改善现状，但效果并不

明显，而且还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质疑，因此，如何缓

减和解决这些现实难题并探索出一条科学可行的发展路

径，成为新时期国际奥委会发展与改革的重要方向和现

实挑战。

2  时代危机：新时期奥运会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现实瓶颈

2.1  申办国家日益减少

申办国家的多寡，是奥运会社会影响力和商业潜

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奥运会未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保障。从最近几届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申办情况来

看，受资金投入、政府扶持、民意支持等因素影响，

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或反对国家和城市申办奥运会。

2020 年夏季奥运会申办过程中，起初共有六国参与申

办，随后，阿塞拜疆巴库、卡塔尔多哈、意大利罗马

等三个城市因政府不支持等原因退出申办，最终在土

耳其伊斯坦布尔、西班牙马德里、日本东京三个城市

中通过投票确定日本东京为 2020 夏奥会举办国。2022

年冬奥会申办过程中，原来有五个城市进行申报，其

中波兰的克拉科夫、乌克兰利沃夫、挪威的奥斯陆分

别因民众反对、政治动荡、财政不支持放弃申报，最

后在中国北京—张家口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中投

票选择了中国北京—张家口［8］；2024 年的夏奥会最初

有意大利、美国、法国、德国、匈牙利等五国参与申

办，申办过程中，德国汉堡因市民反对退出申办，意

大利罗马市长明确表态反对申办，匈牙利城市布达佩

斯最后时刻也宣传放弃申办。最后，只有美国的洛杉

矶和法国巴黎两个城市申报 2024 年夏奥会，为了奥林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and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Olympic Games in the new period. It is found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Olympic Games in the new era is facing the realistic bottlenecks of the decreasing number of bidding countries, 

the sustained growth of the scale of the events,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restrictive factors, the repeated prohibition 

of Olympic scandals and the excessive penetration of commercial factors. At present, Taking new measures of 

marketing, supporting and protecting clean athletes,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ost cities and 

innovating the host election of the Olympic Games are mainly explored in practi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Olympic Games. Suggestions: Creating the “Olympic National Brand Plan” to realize the income increase 

and income generation of th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using “multi-city co-operation” and “multi-country 

co-operation” to minimize the burden of the host country or host city; using the mode of “invitation system” and 

“application system” to maximize the expansion of main target groups of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Olympic Games; 

Optimi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the Olympic Games, Enhancing 

the enthusiasm of the Olympic bid. 

Key words: New era; Olympic Gam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alistic bottleneck; Practical exploration; Path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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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 年夏奥会分别于法国巴黎和美国洛杉矶举行。申

办国家和城市的日益减少，使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面

临重大危机和挑战［9］。

匹克运动的顺利健康发展，国际奥委会 130 届全会在

瑞士洛桑举行投票，决定 2024 年和 2028 年夏季奥运

会的承办城市将同时产生，最后决定 2024 年夏奥会和

表 1  2020—2028 年奥运会申办情况统计一览表

奥运会类别 意向阶段 申报阶段 评选阶段 日本东京

2020 夏奥会
阿塞拜疆、卡塔尔、意大
利、土耳其、西班牙、日
本（六国）

阿塞拜疆巴库、卡塔尔多哈、意大利罗
马等三个城市因政府不支持及其他原因
退出申办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西班牙马
德里、日本东京

中国北京—张家口

2022 冬奥会
波兰、乌克兰、挪威、中、
哈萨克斯坦（五国）

其中波兰的克拉科夫、乌克兰利沃夫、
挪威的奥斯陆分别因民众反对、政治动
荡、财政不支持放弃申报

中国北京—张家口和哈萨克斯
坦的阿拉木图中投票选择了中
国北京—张家口

法国巴黎

2024 夏奥会
意大利、美国、法国、德
国、匈牙利（五国）

德国汉堡因市民反对退出申办，意大利
罗马市长明确表态反对申办，匈牙利城
市布达佩斯最后时刻也宣传放弃申办

美国的洛杉矶和法国巴黎 美国洛杉矶

2028 夏奥会
国际奥委会 130 届全会在瑞士洛桑举行投票，决定 2024 年和 2028 年夏季奥运会的承办城市将同时产生，最后决定
2024 年夏奥会和 2028 年夏奥会分别于法国巴黎和美国洛杉矶举行

2.2  赛事规模持续壮大

从奥运会最近 30 多年的发展变化来看，无论是夏

季奥运会还是冬季奥运会，赛事规模整理日益壮大，参

赛国家、参赛运动员、参赛项目整体呈现显著的上升趋

势。赛事规模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反映了奥运会国际影

响力和商业价值的快速提升，但另一方面，赛事规模的

快速增长也给奥运会举办国带来较大压力，奥运场馆建

设、奥运村建设、住宿、交通、医疗、兴奋剂检测、安

全保障、通信服务等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考虑到 1988

年以前的历届奥运会受到战争、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以及

参考数据的可比性及一致性等，这里主要选取 1992 年

至 2018 年间的赛事规模数据进行分析和比较。需要说

明的是，1990 年没有奥运赛事，夏季奥运会、冬季奥

运会都于 1992 年进行。数据表明，1992—2018 年间，

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的规模都不断壮大。其中，冬

季奥运会参赛国家从64个增加到92个，增加了28个，

增加幅度 43.8%；参赛运动员从 1801 位增加到 2833 位，

增加了 1121 位，增加幅度 62.2%；参赛类别从 57 个小

类增加到102个小类，增长45个，增加幅度79.0%。其中，

夏季奥运会参赛国家由从 169 个增加到 207 个，增加规

模 38 个，增加幅度 22.5%；参赛运动员从 9356 位增加

到 11238 位，增加 1882 位，增加幅度 20.1%；参赛类

别从 257 个小类增加到 306 个小类，增加规模 49 个，

增加幅度 19.1%（表 2）从统计数据不难看出，1992—

2018 年间奥运会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夏季奥运会和冬

季奥运会的规模都得到了显著的增长，不仅如此，接下

来的几届奥运会规模还有进一步壮大的趋势。2024 年

夏季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原则性同意巴黎奥运会增设霹雳

舞、滑板、攀岩及冲浪四个大项。不难想象，随着奥运

会的赛事规模的持续壮大，如果不进行合理控制，未来

奥运会将可能会因为规模过于庞大而打击奥运会申办国

家和城市的信心和积极性。

表 2  1992—2018 年奥运会参赛规模情况统计

类别 届别 参赛国家 运动员 参赛项目

冬
季
奥
运
会

1922 阿尔贝维尔冬奥会 64 1801 57

2018 平昌冬奥会 92 2833 102

增长规模 28 1121 45

增长比率 43.8% 62.2% 79.0%

夏
季
奥
运
会

1922 巴塞罗那夏奥会 169 9356 257

2016 里约热内卢夏奥会 207 11238 306

规模增长 38 1882 49

增长比率 22.5% 20.1% 19.1%

2.3  制约因素逐步增多

自 1984 年以来，历经 35 年的发展，奥运会发展的

消极因素不断增加。一是政府和民众意愿降低。从历届

的奥运会举办的经验来看，奥运会举办所带来的影响深

远，因奥运会的举办资本投入巨大［10］，众多国家或城

市承办之后政府负债累累，而赛后体育场馆的运营及商

业开发也面临巨大挑战，所以政府支持及民众意愿受到

打击。数据表明，自 1984 年以来，申办奥运会的国家不

断增加，且少有主动退出申办的城市，其中 2004 年雅典

奥运会、2012 年伦敦奥运会等多届奥运会的申办城市更

是高达 9 个，然而自 2016 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以来，这

一情况得到根本性改变，申办城市逐步减少。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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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 年的奥运会申办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城市

由于政府支持、民众反对、财政不支持等原因退出奥运

会的申办。因政府反对，阿塞拜疆巴库和卡塔尔多哈退

出 2020 夏奥会的申办，意大利罗马退出 2024 夏奥会的

申办；因市民反对，波兰克拉科夫和德国汉堡分别退出

2022 冬奥会和 2024 夏奥会的申办；因财政不支持和政治

动荡，意大利罗马、挪威奥斯陆、乌克兰利沃夫等城市

分别退出2020夏奥会和2022冬奥会的申办［11］。资料表明，

2016 年 7 月 6 日巴西里约的学生们参加了示威活动，并

通过焚烧旗帜表达了对巴西政府投入巨资举办奥运会的

不满和抗议［12］。以上诸类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带来较大

的负面影响，奥运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风险（表

3）。二是申办国家和城市条件限制。奥运会作为目前世

界范围内社会影响力最大、参与国家最多、比赛项目最

广的全球赛事［13，14］，国际奥委会对申办国的体育场馆

设施、基础设施建设、赛事举办经验等都提出了较高标准，

一般的国家难以达到该标准，缺乏承办好奥运会的能力。

表 3  2020—2028 年奥运会申办城市退出情况统计

奥运会类别 退出城市 退出原因

2024 夏奥会 意大利罗马 政府反对

2024 夏奥会 德国汉堡 市民反对

2022 冬奥会 波兰克拉科夫 市民反对

2022 冬奥会 乌克兰利沃夫 政治动荡

2022 冬奥会 挪威的奥斯陆 财政不支持

2020 夏奥会 阿塞拜疆巴库 政府反对

2020 夏奥会 卡塔尔多哈 政府反对

2020 夏奥会 意大利罗马 财政不支持

2.4  奥运丑闻屡禁不止

奥运会申办及举办过程中，各类丑闻频繁出现，对

奥运会未来健康发展带来持续的影响。（1）体育腐败。

众所周知，1984 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商业运作的巨大成

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众多国家纷纷参与到奥运会

主办权的竞争中来，为了获得奥运会举办权，极个别奥

运会申办国家或城市往往采取贿赂国际奥委会委员这种

极端的违规方式来获得选票，大大损害了其他申办国家

和城市的利益，对国际奥委会形象也是巨大的伤害。例

如，2000年奥运会申办过程中就爆出特大贿选丑闻［15］。

1999年 1月22日，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约翰·考兹承认，

他在投票选举 2000 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前夜，塞给了国

际奥委会两名非洲委员共 7 万美元现金［16，17］。这一行

为最直接的结果是中国北京以 2 票的微弱差距将 2000 年

奥运会的举办权交给了澳大利亚悉尼，严重损害了中国

的利益。如果不是“贿选”这一体育腐败事件，中国奥

运会举办应该会提前 8 年。2002 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再

次爆出了盐湖城奥申委贿赂国际奥委会官员的丑闻，一

时引起轩然大波［18，19］。这一事件以多名国际奥委会官

员宣布辞职或被解职，最后才得以平息［20］。这两件事

情的集中爆发为国际奥委会敲响了警钟，在接下来的多

届奥运会申办和举办过程中得到了遏制。在新的历史时

期，贿赂贿选等体育腐败事件是否再次出现，不得而知。

（2）兴奋剂问题。兴奋剂等科技产品的使用使比赛的公

平公正受到巨大影响，有关奥运会运动员服务兴奋剂的

问题不胜枚举，例如，2003 年英国著名短跑运动员就因

服用禁药 THG 而被禁赛两年。而在这之前，为其专门提

供兴奋剂的巴尔科实验室还为其他很多运动员提供兴奋

剂，因兴奋剂研制过程中高科技的使用，从未被检查出来。

在这之后，该运动员在自传中称“在我成为世界上跑得

最快的人仅仅四个月后，我几乎每天都要服药，当时我

就像个会走路的药虫。我一直在服药，而那些先进的现

代化检测手段却什么都没查出”［21］。再如，中国著名

游泳运动员孙扬但凡参加奥运会、亚运会、世界锦标赛等，

都会受到西方国家媒体和运动员的质疑，这与中国游泳

队在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和 1994 年罗马游泳世界锦

标赛“超现象级”表现及随后被查出大范围服用兴奋剂“诺

龙”有关。当然，在全国游泳冠军赛的一次赛内兴奋剂

检查中呈“阳性”为最直接的原因，他被确认服用了违

禁物质“曲美他嗪”，遭禁赛 3 个月处罚，取消 1500 米

冠军，罚款 5000 元。（3）不公平判罚。无论是奥运会

的申办也好，还是奥运会的举办也好，最后都要落实到

具体比赛上，比赛的不公平，将是对世界各国及运动员

核心权益的重大损害。例如，最近非常火的电影《决杀

慕尼黑》让观众看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但严格意义

来讲，这场篮球比赛两次的延长时间和重新开始，对于

比赛处于微弱领先的一方是极不公平的。1992 年巴塞罗

那奥运会，女双决赛在中国选手关渭贞 / 农群华与韩国

选手黄惠英 / 郑素英之间进行，英国主裁判在关键时刻

先后 6 次判定中国选手发球违例，史无前例的发球违例

次数，直接导致关渭贞 / 农群华最终以 1 ∶ 2 惜败。2018

平昌奥运会，中国运动员韩天宇在比赛中的精彩超越很

完美，丝毫没有任何的犯规动作，但是裁判却“意外”

认定了犯规，最终这名小将也遗憾的失去了争夺金牌的

希望。从历届的奥运赛事来看，兴奋剂问题、不公平判罚、

贿赂贿选等事件严重地伤害了各国家、各城市及运动员

们的感情，如何进一步缓减或杜绝类似事件的出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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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国际奥委会及奥运会举办国面前的挑战。

2.5  商业因素过分渗透

商业的渗入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快速

发展和国际化传播，但随着商业因素的过分渗入，奥运

会的竞赛规则、赛事安排等受到较大程度的干预和影响，

且呈愈演愈烈之势，不利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奥运会的商业化运作已经成为现代奥运会发展的

核心动力之一，摆脱了前期奥运会资金筹措困难的窘境，

“TOP 计划”、电视转播权、门票等资产的运营已经和

正在为国际奥委会带来源源不断的巨额收益。据韩国现

代经济研究院的报告，举办冬奥会给韩国经济带来 187

亿美元的收益，10 年后续效益可达 389 亿美元［22］。凡

是都有两面性，奥运会的商业化运营在带来了巨额收益

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约束，影响着奥运会的赛程

和赛制。例如，1988 汉城奥运会的许多比赛本应在下午

或晚上进行，但为满足电视转播权的最大买主美国电视

广播公司的要求，组委会将比赛移到早晨，以顺应美国

东部电视的黄金时间［23，24］。这种变化显然会影响运动

员水平的正常发挥，但受到赞助商和电视转播公司的影

响和限制，历届的奥运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再

如，前不久 2022 北京冬奥会两家乳制品企业蒙牛和伊利

的赞助权益之争，也让世界各国对奥运会赞助权益的保

护问题表示担忧。国际奥委会打破奥运会赞助类别“唯

一性”和“排他性”这些核心条款，与可口可乐公司和

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签署了奥林匹克历史上首个“联

合全球合作伙伴（Joint TOP）协议”，较大程度上损害

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唯一官方乳制品合作伙

伴伊利集团的权益。这势必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赞助要

的商业开发带来较大影响，严重的话，甚至影响到以后

各届奥运会合作伙伴及赞助商的行为和决策。国际奥委

会为使商业化能按照有利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轨道前

进，采取若干控制措施“坚持在奥运会比赛场地及其上

空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广告宣传的原则”［25］，目前来看，

这一重要条款也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内容为“参加奥

运会的运动员、代表队工作人员和其他代表队工作人员，

可以按照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确定的原则，在奥运会

期间将其姓名、照片或者体育赛事用于广告宣传”［26］。

这意味着，奥运期间在比赛场地运动员的个人赞助曝光

不再严格受限［27］。当然，这一改变可被认为是吸引最

优秀运动员参与奥运会的创新举措，但这一商业原则的

改变，将把奥运会引向“过度商业化”的危险境地，所

以如何防止过度商业化，仍是国际奥委会新时期面临的

重要挑战。

3  求新求变：新时期奥运会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实践探索

3.1  实施奥运营销新举措

1984 年以来，从奥运会历届营销发展报告中可以看

出，国际奥委会的营销收益正在稳步增长，每一个奥运

周期都会实现巨额的经济收益。据《2016 里约奥运会

赞助报告》［28］和《2018 平昌奥运会营销报告》［29］可

知，2013—2016 年国际奥委会整体收入实现 56 亿美元，

与 2009—2012 年相比，整体增长率高达 7.6%。整体收

入的稳步增长并没有停止国际奥委会创新营销举措的步

伐，一系列营销新举措得到贯彻落实。（1）开放运动

员个人赞助曝光。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最近将《奥林

匹克宪章》［30］条款 40 中的规定“除非获得国际奥委会

执委会的批准，任何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教练、训练

人员或官员，都不能让自己、自己的名字、照片或者运

动表现在奥运会期间被用于广告目的”［31］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变成“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代表队工作人员和

其他代表队工作人员，可以按照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

确定的原则，在奥运会期间将其姓名、照片或者体育赛

事用于广告宣传”。这一条款之前被认为既是奥运营销

的一条“红线”，也被认为是国际奥委会打击“埋伏式

营销”的利器。这一改变意味着，奥运会期间运动员个

人的赞助曝光不再受到严格限制。条款的修改可以说是

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会使运动员的商业价值更加有

效释放；另一方面很可能造成体育赞助市场短时期的混

乱［32］。（2）签约联合顶级赞助商。2019 年 6 月国际奥

委会发布声明称“可口可乐连同蒙牛乳业成为国际奥委

会的联合顶级赞助商，合作关系持续到 2032 年”［33］。

这一合作协议一下打破国际奥委会多项纪录。一是打破

了奥运会“无联合赞助商”的历史，蒙牛乳业和可口可

乐结合为一个新品类出现。二是打破了奥运会赞助商“唯

一性”和“排他性”的原则，使 2022 年北京—张家口冬

季奥运会同时出现两家乳制品企业，且两家都是中国龙

头乳制品企业。这一合作虽然获得了 30 亿美元的巨额赞

助收益，相当于2013—2016年国际奥委会总收入的一半，

但是却严重地损害了伊利乳业的合法利益，同时也将国

际奥委会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奥运会合作伙伴和

赞助商的权益保护和国际奥委会信誉和声誉受到前所未

有的质疑和挑战。

3.2  支持和保护干净运动员

运动员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他们激励全世界数

亿青少年儿童参与体育运动并反映奥林匹克理想的榜样，

因此，国际奥委会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干净运动员。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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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委会推出了“支持和保护干净运动员行动”［34］，

为“干净运动员”提供赛场内外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对

服用兴奋剂、操纵比赛及相关腐败问题进行打击，并在

教育、测试、科研、后勤、人员配备等方面加大投资力

度。在反兴奋剂方面：（1）国际奥委会已经制定了零容

忍政策来打击服用兴奋剂等作弊行为，并追究使用或提

供兴奋剂产品的责任；（2）严格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条

例》和六项国际标准（违禁品表、测试和调查、实验室、

治疗用途豁免、保护隐私和个人信息、签署方守约），

使反兴奋剂组织在技术领域实现协调；（3）确保《世界

反兴奋剂条例》在整个奥运会期间的强制实施，监督兴

奋剂控制与检测的全过程，并推进兴奋剂控制与检测程

序的独立性；（4）推进兴奋剂独立测试机构的创建，建

立一个更加强大和独立的全球反兴奋剂体系［35］。在打

击操纵比赛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主要措施：（1）通

过《奥林匹克运动会防止操纵比赛准则》《欧洲委员会

公约》《关于刑法起诉的规定》等法规和立法进行约束。 

（2） 通 过《 国 际 奥 委 会 行 为 准 则》（IOC Code of 

Conduct）、预防操纵比赛的网络学习、国际奥委会体育

能力全球诚信建筑方案以及视频、研讨会、比赛等不同方

式来提高相关组织和运动员的认识和能力水平。（3）通

过诚信投注情报系统（IBIS）、国际奥委会诚信与服务热

线、国际武警组织—国际奥委会运动方案（INTERPOL-IOC 

Program）等对操纵比赛行为进行监督、情报收集和事实

调查［36］。体育和社会的所有其他领域一样，腐败在所

难免，面对体育腐败的危机，国际奥委会采取了以下行动。 

（1）为奥运会组委会、残奥会组委会等体育组织在建设

或改造现有基础设施过程中提供帮助，以降低整个采购

周期中的欺诈和腐败风险；（2）熟悉和了解奥运会申办

及举办过程中可以存在的潜在风险和利益冲突，以解决

和管理不同类型的利益冲突问题，减少体育腐败。（3）

积极研制“任期限制”“账务透明”“利益冲突管理”

三个具体的奥运善治指标，通过善治章程和评估工具优

化管理流程，以降低体育腐败风险。

3.3  促进承办城市可持续发展

随着申办国家日益减少、奥运会规模的稳步壮大和

承办国家或城市经济压力不断增大的现实挑战，降低奥

运会承办国家或城市成本成为国际奥委会的重要努力方

向。《奥林匹克议程 2020》［37］点出了国际奥委会推进

奥运会承办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举措。（1）充分评估

申办城市的风险。一是在现有14个申办城市评估标准中，

增加“运动员经验”这一新标准；二是最大限度地使用

现有设施，在没有场馆遗产需要或可以证明需要的情况

下使用临时场馆或可拆卸场馆；三是强化与奥运会利益

相关者的合作，明确主办奥运会的标准和要求，确保奥

运会比赛场馆始终处于世界最先进水平；四是澄清对基

础设施的长期投资和投资回报、业务预算两种不同预算

的要素，并对奥运会的贡献进行全面沟通和广泛推广；

五是候选城市简报中应该包括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国际奥

委会评估委员会之间的现场讨论；六是委员会评估过程

中应重点关注可持续性发展和奥运遗产［37］。（2）降低

奥运承办城市成本。一是通过减少申办城市自我展示次

数、国际奥委会自行承担部分差旅费用、提倡电子文件

发布与沟通、为申办城市提供奥林匹克频道宣传渠道等

方式降低申办费用；二是从“大项封顶”管理向“小项

封顶”管理进行转化，对体育赛事规模进行控制。夏季

奥运会规模控制在运动员 10500 名，注册教练、队医等

运动员支持人员 5000 名，比赛项目 310 个项目；冬季奥

运会规模控制在运动员 2900 名，注册教练、队医等运动

员支持人员 2000 名，比赛项目 100 个项目。与此同时，

国际奥委会允许奥运会组委会提出建议，将一个或多个

附加项目列入该届奥运会的比赛计划。（3）增强奥运管

理的灵活性和经济性。一是国际奥委会根据发展的需要，

建立一个透明的管理程序以降低成本；二是国际奥委会

与利益相关者一起系统地审查服务水平、奥运会会务筹

备和交付情况，以期控制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三是国

际奥委会在需要高度特殊的奥运专业知识的领域为奥运

会组委会提供解决方案［37］。（4）促进顶级赞助商与国

家及地区奥委会的合作。一是支持各国家奥委会和赞助

商利用国家奥委会的资产在地区一级开展赞助活动和赞

助合作；二是创建国际奥委会市场营销研讨会，为国家

奥委会提供有关奥林匹克市场营销最佳做法和成功经验，

不断提升国家奥委会市场营销的服务能力，最大限度地

开展赞助活动；三是将合同义务纳入 TOP 赞助商合作协

议，促进赞助商与国家奥委会的良好接触［37］。

3.4  创新奥运会东道主选举

纵观历届奥运会东道主产生的流程，都是通过“申

请—问卷调查—实地考察—投票表决”这一程序产生，

从国际奥委会最近的改革举措来看，奥运主办国产生由

“申请”向“邀请”转变将是大势所趋。2019 年 5 月 22

日，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对未来奥运会主办国

家或城市选举原则的重大修改，奥运会主办城市由“申请”

调整为“邀请”，未来奥运会主办城市的产生将更加灵

活［38］。这些原则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保持

奥运会的魅力，确保运动员获得最佳体验；二是为世界

上最好的运动员找到最好的东道主；三是维护国际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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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会选举奥运会和青年奥运会东道主的特权；四是确

保普遍性的基本原则；五是确保善治。这些新的原则的

提出完全遵循《奥林匹克议程 2020》［37］中所倡导的可

持续性、继承性及降低成本的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框架内，

工作组还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提议，以避免产生太多的

奥运会申办失败者。这些提议包括：（1）建立一个长期、

持续的对话机制，探讨各国家、地区、城市及国家奥委

会对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和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兴趣；

（2）设立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两个未来的主办委员

会代替之前评估委员会，并评估潜在国家和城市对举办

未来奥运会和青年奥运会的兴趣，同时上报执行委员会；

（3）给予国际奥委会全会更大灵活度，让国际奥委会委

员将从对话开始就参与其中；（4）作为执行委员会的咨

询机构，主办委员会成员由非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构成；

（5）夏季奥运会主办委员会和冬季奥运会主办委员会都

包括国际奥委会、国家奥委会、运动员、国际联合会、

国际残奥委会和大陆代表，其中，夏季奥运会主办委员

会最多10名代表，冬季奥运会主办委员会最多8名代表；

（6）根据夏季委员会和冬季委员会的投入水平，执行委

员会将建立一个战略框架，用来选举产生各奥运会的主

道主，其中，东道主不一定为一个城市，也可以是多个

国家、地区或城市，选举时间也可以是灵活的，可根据

具体的条件和需求来调整［39］。

4  改革创新：新时期奥运会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路径选择
面对奥运会发展的现实瓶颈，国际奥委会虽在奥运

营销、运动员支持与保护、促进承办城市发展、东道主

选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但还远远不够，

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奥运会的发展难题，笔者认为，奥运

会要想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国

际奥委会的重视。

4.1  支持东道主实施“奥运国家品牌计划”，实现

国家奥委会增收和创收

“奥运国家品牌计划”就是指奥运会东道主依托承

办奥运会的契机，结合奥运会的无形资产及本国体育发

展需求，打造和实施奥运品牌计划。具体来说，“奥运

国家品牌计划”的推进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

是国际奥委会应允许东道主依托奥林匹克无形资产，打

造“奥运国家品牌计划”，并改革现有奥林匹克无形资

产利用的细则，以充分体现对东道主体育事业可持续发

展的关注；二是将“奥运国家品牌计划”工作的推动和

实施纳入国际奥委会年度工作清单，并安排专门的部门

进行负责和沟通，并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宣

传和推广；三是为奥运会东道主提供人力、资金、物资、

信息、技术等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确保东道主在“奥

运国家品牌计划”推动过程中少走弯路或是不走弯路；

四是科学设置“奥运国家品牌计划”中国际奥委会与东

道主所在的国家奥委会中的利益分配框架和比例，避免

东道主由于奥运会的举办带来巨大债务，影响未来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就我国而言，国家层面已经在设计和推

动中国奥委会的国家品牌计划，中国奥委会完全可以凭

借举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经验及国际奥委会当前

的发展困境，依托举办 2022 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的机

会，打造“TEAM CHINA”国家品牌计划。

4.2  采用“邀请制”和“申请制”相结合的双轨运

行模式，最大程度拓展奥运会东道主目标群体

面对奥运申办国减少的现实困境，国际奥委会应进

一步改革奥运会东道主选举模式，最大限度扩大奥运会

东道主目标群体。《奥林匹克 2020 议程》中提到奥运会

东道主的产生将由之前的“申请制”转向“邀请制”，

诚然，对于国际奥委会而言，有利于挑选和邀约到更合

适的潜在的奥运会东道主，然而，新的时代背景下，随

着世界各国举办意愿的骤减，奥运会已经逐步由“卖方

市场”转身“卖方市场”，“邀请制”很大程度上会减

弱国际奥委会“议价能力”，与此同时，对于其他潜在

的意向申办国也是一种伤害，因此，直接由“邀请制”

替代之前的“申请制”未必是一种最合适的方式，立足

“申请制”这个根本基础，同时配合“邀请制”，实现

“邀请制”和“申请制”相结合的双轨运行也许是更合

适的奥运会东道主产生方式。当然，由于“邀请制”和

“申请制”这两种东道主产生程序有本质的差异，所以，

实行双轨运行的时候，需进一步明确和优化程序，确保

两种模式有机结合且相得益彰。

4.3  推动“多城同办”和“多国同办”，最大程度

减轻奥运会承办国家或城市负担

整体来看，当前世界各国家和城市申办奥运会的热

情之所以降温，不是看不到奥运会举办对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重要价值，主要是筹备和举办奥运后所产生的巨大

支出和负债。为了奥运会承办国家或城市的负担，国际

奥委会已经指出要通过减少申办城市自我展示次数、国

际奥委会自行承担部分差旅费用、提倡电子文件发布与

沟通、为申办城市提供奥林匹克频道宣传渠道等方式降

低申办费用等方式为奥运会承办国家或城市减负，但这

显然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奥运会承办国家或城市

的负担，以下几个方面要重点考虑。一是最大限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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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赛事规模，逐步降低规模扩大对场馆设施、接待能

力带来的压力以及成本支出；二是最大可能使用现有体

育场馆及可拆卸体育场馆设施，降低场馆建设和运营成

本。例如，可以充分利用高校体育场馆设施优势，以缓

减场馆设施不足及重新建设体育场馆的压力；三是最大

程度实现奥运会“多城同办”，甚至是“多国同办”，

降低某一国或某一城市单独承办奥运会的经济压力。

4.4  优化奥运会商业开发的权益分配，提升世界各

国家和城市申办奥运的积极性

众所周知，奥运会商业开发存在较严重的权益分配

不均问题，“二八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很大程度

上打击了世界各国和各主要城市申办奥运会的意愿，所

以改革奥运会商业开发权益分配方式迫在眉睫。一方面，

要合理优化奥运会商业开发的权益分配，使奥运会举办

国获得更高收入和权益，打破奥运会承办国家或城市

“付出多”而“获益少”的不合理分配模式，提升各国

家和城市申办奥运会的积极性。例如，夏季奥运会的商

业开发收入在国际奥委会与东道主之间的分配比率可从

“7/3”，提升至“6/4”或是“5/5”，这将在根本上增

加东道主的收入水平，减轻奥运会举办的支出压力；另

一方面，在奥运会商业开发收入分配比率调整的基础上，

配合东道主实施“奥运国家品牌计划”，帮助东道主提

升奥运会资产运营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增收和创收。除

了以上提到的几条关键路径之外，国际奥委会还需要为

各国家奥委会尤其是奥运会东道主提供信息、技术等方

面的支持和指导，最大程度实现“信息共享”，确保各

国家奥委会少着弯路及避免不必要的支出和损失。与此

同时，还需要严惩服用兴奋剂、不公平判罚、体育腐败

等行为，不断净化奥运会整体环境。

5  结论
纵观世界体育赛事的发展，奥运会依然是全球性顶

级的体育文化赛事，无论是参赛规模和商业价值，还是

社会覆盖面和社会影响力，都是其他国际体育赛事无法

比拟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奥运会面临申办国家日益减少、

赛事规模日益庞大、制约因素逐步增多等重大挑战和时

代危机，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着奥运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前期发展过程中，国际奥委会正通过实施奥运营销新举

措、支持和保护干净运动员、促进承办城市可持续发展、

完善奥林匹克团结计划、创新奥运会东道主选举等方案

和途径有条不紊地推进奥运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

索。从前期的实践探索来看，在减少奥运会承办国经济

压力，增加奥运会东道主收入水平，缓减兴奋剂、体育

腐败及不公平判罚，完善奥运会东道主选举等方面已经

和正在产生积极的效果，但对于有些关键性的问题，当

前的举措仍然是治标不治本。当然，奥运会当前面临的

难题和挑战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解决和克服的

道路也必然艰难和曲折，国际奥委会只要坚实不移地将

“可持续发展”作为奥运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奥运会发

展过程中肯定能克服新时期发展的瓶颈和危机，进入到

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为人类体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

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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