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L Id: hal-04518713
https://hal.science/hal-04518713v1

Submitted on 14 Sep 2024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
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
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
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
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Copyright

世界博览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Patrice Ballester

To cite this version:

Patrice Ballester. 世界博览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Shanghai Expo Museum. Expo Observe, World expo
museum 2021 - 2022, Expo Vision - Global Horizon, pp. 17-28, 2024, 978-7-5439-9084-5. ⟨hal-04518713⟩

https://hal.science/hal-04518713v1
https://hal.archives-ouvertes.fr




017 GLOBAL HORIZON寰球传递

世界博览会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

帕特里斯·巴利斯特

世界博览会专家

法国巴黎尤里迪斯商学院 副教授

摘要：就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兼顾地理学家、市场营

销专家和企业社会责任（CSR）专家的观点，我们对全球性博览会

进行了全新的审视。为了使我们的考虑更加全面，我们研究了国际

展览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Exposition，BIE 下文简称“国

展局”）的规则和活动。国展局是一个以人类福祉和进步为使命、

设法通过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创新实现世界进步的政府间组织。通过

把联合国行动和企业社会责任两者的概念结合起来，做一个有用的

类比：创办一场博览会也许可以看作是一家负责任的、拥有新的共

存互助目标的企业，在特定的时间为社会实施了一个项目。在本文

的第一部分，我们说明了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展览局的

使命和目标一直受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质疑。（1）我们通过文献

评价的方式，追溯 18、19 世纪的世界博览会的根源、定义和概念，

揭示了在过去 172 年间，世界博览会如何发展到将可持续发展原则

纳入其中的发展现状。（2）最后，我们为每部分制作了汇总表，



018博观 EXPO OBSERVE

一、引言

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在 2015 年 9 月 25 日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承诺将致力于消除贫困、保护

环境，确保各国的繁荣发展。在联合国 2030 年议程中阐

述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

是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它们适用于全球、区域

和地方的各个层面。确立这些目标是为了鼓励营造良好的

国际合作氛围，并在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之间传播最佳实践，

最终使得各国、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和个人对可持续发展

目标树立更强的主人翁意识。国际展览局的世博实践旨在

推进全世界人民的福祉，而全球变革理念则寻求创造一个

更可持续的世界，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一）国际展览局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际展览局是负责管理展期持续三周以上，且非商业性质

的国际展览（即“世博会”）的政府间组织。国际展览局

于 1928 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后成立，此后总部

一直设在巴黎。国际展览局的使命是保证这些全球性活动

的举办与质量，维护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的权利，并保

护活动在教育、创新和合作等方面的核心价 1。现在熟悉

2030 议程的人越来越多，该议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

解一家机构当前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

1. 国际展览局的成立是实现更完善的全球治理的重要

元素

从 1851 年至 1928 年间，大量的国际性、泛地区和国家

级的展览会的涌现，不仅威胁到人们前往欧美主要城市参

观最新工业革命成果的习惯，还对这些产品的声誉和质量

产生了损害。理论和实践都岌岌可危。由于博览会主办国

自行制定展览规则，没有其他国家来弥补其中的缺陷，导

致不可靠的数据在工商界和公众之间传播。因此削弱了人

们对税收相关法规透明度的信心。而参展国的动机则是以

牺牲自由贸易的全球化为代价，提高自己可获得的净利润。

当时国家公共支出用于展览也会遭受抨击。比如在英国，

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世界展览会的衰落。早期关于

博览会将在欧洲和美国消失的预言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时任法国驻国际展览局总代表的加洛潘回忆说，“毫无疑

问，今天的世博会与昨天一样，满足了竭力反对经济核算

和程式化变革的人们的深刻需求”（加洛潘，1997年译本）。

在 1855 年巴黎世博会之后，受拿破仑三世委托负责修复

工业宫的政论家兼经济学家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

年 -1865 年）在其遗作中提出“永久展览”的概念。法

兰西第三共和国时任总理儒勒·梅林（任期 1896 年 -1898

年）在 1896 年曾表示，“今天，各个民族都处在不间断

的沟通之中。全球只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产品一经生产变

很快销售出去，并迅速地在世界各地被复制。那么问题在

于：举办世界性展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2

包含国际展览局的工作与联合国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 169

个子目标）之间的联系。世博会即具有短暂性又具有可持续性，它

提出了与地球的未来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背景下，世博会成为人类灵感和挑

战的源泉。

关键词：国际展览局；短期的；市场营销；可持续发展目标；世界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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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饱受批评的展览会模式是 1931 年举办的巴黎殖民地

博览会。博览会上的一些做法对政府来说成本高昂又难以

确定它们的目的和效用，这些做法的蔓延引起了发达国家

的担忧。1867 年巴黎世博会英国馆的总代表为当今世博

会的现代惯例和制度的制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来自

美国、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等国的代表合作，

清除了成功的博览会最需要克服的三大障碍。这是一系列

小举措中的第一步，而这些举措的最终成果就是将现行世

博会架构付诸实践。

英国代表极力主张，为了有效地管理世博会，应采取措施

为世博会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标准化，并在参展国之间建立

轮换制度。此外，有必要为几种形式的博览会确定官方定

义。1912 年，德国就该主题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但第

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这一进程。德国因战争被暂时禁止参

加国际事务。因此，法国作为会议的主导者，讨论重点集

中在制定一部普遍适用的宪章，对于其他国家必须遵守的

博览会组织原则和规则做出扼要规定。

1928 年 11 月 22 日，31 个国家签署了规范国际博览会

策划的国际公约。该标准适用于非商业性或艺术性的展期

超过三周的展览会。根据 1928 年制定《国际展览会公约》

规定，国际展览局总部设在巴黎。该公约还明确了之后的

博览会都需要遵循普遍原则。3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 17 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

部分涉及了 19、20 世纪工业国家做出的重大贡献，另一

部分则体现了国际展览局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推广可持续、

负责任的国际博览会的使命。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 16“和平、正义和强大

的机构”，目标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一个

拥有全球性目标且目前拥有超过 182 个成员国的全球性

组织。详见汇总表】

2. 国际展览局对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适应性改变

自 1974 年举办的主题为“明天会更好：无污染的环境”

的斯波坎世博会以来，国际展览局组织的专业性世博会开

始探索新的领域和主题（图 1）。多年来，博览会的关注

焦点已经转向反映国际社会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博览会涵

盖了从航空到文化、从社会公平到经济进步等主题，一直

相互关联。2010 年上海世博会寻求加强城市规划，2015

年米兰世博会则关注食物和减少不平等现象。2027 年贝

尔格莱德世博会将以音乐和跨文化对话为主题。显而易见，

世博会在促进全球进步和创新方面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

作用。

最后，国展局的目标包括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保

证所有人不受性别或年龄限制，都能接受到优质的教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赋予更多国家举办博览会的权

利。在过去 30 年里有多个国家曾申请举办世博会，2010

年中国上海世博会、2012 年韩国丽水世博会和多个申办

2030 年世博会国家只是其中的几个案例。

根据国展局官网，自 1972 年以来，教育公众成为世博会

的首要目标。1994 年，国展局修订了一项规则，规定了

世博会应特别关注当前人类面临的挑战、促进保护环境。

从那时起，世博会关注焦点转向促进可持续发展。国展局

不仅通过教育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并

图 1：世界娱乐节官方项目，1974 年世界博览会，世博会管理局。

国际展览局 1974 年的档案，第 4 页“明天会更好：无污染的环境”

Official World Festival of Entertainment Program, Expo World’s fair 1974,

Expo Authority. BIE Archives 1974, p.4 “Celebrating tomorrow’s fresh new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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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国际展览局

治
理
、
伙
伴
关
系
和
强
大
的
机
构

目标 16：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

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子目标 16.6：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透明的机构。

子目标 16.7：确保各级的决策反应迅速，具有包容性、参与性和代

表性。

子目标 16.8：扩大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机构的参与。

子目标 16.a：通过开展国际合作等方式加强相关国家机制，在各层

级提高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以预防暴力，打击恐怖

主义和犯罪行为。

为了满足现代世界的需求和主权国家的要求，

国展局在不断发展变化。该组织致力于加强

跨文化交流，并允许所有国家在确定主办城

市和主办国方面拥有平等的投票权。开展合

作、实现全球性目标、发布全球声明、鼓励

可持续发展和援助不发达国家均属于国家展

览局的主要职责。除了恪守教育、创新和合

作等根本原则外，国展局还致力确保博览会

的品质和成功。

目标 17：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子目标 17.6：加强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南北、南南、三方区

域合作和国际合作，加强获取渠道，加强按相互商定的条件共享知

识……

子目标 17.17：借鉴伙伴关系的经验和筹资战略，鼓励和推动建立

有效的公共、公私和民间社会伙伴关系。

子目标 17.19：到 2030 年，借鉴现有各项倡议，制定衡量可持续

发展进展的计量方法，作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补充，协助发展中国

家加强统计能力建设。

教
育

目标 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子目标 4.7：到 2030 年，确保所有进行学习的人都掌握可持续发展

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具体做法包括开展可持续发展……

国展局希望通过博览会提升公众认知，促进

社会变革。

不
平
等

目标 10：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子目标 10.6：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决策过程中有

更大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建立更加有效、可信、负责和合法的机构。

国展局致力于包容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其使命相一致。

且还致力于解决当下的的紧迫问题，包括如何在特大城市

生存、解决饥饿问题及保护地球的自然资源等。1851 年

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展示了推动国家发展的工业成就和

创新，博览会由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组织。

在过去这些年里，该博览会因广泛的宣扬和英国显要的国

际地位，受到了更多关注。

我们鉴别出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五个。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 4“优质教育”、目标 9“产业、创

新和基础设施”、目标 10“减少不平等”、目标 14“水

下生物”、和目标 15“陆地生物”。（详见表 1）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博览会还不像今天这样广受人

们的喜爱，是全球化及电脑和视听媒介的出现推动了博览

会的大众化。然而，随着国际旅行、商务和文化交流的扩

大，为国际展览局带来了一个重塑其自身形象的机会。

1965 年迎来了建议对 1928 年《国际展览会公约》进行

更新的首份提案。1972 年 11 月 30 日签署了议定书，修

订工作最终结束。议定书于 1980 年 6 月 9 日正式生效 4。

通过这次修订，国展局跨入了一个新时代，能够更好地顺

应服务的全球化、国内和国际市场，以及地缘政治关系。

1982 年 6 月 24 日和 1988 年 5 月 31 日分别签署了两份

修正案，规定了综合类世博会和专业类世博会的定义。这

种长期持续进行的阶段性修订重点关注国展局适应现代世

界的能力，及其在博览会组织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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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目标 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子目标14.a：根据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技术转让标准和准则》，

增加科学知识，培养研究能力和转让海洋技术……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国展局致力于加强环境

教育，包括普及野生动物、植物、森林、景

观和海洋等方面的知识。国展局为动员各国

政府参与向博览会参观者展示科学知识做出

努力。目标 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

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子目标 15.a：从各种渠道动员并大幅增加财政资源，以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产
业
和
创
新

目标 9：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

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

子目标 9.5：在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强科学研究，提

升工业部门的技术能力，包括到 2030 年，鼓励创新，大幅增加每

100 万人口中的研发人员数量，并增加公共和私人研发支出。

子目标 9.b：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技术开发、研究与创新，包括

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以实现工业多样化，增加商品附加值。

自成立以来，国展局就与各国一起，携手利

用世博会这一平台通过创新推动社会和商业

发展。1933 年芝加哥世博会的主题是“世纪

的进步”，展示了凭借罗斯福新政及技术突

破，美国克服经济困难的能力。“科学发现，

产业应用，人类适应”是芝加哥世博会的口号，

充分反映了该世博会的关注焦点。同样，当

地政府为 2020 年迪拜世博会指定的目标中包

括为阿联酋建设一个可持续的新型环保街区。

（* 可持续发展目标条款来源：联合国官网 / 可持续发展部 / 经济和社会事务，2023）

( 续表 )

此外，国展局还负责监督博览会组委会所制定的众多公约

或宪章，如《上海宣言》和《米兰宪章》，它们都支持

2030 议程中提出的健康目标。法国人奥古斯丁·贝尔克

最近因其在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领域的贡献，荣获国际宇

宙奖 5。此外，巴黎国际展览局于 2012 年声明支持《丽

水宣言》，以鼓励保护世界各地有生命的海岸和海洋，并

通过《上海手册：21 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南》为可持

续的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

图 2：1967 年蒙特利尔世博会上为了教育群众而播放的电影《蒙特利尔的迷宫》，通

过宏大的透视图来展现生命的进化。

国际展览局档案

Education of the masses, The Labyrinth of Montreal, 1967, the evolution of life through 

an ambitious scenography.

BIE Archives.

图 3：1970 年大阪世博会，此时人类开启了一个新的电信时代。

国际展览局档案

Osaka 1970, A new era of telecommunications has opened up for humanity.

BIE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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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在1900年世界博览会期间举办的国际电力大会邀请函发给亨利·维瓦雷斯（Henry 

Vivarez）的国际电力大会的邀请函，编号 4-DEP-005-212。

Invitation card addressed to Henry Vivarez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lectricity during the 1900 World Exhibition, 4-DEP-005-212

在 1972 年修改公约之前，世博会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定义。

不过，现已在公约第一条中明确了官方定义：“展览作为

一种展示，不论名称为何，其主要目的都是教育公众：它

可以展示人类为满足文明需求所运用的手段，或者展示人

类在一个或多个领域的进步，或展望未来前景”。6

国展局把世博会视为通过实验、合作、参与和创新来进行

教育的绝佳场所。它们传递全球性的信息，提供了教育和

娱乐体验，也是展示非凡的新生事物的实验室。世博会组

织方必须遵循三个标准：提出一个教育点，致力于在某一知

识领域内具有普世性的展示；并设法展示人类的发展成就。

世博会正在成为文化上的社团旅游活动。

1851 至 1939 年，世博会充当了工业发展的历史记录，

让人们得以一窥当时世界的状况，并为不同国家、不同时

代之间的比较提供了基础，例如 1900 年巴黎世博会强调

人类发展和对进步的崇拜。此外，世博会还为重大的科学

会议的发起提供了跳板。

1939 至 1992 年，举办的世博会，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和

人类保护等主题，展示充满希望的未来景象。包括 1933

年芝加哥世博会和 1939 年纽约世博会在内的这些世博

会，都意在借助对充满希望的未来生活方式的憧憬，来安

慰和激励参观者。后来，世博会的关注重点发生变化，重

在表达对我们有责任保护的这个世界的尊重。开启这一倾

向的世博会主题包括 1967 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生物圈和

1975 年的斯波坎世博会主题等。

1992 年至今，随着时间的推移，世博会现在已不仅仅是

文化和教育相关的活动，关注的重点是拯救我们的地球及

其生存环境，重新聚焦于全球性目标和可持续发展。地球

现在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中，但还有办法挽救。相比以往任

何时候，世博会现在不仅仅是旅游景点，也是对现代世界

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旅行目的地。这一旅行应该巩固游客的

认识：地球是一个需要人类保护的脆弱之地。当前必须严

格评估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其他全球性挑战。

随着世人的注意力转向休闲和文化，世博会已经在尽力拓

宽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然而，有必要思考如何将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到当代世博会中。

二、世博会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世博园区在规划世博会时，必须在短期性和永久性、临时

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之间找到折衷办法。2020 年迪拜世博

会是一个有效融合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近的一次

世博会项目，将用作案例研究来分析这两种理念之间的历

史性对话。

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综合类和专业类世博

会的临时性和可持续性

世博会展区的物理结构（即临时性和永久性）以及地理位

置，是综合类或专业类世博会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具争议性

的两个特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1：建设包容、安全、

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这一点与

现代世博会直接相关。

由于高成本和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围绕着建设新城市街区、

举办博览会、建设博物馆和建设私人花园的合法性出现了

争议。体现这些努力的价值，并解释它们为何能让城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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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受益，无论如何强调这两点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一场展

览会的延续价值取决于适时的宣传和推广。至关重要是，

应当从政府方面向纳税个人和企业阐述城市规划长期可行

性的正当理由。

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噪音、废气污染和环境破坏等新形式

的污染和损害，在世博会初期就产生了悖论。一方面，博

览会提供了一个宏伟的展示相关各方的成就和努力的舞

台。而发展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结核病的出现，这种

传染性疾病的大范围伤害，对城市的影响很难在短时间内

消散。

围绕着保护水净化系统等公共卫生网络的必要性，人们产

生了对卫生相关的公共健康和清洁方面的担忧。这不仅需

要开发绿地和公园，还需要安装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作为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一部分。尽管人们每天都在努力达到

这些要求，但如何解决汽车带来的新污染源依然存在困难。

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对良好的公共服务的需求

也随之增加，保持洁净的城市环境（包括土壤、水和空气）

的重要性也愈加突显。这已经促使一部分人开始思考，

大规模的世博会是否对提高大城市生活质量的努力有所

帮助。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根源的概念。在权衡举办

大型世博会的利弊时，必须牢记“以更可持续的方式举办

一场大型全国性聚会”这一理念。在二十世纪，当恢复举

办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曾就向主办国和主办城市的会面

临的财政负担给予提示。

回顾以往的世博会，我们绘制了一个总表来帮助我们了解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所面临的困难。可持续的城市景

观以前被视为是一种负担，现在建筑师和设计师从世博会

汲取灵感，把这种景观变成了旅游和经济优势。这方面有

一些著名的例子，如埃菲尔铁塔、巴塞罗那为蒙特惠奇山

世博会而建的会展中心等。

图 6：巴塞罗那蒙特惠奇山国际博览会（会展中心），1992 年，FIB 档案。

1929 年国际博览会遗产（建筑博览会、花园、风景区干道和经济商业区）——国际展

览局成立后的第一届世博会。

Barcelona, Montjuïc, International Fair (Fira), 1992, FIB Archives.

The legacy of the 1929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building fair, gardens, parkways, and 

economic - business district) – the BIE’s first historic exposition.

图 5：为世博会而建的一个新车站，是 1889 年巴黎的一个新区。《1889 年巴黎世博

会的匿名回忆文集》编号 1-DEP-011-024。

巴黎市历史图书馆 1889 年档案。

Archives of the City of Paris Historical Library, 1889, a new station for a new exposition, 

and a new district of Paris in 1889.

Anonymous collection of memories of the 1889 Exhibition 1-DEP-011-024.

图 7：位于维也纳的一处 1873 年世博会的纪念喷泉，2022 年，图册（PB），淡水和

1873 年维也纳世博会

A monumental fountain in Vienna, 2022, PB, Fresh water and Expo 1873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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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参加 1873 年维也纳世博会的人们对于可持续发展

概念并不熟悉，但第一条维也纳山泉水管道的修建也是可

持续发展的最佳例证。山泉水无需任何机械泵，仅靠自然

梯度就流到了首都。最远的山泉目前距离维也纳 150 公

里，但清澈见底的泉水仍可通过维也纳第一条山泉水管道

在 24 小时内到达这座城市。”7

表 2：一个在短暂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的长期可持续的世博会

世博会主要

阶段年表

世博园区的开发和

再利用类型
例子 / 对举办城市的影响 城市发展 / 可持续发展

1851 年—1900 年

进步的觉醒

城市发展（1）

+

现代旅游业的诞生

（2）

D G

F H-T

世
博
会

●位于伦敦西德纳姆的水晶宫（1851 年）和巴
黎工业宫（1855 年）。
● 1893 年的芝加哥：一个被称为“白城”的新
的临时滨水区。
●巴黎战神广场的大部分美术展览厅和展馆都
被拆除。
●人们看待这座城市的方式发生改变以及在这
里召开的国际会议，使得维也纳在 1873 年成为
城市开发的典范。

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个
地方遭到破坏。然而，居民区仍然
可以有花园、公园和家园等绿地空
间。建设一座世代相传的“工业宫”
是当时计划的一部分。增长管理策
略应当为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指导。
大道、城市环路以及类似奥斯曼
（Haussmann）和帕克斯顿（Paxton）
作品的工程结构的建设可以与博物
馆和画廊的设施安装同时进行。淡
水管道和运输廊道只是急需的公共
设施改善中的两个例子。

1900 年—1962 年

主要的国家博览会

的构成

经济发展

+

旅游业

PD G

F-M H-T

世
博
会

● 1937 年巴黎世博会的展馆夏乐宫。
● 1939 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在为了支援战
争而被拆毁后，只剩下少数博物馆和建筑。从
1929 年至 1939 年间，新政在应对大萧条带来
的经济危机上发挥了作用。1916 年至 1923 年
间的米兰新博览会园区。1943 年罗马的新街区。
● 1958 年布鲁塞尔的新商业区块。
●西雅图新兴的娱乐和商业中心——“二十一
世纪博览会”。

在经历了部分或全部拆除世博场地
的做法后，博物馆区、国际博览会、
花园的开发以及用新的车站来调节
交通的做法有所增加。组委会有时
在不考虑长期维护成本的情况下，
就做出了事关展览场地未来的决
策。一个著名的例子是 1943 年的
罗马世博会，当时组委会决心建立
“第三罗马”，这片区域之后发展
成了主要的商业和政治中心。

1962 年—1988 年

提供特定的

第三产业基础设施

服务业发展

+

旅游业

PD G-RF-WF

F-M H-T

世
博
会

● 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一个全新的娱乐区，
长期的规划选项还很有限。
● 1970年大阪世博会，当年世博园区就被拆毁。
● 1974年华盛顿州斯波坎世博会：全新的环境。
● 1984 年新奥尔良世博会：保持本来面貌的欧
内斯特·莫里尔会展中心。
● 1988年布里斯班世博会：一个全新的滨水区。

世博会组委会现在更加重视精心策
划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赋予世博
会活动以长远意义。以蒙特利尔世
博会为例，当地建设了一个当时最
先进的商业区，区内交通状况得到
改善，拥有一个新的会展中心、国
会大厅和地铁系统。此外，以前的
展览空间正在被改造成娱乐场所。
蒙特利尔生态圈、栖息地 67 号和
1974 年的斯波坎河滨清理工程都
是对环保意识的永久性纪念。

1992 年至今

迈向可持续的

世博园区？

可持续发展

+

旅游业

NED G-RF-WF

F-M H-T

世
博
会

● 1992 年塞维利亚世博会的商业区在部分上是
失败的。
● 2000 年汉诺威世博会的生态园区。
● 2004 年爱知世博会，建立了一个新的教育园
区。首家吉卜力主题公园也落户于此。上海世
博园区成为一个新的城区和会展区。
● 2015 年米兰世博会的新创新区。
●申办 2030 年世博会的敖德萨的规划世博园区
是一片新的滨海区，所有展馆都必须是采用按
照 3D 打印标准化技术的模块化预制品。

世博会组织者越来越多地将可持续
发展原则纳入其雄心勃勃的项目
中。新的商业区（尽管有些只获得
了部分成功）、生态区、教育空间、
城市和展会区域以及创新区正是这
些方案的例子。世博会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入，并要注重投资回报，这
频频导致世博园区被建立在市内。

D：破坏     G：花园     F：博览会     H：住房     M：博物馆 PD：部分破坏     RF：河畔区域（休闲公园）

WF：滨水区域（休闲公园）    NED：新生态区     T：交通     世博会：临时性世博园区       世博会结束后

注意：（1）世博会的主要影响并不排除其他从属目标的存在

           （2）我们指的是休闲和商务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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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来看，回顾 1873 年维也纳、1916 年米兰和 1929 年

巴塞罗那等博览会，我们会发现，世博会的选址及其基础

设施建设与举办城市的经济、产业和旅游业发展目标是一

致的。世博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会在未来很多

年里逐渐显现出来。现代的展览中心、博物馆及交通设施

的增加会为市民提供更多便利，而世博会留下的永久遗产

对城市的经济和产业将产生有利的影响。

1888 年巴塞罗那世博会，在大都市举办世博会可能会同

时产生积极和消极的结果。正如佩雷·赫雷乌和马内尔·瓜

迪亚所言，世博会场地工程的重要性使得城市的其他工程

滞后，尤其是城市下水道工程。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证明

了这一点。矛盾的是，未出版的市政档案《巴塞罗那 -城市 -

展览》指出，巴塞罗那市政府完成世博会场的紧急工作反

而为该城市带来了良好声誉，提振了旅游业，开发了加泰

罗尼亚景观。然而，城市发展对居民的影响需做综合考量。

1873 年的世博会对维也纳这座城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淡水管道的建设将水从下奥地利州和施蒂里亚州的高地直

接输送到维也纳，距离长达 95 公里，这在当时是一项了

不起的技术成就。不仅如此，修建了新的车站和博物馆，

对环路进行了升级改造。1984 年新奥尔良世博会因其主

题重复而未被视为一届成功的世博会。然而，欧内斯特·莫

里尔会展中心的重新设计对该地区来说是一个恩赐。新奥

尔良欧内斯特·莫里尔会展中心拥有 110 万平方英尺的

展览空间、出色的工作人员和优良的设施，成为美国第六

大会展中心。截至 2009 年，新奥尔良欧内斯特·莫里尔

会展中心的十大年度展览会和展销会为当地居民创造了价

值 481 亿美元的经济影响和 49,989 万美元的收入。

关于世博会的长期可持续性及其对后续大型活动的影响，

需要从时间、空间和视觉表现等方面进行考察。

2. 2020 年迪拜世博会是否是一个展示可持续发

展目标项目的机会？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何与 2020 年世博会提升全球经

济韧性和促进繁荣的计划相协调？ 2020 年迪拜世博会可

以作为一个典范。迪拜世博会的组织者尽力让他们的活动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调一致，并保证其举措有助于

实现特定的目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举措必定是

有选择性的，不可能实现所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样重

要的是，要记住每届世博会都会留下持久的影响，有助于

在地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更广泛的文化项目。

参考 2020 年迪拜世博会组委会的两份文件，以及实地考

察和初步科学研究的反馈等，分析了在落实部分可持续发

展目标上取得的进展。“通过开始实施可持续性目标和绩

效目标，随时追踪我们落实目标的工作表现，我们正维护

着工作透明度并履行我们做出的遵守《阿联酋 2021 年愿

景》的承诺。我们的工作进展和效率确保我们正坚定不移

地迈向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奉献一届非凡的世博会，

还要将其打造成为历史上最具可持续性的世博会之一”8。

如何着手策划一场像世博会这样的活动？一场世博会要具

有可持续性，必须在整个过程的所有阶段（共 11 个层面）

都认真进行策划并坚守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下是如何举办

一场具可持续性的世博会的一些指南和关键步骤：

（1）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定义可持续发展愿景和可持续

的地方身份：制定一个考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长期行动计

划是至关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减少碳排放，改进

资源管理，拓宽利用可再生能源的途径和支持当地社区发

展。一个强有力的口号能帮助更好地传递信息，但同样重

要的是，要考虑到主办国、主办城市和地区的天气、展览

环境和独特之处。

（2）选址和明智的区域设计：世博会的举办地点就确保

可持续性是必不可少的。从可持续性的角度看，方便搭乘

公共交通的地点或自身拥有公共交通系统的地点更理想。

在建设临时性建筑时，应优先考虑能源效率和使用可持续

材料。用标签对建筑进行分类是一个极好的做法，这么做

会带来几点好处。建筑材料的挑选是另一个关键的选择，

具有深远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城市规划应当与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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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想保持同样的水准。

（3）能源规划：鼓励使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

生能源，因为这么做可以在世博会期间实现负责任的能源

管理。LED 灯和其他节能技术也能在节能方面发挥作用。

可持续性和优化能源使用不仅对世博会园区和展馆至关重

要，对周边地区和世博园区内外的基础设施也极其重要。

（4）水资源和废物管理：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策略应该

包括水资源回收和再利用，在绿地安装高效的灌溉系统，

以及废物分类和再利用等。

（5）世博会后的人力资源规划：通过多样化就业或当地

就业和世博会结束后的人员重新分类，确保对世博会员工

的可持续管理。可以通过资助教育机构进一步强化世博会

传递的信息。

（6）可持续的流动性：通过提供无障碍绿色车辆停车场

和电动汽车充电站，促进通往世博园区的环保运输工具。

（7）外延和教育：可持续世博会的参与者可以从许多可

利用的实践活动和展示中学到可持续发展的知识。这些活

动可以使参观者了解环境问题和可持续解决方案，让他们

能够采取积极的步骤，迈向更可持续的未来。

（8）永久的世博会遗产：在规划过程中就应该尽早考虑 

“后世博”策略。建议建造易于拆除和搬迁的临时性构筑物，

使用已预制或以模块化单元建造的构筑物，以便可以移动

和重新组装。也可更谨慎地考虑将这些地标建筑作为永久

性社区福利设施进行重新利用，如改做会议厅、娱乐中心

或体育基础设施等。展馆甚至可能具有历史或旅游价值，

西雅图或巴黎世博会的展馆就是其中的例子。通过在世博

园区留下永久的遗产，主办城市也可以获得长期的收益。

（9）使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在设计阶段，主要利益相

关方的尽早参与会让世博会受益匪浅。只有当地政府、企

业、非政府组织和居民通力合作，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落

实。不仅应考虑联合国制定的地方宪章和原则，还应考虑

国际、区域和地方条约。

（10）制定旅游战略：为整个世博年制定包含娱乐性、

专业性的全球旅游战略。旅游业可通过采用可持续的发展

战略、实践、行为和经验等收获长期收益。要确保主办国

的每一个地区都能享受到世博会的好处，推广可持续的旅

游业。

（11）创建影响观测机构：为了提升分析的可靠性和可

信度，建议成立一个由当地机关、科学家和国际展览局成

员组成的独立观测机构。

通过采用可持续的战略并在每一步中融入可持续发展原

则，世博会能够激发积极的社会变革，为创造更加美好的

地球未来作出贡献。世博会作出的这些努力是实实在在的，

而不仅仅是一种“漂绿”的方式，2020年迪拜世博会的“低

度 - 中度 - 高度”相关性就是一个证据。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也应征了世博会的必要性，赢得了当地居民和国外

参观者的喜爱和关注。

国际展览局主要职责和世博会遗产之间的相关性都需要被

重视，以及两者间的目标可以相互补充。国际展览局及其

管辖下的所有世博会可采用一个有用的类似于原矩阵的网

格作为参考。我们利用 PESTEL-ID 市场矩阵策略，将可持

续发展目标、企业社会责任互补性和重要性矩阵以及国际

展览局的使命一起考量来达成目标。因此，生成一个独特

的网格可用于调查、生成和反思世博会的影响。鉴于此，

我们可以定义一些成果，每一项成果都呼应着可持续发展

目标。

这一分析网格旨在帮助思考与举办世博会相关的主要风

险。其目的是为了规划和举办一届世博会，展示各行各业

间开展全球合作的益处。这场美丽的全球盛典将鼓励新想

法，并为全球问题制定可持续解决方案搭建平台，同时向

世博会遗产表达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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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世博会申办城市的四大挑战

领土性质
世博会主题
（故事行销）

软实力—巧实力 边界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5、14、11、13、7 和 6 相关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7、5、4、3、2 和 1 相关

可持续发展目标

8、9、10 和 12

可持续发展目标

17、16

考虑世博会与城市空间、建筑

风格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透明度、动员和共同参与问题 能够运用智慧力量来提供符合

国家雄心和创新的指导方针

根据时间、文化和空间边界条

件制定世博会的指导方针，以

及对组织者和参与者的期望

●世博会选址

●连接世博会的交通在现在和

未来的功用？

●与周边城市的合作网络

●世博会利益相关方之间的

合作

●私人和公共参与者、社团、

居民？

●是否有已经规划好的其他重

要活动（如世界杯、奥运会、

大型文化活动）或游乐园？

●能否具体说明景观和建筑？

●与交通、能源网络的关系？

●对城市规划和遗产会有什么

短期或长期影响？

●世博会主题的普适性

●世博会的基础是一系列长期

的全球性展示吗？

●文化、技术、社会合法性？

●世博会口号的辨识度

●展示世博会雄心的标识

●社会责任、市场营销以及世

博会的传播价值

●符合国际展览局标准的申办

文件

●当地民众对主题反应积极性

和支持度：强、中、弱？

●世博会体现了主办国的软实

力和巧实力

●国内利益相关方能否参与并

开展相关游说工作？

●国内利益相关方是否可以参

与进来为世博做一些政治努力？

●是否建立一个外交游说机构

●经济强项，有负债能力和获

取盈利的可能吗？

●利用什么技术？

●有什么样的创新？

●财政实力、企业赞助

●经济能量、项目的融资能力？

●时间方面，什么时候举办世

博会比较合适？

●地理界限方面，世博会场地是

否应该覆盖整个城市还是全国？

●旅游方面，世博会是否面向

所有人，是否体现待遇的公正

和平等？

●主办城市可以负债多少？负

债限额是多少？

●他们能否在公私投资之间取

得适当的平衡？

●文化边界、多元文化、包容

性和大众的接受程度如何？

公平、可持续、空间正义 透明性、动员、共同参与、激励 良好的治理和创新
能够做出简单的选择，预期可以

被所有人接受

三、小结

1. 国展局负责制定标准并确保世博会的举办质量，为后

代留下永久的遗产。

2. 世博会和国展局通过把科技、文化和城市规划融入其

运作中，进而优先推动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3. 可持续发展目标（SGDs）正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际展

览局的讨论中，为所有参展国提供指导。

4. 通过 2020 年迪拜世博会的城市生态区，世博会和国际

展览局正不断创新，努力与全球分享可持续发展愿景。经

济、城市规划和文化利益相关方都制定了长期目标，以实

现这一愿景。

5. 世博会的组织方式符合商业管理原则，考虑到市场和

经济评估、PESTEL-ID 策略和企业社会责任分析。世博会

通过促进生态区域和地缘经济活动，如旅游和文化交流，

发挥着推动社会倡议和促进国家发展的作用。

6.世博会有助于主办城市或主办国提升巧实力和软实力。

7. 最后，展馆标准化和强制推行某些特定做法（如可持

续建筑原则），可能会导致建筑创新和多样性的丧失（从

而走向建筑标准化？）。

总而言之，以上提出的建议需要周密地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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