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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国际奥委会在其颁布的叶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曳中提到袁奥运精神需作为

新冠流行病时代的引导者袁向新世界提出愿景遥 基于社会基准和相关政策袁认为后

奥运时代闲置场地可作为当今背景下具备潜力的城市绿地空间进行更新遥 以 2000 年

悉尼奥运会场馆为例袁 阐述了奥运场馆的演绎发展历史遥 再从景观专业的角度分

析悉尼奥林匹克公园更新的方式院 一是袁 打开独立场馆袁 使其连接公园和商住用

地曰二是袁对场馆区进行野点-线-面冶式体育赋能和绿化提升袁形成奥林匹克公园群

落遥 最后对我国奥运主题场地资源供给如何满足全民健身需求提出建议遥
关键词院 奥林匹克公园场地更新曰大众体育公园曰悉尼奥林匹克公园曰后奥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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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Olympic Agenda 2020+5,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stated that the

Olympic spirit was considered to be a guid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further providing a new

vision for the world. Based on the social norms and related policies, this study holds that in the

Post-Olympic era, the premises in idle are supposed to be the potential urban green space for sports

park忆s renewal. With the case study of the 2000 Sydney Olympic Park, this paper first relates to the

evolution of Olympic venues, then analyzes the way of renewing the Sydney Olympic Pa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professionals: one is connecting Olympic venues with adjacent parks and

commercial land-use, another is upgrading the landscape and empowering the Olympic parks with va-

rious sports activities. Finally, this paper raises suggestions on how Olympic venues in China could

meet the social demands for sports and re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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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现代奥运会距今已经有百年历史袁然而袁
每 一 届 奥 运 会 的 举 办 都 会 导 致 后 奥 运 效 应

渊Post-Olympic effects冤袁即奥运主办国及城市在奥运

会结束几年内出现经济下滑现象袁 包括奥运结束后

大量体育场地和设备闲置导致的空间挤压和维护成

本过高的问题遥中国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的

一年内袁近 33%场馆在赛后一直闲置袁既占用城市绿

地空间袁又未能发挥其体育用地对全民健身的作用[1]遥
叶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曳及后疫情时代颁布的叶奥林匹

克 2020+5 议程曳强调了将可持续理念引入奥运全生

命周期袁包括赛后各种体育运营组织的管理合作遥中
共中央尧国务院 2022 年出台了叶关于构建更高水平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曳袁其中明确了野盘
活城市休闲土地冶等政策曰学者 [2]认为公园用地与心

理健康成正相关袁体医融合的观念加强了市民对野全

公
园+

体
育
：
城
市
的
颜
值
与
远
见

63



Sport Science Research

民健身冶的思考遥而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场地更新方式

为前期规划与后期更新持续推进袁 对后奥运时代增

加市民对奥运场地的使用率和绿地率具有引导作

用袁因此袁斥巨资修建的奥运专业体育场地如何结合

悉尼奥运场地更新的成功经验袁 与当下构建更高水

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理念融合袁 激活奥运

场地进行大众化体育活动的可能性袁 并充分利用以

达到可持续发展袁值得景观专业思考遥

奥运场地规划可按时间线分为无布局尧 分散型

布局和集中型布局遥 无布局指的是场地并未进行任

何系统性规划袁仅利用已建成体育场馆来承办体育赛

事袁所有奥运场馆由已有运动场地改造袁如 1956 年

墨尔本奥运会袁并未对举办城市带来长远收益[3]遥 分

散型布局指的是当地政府为举办奥运场馆新建了各

类体育场馆袁但野见缝插针冶式置入城市的不同区块袁
场地布局较为分散袁如 1968 年墨西哥奥运会遥 奥运

功能区场地更新理念于 1960 年罗马奥运会萌芽袁提
出了奥运公园渊Olympic park冤的概念[4]遥 1972 年慕尼

黑奥运会首次将奥运场馆和城市更新与市民健身联

系在一起袁 德国奥组委在前期就筹备布局了聚集型

渊venue-cluster冤的场地分布袁同时袁还修建了轨道交

通将奥运功能区与市中心相连袁 选址毗邻公园用地

以便后期转型为大众体育公园 [3]遥 该模式象征着奥

林匹克公园的兴起要要要为奥运会集中建设的主题场

地袁大部分比赛场馆集中设置袁赛后奥运公园进行从

精英体育场馆到复合型大众体育公园的转型 [5]遥

叶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曳是由国际奥委会于 2014 年

颁布的奥运会改革方案袁 其核心理念是降低奥运会

申办和运行成本尧可持续发展尧注重人文关怀等遥 而

2021 年颁布的后疫情时代的叶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曳
则对团结尧数字化尧可持续尧公信力以及经济提出了

提高韧性的要求袁 国际奥委会在世界奥林匹克城市

联盟的支持下袁也会对奥运遗产进行赛后监控遥也就

是说袁可持续的尧韧性的奥运会需打造奥运专业场地

向大众体育场地的转型袁 融合绿地功能向奥林匹克

社区之外野破圈冶遥 我国亟待学习以叶奥林匹克议程曳
为主旨的奥运场地更新方法袁因此袁被萨马兰奇誉为

人与自然在城市公园和谐相处的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场地更新袁值得本文探讨遥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位于悉尼市中心以西 16 km

的霍姆布什海湾袁 分为早期场馆群落和后奥运时代

奥林匹克公园区遥 其中场馆集群是由澳大利亚体育

场尧悉尼展厅尧悉尼体育场尧悉尼水上中心尧悉尼网球

场等 18 个专业体育场馆构成的曰而奥林匹克公园区

作为本文探讨的后奥运时代场地更新之后的奥林匹

克公园袁 包含了 18 个体育场馆以及周边商住用地尧
千年公园尧 布拉克斯兰滨河公园尧 温特沃斯湿地公

园尧 射箭公园等总计 43 hm2 的公园大型复合用地

区袁总占地约 760 hm2[6]遥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是后奥运时代场地更新的分

水岭[7]遥具体来说袁在 2000 年之前袁奥组委从未对此有

任何明确规划遥 悉尼奥运会开幕式前 3 个月袁奥组委

临时发布了一些对奥运场馆后期使用规划的要求[3]袁国
际奥林匹克协会对奥林匹克公园未来的休闲尧 文化尧
教育尧体育方面罗列了一些指南遥然而袁这些方向性的

指南不足以弥补悉尼奥组委前期规划的缺失[8]遥 例如袁
在赛后 2 年内袁市民使用体育场馆的比例仅从 56.6%

提升为 56.8%袁年均车流量仅为 92.2 万[9]袁不仅对市民

健身未有显著正面效应袁 还增加了新州政府财政负

担袁导致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在赛后几年内面临着奥林

匹克公园体育活动率低尧体育场地空置率高的问题遥

由于前期规划缺失袁 悉尼所属的新南威尔士州

政府成立了相关部门袁 草拟了多项后奥运场地规划

指南袁 其中景观专业对场地功能和联动性进行了更

新遥 具体来说袁2001 年 7 月袁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环境

规划局成立了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管理局 渊Sydney
Olympic Park Authority袁SOPA冤袁 该部门负责悉尼奥

林匹克公园内公共设施的管理袁 包括绿地尧 公共空

间尧已建场馆和待开发用地袁并于 2002 年出台了以

赛后场地利用规范为上位规范的具体后奥运规划方

案袁如叶后奥运时期奥林匹克公园总体规划草案曳叶奥
林匹克公园可持续转型规划 2025曳袁 对奥林匹克公

园区提出了综合发展方针遥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前期

开发由州政府主导袁后奥运时期由于政府资金不足袁
在前期规划的基础上需要私人企业进行投资遥 因此

后期奥林匹克公园的更新模式为公私伙伴模式袁州

公
园+

体
育
：
城
市
的
颜
值
与
远
见

黄书涵袁等. 叶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曳背景下奥运场馆向大众体育公园转型要要要以悉尼奥林匹克公园为例

64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23年 第 44卷 第 1期

政府支出小袁SOPA 职能部门通过土地资产营利的

合法性指导场地开发袁 对整个奥林匹克公园进行管

辖 [10]袁其中袁景观专业作为政府尧企业和其他领域之

间的桥梁袁协调景观设计和体育赋能的问题遥

在悉尼后奥运时代的场地更新中袁 景观专业对

场地进行了公共用地无界融合尧 道路系统连接和后

期用地属性更新袁 提高了奥林匹克公园体育活动率

的同时袁联动周边公园袁赋予其体育功能袁最终形成

群落式的奥林匹克功能区遥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一开始是由 18 个专业体育

场馆构成的理性空间袁 各类比赛场馆分布在一条南

北向的奥林匹克大道两侧袁各类场地功能划分明显袁
缺少弹性空间渊图 1冤遥 赛后因为公园功能服务人群

较为扁平化袁且场地多为功能单一的理性空间袁除了

专业赛事外袁 赛后难以承载大众体育的休闲娱乐功

能袁也浪费了其为大众提供弹性健身空间的潜力遥

图 1 改造前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布局

资料来源院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官网遥
针对上述问题袁后期改造的重要目标之一是野打

开冶竞赛场馆袁使其连接公园和其他商住用地袁构造渗

透性高的后奥运时代体育场地袁将大众体育设施野见
缝插针冶地设置在竞赛场馆周围袁形成以奥林匹克室

内体育场馆为核心袁周边用地是被赋予体育功能以具

备健身活动功能的奥林匹克功能区[3]遥 通过在原本的

竞赛场馆西侧设计线形公园尧东侧与霍姆布什湾接壤

处设置连接温特沃斯郊野公园与主场馆的步道袁赋能

场馆南侧的千年公园达到无界融合的效果渊图 2冤遥

图 2 2003要2025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场地的无界融合

资料来源院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官网遥
第一袁在 2015要2017 年袁景观规划师在奥林匹

克场馆群落尧周围商业区和住宅之间袁在笑翠鸟路和

萨拉杜拉克大道之间袁设置了多个过渡的线形公园袁
作为贴合于奥林匹克体育场地的具备健身功能的公

共绿地[11]遥例如袁景观规划师设置了瓦哈拉土著文化

公园袁 该线形公园作为体育场馆和西侧商住用地的

过渡袁是吸引人在此健身尧嬉水尧儿童玩乐尧户外野营

的小型公园遥因为毗邻奥运场馆袁这些线形公园以奥

运精神为主题袁吸引人们在此进行体育活动袁也成为

体育场馆和西侧商住用地的过渡袁 更多市民由此进

入核心体育场馆袁提高了市民对体育活动的兴趣袁据
统计袁每年约 50 万青少年来此处进行体育活动[12]遥

第二袁 由于奥运场馆东侧毗邻温特沃斯郊野公

园袁为了激活场馆东侧郊野公园的健身潜力袁打造绿

地节约尧集约利用的奥林匹克公园袁自 2007 年起袁景
观规划师对原本场馆和码头之间的温特沃斯郊野公

园进行了路线优化袁 该路线设置了多个森林氧气栈

道尧从码头到奥林匹克公园的探索步道等 [6]袁将核心

场馆和郊野公园无界融合遥举例来说袁温特沃斯沿河

设置了瓦拉拉滨河有氧木质步道袁 市民通过水路交

通到达码头之后可以沿着该步道进行有氧活动袁步
道首尾连接奥林匹克场馆区和悉尼会展中心袁 使得

郊野公园尧水上码头尧商业中心和奥运功能区都连接

起来袁从而提高奥林匹克公园东侧的人流量袁鼓励人

群通过有氧步道从东侧到达公园袁为悉尼居民提供了

在湿地游憩的健身活动袁 补足了奥运场馆更新前期

绿量不足尧 健身活动单一的问题遥 据统计每年 16%

的奥林匹克公园游客为温特沃斯郊野公园而来 [8]袁
徒步于湿地野生动物探索步道袁 不仅能够满足体育

健身需求袁 还能结合场地特色为市民提供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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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空间体验遥
第三袁自 2003 年开始袁景观规划师在奥运场馆南

侧改造了与之毗邻的 40 hm2 的千年公园袁这是赛后场

地更新时期专门为承载后奥运时代激活体育场地的衔

接性公园遥该公园于 1988 年建立时仅考虑环境修复功

能袁赛后改造时以奥运精神为主题袁在该公园内修建了

8 km 长的骑行车道袁连接奥运场馆区[4]袁打造奥林匹克

公园区的一片一景式骑行道遥除此之外袁还设置了以奥

运精神为主题的嬉水场地袁 将体育用地与赋予体育功

能的公园用地通过骑行道融合袁丰富市民的健身体验遥
通过骑行道改造为原本的植物公园赋能袁 打破用地间

的壁垒袁形成无界融合的绿色健身公园袁截至 2020 年袁
为整片区贡献了 45%的客流量[10]遥

景观专业通过以上打破壁垒尧无界融合的措施袁
借奥运品牌效应袁依托绿地空间优势袁以市民日常体

育锻炼活动为功能导向袁 最大化融合绿地空间与奥

运主场馆袁 使得每年来奥林匹克公园进行活动的人

不断增加袁2002 年来奥林匹克公园活动的客流量仅

为 100 万人次左右[13]袁但在 2007 年近 290 万人次袁通
过不断持续的场地更新袁截至 2019 年达到了年均客

流量 700 万人次袁是改造之前的 7 倍[14]遥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更新时并没有过多考虑场地

的多功能改造袁场地功能缺乏亮点袁无法承载各类节

日假期所需的活动功能遥 在 2003 年袁奥林匹克公园

内承载的体育尧商务尧文化活动仅为 1 759 次袁导致

全年收支亏损 [13]袁也无法突出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具

备的以奥运精神为依托的绿色健身场地功能遥 基于

上述背景袁景观专业对奥林匹克场馆区进行了野点要
线要面冶的体育赋能和绿化提升袁从而吸引更多人来

此进行日常的健身活动渊图 3冤遥

图 3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2030 场地赋能后布局效果

资料来源院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官网遥

从野点冶来看袁景观专业在十字节点等重要视线

区域设计游憩设施袁如 ANZ 场馆和卡迪公园的十字

路口节点设置了锅形亲水喷泉袁 游客可以在此处嬉

水游憩遥 在千年公园和奥林匹克场馆区有一条景观

水轴袁 在 T 字节点处放置了日晷雕塑袁 通过大雕塑

吸引青少年来此练习骑行袁 穿过行列式布置的奥运

精神雕塑与地面喷泉互动袁 达到体育活动尧 文化教

育尧景观亲水三合一的体验遥
从野线冶来说袁景观规划师哈格里夫斯在奥运场

区内部设计了无花果弧形喷泉袁 其倾斜的角度使

场地内的景观水系形成一种曲水流觞的效果袁最
终引入旁边的哈斯拉姆斯河遥 该水网体系将奥运

功能片区尧滨水公园连接起来袁打造水网交织的优

化滨水步行体验袁弱化了奥运室内场馆的独立性袁
强调与周边片区的融合遥 除此之外袁场地内部利用

原本自然矿坑地形袁设计了空中环形健身步道袁在
后奥运时代不仅连接内部广场接驳点袁 还通向了

市中心和核心场馆区以外的附属公园地带 渊马乔

里窑杰克逊大道冤袁 这样不仅强调了封闭式的环形

桥设计袁 也可以通过健身步道串联起独立场馆和

绿地以及其他商住用地 [15]遥截至 2019 年袁奥林匹克

公园内自行车道和健身步道贯穿各个片区尧 总长

度达到 35 km[14]遥
从野面冶来说袁除了室内场馆以外的其他空地袁

都被统一规划为公共用地袁原先的硬质大道被规划

为公共广场袁碎片化与长条状的草坪被规划为景观

绿廊袁块状的草坪被规划为小公园 [16]遥 例如袁ANZ 体

育馆后方的卡迪荣誉公园在比赛期间是服务于游

客的大草坪袁赛后更新期间袁景观设计师在此处设

置了代表土著文化的八女雕塑尧 奥运精神雕塑尧凉
亭尧座椅等城市家具若干袁通过小品置入袁将该竞赛

球场转型为供人进行体育休闲活动的阳光草坪袁成
为大功能区内人流量最多的活动区域之一渊19%冤[4]遥
与温特沃斯郊野公园接壤的地块原本是一片疏林

草地袁被开发为儿童探索的活动大草坪袁可供人进

行户外瑜伽尧飞盘等活动遥 布拉克斯兰滨河公园大

片区为动物栖息地袁景观专业对该公园进行了有限

的体育功能开发袁在滨河大草坪区域设置一个大型

的坡地攀岩设施袁全部建设于疏林草地之上袁不仅

不干扰原本的湿地生态系统袁还为场地赋予了户外

攀岩等体育活动项目遥 除此之外袁景观专业持续为

奥林匹克核心场馆群落进行绿化增补遥 例如袁在硬

质广场周边增加行道树袁增加树阴面积袁以便人群

进行林下活动与休憩袁 该工程预计在 2030 年前达

到 75%的树阴覆盖率 [1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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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景观专业对场地进行功能优化后渊图 4冤袁
据统计袁在 2017要2018 年袁47%的游客利用公共用

地进行体育活动袁近五年以每年 1%的速度上涨 [ 11 ]袁
即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很好地把公园用地和体育

活动联系起来 遥 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奥运场馆从

专业体育场馆转型为蓝绿灰融合的大众健身运

动公园袁园区内的居住人口将达到 3 000 人袁每天

在奥林匹克公园区工作的人数也将超过 1 万人袁
截至 2020 年 袁年均承载量达到 700 万人 [ 11]袁预计

在 2030 年之前年均增加 3.4 万客流量 袁 预估到

2050 年袁年均客流量达到 1 000 万 / 年袁最高运送能力

达到 5 万 / 小时人次左右 [14]袁带动了经济尧运动尧休
闲尧娱乐的发展遥

图 4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野点要线要面冶式场地赋能

资料来源院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官网遥

自场地更新以来渊表 1冤袁仅 2007 年的皇家复活

节展览时期袁两周时间吸引了 87.7 万民众参观和游

览奥林匹克公园 [5]袁缓解了该区居住人口密度最高尧
但人均体育活动设施和绿化率不足的问题遥 景观专

业在对后奥运时代奥林匹克公园场地更新设计中袁
有了明确的更新方向院以组团式开发为基础袁为市民

及社区服务袁通过对路网的前置布点和后期连接袁对
场地进行绿化翻新尧场馆优化尧无界融合袁形成一个

野奥运主题功能区冶遥

表 1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场地更新前后数据对比 [11,13]

在奥运结束 20 年后的 2020 年袁 奥委会统计了

26 个场馆包括奥运村在内的使用情况袁其中 9 个场

馆一直使用至今袁18 个为后期考虑进绿色环境因素

而新建的袁 新建场地为悉尼大城区提供了时尚文娱

活动和休憩运动场地[17]遥
通过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尧奥委会尧悉尼市政府体育

局尧私企多部门协同合作袁悉尼奥林匹克公园成功完

成了纯奥运比赛用地到悉尼西部复合用地发展建设

区的转型遥 对于公园所在Parramatta 区渊占地 84 km2冤袁
人均体育公园步行可达距离缩减到 849 m[14]袁政府

对其财政扶持 5 年内从 7 000 万澳元降低至 2 000 万

澳元袁被萨马兰奇誉为野绿色运动冶奥运会的先驱袁达
成了人与自然在城市公园和谐相处 渊The idea of the

urban park in harmony with nature冤的奥运目标[18]遥

自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以来袁我国先后又承办了

青奥会尧冬奥会等大型体育赛事遥 据统计袁赛后人员

费用在场馆的运营支出中平均约占 38.5%袁 水电等

能源费用支出平均约占 21.5%袁 仅 16.7%的场馆为

大众体育活动服务 [19]袁在赛后一年进行了部分拆除

及改造遥 这导致将近三分之二的场馆在赛后一年处

于持平或亏损状态袁 依靠财政拨款和上级补助才能

达到基本持平[5]遥 目前袁各学派认为奥运主题公园面

临着产业资源不聚集尧内容建设滞后尧场地过于专业

无法适用于大众等多项后奥运时代问题遥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更新与我国后奥运时代所

需要的场地更新方式类似袁都是前期有一定的规划

指南袁后期更新与运营同时进行评估与调整 [20]遥 悉

场地更新前
数据

场地更新后数据
渊截至 2021 年冤

场馆使用量 / 个 9 26

游客量 /渊万 / 年冤 100 704

各类活动年均举办次数 / 次 1 759 ＜5 000

骑行游客数量 /渊万人冤 未统计 137

绿地率 /% ＜50 抑75

社区人均步行可达距离 /m 1 000 849

就业人数 / 人 3 000 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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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奥林匹克公园的两个重要条件使本文将其作为

研究对象院渊1冤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是专为奥运会而

建设的全新园区曰渊2冤悉尼奥运会已经结束袁而它在

以年为单位的时间长度里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后奥

运规划和开发模式袁而这个过程仍在继续中 [7]遥研究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转型可以指导我国在后奥运时

代如何挖掘活动袁建设遗产价值袁完成场地更新遥 因

此袁悉尼奥林匹克功能区场地更新方式对我国后奥

运时代如何增加市民对场地的使用率和绿地率具

有引导作用遥

通过学习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场地更新的经验袁
景观专业可以从五方面对后奥运时代体育场地更新

研究院 一是袁 景观总控需要发挥区域协调开发的作

用袁 上位部门需明确统一的赛后管理主体和规划权

责袁并发布以年为单位的场地规划与发展指南袁这样

有利于处理园区内部长期运营和发展的问题曰二是袁
明确后奥运时代场地的发展主体袁 对园区进行兼容

并蓄的规划统筹和开发转型袁 不仅要保留原有多功

能的比赛场馆袁也要联动开发复合用地的体育功能袁
将硬质空间和软性空间结合袁 打造弹性的绿色体育

空间曰三是袁景观专业需从场馆增绿和绿地赋能两方

面进行系统性把控袁 从精英化的独立比赛场馆走向

平民化进行体育活动的休闲空间袁 可结合周边公共

绿地打造无界融合的绿色健身空间袁 最终服务于市

民袁 从而将一次重大活动服务的设施转变为所在区

域和城市持久发展的动力曰四是袁我国相关职能部门

也需出台场地更新的统一规划和周边地区的转型指

南袁 针对社会需求的转变对后奥运时代体育场地进

行长期监测与更新研究曰 五是袁 需结合新时代社会

特性袁 与 叶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曳 以及 叶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曳中的核心理念结合袁进一步融合体育

与文化袁在后奥运时代建立起奥林匹克动态遗产尧鼓
励公众积极参与尧发展可持续使用的奥运场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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