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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举办冬奥会对于主办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全球知名度提升，旅游、科技等产业进步以及

区域协同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日本、韩国和我国相继举办了冬奥会。本文通过梳理日本长野、

韩国平昌借助举办冬奥会推动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对于北京冬奥会主办城市之一张家口的赛

后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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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野、平昌冬奥会推动城市发展的经验
及对张家口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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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日本长野冬奥会、2018 年韩国平昌冬

奥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是近 24 年亚洲范围内举

办的三次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赛后三年各方对

冬奥会的整体评价来看，前两次冬奥会的成功举办

实现了主办城市基础设施升级、全球知名度提升，

更对举办国旅游、科技等产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推

动作用。作为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城市之一，张家口

在地理位置、区域资源禀赋等方面都与长野和平昌

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系统研究长野和平昌借助冬奥

会实现发展的路径对于张家口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

借鉴意义。

1　冬奥会影响的有关研究

自 1924 年第一届冬奥会即法国夏慕尼冬奥会

之后，学者们便开始了对于冬奥会影响的研究，直

到 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以后，人们才逐步明确冬

奥会对城市的正面促进作用。邹硕 [1] 认为冬奥会

的举办对城市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方面存在极

大的促进作用，带动了城市发展。邱雪 [2] 认为，冬

奥会推动了举办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很多城市因为

举办了冬奥会而得到复兴。Kim E H[3] 调查了札幌

冬奥会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当地居民对冬奥会举办

的感受较为良好。而具体的促进影响，主要表现为

五个方面：一是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宿亮 [4]

指出，索契冬奥会让当地用 7 年的时间完成了原本

需要 50 年的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长野冬奥会建设

联通各地的新干线、高速公路等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积极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二是促进城市生态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丁柳丽等 [5] 认为都灵冬奥会对城

市的生态保护、绿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Kim M 等 [6] 调查当地居民如何看待 2018 年平昌冬

奥会的影响，多数市民认为平昌冬奥会对基础设施

建设、旅游以及当地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三

是带动城市产业发展。华迪 [7] 指出，俄罗斯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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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的举办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发展，改变了城市

和地区的定位，如今索契已成为一个全年候的度假

胜地。杨三军 [8] 认为北京冬奥会推动了“冰雪 +”

产业集群的形成、冬奥遗产的开发利用、科学训练

等技术的转化应用、冬奥传播及媒介的更新发展。

四是扩大辐射半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甄梦晨等 [9]

指出，索契冬奥会以赛事举办推动区域的资源开发

利用与城市协同发展，平昌冬奥会以场馆集聚建设

促进首都圈的创新化发展。五是引领科技创新发展。

张建中 [10] 指出，平昌冬奥会中，无人机、5G 技术、

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高技术产品以及新技术得到

广泛应用。

此外，还有学者在经过大量研究后得出冬奥会

举办可以实现人才培养、增加就业、促进居民收入

等方面的结论，但是鲜有对不同城市举办的冬奥会

促进城市发展的比较研究。

2　长野借冬奥会引领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长野位于东京都市圈的西北部，森林、湖泊

等旅游资源丰富，也是日本少有的农业大县。在

冬奥会举办之前，长野仅仅是吸引东京及周边人

口的单纯周末休闲旅游目的地。自冬奥会申办以

来，长野市加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重构经济产

业体系，充分利用冬奥遗产等，借助冬奥带动城

市取得了较快发展，实现了产、城、人的良性互动。

但是在后冬奥时代，也出现了所谓的长野现象，

值得我们警惕。

2.1　长野的成功经验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是升级交通路网。开

通新干线，有效缩短长野与东京的通勤时间；对长

野高速和上信越高速进行改造，改善长野市内部及

通往东京的外部交通，联通了志贺等旅游康养胜地。

二是积极推广利用冬奥科技成果。率先使用 GPS

导航与无线数据传输等科技，并在当地建立了实时

气象预测系统，可准确监测未来 48 小时的气象变

化。利用光纤网络、内部局域网络进行视频、音频

传输，带动了城市娱乐升级，通过信息科技加速了

长野的现代化进程。三是提出“打造幸福移居城市”

的口号，引入星野、西武等高端品牌，开发轻井泽

康养胜地，打造高端户外、健康乐活、宜居小镇。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与鼓励移民政策来实现冬奥临时

人才长期本地化，人口由冬奥申办初期的 34 万增

加到 2015 年的 207 万 [11]。

在产业重塑方面，长野以冬奥会为名片，重点

打造户外、康养和文旅产业，构筑了综合性体验经

济产业体系。户外产业方面，一是组织雪上运动、

马拉松、登山、攀岩等赛事活动，吸引全球的专业

运动员及游客；二是发展冰雪装备制造和户外产业，

吸引企业集聚，专著于索道及人工雪制造产品和技

术。康养产业方面，一是抓紧户外运动衍生康复需

求开展运动康复产业，面向都市高净值人群打造以

生态养生为主题的康养体系；二是配合西武等顶级

酒店集团提供食宿配套，吸引东京客群。文旅产业

方面，一是重点发展文创产品，基于自然景观，结

合文化元素，加上独特冰雪 IP，发掘、重塑江户

传统，利用以二次元文化生产及消费为主题的文创

产业吸引年轻客群；二是开辟多元化文旅消费体

验，推出温泉、美容等高端度假消费和购物、会展

等都市型消费，以满足不同客群需求。

在遗产利用方面，在长野冬奥会结束约 3 个月

之后，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共同出资设立了第三方

企业 M-WAVE 股份公司，负责运营冬奥场馆、奥

运博物馆等设施。M-WAVE 公司运营 3 处冬奥设施，

其财报显示该公司 20 年来一直维持盈利状态 [12]。

运营方除了承接专业体育赛事、打造青少年冰雪运

动训练基地以外，还积极招揽各类展会、演出以充

分利用淡季时间进行创收。在场馆空闲期，场馆可

以极低的价格向一般市民开放。

长野借助冬奥会，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带动城

市和产业的整体发展，实现了赛后两年内经济持续

增长，同时让长野成为日本都道府县中幸福指数排

名第一的地区。

2.2　后冬奥的“长野现象”

赛前 5~6 年，长野经济在日本一枝独秀，当

周边类似区县 GDP 年度下滑速度约为 5% 时，长

野仍保持高于东京的 GDP 增速。赛后第二年，长

野的经济出现拐点，并开始呈现大幅度下滑态势，

造成地方经济严重衰退，这一现象被称为长野现象。

导致长野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亚洲

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等外部宏观层面的背

景，也有因冬奥巨额投资造成的长期债务负担的因

素。但其中更为深刻的原因，是长野冬奥会在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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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上存在失误，具体表现为科技对城市经济的带

动不足，新兴产业发展缺乏动力。长野没有借冬奥

导入高新产业与科技人才，培养本地科技创新产业，

导致可持续发展乏力。冬奥会期间培育的户外、康

养、文旅等消费产业一直没有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冬奥期间引入的豪华宾馆的入住率只维持在三四

成。在 2000 年日本经济整体衰退的情景下，这给

长野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3　平昌借冬奥会引领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平昌位于首尔都市圈以东 180 公里，是韩国的

第三大郡，作为韩国著名的文化、运动、休闲度假

山城，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及城市底蕴。平昌以冬

奥会为契机，结合中央政府、江原道政府的重大战

略，从升级城市基础设施、重点发展信息通信技术

（ICT）、积极融入首都圈等方面实现城市的快速

发展和国际化进程。但是面对全球新冠疫情，平昌

发展也进入了慢节奏期。

3.1　平昌的成功经验

平昌借冬奥实现城市发展不是依靠单打独斗，

而是本着全国一盘棋的通盘思路，与中央政府、江

原道政府的发展战略相结合，系统谋划当前与长远

发展。

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2011 年底，江原道政

府制定江原道综合计划（2012—2020），提出江原

道立体空间基础建设，针对平昌提出创新化基础建

设。具体建设方面，第一，空港及赛场交通连接。

建设 KTX 交通连接仁川空港至主赛场；第二，推

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国家布局，推进 5G 基

站建设，并配合形成景点、示范区覆盖等工作；第

三，建设冬奥场馆，改善平昌基础设施。到奥运举

办时，这些规划全部得到落实。平昌郡针对冬奥会

提出 HAYYP 700 主题建设，着重对城镇布局、基

础设施、文化观光等方面展开升级改造建设，使整

个城市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3]。

在 ICT 产业发展方面，针对此次冬奥会，韩国

科技部于 2016 年形成 K-ICT 平昌冬奥会实现战略，

选定 5G、物联网（IoT）、超高清（UHD）、虚拟

现实（VR）、人工智能（AI）五项技术作为奥运

科技元素，并提出“展示 ICT 强国风采，促进 ICT

技术出口”的目标主旨 [14]。基于这一目标，在平昌

冬奥会前，相关部门和企业、机构等在平昌开展各

种展示推广活动，例如：建设平昌 ICT 体验馆、5G

信号基站、虚拟现实游乐场等，用于国民及国外游

客实体体验、企业展示等；打造绿色网络街区、人

工智能机器人熔炉，游客可通过简单编程体验无人

机、无人驾驶操控；围绕媒体转播，成立超高清工

作室，研发超高清视屏和基于 5G 的观赛设备，加

强转播效果。后冬奥时代平昌持续推进相关工作，

由此，2019 年韩国成为全球首例试商用 5G 服务的

国家。

在融入首都圈发展方面，根据江原道综合发展

计划，平昌要以旅游业作为城市核心产业，其功能

定位也以首都圈娱乐休闲、文旅为主，冬奥会后结

合当地旅游资源，将滑雪赛事场地改造为滑雪度假

村运营，从而将平昌打造成集训练、竞赛、休闲功

能为一体的亚洲冰雪运动训练中心，带动首都圈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整体的创新发展。

在平昌冬奥会带动下，2018 年韩国国内人均

收入突破 3 万美元，平昌方面也借冬奥契机实现了

快速发展。根据江原道政府统计，平昌 2018 年、

2019 年连续两年 GDP 增长均高于同类郡县，地方

竞争力整体排名前三（仅次于江陵、春川），地区

旅游发展指数进入全国前五，2019 年前来旅游人

数同比增加 22%[15]。

3.2　后冬奥时代平昌的发展困境

2019 年底，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打断了

平昌的正常发展。从韩国经济运行数据来看，平昌

旅游、农产品出口方面遭受巨大损失。由于平昌冬

奥会距今时间较短，当前还无法做出充分、公平的

评价。平昌政府在奥运会后，未建立赛后场馆运营

团队，对部分场馆进行了拆除和复原改造，部分场

馆改造为体育休闲中心和国家训练中心，场馆整体

有效利用不足。同时，ICT 产业也刚刚起步，成效

还没有凸显。在融入首都圈计划中，平昌定位为旅

游娱乐，但从近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前往人群多以

韩国本地及亚洲游客为主，与周边江陵市等主要冰

雪训练基地具有同质化竞争关系，发展速度低于其

所在首都圈整体情况。

4　张家口的发展现状与战略机遇

张家口作为地处河北省西北部的中心城市，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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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连接京津晋蒙的交通枢纽作用，自然风光独特，

旅游资源丰富，但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基础薄弱、

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北京冬奥会成功申办以来，按

照“绿色、开放、共享、廉洁”的办奥理念，张家

口开启了冬奥场馆规划建设、城市配套发展的新篇

章。

4.1　张家口的发展现状

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4 个竞赛场馆、3 个

非竞赛场馆（见表 1）如期保质保量完工，其中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设计、施工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

京张高铁、延崇高速建成通车，缩短北京与张家口

的空间距离，将张家口纳入“首都一小时经济圈”。

表 1　张家口赛区冬奥场馆一览表

类型 序号 场馆名称 项目 / 功用

竞赛 1 云顶滑雪公园 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

2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冬季两项、越野滑雪

3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跳台滑雪、北欧两项

4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 越野滑雪、北欧两项

非竞赛 5 张家口奥运村 运动员村

6 张家口山地媒体中心 赛事转播、演播厅节目制作

7 张家口颁奖广场 颁奖

张家口赛区核心区以及由张家口崇礼至北京的交通

线路均已全部实现 5G 网络覆盖。

产业发展方面，冰雪产业快速发展，建立了

以冰雪装备研发制造、冰雪文化旅游、冰雪体育运

动培训等为主体的产业发展体系。截至 2021 年底

累计引进冰雪产业项目 100 余项，已投产运营超过

50 项，持续举办冰雪嘉年华、欢乐冰雪季等群众

性冰雪体验活动，2021 年参与冰雪运动人次突破

500 万。绿色能源产业势头向好，张北柔性直流工

程竣工投产，保障所有冬奥场馆 100% 使用绿电，

可再生能源消费占终端能源消费比例达到 30% 以

上。文化旅游产业初步形成，体育、文化、旅游基

础设施及生态环境治理等不断推进，促进京张体育

文化旅游带建设不断发展。

4.2　张家口的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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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精神的重要契机。北京牵手张家口共同举办冬奥

会，是国家通盘考虑，发挥对国家发展，特别是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牵引作用，因此通过冬奥会的成功

举办，张家口的品牌形象已经初步树立，赛后要把

握好后冬奥机遇，充分利用好冬奥遗产，发挥其最

大效益。

张家口具备丰富的资源优势、特殊的区位条

件、独特的自然环境，通过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张

家口在京津冀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将

会从更高层次上统筹资源，从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

要素。围绕 3 亿人上冰雪，张家口将成为冰雪运动

的主要承载地，与东北、新疆等地相呼应，形成联

动互补局面。

北京冬奥会推出“智慧冬奥”，5G 通信、北

斗导航、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已在张家口赛区的场馆

基础设施、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全面应用。新技术

为新兴产业培育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供了重要动

力，全社会形成了良好的创新环境。

尽管张家口处于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也要

充分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双

重叠加所带来的压力，合理利用好内外两种资源，

实现张家口更好发展。同时，要警惕在后冬奥时代，

出现类似长野现象和平昌的慢节奏问题。张家口要

培育主导产业，合理布局，促进发展，激发经济增

长的内生动力，而不仅仅是成为北京的后花园。

5　启示与建议

与长野、平昌两届冬奥会所处时期相比，虽然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经济与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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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结合长野、平昌发展奥

运经济社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当前

局势，立足张家口的实际，做好整体设计，切实可

行和长远发展相结合，实现张家口的可持续发展。

（1）充分利用冬奥遗产，做足做实冰雪运动

文章。

张家口因冬奥而兴，后冬奥会时代，要充分用

好冬奥场馆等资源，发展冰雪体育运动，实现冬奥

遗产利用效益最大化。一是要遵循“大循环”“双

循环”发展逻辑，打造国内、国际冰雪文化、体验、

运动、赛事、旅游综合中心。依托云顶滑雪公园、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跳台

滑雪中心等冬奥场馆，积极承办国际雪联世锦赛、

世界杯赛、Snowrun 野雪跑等高水平国际冰雪赛事。

二是吸引国家、省级冬季运动队前来，建设训练、

科研、医疗、教育、服务一体化的国家冰雪训练基

地。建设青少年培训基地，打造集娱乐体验、趣味

科普、体能训练、运动竞技、国际交流于一体的全

年可运营青少年研学游学教育基地。三是抓住 3 亿

人上冰雪机遇，发展大众冰雪运动，探索冬奥场馆

四季运营模式，突出冰雪产业的世界级名片，提升

旅游服务业，将张家口赛区打造为世界级滑雪度假

区，吸引全世界游客前来旅游消费。

（2）激发经济内生活力，重点培育新兴产业

发展。

产业是发展经济的关键所在，而新兴产业决定

经济的未来。张家口要加快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激

发经济内生活力，引领经济快速发展。一是审视全

球冰雪产业链现状，利用后疫情时期我国整体稳定

发展环境，依托高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宣化

冰雪产业园等产业园区，建立冰雪装备研发中心与

生产基地，构筑产业链“生态圈”，促进冰雪产业

集聚发展。二是重点发展文旅产业，依托崇礼冬奥

场馆设施及冰雪小镇，挖掘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发

展壮大体育文化、旅游休闲度假、会议展览服务等

业态，促进体育、文化、旅游、科技深度融合发展，

加快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三是顺应新科技革

命趋势，以 “科技冬奥”等科技元素为产品，发

展冰雪数字产业，推动数字技术对户外、文旅、康

养等产业的支撑，打造冰雪数字产业链。发挥风能、

光伏等绿色能源优势，加快电网改造、储能和氢能

技术攻关，加快氢能等清洁能源技术的民用化步伐，

打造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实现区域绿色可持

续发展。

（3）促进科技冬奥成果转移转化，推动张家

口智慧城市建设。

充分发挥 5G、云计算、大数据、卫星导航、

人工智能等“科技冬奥”新技术成果在智慧城市建

设中的作用，将冬奥新技术融入居民生活，为探寻

更好的未来城市生活模式和方案提供支撑。一是将

地理信息系统（GIS）、建筑信息模型（BIM）等

智能化和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用于城市建筑以及无障

碍设施建造，减少设计、建造、运维等成本，提高

效率。二是推广应用基于人工智能的智慧交通，寻

找最优化方案应对大范围交通拥堵、瘫痪等问题，

便利人们的交通出行。三是建设“城市大脑”，将

森林智慧防火、智慧政务、智慧旅游等成果用于城

市治理。相关部门做好政策配套，推动成果推广落

地应用，促进智慧社区、智慧建筑的示范，引领张

家口乃至河北省智慧城市建设。

（4）充分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格局，走可

持续发展道路。

将张家口的发展放在京津冀区域乃至全国通

盘考虑，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发挥好京津

冀协同化发展作用，以张家口设施、建设经验、科

技应用等为基础，围绕冰雪运动、绿色科技等热点，

建设冰雪科技研发、创新中心，实现高端人才、资

本等创新要素集聚，实现区域核心竞争力增长。二

是加强张家口与北京的全面对接与合作。与北京建

立冬奥可持续发展的对话与合作机制，考虑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承接工作，充分发挥冬奥人才作用，

积极对接各方科技创新资源。张家口市政府要给予

大力政策支持，吸引北京乃至全国投资方对冰雪产

业进行投资。三是以冰雪赛事训练场、冰雪旅游等

为口号，利用“奥运”契机，从文化、设施、区域

投资前景等多维度宣传、突出张家口价值，打造冰

雪运动产业名片，争取国内外发展机遇。发挥国际

友好城市机制，加强与长野、平昌等地交流合作，

共享冬奥经验，实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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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of Nagano and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Promoting City Develop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to Zhangjiakou
FAN Jin-yan1, YUAN Yan-jun2, YANG Qian-lin2, LUO Zi-chao2, 

(1.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Service Center, Beijing　100142;
2. Beijing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Hosting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ost city, the promotion of its global reputation, the progress of touris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ther industries, as well a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Japan, South Korea and China 
have held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succession. By comb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nd failure lessons of 
Nagano in Japan and Pyeongchang in Korea i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by hosting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this paper aims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Zhangjiakou, which is one of the 
host cities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Keywords: Nagano; Pyeongchang; Zhangjiakou; Winter Olympic Games; c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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