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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67）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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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型活动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和临时性特点，其举办可能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带来一定影

响。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大趋势。将可持续性融入到大型活动的全过程将对推动区域可持续发

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以下简称“北京冬奥会”）是第一届从申办、筹

办到举办全过程践行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2020议程》，并将可持续性要求全面融入赛事筹办和举办

全过程的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创新建立的可持续性管理体系，为大型活动可持续性实践作出了良好示

范，也将成为北京冬奥会的宝贵遗产。

本文件是基于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实践成果，结合其他类型大型活动特点，参考了国际、国内相

关标准，按照国际奥委会可持续性战略、《奥林匹克2020议程》等要求，充分吸纳往届奥运会等大型

活动可持续性实践经验而建立的。本文件规定了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的要求和指标，旨在指导、帮

助活动组织者提高对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的认知和管理能力，为科学地评价大型活动可持续性提供参考。

对于缺乏可持续性管理经验的组织机构，可以本文件为起点，在大型活动筹办或举办时识别可持

续性议题，实施可持续性措施；对于已建立可持续性管理体系的组织机构，可将本文件要求充分融入

到现有管理体系中，提高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水平。其他活动的相关组织机构也可参考使用本文件。

大型活动组织者可建立大型活动信息反馈平台，结合实际情况对外公开发布可持续性工作成果，

提升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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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型活动开展可持续性评价的总体要求、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和评价过程。

本文件适用于世界性、洲际性、全国性和市级综合性赛事的赛中及赛后的可持续性评价。会议、

展览、演出、庆典等其他类型的大型活动也可参考使用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31598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型活动 event

按照规则，在一定时间和场所创造某种体验和（或）传递某种讯息且具有一定规模的聚集行动。

[来源：GB/T 31598—2015，3.8，有修改]

3.2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注：来源自《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来源：ISO Guide 82:2019，3.2，有修改]

3.3

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在社会、经济和环境领域，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系统状态。

注：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依赖，通常是可持续性的三个维度。

[来源：ISO Guide 82:2019，3.1，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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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可持续采购 sustainable procurement

可能在全生命周期内产生最积极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的采购。

注 1：可持续采购包括供应链上的商品或服务以及与供应商相关的可持续性要求。

注 2：可持续采购有助于实现组织的可持续性目标和目的，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

[来源：ISO 20400:2017，3.38，有修改]

4 总体要求

4.1 大型活动组织者可参照 GB/T 31598建立可持续性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

——建立可持续性管理组织机构和团队；

——明确可持续性愿景、方针、目标；

——制定可持续性管理要求和工作制度；

——制定可持续性工作计划（含措施清单）并组织实施。

注 1：大型活动组织者为大型活动的主办方或承办方。

注 2：可持续性计划措施示例见附录 A。

4.2 大型活动开展可持续性评价应组建审核组。

4.3 使用本文件进行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包括基础设施与场地、采购与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

与管理、交通与物流、低碳与气候变化、人员与社会影响、智慧与创新实践等维度，宜结合评价内容

（5）准备技术文件，由审核组按照评价方法（6）和评价过程（7）完成评价。

4.4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大型活动可持续性可进行多次评价。最后一次评价宜在大型活动结束后进行。

4.5 对照附录 B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标及赋值，若基础设施与场地、采购与资源管理、生态环

境保护与管理、交通与物流、低碳与气候变化、人员与社会影响 6类维度中有超过 50%的指标不适用，

则该大型活动不宜使用本文件进行可持续性等级评价（6.3）。

4.6 如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环境事故、影响较大的社会责任事件（例如严重损害社会成员的健康和社

会的福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或违背道德行为规范的事件）等，则该大型活动不应使用本文件进行可

持续性等级评价（6.3）。

5 评价内容

5.1 基础设施与场地：从既有建筑利用率、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比例、可重复使用的临时设施比例、

无障碍设施覆盖率等方面进行评价。

5.2 采购与资源管理：从可持续采购管理、非直接采购比率、绿色低碳产品比率、采购物品可重复利

用率等方面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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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从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垃圾分类收集率、场地生态恢复或补偿率、空气质

量优良率等方面进行评价。

5.4 交通与物流：从新能源车辆占比、绿色交通出行率、平均疏散时间、物流信息化水平等方面进行

评价。

5.5 低碳与气候变化：从减缓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减碳措施施行率、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碳中和实现

程度等方面进行评价。

5.6 人员与社会影响：从培训覆盖率、女性员工占比、本地员工占比、权益保障满意度、公众满意度

等方面进行评价。

5.7 智慧与创新实践：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综合效益等领域进行评价。

注：本部分具体内容见附录 B。

6 评价方法

6.1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宜根据本文件总体要求（4）和评价内容（5）准备相应的文件和证明材料。

6.2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按式（1）进行：

Q=Q1+Q2+Q3+Q4+Q5+Q6+Q7..............................(1)

式中：

Q——评价总得分；

Q1、Q2、Q3、Q4、Q5、Q6——分别为基础设施与场地、采购与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交通

与物流、低碳与气候变化、人员与社会影响等6类维度得分；

Q7——智慧与创新实践加分项得分。

6.3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按附录 B确定可持续性总得分及评价等级。评价结果分为强可持续性、

中可持续性、弱可持续性三个等级。

7 评价过程

7.1 计划与准备

7.1.1 审核组依据本文件制定评价计划，明确评价时间、地点、人员及其它相关要求。

7.1.2 根据评价计划完成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

7.2 审核与评价

7.2.1 审核组根据本文件对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进行评价。

7.2.2 审核组按照公式（1）得出评价结果，确定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等级（6.3）并出具评价报告。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报告参考模板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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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计划措施示例

A.1 场馆建设和利用坚持生态优先

——利用现有及临时场馆和设施

——保护赛区生态环境

——建设绿色场馆

——实现废弃物减量

A.2 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

——大气污染防治

——开展风沙治理

——水源保护和治理

A.3 低碳冬奥应对气候变化

——开展低碳管理

——促进低碳能源利用

——推进低碳场馆建设

——构建低碳交通体系

——实行低碳办公措施

——探索碳排放补偿机制

A.4 可持续性要求纳入采购

——制定可持续采购规则

——推进可持续采购落实

——可持续采购监督和评估

——赛后资产利用

A.5 带动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京张地区交通网络

——提升无障碍环境

A.6 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A.7 推动重点产业发展

——推动中国冰雪产业发展

——带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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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A.8 树立城市更新范例

——大力推动首钢园区转型发展

——延庆区打造冰雪体育休闲产业组团

——张家口市建设国际化开放城市

A.9 促进人的发展

——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能力提升

——妥善安置赛区居民

——带动低收入人群就业

A.10 推广奥林匹克精神

——开展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

A.11 引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普及群众性冰雪运动

——推广全民健身活动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A.12 培育良好社会风气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提升包容意识

——加强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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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标及赋值

表 B.1为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标及赋值，包括 7类维度共 35项指标。其中，基础设施与场地维度含 4项指标、采购与资源管理维度含 4项指标、生

态环境保护与管理维度含 4项指标、交通与物流维度含 4项指标、低碳与气候变化维度含 4项指标、人员与社会影响维度含 5项指标、智慧与创新实践维度

含 10项加分指标。

基础设施与场地、采购与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交通与物流、低碳与气候变化、人员与社会影响 6类维度每项指标按照指标说明确定分值。

各维度的指标分值加总得出该维度得分 Q1～Q6。智慧与创新实践维度每项指标根据指标说明赋值，加总后得出该维度得分 Q7。

按 6.2中式（1）计算评价总得分，85分以上（含）为强可持续性，60分（含）至 85分为中可持续性，低于 60分为弱可持续性。

表 B.1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标及赋值

维度 序号 指标 单位
指标分值

指标说明
4分 3分 2 分 1分

一．基

础设施

与场地

1 既有建筑利用率 % a≥80 60≤a＜80 50≤a＜60 40≤a＜50
a=活动利用既有建（构）筑物个数／活动所用建（构）筑物总个数

×100%

2
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

比例
% a=100 80≤a＜100 60≤a＜80 50≤a＜60

a=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的面积／建筑总面积×100%。

式中，建筑包含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建造，不含临时建筑。其中，

新建建筑应满足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既有建筑绿色改造应满足绿

色建筑二星级或三星级标准

3
可重复使用的临时设

施比例
% a≥50 30≤a＜50 20≤a＜30 5≤a＜20

a=可重复使用的临时设施个数（成本）／临时设施总个数（成本）

×100%

式中，临时设施包含临时建筑（篷房、板房等临时用房以及配套设

施和设备）、临时构筑物（围栏、指路标识、临时看台、临时无障

碍坡道等）以及临时成品设施（临时厕所、集装箱等）。

4 无障碍设施覆盖率 % a≥95 85≤a＜95 75≤a＜85 60≤a＜75

a=活动区内能够通过无障碍设施到达的公共区域面积／活动区公共

区域面积×100%

注：数据统计可依据图纸正向统计或统计通过无障碍设施不能到达

的公共区域面积进行反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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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标及赋值（续）

维度 序号 指标 单位
指标分值

指标说明
4分 3分 2 分 1分

二．采

购与资

源管理

5 可持续采购管理 项 a≥6 a=5 a=4 a=3

a 为以下清单内完成的工作项数：

（1）制定可持续采购目标和政策并组织落实；

（2）识别可持续采购相关的风险和机遇，确定核心可持续议题；

（3）将可持续性要求融入采购流程（含合同要求），明确对供应商

及其提供的货物、工程和服务提出可持续性要求；

（4）将可持续物流、回收利用及废弃处置等因素纳入可持续采购管

理；

（5）明确可持续采购负责部门（人员）及其职责；

（6）组织开展可持续采购培训与宣传；

（7）优先考虑中小企业提供的货物、工程和服务。

6 非直接采购比率 % a≥50 40≤a＜50 25≤a＜40 10≤a＜25
a=租赁、共享、多次使用分摊等方式采购的货物或服务成本/所有货

物与服务的采购成本×100%

7 绿色低碳产品比率 % a≥95 85≤a＜95 75≤a＜85 60≤a＜75

a=绿色低碳产品种类数量/产品种类总数量×100%

式中，绿色低碳是指产品附有能效一级、二级标识/符合环保 E0 级/

通过低碳产品认证、环境标志产品等

8
采购物品可重复利用

率
% a≥90 75≤a＜90 60≤a＜75 40≤a＜60 a=可重复利用的已采购物品个数/已采购物品总个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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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标及赋值（续）

维度 序号 指标 单位
指标分值

指标说明
4分 3分 2 分 1分

三．生

态环境

保护与

管理

9 水资源循环利用率 % a≥70 55≤a＜70 40≤a＜55 25≤a＜40

a=活动区内使用的循环水量/活动区内用水总量×100%

式中，循环水量是指用水系统中循环使用的水量，包含生产生活重

复用水量和再生水、雨水、海水淡化水等利用量

10 垃圾分类收集率 % a≥99 85≤a＜99 70≤a＜85 60≤a＜70
a=活动区内进行分类的垃圾清运量／活动区内垃圾产生量×100%

式中，垃圾分类包含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11
场地生态恢复或补偿

率
% a=100 90≤a＜100 80≤a＜90 70≤a＜80 a=场地生态恢复或补偿面积／活动中受影响的场地面积×100%

12 空气质量优良率 % a≥95 80≤a＜95 70≤a＜80 60≤a＜70
a=（所有建筑室内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室外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活动总天数）×100%

四．交

通与物

流

13 新能源车辆占比 % a≥95 85≤a＜95 70≤a＜85 60≤a＜70

a=活动期间使用新能源的车辆数／活动期间使用的所有车辆数×

100%

式中，车辆不分车型，不含活动外部人员用车

14 绿色交通出行率 % a≥80 70≤a＜80 60≤a＜70 50≤a＜60

a=采用绿色交通出行参加活动的人次／参加活动的总人次×100%

式中，绿色交通出行方式包括步行、单车、公共交通

注：人次统计优先通过活动组织方的统计方式获取，或采用抽样调

查的方式获取

15 平均疏散时间 min a≤15 15＜a≤25 25＜a≤35 35＜a≤45 a 为活动参与人员从活动结束到离开活动区域所用的平均时间

16 物流信息化水平 % a≥90 70≤a＜90 50≤a＜70 30≤a＜50
a=满足物流信息化水平的活动供应商数量/提供物流服务的活动供

应商总数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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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标及赋值（续）

维度 序号 指标 单位
指标分值

指标说明
4分 3分 2分 1 分

五．低碳

与气候

变化

17
减缓气候变化行动计

划

同时完成

（1）（2）

（3）（4）

同时完成（1）

（2）（3）

同时完成（1）

（2）
完成（1）

评价清单如下：

（1）制定了减碳措施清单

（2）减排措施得到了明确的实施并有减排效果

（3）通过评审或认证

（4）能证明计划制定的减碳目标处于国际同类活动的先进水平

18 减碳措施施行率 % a=100 80≤a＜100 60≤a＜80 40≤a＜60

a=施行的减碳措施数量/制定的减碳措施总数量×100%

式中，减碳措施来源于指标（17）中制定的减碳措施清单。制定减

碳措施至少应包括但不限于低碳能源、低碳建筑及低碳交通

19 温室气体减排效果

同时完成

（1）（2）

（3）（4）

同时完成（1）

（2）（3）

同时完成（1）

（2）
完成（1）

评价清单如下：

（1）对活动中温室气体排放基准线进行量化测算

（2）对活动中温室气体排放实际值进行量化测算

（3）实际排放量相对基准线排放量显著降低

（4）通过评审或认证

注：排放量和减排量计算主要采用实物量指标和本地化因子

20 碳中和实现程度
完成（2）（3）

（4）（5）
完成（2）（3） 完成（2） 完成（1）

评价清单如下：

（1）部分碳中和

（2）全部碳中和

（3）通过外部抵消机制的抵消量低于一定比例

（4）公众参与的碳普惠机制为活动碳中和贡献

（5）发布碳中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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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标及赋值（续）

维度 序号 指标 单位
指标分值

指标说明
4分 3分 2 分 1分

六．人

员与社

会影响

21 培训覆盖率 % a=100 90≤a＜100 75≤a＜90 60≤a＜75

a=接受相关培训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人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总人

数×100%

式中，培训包括但不限于突发公共事件或灾害应急、医疗卫生和急

救知识、礼仪迎宾、语言、安全保卫、观众指引、物品分发、沟通

联络、场馆运行支持、新闻运行支持、维修保养等培训

22 女性员工占比 % a≥40 35≤a＜40 30≤a＜35 20≤a＜30 a=活动聘用女性员工数量/活动聘用员工总数量×100%

23 本地员工占比 % a≥30 20≤a＜30 10≤a＜20 5≤a＜10 a=活动聘用本地员工数量/活动聘用员工总数量×100%

24 权益保障满意度 分 a≥90 80≤a＜90 70≤a＜80 60≤a＜70 a 为满意度得分，问卷见附录 D

25 公众满意度 分 a≥90 80≤a＜90 70≤a＜80 60≤a＜70 a 为满意度得分，问卷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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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指标及赋值（续）

维度 序号 指标 指标分值 指标说明

七．智

慧与创

新实践

26 采用先进转播技术 1分 应用能实现自由交互、高清影像等或使观众身临其境的转播技术即可得分（技术创新）

27 采用智能化设备 1分 应用智能安防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或更先进的设备即可得分（技术创新）

28 采用智能现代化的管理技术 1分 应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智能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即可得分（技术创新）

29 限制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用品 1分 未使用任何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用品即可得分（管理创新）

30
未使用含纳入管控名单的氢氟碳化物

的产品
1分

未使用任何含纳入管控名单的氢氟碳化物的产品或使用新产品（如节能环保制冷剂）替代即可得分（管

理创新）

31 完善可持续性的实施和监督机制 1分 完善实施和监督机制并取得良好效果即可得分（管理创新）

32 通过可持续性的管理体系认证 1分 通过 GB/T 31598 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认证证书即可得分（管理创新）

33 辐射带动效应显著 1分 对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带动作用即可得分（综合效益）

34 核查可持续性目标完成情况 1分 可持续性目标全部达成并发布可持续性报告即可得分（综合效益）

35 改善本地生态环境 1分 活动采取了具体措施，对于本地生态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予以证明（综合效益）

注 1：指标 1，建（构）筑物描述参照 GB/T 50504。

注 2：指标 2，新建建筑绿色建筑等级划分参照 GB/T 50378，既有建筑绿色改造绿色建筑等级划分参照 GB/T 51141。

注 3：指标 7，环保等级划分参照 GB 18580。

注 4：指标 11，如活动中没有对场地造成任何影响，则该指标得 4分。

注 5：指标 12，室内空气质量达标要求参照 GB/T 18883。

注 6：指标 15，可以通过进出口闸机统计，也可以通过电信服务商定位，但是要注意隐私保护，定位信息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如果与赛事方共享要经过用户授权。

注 7：指标 16，满足物流信息化水平的活动供应商，要求参照 GB/T 19680。

注 8：指标 20，碳中和要求参照 DB11/T 1862，完成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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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报告参考模板

大型活动可持续性评价报告

一、活动综述（略）

二、评价背景（略）

三、评价原则和依据（略）

四、评价方法和内容（略）

五、评价结论（略）

六、改进措施和建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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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满意度调查问卷

D.1 权益保障满意度调查问卷

被调查主体如与大型活动组织方签署了劳动合同，则参加本问卷调查，否则不参加。

所在工作岗位 年龄 性别

一、您对大型活动组织者所提供的工作酬劳是否满意？

A 满意 [ ] B 比较满意 [ ] C 一般 [ ] D 不太满意[ ] E 不满意[ ]

二、您对大型活动组织者所提供的各类保险是否满意？如人身意外伤害险。

A 满意 [ ] B 比较满意 [ ] C 一般 [ ] D 不太满意[ ] E 不满意[ ]

三、您对大型活动组织者所提供可持续发展培训是否满意？

A 满意 [ ] B 比较满意 [ ] C 一般 [ ] D 不太满意[ ] E 不满意[ ]

四、您对大型活动组织者所提供工作环境（如：健康安全层面）是否满意？

A 满意 [ ] B 比较满意 [ ] C 一般 [ ] D 不太满意[ ] E 不满意[ ]

五、您对大型活动工作人员的工作制度是否满意？

A 满意 [ ] B 比较满意 [ ] C 一般 [ ] D 不太满意[ ] E 不满意[ ]

注：每项问题满分为 20 分，A、B、C、D、E 的选项得分分别为 20 分、16 分、12 分、0分、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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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

所在街道社区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职业

一、活动举办期间，您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的控制是否满意？

A 满意 [ ] B 比较满意 [ ] C 一般 [ ] D 不太满意[ ] E 不满意[ ]

二、您对活动的垃圾处理手段是否满意？如日常垃圾处理是否及时，处理过程是否影响到日常生活。

A 满意 [ ] B 比较满意 [ ] C 一般 [ ] D 不太满意[ ] E 不满意[ ]

三、对于大型活动的社会影响是否满意？

A 满意 [ ] B 比较满意 [ ] C 一般 [ ] D 不太满意[ ] E 不满意[ ]

四、您对活动的宣传及知识普及是否满意？

A 满意 [ ] B 比较满意 [ ] C 一般 [ ] D 不太满意[ ] E 不满意[ ]

五、活动举办期间，您对本次活动的安全保卫情况是否满意？

A 满意 [ ] B 比较满意 [ ] C 一般 [ ] D 不太满意[ ] E 不满意[ ]

六、您对本次活动选址、交通及周围配套设施等情况是否满意？

A 满意 [ ] B 比较满意 [ ] C 一般 [ ] D 不太满意[ ] E 不满意[ ]

七、活动举办期间，您对活动场区引导标识的设置是否满意？

A 满意 [ ] B 比较满意 [ ] C 一般 [ ] D 不太满意[ ] E 不满意[ ]

八、活动举办期间，您对本活动的现场效果是否满意？

A 满意 [ ] B 比较满意 [ ] C 一般 [ ] D 不太满意[ ] E 不满意[ ]

九、活动举办期间，您对交通便利程度是否满意？

A 满意 [ ] B 比较满意 [ ] C 一般 [ ] D 不太满意[ ] E 不满意[ ]

十、活动举办期间，您对噪声情况是否满意？

A 满意 [ ] B 比较满意 [ ] C 一般 [ ] D 不太满意[ ] E 不满意[ ]

注：每项问题满分为10分，A、B、C、D、E的选项得分分别为10分、8分、6分、0分、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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