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近期倡议报告（模板） 

 

国际体育抗疫合作 

 

自新冠疫情全球暴发以来，为支持国际体育界抗击疫情，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积极与各国体

育界和国际体育组织开展抗疫合作，向美国、巴西、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斯洛文尼亚、奥地利、乌克兰、

葡萄牙、俄罗斯、日本、伊朗、巴基斯坦、南非、塞内加尔等国体育界，及国际柔道联合会、世界跆拳道联

合会、世界空手道联合会、国际雪车联合会、国际雪橇联合会、国际冰球联合会、亚洲田径联合会等国际体

育组织捐赠 149700 只医用外科口罩，为上述国家和体育组织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利支持，增强了国际体育界

团结一致战胜疫情的信心，为在疫情背景下推动体育交流与合作贡献了有益经验。 

 



请提供关于该倡议的更多信息 

目标： 请指出以下哪些（如有）为倡议的主要目标 

⚫ 强化全球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框架 ⚫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安全地利用体育促

进可持续发展、和平和福祉，包括通

过利用科技手段 

落实机制： 落实本倡议的方式？ 

-向相关国家政府体育部门或国家奥委会、国际体育组织捐赠口罩 

涉及的成果或活动？ 

-总计捐赠 1497000 只医用外科口罩，覆盖 4 个大洲 15 个国家和 6 个国际单项体育

组织 

落实的时间规划？ 

-2020 年 3 月至 7 月 

目标受众： 已提出/已落实的倡议受益群体？ 

-美国、巴西、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斯洛文尼亚、奥地利、乌克兰、葡萄牙、俄

罗斯、日本、伊朗、巴基斯坦、南非、塞内加尔等国体育界，及国际柔道联合会、

世界跆拳道联合会、世界空手道联合会、国际雪车联合会、国际雪橇联合会、国际



冰球联合会、亚洲田径联合会等国际体育组织 

合作伙伴/资金来源 倡议涉及的主要组织/机构及其角色？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 

倡议的主要资金来源？ 

-中国政府财政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接 倡议对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指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 3 良好健康与福祉 

请指出倡议对应的其他国际/国内达成的目标/承诺 

-暂无 

与全球框架对接 倡议如何对应或贡献于《喀山行动计划》、《世界卫生组织体育活动全球行动计划》

或其他相关体育运动领域的国际性框架？ 

-深化国际体育界友谊和团结、加强了各国体育界在抗击疫情方面的经验交流。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行动计划对接 

倡议旨在对应的《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行动计划》下四个主题领域？ 

-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全球框架 

倡议针对的《计划》中的行动领域？ 



-加强合作与协调 

成果 倡议拟取得/已取得的成果？ 

-总计捐赠 1497000 只医用外科口罩，覆盖 4 个大洲 15 个国家和 6 个国际单项体育

组织 

落实监督和评估机制 监督和评估倡议的落实、成果和影响的相关机制？ 

-暂无 

使用了哪些具体监督和评估工具？ 

-暂无 

挑战与经验 落实中的主要挑战？ 

-疫情背景下，国际物流受阻，物资运输存在较大挑战 

可用于/已用于未来倡议的经验？ 

-困难和危机既为加强交流带了挑战，但同时也是深化合作、友谊和团结的契机。 

相关链接：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指标：详见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喀山行动计划》详见 https://zh.unesco.org/mineps6/kazan-action-plan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zh.unesco.org/mineps6/kazan-action-plan


《世界卫生组织体育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详见 https://www.who.int/news-room/initiatives/gappa/action-plan 

《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行动计划》详见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18/06/14.pdf 

https://www.who.int/news-room/initiatives/gappa/action-plan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18/06/14.pdf


关于“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近期倡议报告（模板） 

 

倡议名称：“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研究倡议 

    2020 年 1月至 2022年 2月期间，国家体育总局围绕“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开展相关决策咨询

研究，共有 45项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围绕“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开展相关研究，分领域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进行了部

署，提出了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同时对体育促进区域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进行了部署。 

    二是围绕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开展研究，针对体育强国建设的指标体系、重点领域、路径涉及

等开展了研究，为推动体育强国建设提供指导。 

    三是围绕体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进行研究，通

过体育促进国际交流与和平发展。 



    四是围绕更好发挥体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开展研究，以进一步提升体育的社会影响力和

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功能。 

五是围绕加强体育领域法律规范、行业作风建设和反兴奋剂斗争开展研究，不断提升体育行业规

范化发展水平，建设纯洁体育，促进体育可持续发展。 

取得的成果：以国家体育总局的名义印发了《“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以及 12个领域的专项

体育规划。相关研究成果转化成为了相关体育政策，指导体育改革发展实践。 

国家体育总局将组织做好各项规划的贯彻落实，并适时开展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为提升体育发

展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供指导。 

（请提供倡议概述，包括简短介绍、拟取得或现阶段已取得的成果，以及相关经验教训和后续规划的评估。） 

 

 



请提供关于该倡议的更多信息 

目标： 请指出以下哪些（如有）为倡议的主要目标 

⚫ 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通过体育推动赋

能、包容和平等） 

⚫ 消除贫困和促进繁荣 

⚫ 利用体育赛事推广应对气候变化、促进

和平和/或可持续发展的行动 

⚫ 预防冲突/建设和平 

⚫ 研发、数据收集和/或数据传播 ⚫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安全地利用体育促进

可持续发展、和平和福祉，包括通过利

用科技手段 

⚫ 将体育促进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纳入新冠

疫情恢复和/或《2030 议程》战略、计划

和政策。 

⚫ 预防体育腐败和体育犯罪 

⚫ 强化全球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框架 ⚫ 其他（请说明） 



落实机制： 落实本倡议的方式？ 

由政府负责组织落实 

涉及的成果或活动？ 

序号 研究时间 题目 

1 2020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总体研究 

2 2020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专题研究-体育发展内、外部环境和影响因素 

3 2020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专题研究-竞技体育 

4 2020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专题研究-体育产业 

5 2020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专题研究-体育科教 

6 2020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专题研究-“三大球”振兴发展 

7 2020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专题研究-体育法治 

8 2020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专题研究-全民健身 

9 2020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专题研究-青少年体育 

10 2020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专题研究-体育人才 



11 2020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专题研究-体育对外和对港澳台交往 

12 2020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专题研究-体育文化与体育宣传 

13 2020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专题研究-冰雪运动 

14 2020 全面小康社会的体育指标体系研究 

15 2020 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研究 

16 2020 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路径研究 

17 2020 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制度建设研究 

18 2020 体育标准化工作在服务体育高质量发展中的现实作用研究 

19 2020 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方式、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0 2020 推进大城市“金角银边”区域转化为体育消费新空间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21 2020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研究 

22 2020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体制机制创新“试验区”的探索性研究 

23 2020 “一带一路”国家体育组织沟通交流机制研究 

24 2020 全民健身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25 2020 促进家校社青少年体育衔接发展政策研究 



26 2020 世界主要体育发达国家体育健身俱乐部发展研究 

27 2020 区域体育一体化与改革创新研究——东北三省冰雪体育一体化发展策略研究 

28 2020 “十四五”期间我国山地户外运动产业能级提升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29 2020 新时代中国老年体育现状、挑战与对策思路研究 

30 2021 体育强国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研究 

31 2021 新发展格局下体育发展的新理念、新动能、新模式、新机制研究 

32 2021 职业体育改革发展研究 

33 2021 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体育的功能定位研究 

34 2021 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对外交往战略体系与策略实施研究 

35 2021 推动体医融合运动促进健康体系创新发展研究 

36 2021 数字体育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研究 

37 202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研究 

38 2021 数字体育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研究 

39 2021 推进区域体育高质量协调发展研究 

40 2021 体育助力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的思路和举措研究 



41 2021 老龄化社会下中国老年人体育发展的对策研究 

42 2021 体育活动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研究 

43 202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冰雪产业的高质量供给和新需求创造研究 

44 2021 “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发展指数评估体系研究 

45 2021 兴奋剂违规行为制裁体系研究 

 

落实的时间规划？ 

2021—2025 年，展望到 2035 年。 

目标受众： 已提出/已落实的倡议受益群体？ 

全体中国人民、相关体育国际组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合作伙伴/资金来源 倡议涉及的主要组织/机构及其角色？ 

国家体育总局，主要负责组织和推动落实。 

倡议的主要资金来源？ 

中央财政资金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对

接 

倡议对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指标？ 

目标 3（良好健康与福祉）；目标 4（优质教育）；目标 5（性别平等）；目标 8（体面

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 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 10（减少不平等）；目标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目标 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目标 17（促进目标实现

的伙伴关系） 

请指出倡议对应的其他国际/国内达成的目标/承诺 

 

与全球框架对接 倡议如何对应或贡献于《喀山行动计划》、《世界卫生组织体育活动全球行动计划》或

其他相关体育运动领域的国际性框架？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行动计划对接 

倡议旨在对应的《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行动计划》下四个主题领域？ 

 

倡议针对的《计划》中的行动领域？ 

 

成果 倡议拟取得/已取得的成果？ 

以国家体育总局的名义印发了《“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以及 12 个领域的



专项体育规划。相关研究成果转化成为了相关体育政策，指导体育改革发展实
践。 

落实监督和评估机制 监督和评估倡议的落实、成果和影响的相关机制？ 

开展任务分工，建立监督评估机制，开展中期检查和终期总结。 

使用了哪些具体监督和评估工具？ 

 

挑战与经验 落实中的主要挑战？ 

经费欠缺；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够；落实的合力有待提升。 

可用于/已用于未来倡议的经验？ 

 

相关链接：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指标：详见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喀山行动计划》详见 https://zh.unesco.org/mineps6/kazan-action-plan 

《世界卫生组织体育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详见 https://www.who.int/news-room/initiatives/gappa/action-plan 

《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行动计划》详见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18/06/14.pdf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zh.unesco.org/mineps6/kazan-action-plan
https://www.who.int/news-room/initiatives/gappa/action-plan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18/06/14.pdf


关于“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近期倡议报告（模板） 

 

国际体育抗疫合作 

 

自新冠疫情全球暴发以来，为支持国际体育界抗击疫情，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积极与各国体

育界和国际体育组织开展抗疫合作，向美国、巴西、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斯洛文尼亚、奥地利、乌克兰、

葡萄牙、俄罗斯、日本、伊朗、巴基斯坦、南非、塞内加尔等国体育界，及国际柔道联合会、世界跆拳道联

合会、世界空手道联合会、国际雪车联合会、国际雪橇联合会、国际冰球联合会、亚洲田径联合会等国际体

育组织捐赠 149700 只医用外科口罩，为上述国家和体育组织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利支持，增强了国际体育界

团结一致战胜疫情的信心，为在疫情背景下推动体育交流与合作贡献了有益经验。 

 



请提供关于该倡议的更多信息 

目标： 请指出以下哪些（如有）为倡议的主要目标 

⚫ 强化全球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框架 ⚫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安全地利用体育促

进可持续发展、和平和福祉，包括通

过利用科技手段 

落实机制： 落实本倡议的方式？ 

-向相关国家政府体育部门或国家奥委会、国际体育组织捐赠口罩 

涉及的成果或活动？ 

-总计捐赠 1497000 只医用外科口罩，覆盖 4 个大洲 15 个国家和 6 个国际单项体育

组织 

落实的时间规划？ 

-2020 年 3 月至 7 月 

目标受众： 已提出/已落实的倡议受益群体？ 

-美国、巴西、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斯洛文尼亚、奥地利、乌克兰、葡萄牙、俄

罗斯、日本、伊朗、巴基斯坦、南非、塞内加尔等国体育界，及国际柔道联合会、

世界跆拳道联合会、世界空手道联合会、国际雪车联合会、国际雪橇联合会、国际



冰球联合会、亚洲田径联合会等国际体育组织 

合作伙伴/资金来源 倡议涉及的主要组织/机构及其角色？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 

倡议的主要资金来源？ 

-中国政府财政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接 倡议对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指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 3 良好健康与福祉 

请指出倡议对应的其他国际/国内达成的目标/承诺 

-暂无 

与全球框架对接 倡议如何对应或贡献于《喀山行动计划》、《世界卫生组织体育活动全球行动计划》

或其他相关体育运动领域的国际性框架？ 

-深化国际体育界友谊和团结、加强了各国体育界在抗击疫情方面的经验交流。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行动计划对接 

倡议旨在对应的《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行动计划》下四个主题领域？ 

-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全球框架 

倡议针对的《计划》中的行动领域？ 



-加强合作与协调 

成果 倡议拟取得/已取得的成果？ 

-总计捐赠 1497000 只医用外科口罩，覆盖 4 个大洲 15 个国家和 6 个国际单项体育

组织 

落实监督和评估机制 监督和评估倡议的落实、成果和影响的相关机制？ 

-暂无 

使用了哪些具体监督和评估工具？ 

-暂无 

挑战与经验 落实中的主要挑战？ 

-疫情背景下，国际物流受阻，物资运输存在较大挑战 

可用于/已用于未来倡议的经验？ 

-困难和危机既为加强交流带了挑战，但同时也是深化合作、友谊和团结的契机。 

相关链接：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指标：详见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喀山行动计划》详见 https://zh.unesco.org/mineps6/kazan-action-plan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zh.unesco.org/mineps6/kazan-action-plan


《世界卫生组织体育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详见 https://www.who.int/news-room/initiatives/gappa/action-plan 

《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行动计划》详见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18/06/14.pdf 

https://www.who.int/news-room/initiatives/gappa/action-plan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18/06/14.pdf


关于“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近期倡议报告 

 

打击体育腐败和犯罪 

 

请提供倡议概述，包括简短介绍、拟取得或现阶段已取得的成果，以及相关经验教训和后续规划的评估。 

体育总局高度重视体育行业行风建设，针对体育赛事活动中出现的赌博、假球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通

过制定完善规章办法、加强教育引导、加大处罚力度、强化监督问责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了赛风赛纪监督管理，

弘扬了体育道德风尚，确保体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请提供关于该倡议的更多信息 

目标： 请指出以下哪些（如有）为倡议的主要目标 



⚫ 预防体育腐败和体育犯罪  

落实机制： 落实本倡议的方式？涉及的成果或活动？落实的时间规划？ 

一、制定规定办法。体育总局印发了《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与公安部共同印发

了《关于加强体育赛事行为规范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严肃查处赌博、假球等违规

违纪违法行为 切实强化行业自律自治的通知》等文件。 

二、加强教育引导。邀请知名退役运动员对国家队运动员进行体育诚信教育。 

目标受众： 已提出/已落实的倡议受益群体？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赛事组织者等与体育赛事活动相关的人员 

合作伙伴/资金来源 倡议涉及的主要组织/机构及其角色？ 

各项目中心、协会，国家队、地方运动队、职业俱乐部等。 

倡议的主要资金来源？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接 倡议对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指标？ 

 

请指出倡议对应的其他国际/国内达成的目标/承诺 



 

与全球框架对接 倡议如何对应或贡献于《喀山行动计划》、《世界卫生组织体育活动全球行动计划》

或其他相关体育运动领域的国际性框架？ 

加强赛风赛纪监督管理，规范体育赛事活动和赛场行为，打击操纵体育竞技比赛行

为，净化行业风气和社会环境。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行动计划对接 

倡议旨在对应的《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行动计划》下四个主题领域？ 

 

倡议针对的《计划》中的行动领域？ 

 

成果 倡议拟取得/已取得的成果？ 

在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以实际

行动落实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的要求，实现了精神文明和运动

成绩双丰收。 

落实监督和评估机制 监督和评估倡议的落实、成果和影响的相关机制？ 

 



使用了哪些具体监督和评估工具？ 

 

挑战与经验 落实中的主要挑战？ 

体育赌博或打假球等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在打击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 

可用于/已用于未来倡议的经验？ 

一、进一步加强对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体育从业的人员的教育引导，提高其

自律意识。 

二、加大打击力度，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赌博、假球等行为的，要及时干预、深

入调查，对于违规违纪人员要严肃处罚，形成警示震慑。 

相关链接：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指标：详见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喀山行动计划》详见 https://zh.unesco.org/mineps6/kazan-action-plan 

《世界卫生组织体育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详见 https://www.who.int/news-room/initiatives/gappa/action-plan 

《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行动计划》详见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18/06/14.pdf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zh.unesco.org/mineps6/kazan-action-plan
https://www.who.int/news-room/initiatives/gappa/action-plan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18/06/14.pdf


TEMPLATE FOR REPORTING ON RECENT INITIATIVES ON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International Sport Science & Technologies Cooperation for Health of Humanity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threatened the safety,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peoples around the world. Meanwhile it brought into the spotlight the role of 

sport in keeping peoples healthy and strong. Leveraging the technologies, sport can better contribute to make people healthier, to encourage full-fledged 

development of people, to benefit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build a peaceful world. Countries around globe should make joint efforts to enhance 

sport science research, cooperate closely on important scientific researches, sport for health and high level talents training, with view to making innovation 

a driving force for sport development. Countries around globe should also deepen international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share the outcomes of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development with peoples around the world. 

 (Provide a summary of the initiative, including a brief overview, proposed/actual outcomes and an assessment of any lessons learned and the way forward.) 

 

Please provide more details on each initiative including items below: 

Objective(s) Please indicate which, if any, of the following fall among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e initiative: 
⚫ Research development, data collection and/or data 

dissemination 

⚫ Safely harnessing spor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ace 

and wellbe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cluding through the use of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What are the means/processe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itiative? 

-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sport exchanges; international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cooperation project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hat are the main deliverables/activities involved? 

What is the time frame of implementation? 

- by 2030 

Target Audience(s) Who are the beneficiaries of the proposed/implemented initiative? 



- Practitioners of sports 

Partners/Funding: Who are the main organizations/entities involved in the initiative and what are their roles? 

 

What are the main sources of funding of the initiative? 

SDG Alignment: To what SDG goal/target/indicator is this initiative targeted? 

- SDG goal 3, 

Please indicate any other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ly agreed goals/commitments to which this initiative is aligned. 

Alignment with global 

frameworks: 

How does this initiative align with/contribute to the objectives of the Kazan Action Plan, WHO Global Action Plan Physical Acticity or 

other related internationally agreed frameworks on sport and/or physical activity? 

- The initiative aims at leveraging the supporting role of technologies to speed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above mentioned 

Action Plans. 

Alignment with United 

Nations Action Plan on SDP 

Which of the four thematic areas of the UN Action Plan on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is this initiative designed to align? 

- Global framework for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To which action area(s) of the Plan is this initiative designed to contribute? 

- improve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to create a common vision of the role of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Outcomes: What are the expected/actual outcomes of the initiative? 

- Deepen international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let sport better serve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humanity. 

Mechanism for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implementation: 

What are the mechanisms for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and impact of the initiative? 

 

What specific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ools are involved? 

Challenges/Lessons learned What have been/were the main challenges to implementation? 

-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hat lessons learned have been/can be utilized in the planning of future initiatives? 

 



关于“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近期倡议报告（竞体司） 

 

可持续发展 

 

2021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第十四届全运会在陕西举行，这是西部地区首次举办全国规模最大、水平

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体育总局与陕西省以举办陕西全运会为契机，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推动陕西体育事

业可持续发展。一是积极承办国内外体育赛事，大力发展竞赛表演行业，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二是打造

全民健身新场地，有序向公众开放体育场馆，进行群众竞赛和教学培训等活动；三是创建国家综合体育训练

基地，为国家队以及省市高水平运动队提供集训转训和科研康复服务；四是丰富场馆用途，通过举办艺术展

览、音乐会等形式，增强文化内涵。 

 

请提供关于该倡议的更多信息 

目标： 请指出以下哪些（如有）为倡议的主要目标 

赛事场馆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  



落实机制： 落实本倡议的方式？涉及的成果或活动？落实的时间规划？ 

一、承办体育赛事；二、打造全民健身场地；三、创建国家综合体育训练基地；

四、丰富场馆用途。 

目标受众： 已提出/已落实的倡议受益群体？ 

运动员等体育从业者、群众 

合作伙伴/资金来源 倡议涉及的主要组织/机构及其角色？ 

体育总局各项目中心、协会，国家队等相关单位 

倡议的主要资金来源？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接 倡议对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指标？ 

促进场馆的高效可持续利用。 

请指出倡议对应的其他国际/国内达成的目标/承诺 

 

与全球框架对接 倡议如何对应或贡献于《喀山行动计划》、《世界卫生组织体育活动全球行动计划》

或其他相关体育运动领域的国际性框架？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行动计划对接 

倡议旨在对应的《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行动计划》下四个主题领域？ 

 

倡议针对的《计划》中的行动领域？ 

 



成果 倡议拟取得/已取得的成果？ 

 

落实监督和评估机制 监督和评估倡议的落实、成果和影响的相关机制？ 

 

使用了哪些具体监督和评估工具？ 

 

挑战与经验 落实中的主要挑战？ 

 

可用于/已用于未来倡议的经验？ 

 

相关链接：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指标：详见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喀山行动计划》详见 https://zh.unesco.org/mineps6/kazan-action-plan 

《世界卫生组织体育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详见 https://www.who.int/news-room/initiatives/gappa/action-plan 

《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行动计划》详见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18/06/14.pdf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zh.unesco.org/mineps6/kazan-action-plan
https://www.who.int/news-room/initiatives/gappa/action-plan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18/06/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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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相关材料 

（供外交部国际司参考） 

 

一、可持续性和遗产 

北京冬奥会是首届将可持续性要求全面融入赛事筹办

和举办全过程的奥运会，也是《奥林匹克 2020 议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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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次把“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环

境管理体系、社会责任指南”三个国际标准整合为一体，建

立了北京冬奥组委可持续性管理体系。从环境正影响、区域

新发展、生活更美好三个方面构建了工作框架，共包括 12

项行动、37 项任务和 119 条具体措施，打造了一届可持续

的冬奥会，形成了一批绿色办奥成果和奥运遗产，成为带动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一）坚持生态优先，实现环境正影响。北京冬奥组委

采取系列措施，实现了“山林场馆、生态冬奥”的目标，守

护赛区的青山绿水。一是从设计源头减少对环境影响。规划

设计前进行了植物本底调查，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从避让、

减缓、重建、补偿等方面确定保护措施，指导设计方案的形

成。二是降低施工对赛区动植物的影响，通过就地、近地、

迁地等措施保护赛区植物，通过设置动物通道、布设人工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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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规范施工等措施减少、补偿对赛区动物生活环境的破坏。

三是与施工同步开展生态修复，亚高山草甸及表土资源得到

保护。四是高效利用水资源，多途径收集、储存和回用雨水

和融雪水，应用智能化技术，节约造雪用水。 

大力推进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施治气、治

沙、治水攻坚战，取得积极成效。大气环境显著改善，北京

市和张家口市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分别由

80.6 微克/立方米和 34 微克/立方米下降至 33 微克/立方米

和 23 微克/立方米；实施造林绿化工程，北京市和张家口市

森林覆盖率分别由 41.6％和 37%增长至 44.4%和 50%；京

津冀地区水环境质量持续提高，北京市污水处理率由 87.9%

提高到 95%，张家口市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占比由 70%提

高到 100%。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为北京冬奥会打

上美丽中国底色。 

（二）践行绿色办奥，努力实现“碳中和”。一是从源

头减少碳排放，充分利用现有场馆和设施，其中包括 6 个北

京奥运会遗产，使夏奥场馆成为“双奥场馆”；二是建设低

碳场馆，所有场馆都达到绿色建筑标准，4 个冰上场馆使用

新型二氧化碳制冷剂，减少了对臭氧层的破坏，建成超过 5

万平米的超低能耗示范工程，在运营中节约了资源和能源；

三是全面使用低碳能源，依托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建立

跨区域绿电交易机制，赛时全部场馆常规能源 100%使用绿



 3 

电；四是构建低碳交通体系，按照“平原用电、山地用氢”

的原则，在各赛区推广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节能与

清洁能源车辆在赛时车辆中占比超 8 成。 

在办赛环节落实各项减排措施的同时，积极开辟碳补偿

的渠道，推动碳中和目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水青山。北京

市54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和张家口市50万亩京冀生态水源保

护林工程，将确定为北京冬奥会提供林业碳汇。同时发动涉

奥企业或相关企业自愿捐赠符合国际标准及国家规则的碳

中和产品。通过举办一届碳中和的冬奥会，为国家碳达峰、

碳中和行动和目标的实现发挥示范引领效应。 

（三）发挥牵引作用，促进城市和区域新发展。冬奥筹

办对北京、张家口两地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京张高铁、

京礼高速建成通车，路网体系更加完善，交通设施实现了互

联互通；公共设施加速布局，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实现了公

共服务共建共享；冰雪、绿色能源等产业加速发展，相关区

域产业发展实现互补互促，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落户延庆和

张家口，冰雪及绿色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实现了产业发展互

补互促。 

张家口冰雪运动快速普及，以装备制造为重点的冰雪产

业加快发展，冰雪经济拉动就业，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93.9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着力打造全亚洲冰雪旅游度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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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和“体育之城”。首钢作为百年钢铁企业，从服务保障

奥运、落实国家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战略和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要求出发，实施整体搬迁调整，以北京冬奥组委入驻和首钢

滑雪大跳台的建设为契机，将工业遗产再利用与北京冬奥会

筹办紧密结合，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北京冬季

奥林匹克公园、延庆奥林匹克园区和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

园获得奥林匹克命名，这将有利于三地赛后充分利用奥林匹

克品牌价值，进一步传承和利用好冬奥场馆遗产，举办高水

平冰雪赛事和群众性冰雪活动，培育全季旅游目的地，打造

“京津冀冰雪运动胜地”。 

（四）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加速健康中国建设。     

2015 年北京冬奥会的申办成功，点燃了广大中国民众

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极大促进了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普及推

广。按照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自冬奥会申办成功至 2021

年 10 月，中国居民参与过冰雪运动的人数为 3.46 亿人，冰

雪运动参与率 24.56%，“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从愿

景变为现实，深刻改变世界冬季运动格局，为奥林匹克运动

发展留下宝贵遗产。 

冬奥筹办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冰雪运动，“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成为公众生活方式，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助力

“健康中国”建设。截至 2020 年底，北京市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口比例由 2001 年的 43.7％增长到 50.18%；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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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全省常住总人口的 43.41%。 

（五）打造科技冬奥，高新技术成为赛事亮点。本届冬

奥会先后测试 200 多项技术，涉及到 60 多个细分应用场景，

其中有 4 项技术是在全球首次推出，有 33 项技术是在冬奥

会首次使用，充分彰显科技创新。制定并落实《科技冬奥

（2022）行动计划》，围绕“零排供能、绿色出行、5G 共

享、智慧观赛、运动科技、清洁环境、安全办赛、国际合作”

等 8 个方面统筹设计重点任务。设立“科技冬奥”重点专项，

围绕办赛、参赛、观赛、安全、示范 5 大板块部署科研任务。

办赛,主要是围绕场馆建设、气象预报、智慧出行、火炬研制、

开闭幕式、运行指挥、碳中和等方面部署任务，重点解决冬

奥工程的实际需求，突破了复杂山地气象精准预报、寒冷山

地奥运场馆建设等面临的技术难题，支撑鸟巢和水立方智能

化改造、氢能火炬传递、开闭幕式活动中的科技展示等，为

实现高质量办赛提供支撑。参赛，主要是围绕科学训练,在运

动员技能优化、体能训练和训练监测、训练基地建设、高性

能竞赛器材和服装等方面部署任务，重点研发科学化训练方

法和装备，建立智慧化比赛训练场地，研制适合我国运动员

形体特征和运动特点的高性能服装，提升运动员参赛水平。

观赛，主要是围绕“5G+8K”、云转播平台、VR 观赛、智

能语音服务等方面部署任务，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等提升观赛

体验，塑造冬奥的“科技感、未来感”。安全，主要围绕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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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场馆运维管理、设备运行、食品安全、医疗保障、疫情研

判和防控等方面部署任务，重点解决冬奥会安全监测预警、

运动健康保障、环境风险评价等技术和装备问题。示范，主

要是围绕氢能出行、无人驾驶、100%清洁电力、智能机器

人、无障碍服务等新技术在冬奥会场景中的集成应用。 

（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引领社会文明进步。北京冬

奥会的筹办和举办，不仅契合“更团结”的最新奥林匹克格

言，更加契合带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尽力、共同享有”

的理念，产生了良好社会效应，全面提升了社会文明程度，

增强了全社会的成就感和获得感。广泛开展奥林匹克教育，

在青少年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价值观，促进

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截至 2020 年底，在全国认定

835 所“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以冬奥志愿服务带动城

市志愿服务发展，冬奥会赛会志愿者报名人数达到 115 万，

截至 2021 年 11 月，“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志愿

者人数突破 448.9 万人，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高涨，营

造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良好社会风气。以北京

冬奥会为媒介，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的沟通交流，促进以冰

雪项目为核心的中外体育合作和人文交流，使北京冬奥会成

为疫情条件下促进世界团结的重要平台。加快无障碍设施建

设，完善残疾人服务体系，使残疾人出行更顺畅、生活更便

利，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包容性社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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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传播奥林匹克文化，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北

京冬奥会的筹办和举办，促进了奥林匹克精神、理念和文化

在中国尤其是主办城市的传播，推动奥林匹克文化在内的世

界多元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互鉴，形成一批有特色

的文化遗产。 

建设一批冬奥文化设施，夯实冬奥文化传播的基础，至

2021 年底在全国建成冬奥文化广场 43 个，丰富了城市文化

供给；在北京冬奥会三赛区分别设立了奥林匹克公园，为城

市增添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崇

礼华侨冰雪博物馆、太子城考古遗址公园，促进奥林匹克文

化研究、传播和推广。充分利用冬奥筹办各个重要节点，举

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设计开发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会徽、火炬、吉祥物、体育图标等一系列冬奥形象标识，创

作了一大批冬奥歌曲、电视栏目、短视频、影视作品、特许

商品等冬奥文化产品，生动体现奥林匹克文化与中华传统文

化的融合，同时带动提升了我国相关文化产品的创作水平。

创新冬奥会宣传推广模式，促进新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应用，

提升国家文化传播能力与水平。 

二、通过体育运动促进性别平等 

性别平等是《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遵循基本国策的前提下，2022 年 2 月 3 日，北京冬奥组

委发布《促进性别平等承诺》。《促进性别平等承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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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遵循《国际奥委会性别平等

和包容性目标（2021—2024）》的基本原则，以筹办和举

办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契机，北京冬奥组委在

平等参赛和平等公正的宣传、为所有运动员和参赛者提供安

全的体育运动环境、促进领导岗位和工作人员的性别平等、

促进工作岗位的平等权益等四方面做出 14 项承诺并积极采

取各项有效措施，推动通过体育运动促进性别平等，并倡导

所有利益相关方践行此承诺，采取积极行动，共同推动实现

性别平等和包容性社会建设。 

北京冬奥会是性别最均衡的一届冬奥会：45%为女性运

动员，55%为男性运动员。全部 109 个小项中有女性运动员

参与的项目为 46 项，此外新增的 7 个小项中，2 个为女子

单项，4 个为混合团体项目，全部小项中有女性运动员参与

的项目占比 53%。此外，北京冬奥会为了让女性运动员在转

播镜头前有更多机会露面，在平昌 2018 年冬奥会基础上，

对竞赛日程进行了调整：7 个分项首次实现性别平衡，分别

是：钢架雪车、雪橇（男子和女子单人雪橇）、速度滑冰、

越野滑雪、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而这也让冬

奥会总共 15 个分项中的 10 个分项实现性别平衡。在冬奥会

开幕式中，45%的旗手是女性（平昌冬奥会上女性比例为

30%），73%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在开幕式有女性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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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案例报告

（2022）》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与遗产宣传手册》 

《可持续·向未来——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

前）》 

《北京冬奥会低碳管理报告》 

《北京冬奥组委促进性别平等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