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丝带”“雪飞天”“雪游龙”“雪如

意”……一座座巧妙蕴含中华文化、中国

创新力和创造力的冬奥场馆，不仅成就

了北京冬奥会的辉煌，让世界领略了独

具魅力的东方之美，也成为造福人民的

宝贵财富。

奥运场馆具有时代性、标志性和引

领性特征，是极为宝贵的奥运遗产。后奥

运时代，场馆如何实现可持续利用，如何

发挥其长久价值，一直是奥运会主办国需

要回答的重要课题。大型体育赛事活动

具有“临时性”的特征。冬奥会又不同于

夏奥会，后者比赛场馆主要集中于城市，

前者则一般分布在城市和山地，因而对场

馆的再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纵观冬奥会发展历史，场馆赛后利

用主要包括四种途径。一是融入城市、回

归社区，为体育俱乐部或民众提供公共体

育服务。如温哥华冬奥会冰球场馆在冬

奥会之后转变为当地橄榄球和冰球职业

俱乐部主场，不少冬奥场馆还成为市民欣

赏体育竞赛和参与健身娱乐活动的场

所。二是以体育为主，建立高水平训练基

地。索契冬奥会后，其跳台滑雪中心、极

限公园等均成为相关项目的训练中心，供

国家队和地方队等进驻训练。三是打造

冰雪产业新高地，助推区域产业升级。曾

是夏季度假胜地的索契，依托部分场馆

多功能转型、合理整体规划和基础设施

建设，成为集滑雪、度假、会议等于一体

的休闲胜地。四是作为临时场地设施在

冬奥会期间使用，赛后恢复原有用途。

都灵冬奥会期间承办冰球比赛

的埃斯波斯兹奥尼体育馆本来由大型会展中心

改建而成，赛后回归原来的功能。

2014年，国际奥委会全会通

过《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改革方

案，将降低奥运会申办和运行成

本、推动可持续发展、提高公信

力和注重人文关怀等作为核心

内容。作为首届从申办、筹办到

举办全过程践行《奥林匹克 2020
议程》的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不仅奉献了一届简约、安

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也在多领

域留下丰硕的遗产成果，奥运场

馆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反复、综合、持久利用原

则，场馆改造贯彻新发展理念。

国家游泳中心的“水冰转换”场馆

可持续利用改造方案和五棵松体育中

心的“冰篮转换”方案，成功实现了场馆的冬

夏两用、四季运营；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场地使用……北京冬奥会最

大程度利用了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场馆遗产，成为奥运

场馆赛后利用的典范。

坚持绿色办奥，场馆建设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北京冬奥

会首次实现所有场馆 100%绿色供电；所有新建室内场馆全部

达到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首

次出台，将可持续发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理念融入雪上运

动场馆建设各环节，在雪上运动场馆绿色建筑方面进行了有

益探索……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穿北京冬奥会场馆建

设、赛时运行、赛后利用等各阶段。

坚持科技引领，场馆设计注重技术创新。以国家速滑馆

为例，场馆首次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碳排放值

趋向于零，是世界上最环保的制冰技术，而场馆设计时采取的

单独控温方式，实现“同时运行、不同使用”目标。以北京冬奥

会为抓手，科技创新技术的应用，为场馆赛后的分区利用提供

了技术支撑。

坚持服务人民，场馆规划立足长远。北京冬奥会场馆在

规划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到赛后利用问题，兼顾竞赛需要和

群众需求，统筹规划、同步设计。如国家游泳中心改造阶段新

建的冰上运动中心，成为向青少年推广冰上运动的新基地，也

成功吸引了世界冰壶联合会与中方合作在此设立我国首个

“世界冰壶学院培训中心”。再如国家速滑馆也将作为国际滑

冰联盟卓越中心，举办冰上赛事和公共体育活动，成为集体育

赛事、群众健身、文化休闲、展览展示、社会公益于一体的多功

能冰上运动中心，积极服务全民健身发展。

冬奥场馆是北京冬奥会留下的宝贵物质遗产。展望未

来，我们要积极谋划、接续奋斗，将相关遗产管理好、运用好。

应进一步坚持冬奥成果人民共享，努力发挥冬奥场馆在推广

普及冰雪运动、推动全民健身走向纵深发展过程的重要作

用。进一步建设并用好冰雪场地设施，发展冰雪产业，丰富群

众冰雪赛事活动。进一步总结办赛经验，积极探索冬奥场馆

赛后利用新路径，实现冬奥遗产利用效益最大化。让冬奥场

馆的作用不止于冬奥会，成为推动冰雪运动发展的新动能，服

务于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

（作者为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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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城市因斯布鲁克地处阿尔卑斯山

中心地带，具有开展冰雪运动的独特地理优

势。该地曾相继在 1964 年和 1976 年两度举

办冬奥会，2012 年又成功举行了冬青奥会。

当 地 有 名 的 伯 吉 瑟 尔 滑 雪 台 ，建 立 于

1926 年，承载了因斯布鲁克人满满的冬奥往

事，两届 冬 奥 会 的 火 种 在 这 里 被 点 燃 。 自

1933 年首次举办北欧式滑雪世界锦标赛以

来 ，几 乎 每 年 都 有 国 际 性 滑 雪 赛 事 在 这 里

举行。

1999 年，因斯布鲁克市政府提出伯吉瑟

尔滑雪台翻新计划，认为该场馆部分设施已

明显老化、不符合当代国际化标准，并希望这

块场地未来不仅能满足专业体育赛事要求，

还能承载更多公共功能。

经过评估，因斯布鲁克市政府邀请 6 家

知名建筑事务所竞标设计方案，最终英国女

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的作品胜出。新滑雪台

2001 年 5 月正式动工，2002 年 9 月向公众开

放。整个工程耗资约 1540 万欧元。

新建成的伯吉瑟尔滑雪台长超过 90 米，

塔高 50 米，其设计如一笔扫过的线条，通过

极简美学营造了一种优雅感和高速动感。在

修建和改造后，这座设施继续作为专业运动

员训练和举办赛事的重要场地，同时成为吸

引游客参观的地标。改建工程荣获 2002 年

度“奥地利旅游业国家建筑奖”。

伯吉瑟尔滑雪台场馆的底层新开了特色

美食餐厅，塔顶则设有 360 度观景平台和景

观餐厅。游客们可以来此俯瞰因斯布鲁克市

区和阿尔卑斯山美景。

除了历史悠久的伯吉瑟尔滑雪台，因斯

布鲁克的伊格尔斯小镇拥有曾承办冬奥赛事

的人工冰道和奥林匹克体育馆等冬奥遗产。

为了实现高效利用，两座场馆经过多次装修

翻新，目前都已是因斯布鲁克奥林匹克世界

项目的一部分。

因斯布鲁克奥林匹克世界项目在保留和

完善原有冬奥场馆的基础上，还新建了设施

更加齐全和先进的场馆，形成开展各种体育

运动的综合性场所。如“水力竞技场”不仅可

以进行速滑、冰球和冰壶等冬季运动项目，还

可以开展各种球类运动、拳击、摔跤和室内攀

岩等非冬季运动项目。

在冬奥遗产基础上建立的奥林匹克世界

还利用基础设施便利条件，向市民提供丰富

的文体活动。因斯布鲁克市民杰西卡告诉记

者：“这里冬天可以滑冰，夏天会开设汽车影

院，春秋季节还能参加各式各样的展会，大大

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

在冬奥场馆基础上扩展综合性设施
本报记者 花 放

冬奥场馆具有宝贵的经济社冬奥场馆具有宝贵的经济社

会价值会价值。。一些冬奥会主办国努力一些冬奥会主办国努力

挖掘冬奥遗产利用的最大效益挖掘冬奥遗产利用的最大效益，，推推

动冬奥场馆实现长久利用动冬奥场馆实现长久利用，，使其在使其在

后奥运时代不断惠及民众后奥运时代不断惠及民众。。

阿尔贝维尔是 1992 年冬季奥运会的举

办地。从法国首都巴黎乘坐火车，不到 4 个

小时便可抵达这个小城，途中不时看到此起

彼伏的山脉和积雪覆盖的山顶，路程末段还

能饱览法国最大天然冰川湖泊布尔歇湖的秀

美风光。

拥有 14 个比赛场地的阿尔贝维尔冬奥会

是迄今比赛场地最为分散的一届冬奥会。冬

奥会结束之后，当时的比赛场地或继续保持

原有体育功能迎接八方来客，或升级改造实

现“再就业”，或转型成为市民文化休闲场所。

在阿尔贝维尔的冬奥会博物馆内，一幅

动态地图详细展示了 1992 年冬奥会场馆分

布情况。当年，57 项比赛中，包括短道速滑、

花样滑冰在内的 18 个室内项目在阿尔贝维

尔本地举行，其余的雪上项目则在阿尔贝维

尔所属的萨瓦省的山区进行。

阿尔贝维尔旅游和休闲中心主任洛多威

克·贝塔尼奥洛介绍说，法国在阿尔贝维尔冬

奥会筹备之初，便考虑到比赛场地的开发和

持续利用问题。

阿尔贝维尔旅游和休闲中心所在的综合

性场馆，在 1992 年时曾是冬奥会的奥林匹克

大厅，同时也是花样滑冰场馆的所在地。“这

个大厅在建造时便考虑到了作为比赛场馆的

实用性。如部分观众座椅、装饰性建筑等仅

对奥运会有用的临时设施都是可拆卸的，滑

冰场馆和活动大厅则一直保留着。”贝塔尼奥

洛说。

冬奥会结束后，法国政府在保留滑冰场

馆的基础上，出资 80 万欧元（1 欧元约合 6.9
元人民币），修建了室内攀岩中心，增设了旅

游中心，并在 2019 年开放了冬奥会博物馆。

如今，这座综合性场馆不仅为专业运动员、普

通爱好者和青少年等不同群体提供优质滑冰

训练场地，而且提供攀岩、观展等文化休闲活

动，已成为当地市民最喜爱的休闲场所之一。

当年举行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场地，已经

扩建为奥林匹克公园，成为人们运动、休闲的

好去处。贝塔尼奥洛指出，阿尔贝维尔为冬

奥会增建的场所在赛后基本都得到了较为合

理的安排和利用，在发挥它们地标性、功能性

和教育性作用的同时，为这座人口数量不足

2 万的小城增添了发展动力。“尽管这些场所

很少举办大型商业活动创收，但公园内绿意

葱葱，运动场馆内欢声笑语，都让小城更加生

动，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贝塔尼奥洛说。

镶嵌于阿尔卑斯山间的雪上项目场馆，

在冬奥会后则迅速打响了知名度。曾承办冬

奥会赛事的北部雷塞兹滑雪场、拉普拉涅滑

雪场、高雪维尔雪场等，均发展成为欧洲著名

的滑雪胜地。基于丰富的赛事经验、完善的

滑雪基础设施，这些雪场不断提质升级，向着

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不仅承接各种国际

性大型滑雪赛事，而且也为普通游客提供方

便舒心的服务。

以高雪维尔雪场为例，在阿尔贝维尔冬

奥会后，当地政府着力挖掘这一世界级雪场

的优势，将其打造为世界级的体育赛事举办

地和旅游度假村。2023 年，世界高山滑雪锦

标赛将在此举行。雪场除在冬季提供滑雪服

务之外，还开设一系列休闲设施，在夏季举办

远足、山地自行车、烟火艺术节等活动。

阿尔贝维尔市副市长奥古斯特·皮科莱

表示，为连接阿尔贝维尔冬奥会 14 个比赛

场 地 ，萨 瓦 省 在 主 要 赛 区 间 修 建 了 高 速 铁

路，阿尔贝维尔冬奥会留下的宝贵财富极大

促进了当地冰雪产业及旅游业的发展。“如

今，萨瓦省成为世界顶级滑雪胜地之一，阿尔

贝维尔近一半游客也都为了冰雪运动而来。

我们期待未来能够更多参与国际冰雪赛事的

举办。”

法国阿尔贝维尔

冬奥遗产为小城增添发展动力
本报记者 刘玲玲

2006 年，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成功举办

冬奥会。至今，都灵冬奥场馆和雪场处于高

效利用之中，人流络绎不绝。

都灵冬奥会采用了城市/山地的办赛模

式：冰上项目在城市内的体育场馆举办，雪上

赛事则在城市郊外的山区。

2006年冬奥会时任都灵市长塞尔吉奥·奇

亚姆帕里诺表示，在冬奥会的筹办和举办过

程中，意大利奥委会、地方政府、都灵冬奥组

委互相协调支持，避免了各行其是的现象，各

类场馆都经过统一规划，包括增强后冬奥时

代的旅游功能定位等。

在 2006 年 冬 奥 会 之 前 ，都 灵 曾 举 办 过

世 界 杯 和 世 博 会 等 活 动 ，已 经 拥 有 多 个 大

型场馆。都灵冬奥会对有的场馆进行了改

造 再 利 用 ，如 开 闭 幕 式 在 曾 作 为 意 甲 球 队

尤 文 图 斯 主 场 的 都 灵 奥 林 匹 克 体 育 场 举

行 ，花 样 滑 冰 和 大 部 分 冰 球 比 赛 分 别 在 临

时改建的帕拉维拉体育馆和都灵会展中心

举 行 。 冬 奥 会 结 束 后 ，这 些 场 馆 或 回 归 原

用 途 ，或 继 续 作 为 冬 季 运 动 场 馆 举 办 国 际

赛事。

都灵冬奥会新建场馆则注重多功能性，

确保其在赛后得到充分利用。举办冰球决赛

的奥林匹克体育宫于冬奥会举办前夕竣工，

是意大利最大的室内运动场之一。该场馆内

部设施十分灵活，吊顶高度可调节，场地可升

降，座位可移动，不仅可以承接举办篮球、排

球等赛事，也成为意大利重要的音乐会举办

地之一。

林格托椭圆体育馆是都灵冬奥会的速滑

场馆，作为其毗邻的林格托展览中心的一部

分，举办过都灵国际书展等大型展会。此外，

都灵市政府目前正在对市内的奥运村楼房进

行改造，未来将作为社会住房以优惠价格提

供给学生、工人等群体使用。

目前都灵已成为世界重要的冰雪运动中

心，除了举办各类赛事和接待各国运动员训

练，全球许多滑雪爱好者也慕名前来。曾举

办过冬奥赛事的银河高山滑雪场已经成为意

大利最大的冬季滑雪胜地。此外，都灵也已

成为意大利第四大旅游城市。

意大利都灵大学社会学教授塞尔吉奥·斯

卡穆齐表示，冬奥会“塑造了这座城市新的

国际形象”，它让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了这

座 城 市 的 全 新 面 貌 ，也 让 市 民 们 为 这 座 城

市 及 其 创 新 能 力 、重 大活动组织能力感到

自豪。

意大利都灵

冬奥场馆和雪场处于高效利用之中
本报记者 谢亚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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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法国阿尔贝维尔奥林匹克公园内法国阿尔贝维尔奥林匹克公园内，，孩子们孩子们

在踢足球在踢足球。。

图图②②：：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博物馆一角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博物馆一角。。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玲玲刘玲玲摄摄

图图③③：：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当地市民正在滑冰当地市民正在滑冰。。

图图④④：：曾举办都灵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的塞萨曾举办都灵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的塞萨

纳—圣西卡里奥滑雪场纳—圣西卡里奥滑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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