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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居民参与北京冬奥会环保进程袁 是实现北京冬奥会和主办城市环境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遥 本研究以北京居民为研究对象袁 探讨居民对北京冬奥会环境影响

的认知情况遥 研究结果发现院渊1冤居民对北京冬奥会环境影响基础概念与知识的整

体认知水平较低曰渊2冤 居民对北京申办冬奥会后的重点关切环境问题的整体认知

水平较好袁但居民认为政府在交通与能源尧水环境尧工业污染和固体废物所产生的

环境问题改善上仍有待加强曰渊3冤采用聚类分析法将居民划分为体验者尧现实主义

者与积极拥护者袁不同群组之间对北京冬奥会环保基本认知存在显著差异渊P＜0.0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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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cess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is the basi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nd the host city.

With Beijing resi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residents' knowledge about envi-

ronmental impact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Residents have a low

level of overall awareness on the basic concepts and knowledge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2) Residents have a good overall awareness on the key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fter Beijing bid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bu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envi-

ronmental issues caused by transportation and energy, water environment,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solid waste. (3) Cluster analysis is used to divide Beijing residents into experientialists, realists and

activists, among whom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渊P约0.05冤.
residents' knowledg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environmental impact; envi-

ronmental protect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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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林匹克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在奥林匹克

历史上从未衰退 [1]遥随着奥林匹克环保文化的推广袁
人与自然尧人与社会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彼此抗

争逐步走向和谐袁 最终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2]遥
2008 年袁北京野绿色奥运冶的办赛理念为全球野环境

革命冶助力袁在奥运设施建设和设计中采用严格的

环境标准袁开设城乡森林和环境保护区袁提高公众

的环保意识袁鼓励北京市民做出绿色消费选择等绿

色举措袁展现了大国风采与大国担当遥 习近平在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院野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袁加快推

进体育强国建设袁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尧冬残奥会遥冶[3]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汇聚北京袁如何高效率尧高质量

地落实野绿色尧共享尧开放尧廉洁冶的四大办奥理念成

为首要任务遥
作为大型赛事核心利益相关者袁 主办地居民对

大型体育赛事特别是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起着举足轻

基于居民认知视角对北京冬奥会环境影响的研究

38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20年 第 41卷 第 5期

重的作用袁如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4]尧2002 年盐

湖城冬季奥运会 [5]尧2000 年悉尼奥运会 [6-7]尧2014 年索

契冬奥会 [8]和 2012 年伦敦奥运会 [9]在筹办与举办过

程中充分采纳了居民的意见遥 一些研究者使用近十

年的时间针对主办地居民对 1988 年加拿大卡尔加

里冬奥会的看法进行持续研究[10-14]遥 Guala 等也研究

了都灵居民在 2002 年至 2007 年间对冬奥会的看

法 [15]遥此外袁一些研究者总结了北京奥运会举办后的

居民认知情况 [16-18]遥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袁大多数研

究基于三重底线评估法分析居民对大型赛事综合影

响的看法袁 主要考虑大型体育赛事的社会影响和经

济影响袁 环境影响研究虽然被纳入考虑范围但在一

定程度上被忽略遥就主办地居民而言袁居民认知情况

纳入规划与决策过程的程度决定了北京冬奥会可持

续发展的程度遥基于此袁本研究通过调查北京居民对

冬奥会环境影响的认知情况袁 探讨三大问题院渊1冤了
解居民对北京冬奥会环境影响的认知情况曰渊2冤划分

与区别不同居民类型及特点曰渊3冤提出促进居民参与

北京冬奥会环保行动的建议遥

随着全球温度上升尧冰盖减少尧臭氧层变薄尧森
林砍伐尧污染和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的不断增多袁人
们越来越关注环保袁 致力于减缓甚至逆转环境恶化

的趋势遥 所有行业与活动袁包括大型体育赛事袁都为

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而有所作为遥 国际奥委会等

知名度较高的体育组织袁 已将环境绩效列为优先事

项袁以此为社会负责和应对趋势发展而努力渊表 1冤遥
随着 1994 年利勒哈默尔环境友好型冬奥会的举办袁
环境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遥此后袁国际奥委会为

叶奥林匹克宪章曳增加了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遥 环境

也被添加为奥林匹克运动和文化的第三大支柱袁增
强了国际奥委会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袁 同时也出现

大量术语用来描述与奥运会有关的环境问题袁 包括

环境渊Environment冤尧可持续性渊Sustainability冤尧遗产

渊Legacy冤和绿色渊Green冤等[19]遥 在 1995 年袁国际奥委

会正式要求所有未来的候选城市竞标书都必须涉及

举办奥运会的环境影响工作 [20]遥 国际奥委会再次对

宪章进行了修订袁包括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承诺遥在
这一阶段袁奥林匹克的环保运动仍以规划为主袁实践

较少遥随后袁国际奥委会于 1999 年通过了叶奥林匹克

运动 21 世纪议程曳袁 其中概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几项

原则袁 参与主办奥运会的所有组织都必须遵循这些

原则遥 此时袁环保问题不仅在规划中袁而且在奥运会

的实践中得到切实发展遥 2000 年的悉尼奥运会被称

为 野绿色奥运会冶袁 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则被认为是

有史以来最环保的奥运会袁2010 年温哥华冬奥会是

第一届被认为具有可持续性管理体系的冬奥会袁伦
敦以野一个地球冶 为主题成功申办 2012 年奥运会遥
环境实践趋势始于对环境的关注袁最终演变为可持

续性袁推动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环境保护的发展遥
从奥林匹克环保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袁与现代奥运

会的举办时间相比袁奥运会中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

历史相对较短袁但国际奥委会以及主办城市在短时

间内就采取了诸多政策和行动袁由此证明环保在推

进奥林匹克进程中的重要性袁北京冬奥会也将在新

时代的背景下充分发挥奥林匹克运动对环境的促

进调节功能袁由环保的教育尧发展尧监测尧评估尧防
治尧 保障六大方面构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新环保

模式 [21]遥

就北京的居住环境而言袁冬奥会的举办在一定

程度上压缩了公共利益 [22]遥 为举全民之力办冬奥袁
北京市采用了整治市容市貌尧拆除城中村等措施划

分赛事举办区域与居民生活区域袁如海淀区居民在

人民网留言板提出冬奥会速滑馆附近城中村整顿

与棚户区改造的问题袁若得不到及时解决袁部分居

民将不得不因此迁出首都袁进而造成弱势群体利益的

损害[23]遥同时袁针对在实施大型场馆建设与改造的过

程中所形成的污染尧垃圾尧噪音等问题袁政府虽启动

了补偿机制但仍扰乱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袁
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遥 北京再次举办奥运会袁从侧

面刺激北京房价与物价的上涨袁许多本地居民因无

法承担生活成本而迁至郊区居住袁外地人员更是对

北京野望而却步冶遥 对标纽约尧伦敦尧巴黎尧墨尔本等

全球体育名城袁北京借助冬奥会的举办袁在提升居

民生活品质袁整体提高城市环境质量袁同时满足全

球体育名城的公共服务需求袁建设国际一流和宜居

之都的目标实现上任重道远 [24]遥 就北京的自然环

境而言袁冬奥会的举办给北京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

可忽视的遥 大型体育设施的建设和交通运输系统的

翻新造成的环境破坏袁都能导致空气尧水尧土壤和视

觉污染袁从而使自然环境退化 [25]遥 居民在大型体育

赛事造成的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的感受上十分敏

感 [26]袁在此过程中如果居民的权利受到侵犯袁他们

会对冬奥会产生负面看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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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奥林匹克运动环境方面的重大事件及其影响

年份 事件 影响

1986 国际奥委会主席宣布环境为奥林匹克主义的第三支柱 环境首次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

1991 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环境主题袁国际奥委会在叶奥林匹克宪章曳中补

充说明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开始融入奥林匹克运动结构中

1993 悉尼获得 2000 年绿色奥运的举办权 开始在奥组委内部组建相关环保组织

1994 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了体育与环境协议曰 国际奥委

会创建了体育和环境委员会曰1994 年冬奥会在利勒哈默尔举行

通过组织间的合作进一步规范保护环境的措施与做法

1996 修改叶奥林匹克宪章曳袁将环境作为使命正式纳入袁包括提及可持续性 国际奥委会通过管理文件向各个主办国施加环保压力

1999 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叶21 世纪议程曳提出叶奥林匹克 21 世纪议程曳 环保问题更强有力

2000 2000 年悉尼举办绿色奥运 环保制度化

2001 国际奥委会创建了奥运会全球影响力计划 国际奥委会作为主要参与者推动其他相关者共同参与环境保护

2005 提出零排放 奥林匹克运动环境与可持续实践演变

2006 都灵可持续冬奥会举办 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

2008 北京奥运会践行野绿色奥运尧科技奥运尧人文奥运冶三大理念袁落实叶绿
色奥运行动计划曳

奥运会对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愈

发凸显

2009 里约热内卢获得奥运会的举办权袁力争打造碳中和奥运会 创造零排放

2011 平昌获得冬奥会的举办权袁打造低碳奥运会 制定行动方针袁处理实地环境和可持续性问题

2012 伦敦以野只有一个地球冶为主题袁举办奥运会 加强零排放主题

2014 通过叶2020 年奥林匹克议程曳袁其中包括两项关于可持续性的建议 推动奥林匹克相关者继续发挥创造力

奥林匹克运动有着强大的教化作用袁 对居民的

全面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袁 居民感知会受到各

种信息来源的影响[27]遥冬奥会的环保教育有助于增强

居民对冬奥会环保工作的了解袁 同时也可作为塑造

居民积极或消极态度的平台[28]遥 因此袁赛事组织管理

者不仅应关注赛事举办期间居民所处的生活环境袁
还应关注赛事筹办期间居民的生活质量袁 有计划地

借助冬奥会的平台引导居民从被动到主动参与环境

保护袁加强居民与冬奥会的关联袁培育热心尧善良尧诚
恳尧包容尧具有责任心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公民遥 冬

奥会的环保工作在消费观念尧生活方式尧价值认知等

方面影响个体的发展袁 具体表现为在购票尧 酒店住

宿尧商品和劳务消费上选择更绿色的消费方式袁改变

居民的消费观念曰 居民在生活中采用更环保的生活

方式袁认可环保是一种时尚行动曰在价值认知上袁居
民意识到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冬奥会正成为世界人

民的共同话题袁成为城市展示形象的窗口遥 东京奥组

委通过制定野东京 2020 全国参与计划冶积极引导居民

参与环保工作袁包括关注运动与健康尧为城市发展贡

献力量尧可持续发展尧日本新兴文化发展尧教育主题

活动尧与世界互动等参与计划措施 [29]袁极大调动了居

民的积极性袁 增强了居民对大型体育赛事可以为主

办城市及其周边社区带来潜在利益的认知遥

本研究在设计问卷前参考了国内外文献袁 由于

调查对象为居民袁 在设置题项时特别注意了用词的

简明尧易懂且避免倾向性遥居民对北京冬奥会环境影

响的认知问卷包括以下 5 个部分院渊1冤从在京居住时

间及居住区域尧教育水平尧职业尧年龄尧性别等调查居

民的人口背景曰渊2冤评估居民对北京冬奥会环保举措

基础概念与知识的理解袁 此部分在查阅了国际奥委

会环保工作开展的相关资料后设置了问题曰渊3冤了解

居民对空气质量尧交通与能源尧水环境尧生态建设尧工
业污染和固体废物尧 环境教育六大环境问题的认知

情况袁主要参考了 Ap 等 [30]尧Ko 等 [31]的研究曰渊4冤根据

Lindberg 等[32]关于居民对赛事旅游看法的测量袁设置

居民对冬奥会环保的态度倾向维度曰渊5冤居民对北京

冬奥会环保的支持意向部分袁 参考了 Gursoy 等 [5]尧
S觟derlund[33]尧Zeithaml 等 [34]的研究遥 后三部分的问题

均采用李克特量表袁7 表示强烈同意袁1 表示强烈不

同意遥问卷根据专家提出的建议已调整了题项袁在问

题的话术上修改后更简单易懂袁 并通过因子分析对

各个维度中的因子进行了检验遥 问卷的信度较好袁
Cronbach爷s Alpha 均大于 0.800渊表 2冤遥 问卷的内容

效度经过 5 名体育管理领域专家的反馈袁 其中 3 名

专家认为问卷设计的内容基本合适袁2 名专家认为

基于居民认知视角对北京冬奥会环境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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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设计的内容合适遥 同时袁通过 KMO 值及 Bartlett

球形检验来分析问卷的效度袁由表 2 可知袁居民对北

京冬奥会环境影响的认知情况分为 3 个部分进行测

量袁每部分的 KMO 值均大于 0.900袁说明问卷效度

较好遥
表 2 问卷信效度分析结果

本研究招募了 7 名志愿者袁 进行培训后在北京

街头进行随机抽样调查遥 考虑到样本年龄层的多样

性袁发放地点选取了 2 个公园和 1 个商业中心袁天坛

公园尧地坛公园的受访对象以老年人居多袁凯迪拉克

中心商圈的受访对象以年轻人居多袁 并严格要求在

发放时剔除游客以及在在京居住不满 1 年的居民袁
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遥 本研究最终共发放问卷 600

份袁有效问卷 548 份袁有效回收率为 91.3%遥 为减少

随机抽样造成的偏差袁 样本基本涵盖各类特征的北

京居民袁由人口统计分布得出样本分布较合理袁其中

男性 287 人渊52.37%冤袁女性 261 人渊47.63%冤曰中年

人占比较多袁29 岁以下的有 120 人渊21.90%冤袁30~50 岁

的有 152 人渊27.74%冤袁51~70 岁的有 190 人渊34.67%冤袁
70 岁以上的有 86 人渊15.69%冤曰大多数受访者教育

程度较好袁大专或本科学历的有 228 人渊41.61%冤曰职
业分布包括各行各业袁 其中退休人员占比较多袁为
228 人渊41.61%冤曰在京居住超过 20 年的受访者占比

多袁 居住时间为 21~40 年的为 111 人 渊20.26%冤袁
41~60 年的为 111 人 渊20.26%冤袁60 年以上的为 109

人渊19.89%冤曰受问卷发放地点的影响袁受访者主要

来自朝阳区 渊24.09% 冤尧东城区 渊26.82% 冤尧海淀区

渊30.11%冤曰在家庭月收入方面袁分布在 10 000 元以

上的受访者居多渊44.67%冤遥

本研究主要采用 SPSS 21.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袁并根据 K- 均值进行聚类分析袁在整体样本中确

定相对同质的意见群体袁 描述与分析北京居民对冬

奥会环境影响的认知袁 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特征

居民的认知差异袁 据此提出促进居民参与环保工作

的建议遥 政府进行决策时可充分考虑不同特征居民

的认知情况袁 有针对性地选择将环境负面影响最小

化的发展战略袁提高居民对出台政策的支持度袁使居

民积极地参与到环保行动中遥

居民对冬奥会环保的认知由注意尧知觉尧表象尧
记忆尧思维和语言等构成袁同时包括那些不能观察记

忆的加工尧存储尧提取和记忆力的改变袁在此认知过

程中对环保举措的基础概念认知是不可或缺的遥 调

查居民对北京冬奥会环保举措基础知识的认知情况

可以量化其对北京冬奥会相关环保政策的了解程

度袁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居民的环保意识与知

识水平遥 根据叶奥林匹克宪章曳中对主办城市的环保

要求袁此部分选取了 4 个标志性问题袁围绕国际奥委

会的环保要求尧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尧在申

办奥运会时作出的环保承诺以及具体的冬奥环保实

践进行提问遥 由表 3 可知袁 问题①回答正确的为 334

人渊60.95%冤袁野不知道冶的为 109 人渊19.89%冤曰问题②

回答正确的 231 人渊42.15%冤袁野不知道冶的为 131 人

渊23.91%冤曰问题③ 回答正确的为 257 人渊46.90%冤曰
问题④回答正确的为 339 人渊61.86%冤袁野不知道冶的
为 131 人渊23.91%冤遥 题项较为简单袁但居民回答的

正确率偏低袁表示野不知道冶的居民较多袁表明居民

对北京冬奥会环保举措的基础概念与知识虽有所

认知袁但是整体的认知水平和理解程度偏低袁居民

实际认知情况与新闻宣传的居民认知情况存在一

定差距遥

空气尧水尧森林尧土壤等为环境组成的重要要素袁
也是北京冬奥会的环保基础遥 随着北京成为双奥之

城袁当地居民对环境的认知程度也发生变化遥 由表 4

可知袁 居民对重点关切的环境问题整体认知程度较

Cronbach爷s Alpha KMO 项数

居民对重点关切环境问题

的认知

0.926 0.910

渊P＜0.01冤
21

空气质量 0.858 2

交通与能源 0.826 5

水环境 0.869 4

生态建设 0.859 4

工业污染和固体废物 0.810 4

环境教育 0.860 2

居民对冬奥会环保的态度

倾向

0.941 0.936

渊P＜0.01冤
12

对冬奥会的态度倾向 0.893 6

对绿色冬奥的态度倾向 0.925 6

居民对冬奥会环保的支持

意向

0.936 0.929

渊P＜0.01冤
11

对冬奥会的支持意向 0.885 6

对绿色冬奥的支持意向 0.9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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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居民对北京冬奥会环保举措基础知识的认知情况

好袁均值均大于 4遥 其中空气质量尧生态建设尧环境教

育的均值大于 5袁 说明北京申办冬奥会后或者说举

办夏季奥运会之后袁居民对空气质量尧生态建设以及

环境教育方面的认知均有较大的提高与改善遥 2008 年

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得到了有效的治理袁 特别是

对雾霾进行了长期攻坚战遥但调查结果显示交通与能

源尧水环境尧工业污染和固体废物的认知均值相对偏

低袁经过与受访者的面对面交谈袁他们对北京的交通

拥堵状况尧水污染严重及水资源使用紧张尧疏解非首

都功能时高污染产业的转移与升级等表示担忧遥
表 4 居民对北京冬奥会重点关切环境问题的认知情

况渊X依SD冤

居民对冬奥会环保的态度倾向与支持意向决定

了居民未来的环保行为遥由表 5 可知袁居民的态度倾

向与支持意向均值均大于 5袁整体呈积极倾向遥 其中

对绿色冬奥会的态度倾向的均值最高袁 说明了居民

能明确环保对冬奥会及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程度袁
同时希望接受系统的环保教育以提高环保意识遥 此

外袁居民的态度倾向和支持意向相比支持意向较低袁
具体体现在居民在 野计划节省金钱投入到北京冬奥

会中冶野愿意为环保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冶 这两个题

项的支持意向较低袁 表明居民会在衡量自身承担成

本与得到回报关系后再决定是否参与环保行动遥
表 5 居民对北京冬奥会环保的态度倾向与支持意向

渊X依SD冤

为了确认最佳的聚类中心数渊组数冤袁将样本分

为 2尧3尧4尧5 组后观察其样本的占比可知 渊表 6冤袁样
本分为 2 组时差异并不明显袁 分为 4 组与 5 组时有

样本占比小于 5%袁不具有合理性和可解释性遥 因此

本研究将聚类组数分为 3 组袁3 类人群在本研究中

被命名为体验者尧现实主义者及积极拥护者渊表 7冤遥
表 6 样本分组的百分比

第 一 类 受 访 居 民 为 体 验 者 袁 人 数 为 93 人

渊16.97%冤袁在 3 类居民中占比人数最少遥 体验者特

别关注自身在冬奥会筹办过程中的体验遥 由表 7 显

示袁体验者对重点关切环境问题的认知袁以及对冬奥

会环保的态度倾向和支持意向的均值都偏低遥 就环

项目 认知情况

空气质量 5.55依1.38
交通与能源 4.78依1.29
水环境 4.73依1.42
生态建设 5.35依1.19
工业污染和固体废物 4.74依1.27
环境教育 5.25依1.34

项目 态度倾向与支持意向

对冬奥会的态度倾向 5.98依0.99
对绿色冬奥的态度倾向 6.02依1.03
对冬奥会的支持意向 5.70依1.18
对绿色冬奥的支持意向 5.80依1.22

组别
组数

2 3 4 5

A 37% 17% 3% 2%

B 63% 34% 21% 21%

C 要 49% 37% 33%

D 要 要 40% 37%

E 要 要 要 7%

基于居民认知视角对北京冬奥会环境影响的研究

问题 认知情况 人数渊占比冤
① 国际奥委会

对冬奥会主办

城市的要求之

一渊P＜0.01冤

该城市有完善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计划

334渊60.95%冤

该城市有职业篮球联赛 51渊9.31%冤
该城市拥有众多高尔夫球场 9渊1.64%冤
该城市具有浓厚的体育氛围 45渊8.21%冤
不知道 109渊19.89%冤

② 2022 年北京

冬奥会环境改

善的长远目标

渊P＜0.01冤

将环境作为奥林匹克的第三支柱 231渊42.15%冤
代替原来的煤炭使用清洁能源 104渊18.98%冤
增加社区的环保费用 30渊5.47%冤
使北京居民购物更加便利 52渊9.49%冤
不知道 131渊23.91%冤

③不是申办

北京冬奥会

承诺的一部

分渊P＜0.01冤

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及建设重点道路 83渊15.14%冤
鼓励居民用绿色植物装饰房子 257渊46.90%冤
提高密云水库和怀柔水库的水质 116渊21.17%冤
减少和控制工业污染 92渊16.79%冤

④ 在北京冬奥

会期间将实行

何种能源改革

渊P＜0.01冤

增加煤炭的使用 23渊4.20%冤
增加私家车的使用 31渊5.66%冤
使用木材进行发电 24渊4.38%冤
增加新能源在基础设施与场馆中的

使用

339渊61.86%冤

不知道 131渊23.9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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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样本 K- 均值聚类分析

境问题而言袁 体验者认为除空气质量与之前相比有

明显的改观之外袁 其余环境问题并没有感受到明显

的改善遥环境教育的均值最低渊X=3.72冤袁一方面说明

目前环境教育覆盖面较窄袁 另一方面说明体验者对

于环境教育的质量要求更高遥 就体验者的态度倾向

和支持意向而言袁 体验者对北京冬奥会实施环保计

划呈积极的态度倾向袁但支持意向的均值较低袁说明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将环保态度与支持意向分隔开

来袁认为个人对冬奥会环境问题的改变影响较小袁环
境问题应由国家出台相应政策予以解决遥

第二类受访居民为现实主义者袁 人数为 270 人

渊49.27%冤袁在 3 类居民中所占人数最多袁近半数的

受访者为现实主义者遥 现实主义者能对北京冬奥会

的实际环境问题积极提出看法袁 他们认为北京的空

气质量渊X=5.55冤自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后特别是申

办冬奥会后得到了持续性改善遥 在生态建设方面

渊X=5.24冤袁如北京的森林覆盖率尧植被覆盖率都有了

较大提高遥 现实主义者认为他们接受到基础的环境

教育渊X=5.13冤袁表示希望接受系统的环境教育并参

与更多形式的环保活动遥 但在工业污染和固体废物

渊X=4.28冤尧水环境渊X=4.09冤尧交通与能源 渊X=4.17冤
方面袁现实主义者依旧感受到北京交通拥堵尧可再生

能源使用较少尧水资源受到污染尧工业废水废气的排

放以及垃圾分类不到位等问题遥此外袁现实主义者对

北京冬奥会环境影响持积极的态度倾向和支持意

向袁愿意为冬奥会环保贡献一己之力遥
第三类受访居民为积极拥护者袁 人数为 185 人

渊33.76%冤遥 积极拥护者对北京冬奥会环境正面影响

的认知程度较高袁一方面在重点关切的环境问题上袁
除了工业污染与固体废物渊X=5.87冤袁其余的均值均

大于 6袁 他们表示希望政府相关部门从源头上管理

工厂废水废气的排放袁提出治理污染源的有效措施曰
另一方面积极拥护者的正面态度倾向与支持意向较

高袁他们为北京能再次举办奥运会而感到自豪袁并直

接感受到冬奥会申办后周围居住环境与自然环境的

改善袁是环保政策和环保行动最有力的支持者遥

由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 渊表 8冤袁3 类居民在对

冬奥会环保基础知识的认知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

渊P＜ 0.05冤遥 就体验者而言袁4 道题目的正确率较低袁
除问题③外袁其余题目选择野不知道冶的人多于选择

正确答案的袁 说明体验者对冬奥会环保基础知识的

认知程度较低曰3 类居民中回答正确率最高的为现

实主义者袁 他们较为关注国际奥组委与北京冬奥会

组委会的宏观政策袁具体体现在问题① 尧问题②的正

确率较高袁 而对与居民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基础知

识如问题③ 和问题④ 认知较低袁 如问题④ 在问及

野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将实行何种能源改革冶时袁超过

半数的现实主义者选择野不知道冶曰就积极拥护者而

言袁虽然他们对冬奥会环保计划呈积极倾向袁但对

环保基础知识的认知程度一般袁 说明即使作为支持

环保计划的人群袁环保教育仍缺失袁未形成系统的认

知结构遥

因子

第一类院
体验者

渊N=93冤

第二类院
现实

主义者

渊N=270冤

第三类院
积极

拥护者

渊N=185冤
F Sig.

空气质量 4.45 5.55 6.09 52.536 0.000

交通与能源 3.96 4.17 6.10 305.272 0.000

水环境 3.94 4.09 6.07 226.103 0.000

生态建设 3.99 5.24 6.19 177.216 0.000

工业污染和固体废物 3.83 4.28 5.87 197.278 0.000

环境教育 3.72 5.13 6.19 175.270 0.000

对冬奥会的态度倾向 4.52 6.15 6.47 232.593 0.000

对绿色冬奥的态度倾向 4.49 6.17 6.56 252.539 0.000

对冬奥会的支持意向 3.90 5.86 6.38 295.484 0.000

对绿色冬奥的支持意向 3.95 5.98 6.48 279.722 0.000

表 8 不同群组对北京冬奥环保基础知识的认知情况对比

认知情况 体验者 现实主义者 积极拥护者

①国际奥委会对冬奥会主

办城市的要求之一渊P＜0.01冤
该城市有完善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 12.9% 50.0% 37.1%

该城市有职业篮球联赛 5.9% 39.2% 54.9%

该城市拥有众多高尔夫球场 22.2% 11.1% 66.7%

该城市具有浓厚的体育氛围 8.9% 62.2% 28.9%

不知道 37.6% 49.5% 12.8%

渊转下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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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原来的煤炭使用清洁能源 10.6% 47.1% 42.3%

增加社区的环保费用 13.3% 33.3% 53.3%

使北京居民购物更加便利 11.5% 65.4% 23.1%

不知道 26.0% 54.2% 19.8%
③不是申办北京冬奥会承诺

的一部分渊P＜0.05冤
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及建设重点道路 15.7% 37.3% 47.0%

鼓励居民用绿色植物装饰房子 15.6% 51.0% 33.5%

提高密云水库和怀柔水库的水质 15.5% 50.0% 34.5%

减少和控制工业污染 23.9% 54.3% 21.7%
④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将实行何

种能源改革渊P＜0.01冤
增加煤炭的使用 4.3% 26.1% 69.6%

增加私家车的使用 12.9% 16.1% 71.0%

使用木材进行发电 16.7% 45.8% 37.5%

增加新能源在基础设施与场馆中的使用 14.7% 52.8% 32.4%

不知道 26.0% 52.7% 21.4%

②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环境改

善的长远目标渊P＜0.01冤
将环境作为奥林匹克的第三支柱 16.5% 45.9% 37.7%

认知情况 体验者 现实主义者 积极拥护者

本研究以居民认知视角对北京冬奥会的环境

影响进行研究袁 通过调查北京居民的环保认知情

况袁并将不同居民进行细分后分析差异性袁提出针

对性的建议来提高居民参与环保行为的积极性袁为
相关部门合理尧 科学地制定环保事前规划提供依

据袁以期为北京冬奥会和北京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努

力遥 研究结果显示袁北京居民对冬奥会环境影响的

基础认知偏低袁滞后于主办城市低碳经济与低碳社

会对举办地居民的现实要求遥 在北京举办夏季奥运

会后袁野绿色奥运冶的理念深入人心并在全球产生了

可持续效应袁特别是为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给

世界提供良好范例袁具体体现在院其一袁将野绿色奥

运冶 作为办赛三大理念之首贯穿奥运会举办前后袁
结合北京实际的环境情况袁 在空气质量尧 交通尧能
源尧水尧废弃物等方面努力践行国际奥委会对举办

国环保的要求曰其二袁一定程度上促使北京城市功

能转型袁对工业企业采取停产或限产袁控制污染物

排放袁在提高北京空气质量的同时袁也促进北京向

第三产业转型曰其三袁推出诸多环保法规政策袁自上

而下进行环保治理袁并开展公众环境教育遥 但就本

研究结果来看袁北京居民仍未对环保形成系统的认

知袁大多数居民选择野不知道冶袁表现出不确定的态

度袁或在衡量自身利益与环保成本时袁从态度倾向

转换到支持意向仍存在不确定性袁这不利于未来居

民践行冬奥会环保政策遥 但同时表明社会交换理论

可用于说明居民的认知与支持意向之间的关系袁居
民认为冬奥会环保政策对自身有益时会产生参与

积极的支持意向袁与自身利益无关或者关联较少则

会降低支持意向并影响日后的环保行为袁因此北京

冬奥会环保教育缺失的现状亟需改善遥

大型赛事环境影响研究在全球环保浪潮的推

动下逐步彰显重要性袁 如 Liyan 等形成了较为全面

的大型赛事环境影响感知量表 [35]曰安俊英等根据赛

事环境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形成大型赛事环境影响

评估的指标 [36]袁但从国内文献来看从居民认知视角

对大型赛事的环境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较少遥
本研究从居民重点关切的环境问题出发袁得出工业

污染和固体废物尧水环境尧交通与能源的环境问题

居民认知均值较低袁由此说明交通与能源尧水环境尧
工业污染和固体废物对居民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

负面影响袁与居民的心理预期存在一定差距遥 在与

北京居民的面对面交谈时袁发现他们认为个人改变

环境质量的能力有限袁希望奥组委尧政府相关部门

举城市之力尧区域之力乃至全球之力多举措治理交

通与能源尧工业污染和固体废物等问题遥
此外袁本研究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基于居民对北

京冬奥会环境影响的认知将北京居民划分为体验者尧
现实主义者和积极拥护者袁且发现不同群组之间存在

显著差异渊P＜0.05冤遥 一些学者将研究定位为事前研

究袁将居民根据不同特征进行分类袁如 Zhou 等将北京

居民分为 3 类袁即乐观支持者尧保留意见的支持者和

宽容者袁这项调查是在 2006 年 1 月袁即奥运会开始前

31 个月进行袁 研究结果发现所有受访居民都是积极

支持者袁没有反对者[37]遥 但其研究结果只能说明居民

在特定时间内的认知情况袁就本研究而言袁在冬奥会

举办后居民认知或许会发生变化袁因此研究结果为冬

奥会举办后的纵向研究提供了依据遥本研究不仅关注

居民的认知水平袁还认识到居民类型的多样性袁据此

提出提高不同居民类型环保意识的针对性的措施遥

本研究从居民认知的角度出发袁 探讨居民对北

渊接上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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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冬奥会环境影响的认知情况袁 从冬奥会环保举措

基础概念与知识的认知水平尧重点关切的环境问题尧
态度倾向尧 支持意向 4 个维度来了解居民对冬奥会

环境影响的整体认知情况遥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袁北京

居民对冬奥会环保基础知识的认知较低遥 在重点关

切的环境问题中袁 北京居民特别关注北京在交通与

能源尧 水环境尧 工业污染和固体废物方面的环境问

题袁 这些问题给北京造成不容忽视的环保压力遥 此

外袁将北京居民进行细分袁可以划分为体验者尧现实

主义者与积极拥护者袁 他们对冬奥会环保基础知识

的认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遥
根据研究结果袁北京居民对冬奥会环保问题的认

知较低袁未来应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方式的环保教

育遥 奥林匹克的本质在于教育袁奥林匹克教育的价值

包括了环保的价值取向袁证明了环保教育对于促进人

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袁也是从根源上解决环保问题的关

键所在[38]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提出根据不同居民特征进

行环保教育的建议遥第一袁就体验者而言袁他们将个人

利益与整体环境分隔开来袁对北京冬奥会的环保问题

认知较低遥 体验者认为他们是非环保相关的从业者袁
与环保问题产生的关联较少袁或接受了某些环境问题

的负面影响遥 这类居民与社区发展存在潜在的冲突袁
应通过政府部门和社区管理人员与这类人群建立起

环保的共识袁积极治理交通与能源尧水环境尧工业污染

和固体废物方面的环境问题袁自然而然他们会对冬奥

会的环保问题产生积极的看法遥 特别的是袁可以让体

验者参与到与环保相关的节日或旅游活动中袁通过切

身的体验改变体验者对环保问题的看法遥 第二袁就现

实主义者而言袁他们对冬奥会环保问题拥有着自身的

见解袁在调查过程中可知袁他们需要多渠道表达自己

的看法遥 作为赛事组织管理者袁应创造多元化尧个性

化尧生活化的渠道与现实主义者形成环保互动遥 现实

主义者在被调查居民中占大部分袁对其环保教育应制

定点尧线尧面 3 个维度的详尽计划袁并积极解决目前存

在的环境痛点问题遥第三袁就积极拥护者而言袁他们十

分支持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袁他们希望得到更系统的环

保教育袁为下一代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遥 在增强

这类群体与冬奥会环保工作的黏性袁未来将与学校教

育紧密结合袁以学校为传播主体开发与环保相关的教

材尧小册子袁组织学生和家长一起参与有趣的环保活

动袁更能激发这类人群对环保的兴趣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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