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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研究简报 

 

东京奥运会疫情防控经验与启示 

 

 

摘 要 

 

在全球疫情下，日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基本顺利完成了东京奥

运会的举办任务。日本创新性地构筑防疫“泡泡”，实现奥运参会者

与日本普通民众的有效隔绝，确保了奥运会的安全举办。但是，本届

奥运会防疫措施的具体执行和监管上还存在漏洞，国内民众对奥运会

始终不感兴趣，给东京奥运会留下很多遗憾。东京奥运会的经验教训

可以为中国筹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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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马鑫/第一财经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东京残奥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此前不久落幕的东京奥运会

已经顺利完成奥运会的举办任务，实现了奥运村未发生大规模聚集性

感染，赛事进程未受到太大影响的目标。东京奥运会的疫情防控经验

为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构筑防疫“泡泡”，有效保障奥运会安全举办 

在疫情期间举办奥运会，日本承受了巨大压力，确保防疫安全成

为东京奥组委的重要任务。据统计，从 7 月 1日至奥运会结束，居住

在奥运村的运动员和代表团成员确诊 32人，与大会相关人员确诊 458

名。防疫“泡泡”是一种闭环的防疫管理模式，它将参会者封闭在奥

运相关场所之内，隔绝病毒传播至奥运会场外的可能性。参会人员被

严格限制在“泡泡”之中，活动范围只限制于赛场、训练场和住宿场

所。一旦发现阳性确诊病例，组织部门能够迅速采取措施，将病毒传

播迅速控制在个人或者很小范围内。至奥运会结束，密切接触者几乎

没有阳性病例出现，奥运村内也没有出现聚集性传染。 

 

二、东京奥运会留下颇多遗憾 

本届奥运会在防疫措施的具体执行和有效监管方面存在盲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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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民众始终对奥运会兴致不高给东京奥运会留下颇多遗憾。 

首先，东京奥运会防疫措施的具体贯彻和执行存在漏洞。东京奥

组委和东京都政府在机场、奥运场馆以及其他基础设施防疫管理上制

订的规则非常详细，然而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并未认真贯彻。第三版

《疫情应对措施手册》虽然制订了严格的违规处罚措施，但在实际执

行时，这些规则的约束力却受到了挑战。比如，大会相关者擅离酒店

购物的情况并不少见，直到处分了几名格鲁吉亚选手后，这种违规行

为才有所收敛。 

其次，国内舆论引导不力致使怀疑奥运声浪始终干扰奥运会的举

办。奥运会开幕前，东京都等地多次被迫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在

德尔塔变种毒株全球流行的情况下，加上本国疫情控制不力等因素，

日本民众一直不太相信政府有办法办出一届“安全、安心”的奥运会。

虽然日本政府不遗余力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奥运如期举办，但日本社

会各界对于东京奥运会是否如期举办依然争议不断，消磨了全国上下

一心筹备、举办奥运会的信心。 

第三，日本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调动国内民众积极投身奥运、参与

奥运。除了疫情原因，日本国内“反奥运团体”一直宣传强调奥运无

用论，加之反奥运组织者不断煽动民众对日本政府在疫情下举行奥运

会的不满情绪，导致民众对举办奥运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甚至反对

举办奥运会。大批民众认为奥运与自己无关，日本奥组委和政府颁布

的奥运政策并未得到民众的积极配合。比如，原本希望民众可以居家

观赛的奥运假期，大量民众走出家门“放飞自我”，直接导致奥运后

日本疫情的第五波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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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日本政府所期望的奥运带来的经济社会价值远未达期望。

无观众奥运致使本次奥运的国际影响力大大下降。菅义伟政府原本希

望借助东京奥运会提升内阁支持率。但奥运会后，政府反而面临越来

越大的压力。国际上，福岛食品、强迫参赛各国运动员在疫情形势下

签“生死状”等敏感问题令东京奥运会在全球公众舆论中的公信力

受损。 

 

三、东京奥运会疫情防控成为现实的政治问题 

首先，本次东京奥运会举办已非单纯的防疫问题，而是非常现实

的政治问题。日本自民党政府始终把奥运会作为日本必须举办的国际

盛事强推，但是受内部派系政治制约，对于奥运会举办始终存在杂音。

菅义伟将奥运会作为其提高支持率的“救命稻草”，但自民党内部个

别派别甚至期望菅义伟政府由于举办东京奥运会不力而倒台。 

其次，日本始终在开放外国游客和观众进入与疫情防控压制病例

两个政策之间摇摆，致使东京奥运会大部分赛事在“紧急事态宣言”

下举办。日本未能给东京奥运会创造良好的防疫基础和外部环境。 

第三，日本政府基于西方民主人权价值和对自由的理解，始终未

对运动员及代表团进行强制性管控。日本虽然颁布了《疫情应对措施

手册》，但是始终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参赛代表队的组织和约束能

力无法保证其团员遵守相关防疫规定，成为本次奥运会的巨大防疫隐

患。 

第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并未全力支持东京奥运会。此前

G7 峰会上，美欧领导人纷纷表示对东京奥运会的支持，但只有法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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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马克龙出席了开幕式，美国总统拜登则由其妻子吉尔·拜登代为出

席。菅义伟原本想通过赛事提高日本政府的国际威严，但没想到最终

到访日本的首脑和国际机构代表只有 12 人。菅义伟此前制定的“奥

运外交计划”破产。 

 

四、本土疫情防控是北京冬奥会顺利举办的关键 

现在已经进入北京冬奥会时间，与东京一样，遏制新冠病毒侵袭

仍将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工作的重要前提。首先，本土疫情

控制状况是决定奥运会能否“安全”和“安心”的最关键因素。我们

需要始终坚持疫情防控和冬奥筹办两手抓，为冬奥会的举办夯实良好

的外部防疫基础。其次，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冬奥会的关注度与影响力，

大力推广普及群众性冰雪运动，奋力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的目标。再次，加强对话沟通，形成良好的国际冬奥氛围。积极与国

际奥委会、其他国家奥委会、教练员和运动员等展开密切沟通，传达

我方筹备进展情况和办好冬奥会的能力与决心，用中国标准证明全球

疫情下国际体育赛事可以安全顺利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