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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研究员侯琨捐赠北京冬奥会火炬

2022年 2月 7日下午，“香山革命纪念馆接受北京冬奥会火炬手侯琨捐赠火

炬仪式”举行。香山革命纪念馆馆长徐中煜等出席。侯琨先生是奥林匹克文化推

广人、国际奥委会文化和奥林匹克遗产委员会委员、中国体育集邮与收藏协会常

务副主席、北京冬奥宣讲团成员。他长期致力于奥林匹克文化推广，曾担任过

2014年第二届南京青奥会火炬手、2016年里约奥运会火炬手，今年又担任北京

冬奥会火炬手。

捐赠仪式上，侯琨先生讲述了他作为北京冬奥会火炬手传递奥运火炬及推广

奥林匹克文化的非凡经历。侯琨先生通过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 13届世界奥林匹

克收藏博览会与奥运收藏结缘，从此开启了奥运文化推广之路。同时，作为北京

冬奥宣讲团的成员之一，他身体力行，开展了“侯琨 2022北京冬奥环球宣讲行”

活动，不辞辛劳地讲好冬奥故事，讲好中国故事。2021年 1月 4日，北京冬奥

宣讲团荣获“2021北京榜样”特别奖。侯琨表示，作为一个奥林匹克文化推广

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推广北京冬奥会理念，传递奥林匹克价值观，让更多人的

看到“飞扬”火炬，感受到国家强大带给我们的改变。

仪式上，香山革命纪念馆衷心感谢侯琨先生捐赠北京冬奥会火炬的义举和对

传承奥林匹克精神、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的执着追求与不懈努力。北京冬奥会火炬

具有重要的收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是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对丰富

香山革命纪念馆馆藏物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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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举办“冬季奥运会：北京精神与全球意涵——北京冬奥

会线上国际研讨会”

2022年 2月 17日，“冬季奥运会：北京精神与全球意涵——北京冬奥会线

上国际研讨会”举办。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

人民大学体育产业研究院（正定）及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人文奥运）研究中

心联合举办，国内外学者通过线上会议就“北京冬奥会的理念和精神”与“北京

冬奥会的全球意涵”两个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人文奥运）研究中心

主任冯惠玲，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负责人林晨，中国人民大学首

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文钊，中国人民大学体

育部教授张建会，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徐拥军，瑞士洛桑大学高

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资深专家让-卢·夏普莱（Jean-Loup

Chappelet），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魏娜，首都体育学院科技处处长王子朴，北京体育大学教授

黄亚玲，“一带一路”论坛之友创始人、巴基斯坦上合组织友谊论坛秘书长穆罕

默德·阿西夫·努尔(Muhammad Asif Noor)，对外经贸大学助理教授高照钰，香

港浸会大学教授刘永松，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叶林，国际奥

委会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德国美因茨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大学教授

Holger Preuss，清华大学副教授胡孝乾，中国人民大学体育部主任、体育产业研

究院（正定）院长李树旺与会。

会议致辞阶段由林晨主持。刘元春在致辞中对北京冬奥会中各国运动员、志

愿者、奥林匹克官员和中国赛事组织者在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开展

比赛和工作所体现的传统奥林匹克精神和世界抗疫精神进行了高度赞扬，并对本

次线上国际会议在深入挖掘北京冬奥会创新性理念、广泛启发国际奥林匹克运动

的贡献给予肯定和期许。冯惠玲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人文奥

运）研究中心亲历和见证了北京“双奥之城”的成长，其多项研究成果为发展、

丰富和完善北京精神，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贡献着人大人的卓越智慧。

主题研讨第一环节由张建会主持。徐拥军从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

廉洁办奥四个理念阐述了北京双奥理念的意涵。他认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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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对 2008年北京奥运会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共享办奥”和“开放办奥”是对

2008年“人文奥运”的具现与扩展；廉洁办奥是一种奥运战略与中国战略交融

后的创新；科技助力是办奥理念实现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他提出，简约、安全、

精彩的办赛目标是北京双奥理念对国际奥林匹克的重要贡献。让-卢·夏普莱

（Jean-Loup Chappelet）提出了涵盖投入、产出、目标和结果的“钻石框架”，以

期对奥运会影响进行更加科学客观的整体评估。他提出，明确奥运会的举办目标、

区分组委会和遗产组织的职责、考虑不同的绩效标准是该框架提供的重要经验教

训。魏娜强调了冬奥志愿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她提出，此次冬奥会的志愿服务面

临着新冠疫情、场地分散和极端天气等多重挑战，但在志愿者的热情筹备和积极

奉献下，他们依旧创造了极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并通过志愿服务促进了

文化的交流，留下了可圈可点的志愿服务遗产。王子朴从北京冬奥会的科技力量、

科技和奥运的发展关系、科技为奥运提供的重要平台、不同时期奥运会的科技应

用背景等四个方面，展示了科技与奥运共同融合发展的新业态。黄亚玲认为，北

京冬奥会理念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目标的高度契合，并且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奥林

匹克精神，为奥林匹克发展写下了辉煌篇章，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穆罕默

德·阿西夫·努尔(Muhammad Asif Noor)从“体育外交”的概念出发，向各位嘉

宾介绍了北京冬奥会在推动世界体育赛事发展、建立体育外交桥梁、拟合全球外

交差异以及增进彼此了解共识等方面的卓越贡献。

主题研讨第二环节由李文钊主持。高照钰介绍了奥组委的收入主要由国际奥

委会分成、国内赞助、财政补贴及补充资金组成，展示了冬奥会与夏奥会在经济

效应方面的区别。刘永松结合全球化的理念，从体育赛事、经济、社会、文化、

环境、城市发展及区域发展等各方面介绍了北京冬奥会为中国乃至世界带来的丰

富遗产，并基于“触及”和“回应”两个视角对全球化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与

思考。叶林以城市文化发展为线索，介绍了 130年以来现代奥林匹克发展历程与

城市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与时俱进和持续创新过程的不断融合的进程。他认为，

奥运精神不仅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还基于城市发展持续推

动全球发展倡议。Holger Preuss以场馆遗产为演讲重点，介绍了奥运会场馆的运

行现状，以及冬奥会和夏奥会在场馆使用之间的区别。胡孝乾提出，竞技体育背

后具有非常强大的政治意涵与意识形态特征。他认为中国在外交中需要继续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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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存异的理念，从而实现和谐发展的态势。

随后，与会嘉宾展开了更加深入的讨论和交流。会议最后，李树旺作了总结。

他表示，本次会议主题和层次十分丰富、总结和反思非常深刻，各位参会嘉宾的

头脑风暴拓宽了奥林匹克运动在各个领域的学术视野，研究效果显著。会议通过

凤凰网、中国网、网易新闻等多家平台同步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超过 40万。

基地执行主任徐拥军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记者采访：

对内持续造福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对外展示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 北京冬奥会带来了什么

2022年 2月 4日，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冬奥盛会在神州大地隆重上演，北

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又一次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上点燃

冰雪运动火炬的意义，绝不限于冬奥会本身，还打通了体育、政治、经济、文化

等多个领域，与中国的现实发展和未来之路紧密相连。北京冬奥会给中国带来什

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记者采访了多个领域的专家。人文北京研究基地执行

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徐拥军接受采访。

首先，徐拥军阐述了奥运遗产的定义、丰富内涵及重要意义。奥运遗产是奥

林匹克运动在时空范围内作用于主办城市和国家的正面效益。一是奥运遗产内涵

的广泛性。从最早的“物质遗产”到“运动遗产”“遗址遗产”，再到囊括经济、

政治、国家形象、教育、社会、城市建设、奥林匹克精神等物质与非物质层面遗

产。奥运遗产内涵的不断演变，反映出奥运遗产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内涵宽泛，

且呈现动态变化趋势。二是奥运遗产影响的积极性。国际奥委会发布的《遗产战

略方针》明确奥运遗产建设的起点是符合奥运愿景的城市视野，目标是通过体育

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赋予了每一项奥运遗产特殊意义。

其次，徐拥军谈到了 2008年北京奥运遗产的传承和利用。北京 2008年奥运

会留下一份丰厚奥运遗产，包括奥运体育遗产、奥运环境遗产、奥运科技遗产、

奥运文化遗产、奥运精神遗产、奥运社会遗产、奥运经济遗产等，覆盖了体育、

经济、环境、文化、政治、科技、城市建设等各个方面。北京 2022年冬奥会的

成功申办离不开北京 2008年奥运会遗产的再利用。奥运遗产的再利用顺应了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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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倡议。在北京冬奥会的申办、筹办与举办过程中，许多奥

运遗产得到传承和利用。包括：奥运建筑，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中心、首都体

育馆等将继续得到有效利用。奥运举办经验，主要指奥运会举办赛会经验、标准

规范等，如国际交流、志愿服务、物流管理、媒体转播等活动事项传承。2008

年奥运会举办时摸索出的在与奥运需求相关的主要道路上设置奥运专用道、设置

奥运专用公交线路和公交场站、为各类客户群提供专门的运输保障服务等在北京

2022年冬奥会举办中沿用；在公共场所的语言标识翻译方面，北京 2022年冬奥

会沿用并完善了《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奥运档案，北京冬奥组委秘书

行政部和北京市档案馆联合挂牌开通了“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

作查档绿色通道”，为北京冬奥会筹办中的领导决策和各部门开展具体业务提供

了参考。

接着，徐拥军指出了冬奥遗产带给群众的福祉及如何对冬奥遗产进行传承和

利用以更好地让群众受益。北京 2022年冬奥会以“绿色、共享、开放、廉洁”

为办奥理念，其中“共享”理念即“共同参与、共同尽力、共同享有”。奥运遗

产代表广大群众的美好愿景，也将使群众获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生活起居。北京冬奥组委发布《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低碳管理工作方

案》，采取碳减排和碳中和措施，实现北京冬奥会低碳目标，为打造“冬奥蓝”

做出努力。主办城市以安全性为首要出发点，完善京津冀地区的城市无障碍设施，

推动创建无障碍环境，提升人性化城市治理，增加市民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第

二，休闲娱乐。冬奥场馆设施如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等，在冬

奥会之后将转化为大众滑雪道，打造山地体育公园。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春夏秋三

季还可以作为户外拓展训练中心，发展山地自行车、登山攀岩、徒步、滑草等户

外项目。第三，精神培育。北京 2008年奥运会之后，志愿者成为北京一道亮丽

的城市风景线。北京 2008年奥运会的志愿服务遗产已经升华为城市的信念和态

度，渗透于市民的生活、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全社会志愿服务精神和

理念得到有效提升，志愿服务能力在大型活动保障、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疫情

防控等领域得以彰显。

最后，徐拥军给出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

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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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理解。办好北京冬奥会不仅是兑现中国的申奥承诺，也是展示中国文化、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契机，包含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力量。传

播中国文化。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国际和各国文明相互交织交融的文化现象。奥运

会、奥运遗产带来的作用是双向的，对内造福广大人民群众，为城市和区域的可

持续发展带来长期效益；对外展示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提升中国体育自信、

文化自信，展示中国大国形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奥林匹克运动中蕴含的促

进全世界和平与繁荣、促进全人类理解与认同的重要价值观念，与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举办冬奥会是从中国到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体

育实践。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应对危机的治理模式、组织方式，新知识的

生产以及高科技的渗入，冬奥会利益相关方产生的关系以及协调机制等丰富了冬

奥遗产内容，也展示了中国应对危机的执行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承担大国责任、传递团结希望的积极作为。

—————————————————————————————

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

2022年 3月 14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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