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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奥林匹克新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强调“团结”的价值维度，与即将举办的2022北京冬

奥会举办理念具有一致性。研究发现，2022北京冬奥会在彰显奥林匹克新格言方面面临的挑战有：1) 
2022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对奥运会“团结氛围”的影响；2)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奥运会的

干扰；3) 奥林匹克改革对奥运会运作模式提出了新要求；4) 2022北京冬奥会对社会参与机制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2022北京冬奥会与奥林匹克新格言融合的策略选择为：1) 用严密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为奥运

会团结氛围提供安全保障基础；2) 加强奥林匹克组织体系及利益相关者的团结协作；3) 完善2022北京

冬奥会的社会参与机制；4) 充分发挥2022北京冬奥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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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Olympic motto “faster, higher, stronger—more united” emphasizes the value dimension 
of “united”,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ept of hosting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in highlighting the new 
Olympic motto are: the impact of the continued spread of the 1) 2022 global new crown epidemic 
on the Olympics “atmosphere of solidarity”; 2)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world’s “major changes un-
seen in a century” on the Olympics; 3) the Olympic reform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Olympic Games; 4)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put forward higher re-
quirements for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The strategi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and the New Olympic Motto are as follows: 1) use strict measures to pre-
vent and control the new crown epidemic to provide a safe foundation for the Olympic unity at-
mosphere; 2) strengthen the Olympic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the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of 
stakeholders; 3) improve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of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4)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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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全球新冠肺炎新冠疫情背景下，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国际奥委会第 138 次全会投票

表决，决定将奥林匹克格言调整为“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新格言彰显出国际奥委会为应对

世界范围新冠新冠疫情挑战以及奥林匹克运动改革新动向。2022 北京冬奥会是新格言发布后的第一届冬

季奥运会。必将最大程度体现奥林匹克运动的改革理念，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 

2. 2022 北京冬奥会举办理念与奥林匹克新格言内涵的契合 

2021 年 7 月 20 日，国际奥委会第 138 次全会正式批准将奥林匹克格言修改成“更快，更高，更

强——更团结”。“更团结”的加入让奥林匹克格言更凸显奥林匹克宗旨内涵，体现出奥林匹克格言适

应发展要求的时代特征。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所阐释：“团结推动我们通过体育使世界变

得更美好，我们要走的更快，目标更高，只有团结一致，我们才能变得更加强大”[1]。 
2022 北京冬奥会正值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时期。对于 2022 北京冬奥会的筹办，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要“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四大理念。“开放、共享”两大理念传递

出 2022 北京冬奥会秉持多元，凝聚力量，形成共识，更加包容价值观念，也体现出北京冬奥会以体育为

“媒介”，通过奥运会将世界各国大众团结在一起，共建一个包容和谐的世界。2022 北京冬奥口号“一

起向未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主题口号充分表达了北京冬奥会的办奥理念和愿景[2]，即号召

全世界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在奥林匹克旗帜下，携手前行，一起向未来。 
2022 北京冬奥会举办理念与奥林匹克新格言“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方向与内涵相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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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应相互融合，共同汇聚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改革发展的持续推动力。 

3. 2022 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新格言融合面临的现实挑战 

3.1. 全球新冠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对奥运会“团结氛围”的影响 

当前全球新冠新冠疫情蔓延，对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产生了巨大影响。诸多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或延期或者取消，人们参与赛事活动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奥运会这一世界级顶级综合体育赛事的举办也

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2020 东京奥运会延期，观众“被迫缺席”。奥运会的综合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显

著降低。奥运会顺利举办的最基础支撑是经济与社会的繁荣稳定，而新冠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重创

将使得举办奥运和参与奥运的成本大大提升。各国正致力于将发展重心转移到本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国际体育交流势必受到影响。2022 北京冬奥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筹办、举办。各国参与奥运会的热

情也会受到影响。 
奥运会的举办涉及到各类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奥运会安全保卫、交通通讯保障等各个方面。而新

冠疫情全球蔓延，作为东道主与各会员国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之间的合作受到一定的限制。许多相关专

业技术人员难以充分参与赛事各项工作的技术支持。 

3.2. 政治因素对奥运会的干扰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

整，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际政权力量“南升北

降”国际秩序和体制正在重建，国际冲突加剧。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国际社会的诸多矛盾在

非常态氛围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险。新冠疫情全球流行，各国战略竞争不断加剧[3]。 
2022 北京冬奥会在这种动乱不安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举行，在赢得外部力量支持也必将受到影响。北

京冬奥会的申办目的也遭受质疑，被认为是中方用来扩大影响力，抢夺国际体育资源的目的。外加东西

方文化差异，各国在对人权问题上的见解存在一定偏差，导致对中国崛起的误解，进而出现一些国家“抵

制”声音，反对北京举办冬奥会[4]。国际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对 2022 北京冬奥会的参加将受影响。在此

背景下，摆脱国际政治错综复杂条件的干扰是 2022 北京冬奥会顺利举办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3.3. 奥林匹克改革对奥运会组织管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 

当前，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自身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危机，奥会申办危机、奥林匹克三大组织体系之间

的利益冲突等凸显了奥林匹克治理体系改革紧迫性[5]。针对奥林匹克治理体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一

系列改革。从奥林匹克思想体系到结构组织再到运行体系等多维度进行大刀阔斧革新。改革思想观方面

将改革的核心目标定位在更加凸显奥林匹克的核心价值——卓越、友谊、尊重、对话、多元、非歧视、

宽容、公平竞争、团结、和平与发展对社会发挥作用[6]。国际奥委会组织制度的创新也是围绕着更加团

结主题，目的就是为了加强组织结构的布局及其整合的系统性，尤其是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

会、国家奥委会和奥运会组委会之间组织体系关系，加强各组织之间的合作。后新冠疫情时代，奥林匹

克改革从失衡到寻求动态平衡，从多方竞争到对话协商，是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过程中追求协同治理，

实现国际奥委会的组织自治与善治，是国际奥委会坚持的重要改革理念[7]。在国际奥林匹克多项改革措

施以及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应紧随奥林匹克改革方向，

在推动奥林匹克组织体系之间的团结，聚焦组织善治问题上，还需考虑到如何吸引赞助商加大力度支持，

拉动企业和各方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到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中并协同好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推动北京冬奥的

顺利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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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22 北京冬奥会对社会参与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正处于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时期，成功举办 2022 冬奥会有助于我国冰雪体育运动质的飞跃。这

也是带动我国群众体育快速发展，进一步迈向体育强国的重要契机。因此，2022 北京冬奥会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参与。 
奥运会的顺利举办需要团结各方力量，从赛事组织，赛事服务，科技应用到文化活动，需要各方协

调一致、共同参与。奥运会的举办，仅仅有赛场工作人员、运动员和志愿者服务是不够的，社会各个阶

层群体的广泛参与是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坚实社会基础。更加广泛的社会参与是国际奥委会所强调的奥运

会模式改革与评价重点之一，也是 2022 北京冬奥会筹办的重点与难点，即如何更广泛地调动全社会参与

冬奥会的筹办全过程，包括调动社会、企业、个人力量参与奥运环保、交通、安保、文化活动等各方面

事务的积极性[8]。 
奥运会的举办能够增加举办国民族文化认同感，强化社会凝聚力，社会参与热情越高，越能凸显一

个国家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奥运会的举办，每个环节和部分都很重要，但只有环环紧扣，每一步都做好

才能为世界展现一场“精彩、卓越、非凡”的冬奥会，通过举办奥运会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同为举办

奥运会而努力，在此过程中增加了民族融合，推动建立一个人更加包容的社会，打造具有特色的北京“双

奥之城”奥运遗产，这对于 2022 北京冬奥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4. 2022 北京冬奥会与奥林匹克新格言融合的策略选择 

4.1. 用严密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为奥运会团结氛围提供安全保障基础 

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北京冬奥会的顺利举办，可以为后新冠疫情时期举办奥运会提供公共

卫生防控与风险管理的重要经验，甚至构成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和全球体育治理的范例。

目前，全球新冠疫情并未得到压制性控制，随时可能迎来新一轮爆发，外境输入不断，内境面临随时反

弹局面。对于 2022 北京冬奥会的筹办，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确保各国参赛运动员、教练员的健康

与生命安全，注意公共卫生，严格按照新冠疫情防控要求，严格执行运动员“疫苗接种”政策，优化赛

事管理过程，实施闭环管理。新冠疫情之下 2022 北京冬奥会，需要确保新冠疫情下的奥运会赛事组织安

排更合理、更安全。本着对运动员、对奥林匹克大家庭等所有利益相关方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始

终坚守安全底线，把新冠疫情防控放在首位，提供高效合理的防护措施，为各国参赛运动员、教练员的

健康与生命安全提供安全基础保障。在新冠新冠疫情的环境条件下从食品，住宿、注册，兴奋剂控制，

语言、物流、医疗服务、交通全方位保障运动员顺利参赛。在更团结的氛围下，赛出成绩，赛出友谊。 

4.2. 加强奥林匹克组织体系及利益相关者的团结协作 

按照国际奥委会改革相关要求，2022 年北京冬奥会应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着手，推动各方团结合

作，优化参与机制，提升赛事协作效能。 
奥林匹克运动以国际奥委会为核心，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或地区奥委会和奥运会组委会共

同构成奥林匹克体系。2022 北京冬奥会奥组委需要与各方密切配合，推动各方共同参与。积极与国际奥

委会沟通交流，基于现实办赛背景与需求，引入优秀的赛事治理理念、方式与方法，积极汲取历届奥运

会的经验教训，以保持组织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先进性；在技术层面上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相互

交流配合，制定项目规则及参赛标准，共同推动运动项目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为各国运动员参赛提供

技术支持；在党的领导下与国家奥委会密切配合，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共同承担 2022 北京冬奥会

筹办工作。协调赛事利益相关者，如企业、跨国公司、媒体、赞助商、公民团体等。协调与沟通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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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减少各方利益冲突，共同推进赛事安全如期开展[9]。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利益相关者协同机制。 

4.3. 完善 2022 北京冬奥会的社会参与机制 

2022 北京冬奥会是中国近几年的一个重大活动，围绕奥运主题发动社会参与其中，增强民族融合感，

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为“双奥之城”留下无形奥运遗产。“共享”作为北京冬奥会办赛理念之一，传达

出来的核心内容就是动员全社会相关利益的广泛参与[10]，在国家、社会、市场三个层面达成共识，共同

参与到北京冬奥筹备工作中。在奥运会筹办工作中，应该坚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理念，扩大参与群体覆

盖面，完善社会参与机制的配套政策法规，让大众有机会有渠道参与到冬奥工作中。将北京冬奥成果惠

及各个社会阶层、群体。通过奥林匹克教育让更多青少年参与到赛事之中，激励广大青年大学生参与到

志愿者服务中，充分发挥 2008 北京奥运会社会参与的经验和优势，结合遗产愿景，改进招募选拔、培训、

协调、激励等关键管理环节，优化志愿服务体验过程[11]，打造北京冬奥会志愿文化。通过北京冬奥会的

举办带动群众全民健身，发展冰雪运动。2022 北京冬奥会惠及大众是“3 亿人上冰雪”，包括体育冰雪

产业的运营者和消费者，冬季运动受众人群，通过举办大众冰雪体育赛事促进群众参与到冰雪运动中，

在普及冰雪运动同时完成群众对冰雪文化感受到实际参与者的转变。目前，我国正向全民健身和健康中

国建设目标迈进。2022 北京冬奥会将影响更多民众参与冬季体育运动之中，是推进我国全民健身和建设

体育强国，打造“健康中国”的良好机遇。 

4.4. 充分发挥 2022 北京冬奥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有之义就是呼吁各国人民团结一致，构建一个和睦美好世界。面对如此形势

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体育治理中也应该发挥和承担领导作用，发挥北

京冬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促进国际友好关系中尽应有之力[12]。
2022 北京冬奥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改革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契合。

奥运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也是重要的政治机遇[13]，借此冬奥之机遇，在冬奥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国际体育治理内涵是“以人为本”的体育价值观，“共建共享”的体育利益共同体，

“和衷共济”的体育治理联合体[14]。通过 2022 北京冬奥会这一契机，加强各国的相互交流，积极促进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于强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享办奥、开放办奥”的理念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倡议，符合当前应对新冠肺炎新冠

疫情条件下，世界需要携手走向美好明天的共同诉求。 

5. 结束语 

2022 北京冬奥会“绿色、开放、共享、廉洁”办赛理念体现出奥林匹克新格言“更高、更快、更

强——更团结”核心价值观，旨通过奥运会的举办让世界各国更加团结，携手共进，共克难关。北京冬

奥会的成功举办将为奥林匹克在新冠疫情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团结世界人民，宣扬奥林匹克新格言精

神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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