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运经济: 北京的创新与发展

陈  剑
(北京市社会主义学院, 北京 100029)

[摘  要]  北京通过主办 2008 年奥运会, 借势发展奥运经济, 在八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这

些做法进一步丰富了奥运经济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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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商业运作模式取得了

巨大成功, 使奥运会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

奥运会的经济价值倍受关注, / 奥运经济0 的概

念初现端倪。1988年汉城奥运会以后的 5 届奥

运会, 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奥运经济概念, 并

使之更加成熟。

北京为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 在

借鉴各国举办奥运会成熟经验的基础上, 根据自

身特点, 采取多种措施, 借势发展奥运经济, 又

进一步丰富了奥运经济, 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主

要有以下八个方面做法。

一、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奥运会是全球关注的体育盛会, 对主办国来

说, 如何利用它的巨大影响力, 提升主办国的经

济、政治和社会的多方面影响, 有着重要意义。

而通过奥运会, 提升主办国的影响力, 在一定意

义上应当看作奥运经济的重要内容。

奥运会的影响力, 既包括经济影响, 也包括

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影响。2008 年奥运会

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举办,

其政治影响无疑是第一位的。奥运会为中国进一

步融入世界, 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提供了难得

的历史机遇。因此, 通过奥运会, 进一步展示中

国改革开放的形象、丰富的悠久文化和巨大的社

会进步, 让世界人民认识到中国和平崛起是构建

和谐世界的重要力量, 这是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

一份责任。

中国改革开放到 2008年正好是 30年。30年

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的

迅速发展, 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对此问题国际众

多媒体至今众说纷纭。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展

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和社会全面进步、回答上述

问题的绝好机会。如果北京奥运会各项筹备工作

做得好, 这种政治影响无疑是正面的, 它将会进

一步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 提升中国在国际政

治舞台上的良好形象。这种政治影响对经济发展

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 因为良好的政治影响和主

办国、主办城市形象的提升会直接促进投资的增

长和旅游人群的增加, 而这又会进一步推动投资

环境的改善, 带动一系列的投资和消费活动, 从

而引发大量的商机, 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 最终

促进举办地和举办国经济的增长。北京筹办奥运

会六年多来, 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 2003 年首

次位居世界第一, 近年来一直稳居世界前列; 中

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10%。中国经济增长

取得的成就, 其中就有奥运因素的作用。从这一

意义上说, 扩大奥运会的影响力, 特别是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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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影响力, 也是发展奥运经济的重要内容。

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六年来所开展的任何有助于通

过奥运会扩大中国影响力和首都城市影响力的工

作,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促进奥运经济发展

的工作。

为借助奥运会扩大中国影响力, 北京奥组委

先后颁布了 5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
在华采访规定6 和 5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台

湾记者在祖国大陆采访规定6。这两个规定对媒

体开放的程度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据估计, 北

京奥运会举办期间, 大约有 21600名注册记者和

万余名非注册记者参与奥运会报道。几万名媒体

记者对奥运会的报道和对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

报道, 将会大大促进世界对中国的认识, 提升中

国和北京市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二、将奥运经济的作用扩展到最大限度

奥运经济是注意力经济、品牌经济, 更是借

力经济。所谓借力, 就是借助奥运会的巨大影

响, 扩展奥运经济水平、规模和质量。北京筹办

奥运会的一项重要做法, 就是借助筹办奥运会,

将奥运经济的作用尽可能扩展到最大限度。这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参与奥运会举办的城市方面, 尽可能

让更多的城市参与奥运会的举办。历届奥运会举

办城市, 一般只有一个主办城市, 很少涉及其它

城市。北京奥运会, 涉及奥运会举办城市, 除了

主办城市北京之外, 还有两个项目城市: 青岛

(帆船) 和香港 (马术) , 四个足球预赛城市: 上

海、沈阳、天津和秦皇岛。让中国更多的城市参

与奥运会的筹办, 其意图在于, 通过举办奥运

会, 不仅扩大了主办城市北京在世界上的影响

力, 也扩大了其它参与奥运会筹办的城市在世界

上的影响。

二是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数量创造历届奥运会

之最。历届奥运会的吉祥物, 很少有超过 2个

的, 一般只有 1个, 最多的也只有 3个。北京奥

运会吉祥物的数量达到 5个。从中国 13亿人口

考虑, 北京奥运会在奥运会吉祥物的销售方面,

也将达到创纪录水平。

三是参与北京奥运会市场开发的收入创历届

奥运会之最。2008年奥运会将在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国家中国举办。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 中国

的经济规模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 其巨

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 使得北京奥运会的

市场开发吸引众多的企业参与。目前, 北京奥运

会的市场开发, 包括国际奥委会第六期合作伙伴

在内, 企业数量已经超过 78家, 只低于亚特兰

大奥运会参与市场开发的企业 200家数量, 远高

于其它举办城市企业参与数量。在市场开发收入

方面, 北京奥运会市场开发收入将创历届奥运会

之最。仅国际奥委会获得的电视转播权收入和从

第六期合作伙伴获得的赞助收入, 分给北京奥组

委的就超过 12 亿美元。北京奥组委的市场开发

收入, 包括合作伙伴、赞助商、供应商和独家供

应商的赞助收入、门票收入和特许计划收入, 各

种收入累计至少超过 10亿美元。这使得北京奥

组委能够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 圆满完成国际奥

委会规定的各项赛事, 并争取略有赢利。

四是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的规模与水平在历

届奥运会中也达到较高水准。北京奥运会的场馆

建设涉及 37个场馆, 其中, 北京有 31个, 其它

六个城市有 6个。在北京 31个场馆中, 新建 12

个场馆, 其它城市 6个奥运场馆中有 5个也是新

建的。北京奥运会新建场馆之多, 在历届奥运会

中是十分罕见的。对北京以及其它奥运会举办城

市来说, 奥运会结束后, 大量的新建奥运会场馆

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满足举办大

型体育赛事、会展和文化活动的需求。此外, 北

京奥运会的主场馆, 国家体育场 ( /鸟巢0) 和国

家游泳中心 ( /水立方0) , 其建设规模和技术水

平, 在体育场馆建设中都达到了当今世界较高的

水准, 成为北京奥运会的标志性建筑。

五是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 也将创造一系列

新的纪录。奥运会火炬传递是奥运会最具影响力

的活动之一。通过火炬传递扩大奥运会的影响,

也同时扩大主办城市和主办国家的影响。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 从目前公布的内容

看, 将创造火炬手最多、传递时间最长和传递距

离最长的三项纪录。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达到

21780人, 此前的历届奥运会火炬手最多的是

2000年悉尼奥运会, 火炬手为 13300人; 北京奥

运会火炬传递距离为 137万公里。此前历届奥运

会火炬传递最长距离为 2004年雅典奥运会,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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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距离为 78万公里; 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时间

130天, 此前的历届奥运会纪录由 2000年悉尼奥

运会保持, 传递时间为 127天。

三、推动主办城市经济持续增长和

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

  借北京举办奥运会之际, 主办城市北京和参

与奥运会筹办的其它城市, 也都利用奥运会举办

之际, 大力发展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推动经济的

持续增长。

1997年至 2001年五年间, 北京经济年均增

长速度为 1013%。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后的

2002年至 2006年的五年间, 北京经济年均增长

速度为1211%。即奥运筹办5年多来, 经济年均

增长速度比奥运筹办前五年高出 118个百分点。

据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的专家分析, 这其中 1%

的增长点, 是由于奥运因素引发的。

2006年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7720亿元,

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 GDP 达到 6210美元, 提

前两年实现了到 2008年人均GDP 达到 6000美元

的目标。

奥运筹办过程中, 北京城市基础设施有了很

大发展。2002年~ 2006 年, 全市基础设施投资

达283819亿元, 相当于 1997年~ 2001年的 118

倍。其中, 用于交通运输的投资有 110114亿元,

相当于 1997年~ 2001年的 411 倍; 用于公共服

务业的投资有 81913亿元, 相当于 1997年~ 2001

年的 2 倍。以轨道交通为例, 2001 年, 北京只

有约 54公里的地铁运营线路, 在整个公共客运

交通系统中的客运量分担率只有 10% 左右, 大

大低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水平。由于很大部分

客运量转移到其它方式上去了, 必然加重北京市

区道路网的负荷。北京利用奥运筹办之机, 大大

加速和推进了北京轨道交通建设, 到 2007年底,

北京轨道交通总里程已达到 204公里。

四、实施奥运品牌战略

举办奥运会也为打造主办城市品牌、扩大北

京和其它奥运会举办城市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提供

了机遇。从大众视角来说, 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就

是人们将某种形象和联想与这个城市功能与特色

联系在一起, 比如一说到浙江义乌, 人们便想到

物美价廉的小商品市场; 一说到杭州, 人们的脑

海中就会浮现出美景诱人的西湖, 等等。

为了充分挖掘奥运会带来的全球品牌效应,

全面提升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

际交往中心的功能, 塑造自身城市品牌, 六年

来, 北京努力将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品牌进

行精心包装设计, 充分利用项目招投标、企业咨

询、海外推介、国际交流等一切机会向世界展示

北京城市的新形象、新面貌。希望通过精心培

育、挖掘北京的人文特色, 提升城市品牌的内在

价值, 深刻挖掘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底

蕴, 丰富北京城市的人文内涵, 通过重点打造文

化牌、旅游牌、高科技牌、环境牌, 使城市布

局、场馆建设、生态环境等更具中国特色, 让北

京城市品牌更具人文魅力。可以相信, 通过举办

奥运会, 北京将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具影响

力的国际化城市之一。

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 是

一个世界经济大国, 但却是一个典型的品牌小

国,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为数甚少。随着中国

整体实力的增强,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

向世界, 出现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2008年

奥运会则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展示自己、推进

名牌战略的最好舞台。通过奥运铸名牌, 中国企

业积极参与了北京奥组委的市场开发。这些企业

由于较好把握了奥运精神与企业自身文化的结

合, 通过奥运营销, 在弘扬奥林匹克主义的同

时, 也使自身的品牌为广大消费者所熟悉。没有

参与北京奥运会市场开发的企业, 也有相当一部

分企业做好了准备, 在严格尊重奥林匹克知识产

权基础上, 针对奥运会的巨大市场需求, 通过精

心设计和策划, 以满足奥运市场的巨大需求, 进

而提升企业自身品牌。可以相信, 2008 年奥运

会时将会有更多中国品牌为各国消费者所熟悉。

五、落实绿色奥运理念, 推动首都

产业结构调整

  /绿色奥运0 是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之

一。如何将 /绿色奥运0 理念落到实处, 不仅对

首都等北京奥运会所涉及的七座城市, 而且对整

个中国经济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为推动 /绿色奥运0 的实施, 一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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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就是大力调整首都的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筹办奥运会的六年来, 由于有意识地

在政策上扶持和引导, 首都的经济结构得到优化

和调整, 三次产业实现合理和均衡的发展。主要

表现在: 适度发展第二产业, 包括促进第二产业

中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发展, 同时对不符

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 例如高耗能、高污染的

行业限制其发展, 钢铁、化工等行业有计划搬

迁、山区小煤矿整体关闭; 在政策上鼓励和引导

与奥运有关的第三产业发展, 形成以金融保险、

商务服务、现代流通、信息传输、房地产、旅游

会展和文化体育等为主导产业的现代服务体系。

到2006年底, 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已从 2002年的 6113%提升到 70%。其

中, 现代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到

4711%。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十一五0

( 2006~ 2010) 期间, 中国计划万元 GDP 能耗下

降20% , 分解到每年的任务约是 4%。2006年,

除了北京以外, 全国其他省份的万元 GDP 能耗

目标都没有实现。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

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还比较缓慢。而北京之所

以能够完成万元 GDP 能耗目标, 一个基本原因

是,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调整产业结构, 使服

务业发展快于工业的增长速度, 快于 GDP 增长

速度, 并大力降低首都工业中高耗能行业的发展

速度。

北京为推动 /绿色奥运0 的实施, 另一项重

要任务就是加大环境治理步伐, 努力将北京建成

一座拥有青山、碧水、绿地、蓝天的生态城市。

筹办奥运会六年来, 由于加大了环保和生态

建设的投入, 以防治大气污染和保护饮用水源为

重点, 通过增加优质清洁能源、严格污染物排放

标准、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等措施, 实现了

生态环境质量较为明显的改善。以空气质量为

例, 2001年北京全年空气质量达到二级和好于

二级的天数为 185 天, 占全年总天数的 5017%;

而2006年, 这一指标为 241天, 占全年总天数

的66%。

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后, 在绿色奥运方面

曾向国际社会做出了七项承诺, 这七项承诺指标

包括: 全市林木覆盖率接近 50% , 山区林木覆

盖率达到 70% , 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40%以上,

全市形成三道绿色生态屏障, / 五河十路0 两侧

形成 213万公顷的绿化带, 市区建成 112万公顷

的绿化隔离带, 全市自然保护区面积不低于全市

国土面积的8%。通过六年多的努力, 到 2007年

上半年, 七项绿化承诺指标已经全部实现。北京

全市形成了山区、平原和城市绿化隔离地区三道

绿色生态屏障, 山区 95%以上的宜林荒山实现

绿化, 形成了林木葱翠、绿绕京城的宜人景象。

北京 /绿色奥运0 理念的实施, 对中国有着

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有利于增强国人的环保意

识, 促进资源的节约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六、推进亚奥新区建设

北京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已形成或即将形成

具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功能区。奥运会的举办, 进

一步推动了北京城市功能区的发展, 并在今后几

年形成以文化体育产业、会展业为主要内容的新

的城市功能区 ) ) ) 亚奥新区。

亚奥新区以奥运会场馆为中心, 往北 6公里

到立水桥、天通苑地区, 往南 5公里到北三环马

甸桥, 往东3公里到京承高速路, 往西 315公里

到八达岭高速路。这 4点相连所形成的长方形区

域即为亚奥新区, 面积约为 71153平方公里。这

一区域在经历了 1990 年亚运会后的阶段性繁荣

之后, 十几年来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尴尬状态,

缺乏核心产业的拉动支持, 没有自己的主导产

业。奥运会的举办为这一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个难

得的机会。随着奥运会建设提速, 北京启用

1800亿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其中有 900

亿元用于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和轨道交通的建

设, 在规划建设的十几条城市主干道中, 约有一

半集中在亚奥新区。在奥运会举行之前, 将会建

成沿中轴路而行的地铁奥运支线、沿北苑路而行

的地铁5号线以及由火器营横穿而来与奥运支线

交叉于熊猫环岛的地铁 10号线。这些设施有望

大力改善奥运村地区的交通问题, 从而使整个亚

奥新区凝聚力大为加强。

2005年中国国务院通过的 5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 ( 2004~ 2020 年) 6 提出 / 两轴两带多中

心0, 而城市多中心并存必定使每一个中心的功

能专业化。在今后几年, 北京将在全市范围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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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整合资源, 在亚奥新区有意识地扶持旅游

业、体育产业、文化与信息产业、会展业、办公

和金融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通过几年的

建设, 将使亚奥区域完成这样一个飞跃 ) ) ) 形成

以体育文化产业、娱乐业和会展业为主要内容的

新功能区。而新功能区的建设将为北京发展现代

服务业提供坚实的空间载体, 并进一步提升北京

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地位。

七、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北京奥运会涉及北京、青岛、秦皇岛、沈

阳、天津、上海和香港七座城市。让更多的城市

参与奥运会举办并从中受益, 在提升这些城市基

础设施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 推动这些城

市所在区域的发展, 这也是北京发展奥运经济的

内容之一。

筹办奥运会六年来, 区域之间的发展与合作

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一是通过奥运提升了整个区域内产业结构水

平。奥运会的举办将给整个区域的建筑和建材

业、环保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以

及传媒和广告业带来商机, 这就为整个区域, 特

别是奥运会举办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契

机, 通过奥运会推动整个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

特别是推动文化体育产业发展, 进而提升整个区

域产业结构水平, 对整个区域的持续发展有着重

要意义。

二是提升了整个区域内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2008年奥运会, 无论是举办城市北京, 还是赛

区城市青岛、香港、天津、秦皇岛、沈阳和上

海, 为保证奥运会的顺利举办, 都不同程度地加

大了城市改造力度, 加大了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

资, 这对整个区域内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

有着重要影响。

三是推动了区域之间城市合作水平的提高。

大规模的奥运投资, 以及与奥运相关产业的发

展, 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工业产品等方面的供

应, 可使举办城市的周边地区和其他非奥运会举

办城市成为奥运市场的 / 供应商0, 这对促进其

产业发展和启动消费起了重要的作用, 进而推动

了城市之间交流与合作, 推动了区域间城市合作

水平的提升。

八、注意降低后奥运风险

北京奥运会作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会, 需要

修建大量体育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 以满足奥运

会短期的超常需求。但随着奥运会的结束, 这种

需求急剧衰退。这种需求的巨大落差, 正是后奥

运风险形成的基本原因。后奥运风险, 主要是后

奥运低谷风险, 一是由投资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长

波动, 二是体育场馆利用不足带来的资源闲置。

北京在筹办奥运会之初, 就对后奥运风险的

防范有了明确认识, 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后奥

运风险的负面效应, 这也成为北京发展奥运经济

的重要内容。

一是合理引导投资, 在奥运工程相继结束

后, 及时制定新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 以推动首

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随着北京 /十一五0 规划

已确定的新城建设、新农村建设、轨道交通建

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的建

设等一系列重大投资领域的相继实施, 奥运会

后, 北京基础设施投资也将保持相应的水平和速

度, 包括现在一些大项目的投资, 将会为奥运会

之后的投资增长起到拉动作用。

二是在场馆利用方面, 尽早谋划, 未雨绸

缪。北京作为奥运会主赛场, 需要新建、改扩建

和临时性比赛场馆有 31个, 还有 100多个训练

场。相对于洛杉机、汉城、巴塞罗那、亚特兰大

等奥运会主办城市, 北京新建的场馆数量多, 投

资大, 赛后运营费用也会很高。如何保证奥运场

馆设施的后续利用, 无疑是一道十分复杂的难

题。北京在筹办奥运会之初, 在奥运场馆选址、

规划和设计等方面, 已经考虑到赛后利用问题。

在整个筹办过程中, 不断丰富对此问题的认识。

例如, 增加临时场馆建设; 将一些场馆建在大学

校园内, 奥运会后, 这些场馆就直接为大学生体

育活动新增了体育设施。此外, 建立社会化的投

融资机制。北京奥运场馆建设中, 社会投资占了

投资总额一半以上, 这使政府投资的压力小了许

多, 而企业也可在政府的市场开发中找到自己的

平台。其他项目投资都是企业联合体公开竞标,

然后投资、运营。这种机制对控制投资规模和赛

后利用都有好处。由于早做预案, 大大减缓了后

奥运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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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要进一步降低后奥运风险, 北京还有

很多工作要做。

目前最重要的是降低场馆利用不足导致资源

闲置的风险。这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一是将北京打造成国际重要体育赛事中心。

奥运会后, 北京将迎来包括国际马拉松比赛、

2009年升级的中国网球公开赛等一系列国际赛

事。北京还应继续努力, 大量引进高水平体育赛

事, 以使奥运场馆得以充分利用。

从2007年起, 北京市政府将连续三年每年

拿出 5亿元支持体育产业的发展, 打造六大体育

功能区, 即: 国家体育场、水立方等奥林匹克中

心区; 以五棵松体育馆为核心的球类产业功能

区; 以体育商务和总部经济为主的龙潭湖体育产

业园; 以顺义水上乐园和跑马场为核心的东部体

育功能区; 以昌平区的铁人三项基地为基础的户

外活动功能区; 大兴、亦庄和丰台在内的南部体

育功能区。这一切为打造北京成为国际重要的体

育赛事中心奠定了场馆基础。

二是利用场馆优势, 发展旅游、会展产业。

奥运文化遗产是指在奥林匹克运动实践发展过程

中, 逐步形成的具有普遍价值的物质与精神遗

产。而最能见证奥运历史辉煌和代表奥运文化的

物质遗产, 无疑是这些奥运场馆群。以奥林匹克

公园为核心的奥运场馆及周围建筑提供的良好的

旅游设施, 如高雅的座位、包厢、餐厅、酒吧

等, 都可以为游客提供高档餐饮、服务和坐席等

消费服务。奥运会结束后, 在没有比赛的日子还

可以把场馆变成会议设施、零售地、博物馆、康

体中心、电影院、演唱会等, 为其他商业、文

化、娱乐活动的展开提供场所和设施, 这样必然

会吸引不同需求的旅游者的到来。

奥运会后, 很多大型的比赛场馆都可以用于

会展服务。应当规划引进一批高水平的国际展览

会, 把北京打造成国际会展中心。从北京自身的

市场能力和信息集聚能力, 以及北京公共设施完

善状况看, 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条件和基础。为

适应北京国际、国内相接轨的要求, 政府需要加

快制定支持和鼓励会展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对从

事这一领域的人员、机构给予扶持, 让这一行业

有一个较为持续稳定的发展。此外, 还可利用奥

运会场馆和周边设施, 吸引民间资本建设商业、

展览、酒店互补项目, 积极吸引大型文化体育活

动、大型展览会议, 形成以大型体育比赛、大型

会展、人文生态旅游、高级商务为一体的体育会

展产业区, 同时带动商业、餐饮业、旅游业、酒

店业的发展, 降低后奥运时期 / 低谷效应0 的

影响。

三是根据场馆特点, 采取适当的运作模式和

管理模式。包括采用集团化经营管理、引入专业

的体育经理 (经纪) 公司和体育管理公司等形

式。通过引进体育经理和管理公司, 可以直接、

快速、有效地培养综合性体育场馆需要的人才,

为自我发展积累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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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tates that Beijing has made a great achievement in developing Olympic Economy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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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Beijing; Olympic Economy; after Olympic games

(责任编辑: 窦  坤)

)21)

奥运经济: 北京的创新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