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纵横

奥运对北京经济

及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依绍华

自2001年申奥成功以来，奥运会

给北京的城市、经济和社会人文等方

面带来诸多改变，提升了城市形象、促

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改善了城市的基础

设施等。但是随着奥运的临近，人们

对奥运后城市的发展愈加关注，担心

奥运会结束后经济发展受到影响，而

且过去的历史证明，奥运会后主办城

市往往面临着经济发展放缓的窘境，

因此，保障后奥运时期北京经济的平

稳发展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奥运会对北京经济

及产业发展的影响

一般来讲，奥运会从申办成功到

结束大致分为筹备、举办和后奥运等

三个阶段。在筹备阶段，主办城市需

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奥运场馆以及相

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因而可对举办

城市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

1.奥运对北京经济的拉动作用。

北京在申奥报告中，预计总 共投资

2800亿元用于奥运场馆建设及与奥

运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北京

G D P年均拉动1.3个百分点。据估计，

在奥运会筹备阶段，北京市 G D P 的

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11.8% ，比“十五”

期间提高0.8个百分点，2007年达到

14% ，连续第9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

长，也是自2000年开始连续 8年以不

低于 11% 的速度增长。在此期间，奥

运场馆及相关设施建设为北京每年创

造新增工作岗位60多万个。不仅如此，

据预测，2003—2010年，北京奥运会

将给北京市地方税收带来约 556亿元

的新增收入，也就是说，奥运会给北

京的地方经济和百姓生活都带来了不

可低估的正面效应。

2.奥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北京

在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不仅提出“新

北京、新奥运”的口号，而且承诺要把

2008 年奥运会办成“绿色奥运、人文

奥运、科技奥运”。因此，自申办成功

以来，北京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大力发展能源消耗水平比较低、科技

含量比较高、附加价值率比较高的一

些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现代制

造业，如金融、软件、电子信息及汽

车等产业，同时，退出一些消耗比较

高、污染比较重的产业，取得了显著成

效。目前，北京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

已经比过去几年有明显下降，产业结

构升级趋势明显，尤其是高技术制造

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快速发展，现代服

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2006年，第三产业占 G D P的比重超过

70%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

的比重达到 70% ，金融业、信息传输

与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科技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的增加值分别占北京 G D P

的 13.8% 、9.2% 、5.8% 和5.9% ，北京

经济已具备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特

征，率先进入以服务性经济为主的后

工业经济时代。

3.奥运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奥运

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具有非均衡性特征，

主要对第二、三产业的拉动作用较大，

对第二产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建筑、

建材、体育器材、汽车等行业；对第三

产业的影响则比较全面，会促进体育、

旅游、餐饮、商贸流通、交通运输以及

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同

时，因不同阶段的奥运需求不同，对上

述产业的促进作用也不相同，在筹备

阶段，多表现为投资需求，对经济的

拉动作用也集中在第二产业的相关行

业；在举办年，投资需求为消费需求

所替代，将会对第三产业中的服务行

业产生较大的拉动作用，促进文化、体

育、旅游、会展等行业的巨大发展。目

前，北京的支柱产业主要有建筑业、通

讯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及软件

业、金融保险业、化工业和房地产业，

这六大行业的 G D P合计占到北京经济

总量的 44.3%以上。不难预计，奥运在

筹备和举办阶段对以上产业的影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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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而明显的。

后奥运阶段对北京经济的影响

一般来讲，奥运会承办地为成功

举办一项超大规模的国际体育赛事需

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建设体育场

馆及相应的基础设施，从而带动当地

经济快速发展，而随着奥运会的结束，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均出现下滑，导

致举办地经济增长放缓，出现经济不

景气现象，即所谓的“后奥运低谷效

应”。比较典型的是1998年长野冬奥

会，赛前准备阶段，日本政府投资190

亿美元建设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和滑

雪道等体育设施，冬奥会结束后，场

馆大量闲置无法收回成本，同时由于

场馆设施维护需要高额费用，导致长

野经济陷入“后奥运低谷”，1999年长

野制造业平均下降了 30 %，200多家

企业宣布破产，创造了“二战”以来日

本地方经济衰退的最高纪录。又比如

2004年雅典奥运会，希腊政府赛前投

资30 多亿欧元建设了30多个奥运场

馆，由于事前没有很好规划，赛后场馆

利用严重不足，每年1亿多欧元的维护

费用使当地经济不堪重负。造成这种

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行业在奥运

筹备阶段因投资需求旺盛得到快速发

展，例如建筑、建材、房地产、体育器

材等行业，奥运会结束后投资需求消

退，导致上述相关行业出现衰退，严

重的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出现停滞。

而以旅游业为代表的消费需求拉

动的服务业则正好相反，奥运会结束

后的 2—3年内，即后奥运阶段，是奥

运举办城市的入境旅游高峰期，这也

是近几届奥运会的通常规律。1988

年汉城奥运会后的 1989和 1990 年两

年里，入境旅游人数分别同比增长了

16.4% 和 13.5% ；1992 年 巴 塞 罗 那

奥运会之前，在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

旅游目的地排名中巴塞罗那仅居第16

位，而奥运会后的 1993 年已跃居第 3

位，获得旅游收入和接待人数的双丰

收，1994 年巴塞罗那入境旅游者人数

继续上升了4.25% ，到 2002年，巴塞

罗那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已比之前增长

了 500% ，成为奥运效应经久不衰的一

个典范。2000 年悉尼奥运会，在奥运

会召开当年，澳大利亚接待入境旅游

者达到 4931万人，创造了入境旅游人

数的历史纪录，奥运会后的 2001年，

悉尼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比 2000年

又增加了120万人，并在国际会议市场

上的排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到 2004

年，悉尼的观光旅游中奥运会的因素

仍占到 30% 的比重，足以说明奥运会的

“涟漪效应”对旅游市场的巨大影响。

总结国际经验，可以看出，北京

奥运会后，地方经济面临着“后奥运低

谷效应”的风险，一些行业受到需求

减少的制约造成发展速度放缓，但是

旅游业则会迎来发展高峰。同时，从

国内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看，居民消费

能力也具备了支撑旅游业继续增长的

实力。据预测，2008年，北京将接待

国内游客1.01亿—1.02亿人次，国内

旅游收入达1430亿—1490 亿元人民

币；到 2010年，北京接待国内游客1.11

亿—1.12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将达

到1730亿—178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

说，旅游业不但不会回落，还会高速

增长。因此，与旅游业高度相关的旅游

酒店、餐饮行业将会大幅获益。

此外，会展业、体育产业、文化创

意产业也将会有较大发展，将会成为

后奥运时期北京经济新的增长引擎。

积极应对“后奥运低谷效应”

虽然旅游业、会展业等产业在奥

运后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

可能出现的“后奥运低谷效应”仍然不

容小觑，为此，必须采取应对措施。比

如随着奥运会的举办和结束，要转换

城市建设重点，合理调控投资需求。

目前，北京政府提出，未来投资重点将

向新农村和新城建设两大领域转移。

也就是说，随着奥运会的结束，北京

将把城市建设重点向相对落后的区域

转移，另外，还要积极倡导各项便民设

施建设、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项目，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平衡奥运前后投资

规模、平抑投资波动的作用。

在转换产业发展重点的同时，为防

止奥运会后相关需求下降带来的经济

增长放缓，应通过财政政策，推动经

济保持较快速度增长。与此同时，在

金融、税收、财政等政策方面积极扶

持环保、新型能源及体育等新兴产业，

如适当采取减免税的办法加大体育产

业市场化运作的步伐，尤其是要加速

培育体育中介组织，使其与体育产业

的快速发展相适应，推动后奥运经济

的平稳发展。目前，北京已明确将体育

和文化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今后将

连续 3年每年拿出 5 亿元支持体育产

业的发展，积极打造包括国家体育场、

水立方等奥林匹克中心区在内的六大

体育功能区，不仅充分利用了奥运场

馆，而且有利于将北京打造为“国际重

大体育赛事中心”，推动体育产业化。

另外，应当重视旅游、会展业等服

务业的发展，强化其在经济中的地位

和作用，积极进行政策引导，提高产业

的整体竞争力。

（作者单位 ：社科院 财政与贸易

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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