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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奥运理念的内涵

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逐渐发展成为

东西方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其意义已

经远远不仅限于一场国际体育赛事。国

际奥委会1994年提出将环境作为体育、

文化之后的奥林匹克第三大支柱的想

法，两年后写进奥林匹克宪章。奥林匹

克对环境保护的总体要求，一要确保奥

林匹克运动会在善待环境的条件下举

办；二要提倡以负责任的态度去关注环

境；三要教育每个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关

的人认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过去的

北京奥申委、现在的北京奥组委提出

“绿色奥运”作为贯穿申办、筹备和举办

奥运会全过程的三大主题之一，既响应

了国际奥委会的要求，更体现出北京市

力图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

北京绿色奥运的总目标是实施国际

奥委会制订的《奥林匹克二十一世纪议

程》，在以生态建设保障绿色奥运的同

时，以绿色奥运促进人、城市和区域的

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绿色

奥运促进城市环境的快速改

善、激励城市产业的生态转

型、城市经济的健康运行和

社会可持续能力的培育（王

如松等，2001）。

绿色奥运的理念在城市

交通发展方面即体现为建设

可持续的城市交通系统，实

现绿色奥运交通的目标。

北京奥运的交通需求

随着北京市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增

加和建成区面积的扩大，交

通出行需求也在迅速增加。

根据北京市交管局的统计，2007年5月北

京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300万辆，其中私

家车所占比例超过80%，目前北京机动

车保有量接近310万辆。根据北京市交通

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与2000年相比，2005

年北京市居民出行总人次达到2920万人

次/日，平均出行距离由8.0公里/次增加

到9.3公里/次，分别增长26.90 %和16.25

%。交通需求的快速增长使得车辆运行

速度下降，局部的交通拥堵加剧。2005年

北京市路网车辆运行速度比2004年有所

2008年奥运会既为北京带来了空前的交通压力，同时也带来了改善北京交通环境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北京

市可以通过增加道路供给、车辆政策、燃料政策、交通系统管理政策等措施缓解奥运交通带来的环境压力，并

进一步改善北京市的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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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其中次干路下降最快，而主干路

由于一直处于近饱和状态下降程度相对

较低。就环路而言，2005年二环主路全年

平均速度51.3公里/小时，比2004年下降

4.4公里/小时；三环主路全年平均速度

57.75公里/小时，比2004年略有下降。

在城市日常交通负荷不断增加的情

况下，奥运会的举办会使得北京市交通

出行需求进一步增加。2008年北京奥运

会将在36个场馆内举行，其中北京市的

场馆31座。根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

的测算，赛时观众人数预计在700～900

万人次，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及工作人

员与志愿者共约为22.7万人（北京交通

发展研究中心，2006）。

届时北京市奥组委要向奥林匹克大

家庭提供可靠的交通系统。特别是，须

免费为注册的参赛者、随队官员、技术

官员、媒体人员和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

执行委员会指定的其他注册人员在机场

与奥林匹克村和其他注册人员的住地之

间提供交通车辆，为其来往于上述住宿

地点和国内与奥运会有关的所有场馆

（包括训练场馆）提供交通服务。同时北

京市政府与奥组委也要采取必要措施使

得奥运会举办期间观众和游客的交通出

行需求得到满足。

奥运交通的环境影响

城市交通的环境影响主要体现在机

动车尾气造成的大气污染以及交通噪声

和振动污染两方面。随着国民经济的持

续发展所带来的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

加，机动车尾气在城市大气污染中所占

的比重越来越大。据统计，我国大城市

78% 的一氧化碳（CO）、46%的氮氧化物

（NOx）和83% 的碳氢化物（HC）污染，

是机动车排放的尾气造成的（傅立新，

郝吉明等，2000）。2000年，北京市约有

83% 的 CO、43% 的 NOx来源于机动车排

放。而臭氧时均浓度超标时数从1997－

1999年起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有发生

光化学烟雾污染的潜在可能（周泽兴，

2000）。除了常规大气污染物之外，据估

计，造成全球变暖现象的温室气体排放

有25%来自工业化国家的交通部门，而

且工业化国家交通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

仍在继续增加（世界银行，2002）。在发

展中国家，交通活动带来的温室气体排

放增加与经济发展同步。根据《2004年中

国环境状况公报》，我国公路交通业年

耗能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3.5%~4%，

占全国石油消耗总量的1/3（国家环保总

局，2004）。

在分析城市交通对环境造成的更广

义的影响时，则应考虑到建设环境，包

括土地占用、城市格局、基本建设和交

通流量造成的视觉干扰以及对文化遗产

的影响；因交通导致的就业、动迁与社

区隔离等社会影响；个人安全和治安以

及更普遍认识到的噪声和空气污染问题

（本地的、区域性的和全球范围内的）

（世界银行，2002）。

奥运交通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赛事

举办期间与奥运赛事活动相关的交通活

动；二是除了直接的奥运赛事相关活动

外，为满足奥运举办条件而进行的一系

列背景活动所引起的交通活动。奥运交

通引起的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和常

规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对北京市大气环境

质量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另外需要特别

注意的是，主要来源于机动车尾气的氮

氧化物（N O x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 O C ）等污染物将进一步形成臭氧、

PM
2.5
等二次污染物，从而对参加奥运户

外赛事项目如马拉松、公路自行车赛、

铁人三项等项目的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和

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唐孝炎，2003）。

奥运场馆和相关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

增加局部地区的交通拥堵，带来出行不

便，但当地铁奥运支线、4号线、5号线、

轨道交通机场线、奥运场馆周边道路等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将使得北京

市交通供给显著增加。同时，北京市政

府所采取的交通管理政策措施也会改善

北京市的交通情况。因此奥运交通既为

北京交通环境带来了压力，同时也带来

了改善北京交通环境的机遇。

绿色奥运交通目标

绿色奥运理念在奥运交通方面的

体现为“绿色奥运交通”的目标。这一

目标包含两层含义：第一，畅通的奥运

交通，即确保为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

提供安全、准点、可靠、便利的交通服

务及全方位的交通信息和交通引导服

务，确保奥运赛时全市交通安全畅通；

第二，环保的奥运交通，即尽量减小奥

运交通为北京交通环境带来的负面影

响，并以此为契机改善北京交通环境。

奥运的交通问题与环境问题是相互关

联的问题。倘若能够有效实现绿色奥

运交通的目标，最终不仅可以保证奥

运交通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降至最小，

而且还可以带来改善北京交通环境的

一个契机，通过新建交通基础设施、实

施交通需求管理等政策手段，建构可

持续的城市交通系统，增强市民的绿

色出行意识，这将是奥运会带给北京

市的最大财富之一。

绿色奥运理念在城市交通发展方面

有以下三层含义：第一，要全面建设可

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体系，为2008年的

奥运会提供一个畅通、快捷、安全、环

保的城市交通系统；第二，保证奥运会

举办过程中的交通活动对环境不产生负

面影响，并且对北京和全国环境保护工

作发挥示范作用；第三，强调人和自然

和谐的宗旨，促进民众绿色出行思想和

在交通出行方面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

实现绿色奥运交通目标的措施

实现绿色奥运交通目标应以政府为

主导，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公

众共同行动。政府部门采取的措施可以

概括为以下几类。

增加道路供给

在交通供给方面，绿色奥运交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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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得以实现的基础是一定规模和质量的

交通基础设施。近年来北京市对交通基

础设施给予巨额投资。截至2005年底，北

京市城镇道路总里程为4777公里，其中，

城市快速路239公里，城市主干道1068公

里，城市次干道1106公里，城市支路2012

公里，街坊路987公里。截至2005年底，

六环路昌平西沙屯至门头沟寨口段，全

长19.6公里，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6%，全

部工程计划在2007年底竣工通车。2007

年底地铁5号线将建成通车，2008年上半

年地铁奥运支线、地面轨道交通机场

线、地铁10号线一期等建设项目将陆续

建成通车，北京市轨道交通总长度将大

幅增加。奥运场馆周边道路及桥梁的建

设与改造等70多个项目也将在奥运之前

竣工。

车辆政策

更严格的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的实

施有利于进一步减少汽车尾气对环境的

污染。北京市从2005年年末起已开始实

施机动车尾气排放欧Ⅲ标准。按照绿色

奥运的承诺，北京将在2008年奥运会前

施行欧Ⅳ排放标准。

提高平均燃油经济性将有助于减少

机动车燃料消耗，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两

类政策手段实现。一是实施汽车燃料消

耗量标准；二是推广节能型汽车的鼓励

性政策和财税政策，如消费税、增值税、

车购税、车船税、燃油税等。

燃料政策

燃料政策措施可以对现有燃料的污

染特性、对现有燃料的选择以及对燃料

消耗的总量产生影响。主要包括推广无

铅汽油等提高燃料质量的措施和鼓励使

用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生物燃料

等清洁燃料的政策。

北京市从1997年6月即开始在全市

范围内禁止销售和使用含铅汽油。同时

北京市大力推广清洁燃料的使用，预计

到2008年，市内90%的公交车辆和全部

的出租车、环卫车、邮政用车都将使用

清洁燃料。

交通系统管理政策

降低城市交通对环境的影响的系统

管理政策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将重

点放在污染较少的交通方式上的政策，

通常体现为公共交通导向的交通发展战

略；第二类，为减轻环境影响而使交通

得以在对环境更友好的条件下运行的政

策，即交通道路管理；第三类，能通过

减少交通流量来减少环境影响的政策，

即交通需求管理。

北京市2005年颁布《北京交通发展

纲要》，加快构建以轨道交通和大容量

快速公交为骨干、地面公交为主体、出

租汽车为补充的综合公共交通运输体

系。“十一五”期间公共交通投资占交通

基础设施投资的45%，达到715亿元。根

据优化发展地面公共交通的目标，北京

力争到2010年使公共交通通勤出行比例

达到40 %，其中，地面公交分担率为

30%，运量将达到1200万人次/日以上。

为此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包括：优化公交线网，逐渐建立快

线、普线、支线相匹配的三级公共交通

网络；完善换乘设施，推进综合枢纽、换

乘中心和换乘站三级公交换乘场站和综

合驻车设施建设，推进小汽车与公交接

驳换乘停车场建设；加大公交路权优先

力度，规划实施公交专用道并逐步成

网，提高公交运行速度；实行低票价政

策，统一普票票制票价，持卡打折优惠；

加快公共交通立法，加强政府监管，规

范公交运营服务标准，提高公共交通运

行效率和服务水平。这一系列措施取得

了明显效果，根据2005年北京市交通委

员会的调查结果，在北京市居民出行方

式构成中，公共交通只占21%，而根据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在2007年3月开

展的调查，公共交通方式（公共汽车、地

铁、城铁）已是42%的北京市居民采用

最多的交通方式。

在交通道路管理方面，北京市逐步

推广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智能交通系统的

使用，使得道路管理水平逐渐提高。

针对奥运交通的交通需求管理分

为常规管理政策和赛时临时交通限制

措施。

常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旨在通过

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降低需求，减少

人均行驶里程和平均出行次数，譬如

完善停车收费制度，提高收费标准，开

展拥挤收费试点，通过拍卖受控制的

购车许可证限制购车等政策措施。赛

时临时交通限制措施指的是在奥运会

举办期间，限制某些车辆上路行驶、实

行日常出行错时等措施削减交通流量。

譬如，为了保障好运北京综合测试赛

期间环境交通保障测试工作的顺利进

行，北京市政府规定从2007年8月17日

至20日每天的6时至24时，北京及外地

进京机动车实行单双号行驶。据初步

统计，这一限行措施每天削减了130万

辆机动车，有近200万人次分流到公交、

地铁、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出行，17

日全市公共交通客运总量达到了1858

万人次，比上周同期的1688万人次增加

了170万人次，同比增加10%，17至19

日连续三天空气质量均为二级，机动

车限行使得空气质量改善。可见，临时

交通限制措施能够保证在奥运赛事进

行期间交通环境的改善。

综上所述，通过道路政策、车辆政

策、燃料政策和交通系统管理政策，北

京市可以建构可持续的城市交通系统，

增强市民的绿色出行意识，实现绿色奥

运交通的目标。不仅可以缓解奥运交通

带来的环境压力，还可以进一步改善北

京市的交通环境。当然，和北京市建设

国际一流大都市的目标相比，北京城市

交通设施（特别是地铁和其他轨道交通

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依然任重道远。彻

底改变北京交通环境的状况，还需要从

城市整体规划、出行方式转变、道路建

设与管理、车辆管理等多方面采取系统

综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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