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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 8 月，中国奥委会向

亚奥理事会提出申请，希望由北

京承办第11届亚运会。

1984 年 9 月 28 日，汉城举行

的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上，在与

日本广岛的竞争中，北京以 43 比

22 的票数胜出获得 1990 年第 11

届亚运会的承办权。

这是中国首次承办这一级别

的国际综合运动会。直到今天，

很多人的脑海中依然存留着关于

北京亚运会的深刻记忆：吉祥物

熊猫盼盼、歌曲《亚洲雄风》等

等。今天，我们先来讲讲北京亚

运村。

1984年，北京成功申办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

北京亚运村，从庄稼地到高档住宅区

如今的北京亚运村区域

第11届亚运会前夕，北京市民争睹亚运村。第11届亚运会前夕，北京市民争睹亚运村。

北京亚运村全民健身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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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农田变成了亚运村
北京主城区突破二三环

国际上有一个说法，一般洲际或世界性的奥林匹克

运动会在哪个城市召开，就是该城市的“成人节”。也就

是说，这是对该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次全面、系统、综合

性的检阅。

亚运会申办成功对于北京城市建设来说，既是一个

飞跃的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

“机遇”，是可以利用亚运会的设施建设，包括比赛

和训练场馆，以及为其配套的许多设施，使之与北京的

城市总体规划布局相结合，成为促进城市总体规划的实

施、促进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管理的手段和动力。

“挑战”，是指1984年的北京，各项城市设施水平离

能够召开这样一次盛会，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现在的亚运村街道位于北三环到北五环之间，距天

安门仅9公里，是北京最繁华的区域之一。

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亚

运村街道曾经是朝阳区大屯乡的一部分，以农业生产为

主，除了成片的庄稼地、荒滩，就是民房。这也是整个首

都的缩影：二环外的北京，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现代化都

市。

正是亚运村的建设，给这一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1986 年，北京开始兴建 20 座新建场馆，改建或修

缮原有场馆 13 座，并在北京四环外兴建奥林匹克中心

和亚运村，北京从此有了亚运村这个特殊的区域。与北

京的其他区域尤其是承载着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东、西老

城区不同，它是因城市发展新生的地名，而非历史地名。

邓小平留下赞许
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

狭义上来讲，亚运村指的是 1990 年北京亚运会时

兴建的运动员村，是运动员、教练员和带队官员在亚运

会期间集中住宿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汇园公寓。

而广义上来说，亚运村指的是现在的北京市朝阳区

亚运村街道，包括10个社区、12个居住小区。

北京亚运村的规划从 1984 年开始，1985 年 4 月，

随着北京亚组委正式成立，亚运村也破土动工，政府拆

迁了亚运村选址所在地大屯乡的部分乡镇，建起了包括

16 幢运动员公寓和五洲大酒店在内的运动员村，它在

比赛期间能够满足各国运动员休息、锻炼、增进友谊等

需求。

与此同时，一批配套工程纷纷上马，北四环大部分

路段于亚运会前建成，比四环路全线贯通（2001 年）提

早10多年，中轴路从鼓楼外大街延伸至北四环，最初于

上世纪60年代开始建设的首条环城快速路二环路亦加

快建设步伐，最终于1992年全线贯通。

历时 4 年、投资 20 多个亿，这样的建设规模虽然无

法和后来的北京奥运会相比，但已经是北京继二十世纪

50年代兴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以来的又一次大

规模建设。

据《人民日报》报道，1990 年 7 月 3 日，距离亚运会

开幕只有两个月时间了，86 岁高龄的邓小平来到北京

京广大厦，在第 40 层楼上俯瞰北京市容，并连声称赞，

北京建设得好，亚运会建筑搞得好。

在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仔细听取了

亚运会场馆建设情况介绍后，这位退休老人激情地说：

“我这次来看亚运会体育设施，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

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

的。”

成为北京精英汇聚之地
2008年奥运再成热点

1990 年北京亚运会闭幕后，亚运村地区也完成了

城市发展历史上的第一次质变——由一个普通的城市

边缘区发展成为北京市第一个成规模的高档涉外居住

区。

相当长的时间里，亚运村地区不仅是高档住宅区的

代表，也一度是北京房价的风向标。

在北京人的记忆中，亚运村是巨贾名流、文化名人、

金融精英的聚集地，是老牌的高端人群居住区。

歌手刘欢是在北京亚运村最早买房的文艺界人士

之一。后来，毛阿敏、刘晓庆等人也相继在这里买房。

名人入住带来的圈子效应也进一步推动了亚运村的持

续高速发展。

众多影视体育明星、文化名人、金融精英人士、富商

及国际友人，选择在亚运村及周边地区居住。“拿大哥

大，开汽车，住亚运村”成为当时有钱人的标志。

以1990年建成的亚运村汇园公寓为例。最初可以外

销卖给外国人，约1400美元/平方米，按当时的汇率，折合

人民币约6690元/平方米，随后又很快迈入了万元时代。

随着亚运村的商品房越来越多，配套越来越齐全，

这里发展成了北京的大型高档居住社区。也因为拥有

奥体中心、五洲大酒店、北辰购物中心等高大上的现代

化公共建筑，亚运村成为了北京著名商圈。

随着 2008 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亚运村再次成为热

点区域，亚运村周边配套设施开始升级，奥运场地、轨道

交通、公园绿化等相继落成。亚运村也和奥运村一起发

展成为集居住生活、奥运功能为一体的成熟区域，也就

是我们所熟知的“亚奥板块”。

本报记者 曹林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