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运会收入与支出及其对主办国经济的影响 

文/黄克瀛 

   奥运会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参与范围最广、竞技水平最高的世界体育盛会。20世纪80年代
中期以来，随着奥运会的各种效益，特别是经济效益的充分展现，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参与奥运会
举办权的激烈竞争，举办城市不再将奥运会视为一个单纯的体育赛事，而力图通过举办奥运会来影
响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等多个领域，将奥运会筹办纳入城市与社会发展建设的总体规划中。 
   一、奥运会经济影响的含义 
   对奥运会经济影响的理解主要包括狭义与广义两个层次。在狭义的层面上，奥运会经济影响
是指奥运会的举办给主办国家带来的各种形式的货币收入与实物收入。这些收入主要包括电视转播
权的销售收入、赞助商销售收入（含现金与实物）及门票销售收入等。从广义上看，奥运会经济影
响不仅包括举办奥运会所带来的各种形式的货币与实物收入，还包括举办奥运会全过程所产生的其
他经济效果以及对举办城市和举办国经济总量指标的改变。例如，基础设施增加和改进、产业结构
调整、就业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等。本文是从广义的层面对奥运会经济影
响进行研究。 
   二、奥运会收支分析的意义 
   对奥运会总体收入与支出进行分析的意义有三。第一，奥运会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奥运
会举办过程中各种需求的产生及满足得以实现的，奥运会的收入与支出就是这些需求的一种重要表
现形式。第二，举办奥运会作为一项独立的经济活动，有必要对其主体—奥组委的收支情况进行考
察，无论最终结果是盈余还是赤字，都会对社会经济中与其发生经济往来的特定群体，尤其是为其
提供收入来源的群体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第三，对奥运会收入与支出结构的研究，有助于我们
进一步了解奥运会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奥运会举办对东道国各个经济领域的影响程度。 
   三、奥运会的收入 
   （一）奥运会收入来源 
   1、电视转播权销售 出售电视转播权是国际奥委会最大的一笔收入。2002年以前，电视转播
权收入的60%分配给奥运会组委会。为了使更多的经费用于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国际奥委会
决定，2004年后奥运会组委会得到的电视转播权收入将由60%降为49%。但是，由于电视转播权售价
的不断攀升，主办城市分得的实际金额数仍然呈增加趋势。 
   2、国际奥委会TOP赞助商计划 1985年3月28日国际奥委会与设在瑞士的国际体育和余暇营销
公司（ISL）签订协议，开始实施该计划，即国际奥委会TOP赞助商计划。该计划以4年的奥林匹克
周期为界，覆盖一届冬季奥运会和一届夏季奥运会，已经连续实施了4期。目前正在实施的是2001-
2004年的第五个奥林匹克TOP赞助商计划，即TOPV，参与这一计划的企业包括可口可乐、柯达、
IBM、施乐等大型跨国企业。该计划收益可观，如亚特兰大奥组委通过TOPIII收入8.12亿美元，占
其总收入的5%；悉尼奥组委通过TOPIV收入2亿美元，占其总收入的 7.1%。 
   3、奥组委赞助商 根据国际奥委会有关市场开发方面的规定，每届奥组委除TOP赞助商计划
外，还可以征集不同层次的国内赞助商（也称为组委会赞助商）。与TOP赞助商相比，在此类赞助
商的销售过程中，组委会的自主权较大，赞助商根据出资标准的不同享有不同的权益，收入总额仍
要在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之间按照既定比例进行分配。组委会赞助商销售收入在总收入中也占较大
比例。 
   4、特许经销商 奥组委向获准商家发放特许经营许可证，准许其在产品上使用奥林匹克标
识。获得该证的商家需将其产品10-15%的营业额上交奥组委。许可证主要用于纪念品领域，如钥匙
链、装饰品、汗衫、遮阳帽等。从过去的经验看，奥林匹克许可证计划一般是短期的，仅限于奥运
会主办国，而不得向其他国家销售。在筹备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和悉尼奥组委决定
将获准的各种产品推向世界市场，在100多个国家销售，从而使这一商业活动国际化，销售总额估
计为10亿美元，国际奥委会与悉尼奥组委因此获得5000-6000万美元的收入。 
   5、发行奥林匹克纪念币和纪念邮票 1895年在筹办首届现代奥运会时，希腊政府以古希腊奥
林匹克竞技为题，设计了8种图案共12枚一套的奥林匹克纪念邮票，以筹集资金。从1920年安特卫
普奥运会开始，发行奥运纪念邮票成为惯例，成为奥运会主办国一项稳定的经济来源。 
   1951年芬兰政府为筹办次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发行了面值500芬兰马克的银币19000枚，首
开现代奥运会纪念币的先河，这也是一种无需增加税收负担而集资的办法，为以后历届奥运会组织
者所仿效。 



 

   6、门票销售收入 奥运会的门票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售，其中在主办国以外国家的发行是通过
各国家奥委会实现的。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共售出约800万张门票，平均票价40美元，门票收入
高达4.25亿美元，占总收入的25%。2000年悉尼奥运会门票收入高达6.17亿美元，占总收入的
21.78%。 
   7、其他收入形式 除上述七种最主要的收入之外，奥运会组委会的收入还包括政府预算拨
款、民间捐赠、解散资产拍卖等形式。 
   表1详细介绍了1964年--2000年以来7届奥运会的收入来源结构。 
表1 1964年—2000年奥运会收入结构一览表 

资料来源：汉城奥组委、亚特兰大奥组委、悉尼奥组委内部出版物 
   （二）奥运会收入结构及其经济影响 
   1、如表1所示，奥组委的收入结构有很大不同 东京奥运会组委会的收入主要来自职业体育比
赛，蒙特利尔组委会一半的收入来自彩票，洛杉矶、汉城及亚特兰大、悉尼奥组委最大的资金来源
都是电视转播权收入。 
   2、收入结构不同，奥运会对相关经济部门的影响也不同 当政府部门资金在奥组委收入中所
占比例较大时，则奥运会的举办对公共部门的影响比较大；当私人部门资金在奥组委收入中所占比
例较大时，则奥运会的举办对私人部门（含相关行业和企业）的影响比较大。 
   3、收入结构不同，奥运会对主办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也不同 来自电视转播权、TOP赞助商及
海外门票销售等方面的收入可以视为出口收入，能够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而其他来源于本国内部
的资金收入对此无影响。因此，当电视转播权、TOP赞助商及海外门票销售等收入在奥组委收入中
所占比例越大，外汇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就越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越大。以1988年汉城奥运会
为例。1982年—1988年，韩国奥运会组委会获得外汇收入总额为6.9亿美元，支出8800万美元，给
组委会带来5.21亿美元的净收入，对当时韩国贸易顺差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奥运会的支出 
   （一）奥运会支出的分类 根据支出项目能否在赛后持续使用，可以将奥组委的支出划分为两
大种类：运行支出与建设支出。 
   1、运行支出 是指奥组委资金投入的成果在奥运会后不能继续使用的那些开支，包括开、闭
幕式、文化活动与竞赛的举办、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服务、兴奋剂检验、奥运村管理与维护、交通
及安保服务、观众服务、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开支，支出活动的主体是奥组委。 
   2、建设支出 是指资金投入的成果在奥运会后仍能继续使用的那些开支，包括奥运村、媒体
村、主新闻中心及国际转播中心的设计与建设，体育场馆与设施的建设、维护与改造，电信设施的
采购与安装等方面的开支，支出活动的主体既可能是奥组委，也可能是相关政府部门或各类国营与
私人机构。 
   这部分支出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直接投资支出与间接投资支出。划分的标准有二：第一个标
准从时间上限定，即投资是在获得奥运举办权之后开始，并计划在奥运会开幕前完成和投入使用；
第二个标准为投资必须是成功举办奥运会必不可少的。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就是直接投资支出，如场
馆建设与体育设施采购等；不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就是间接投资支出，如城市交通设施建设与宽带网
络建设等。 
   （二）奥运会支出主体 
   奥运会的支出主体包括奥组委、公共财政（中央政府、主办城市政府、有时还包括所在州政
府）、私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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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7.7% 44.3% 26% 27.7% 33% 40% 

赞助商  无  无  无  无  30.5% 5% 24.22% 
特许经营
权  

13.7% 2.1% 25.1% 13.1%   2% 2.55% 

纪念邮币  11.4% 26.8% 4.9% 14.7%       
门票销售  18.5% 6.3% 16.9% 2.5%   25% 21.78% 
奥运会彩
票  

4.3% 54.6%   14%       

捐赠  12.3%     23.4%       
其他  34.1% 2.5% 8.8% 6.3%   35% 11.4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三）奥运会支出对经济的影响 
   1、奥运会支出对投资、就业与收入的影响 奥运会支出能够促进主办国的投资，并带动收入
与就业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首先随着筹备工作的深入逐渐增强，然后又随着筹备工作的结束
逐渐减弱。 
   下面以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例进行分析。 
表2 汉城奥运会各年度总体支出总额（单位：亿韩元） 

           资料来源：韩国体育部、汉城奥运会组委会 
表3 汉城奥运会支出对投资的影响（单位：亿韩元） 

   资料来源:经济计划委员会，主要经济指标，1988年 
   由表2与表3可见，汉城奥运会支出开始于1982年，前3年支出额占全国总投资额的0.9%。随
后，由于奥运会筹备的需要，支出额不断增加，并在赛前一年（1987年）最高达到5680亿韩元。自
1985-1988年，奥运会支出在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一直保持1.2%-2.1%。 
   奥运会对韩国就业的影响从1983年开始就明显地体现出来。从1982年-1985年间，奥运会的支
出需求提供了33.6万份工作。另据统计，从1982年-1988年，参与奥运相关工作的就业人数占韩国
就业人口总数的0.3%，1987年达到最高比例0.5%。 
   奥运会筹备期间，韩国就业收入水平总额在GNP中所占比重也有明显的增加。自1984年-1988
年，这一比重分别为0.2%、0.4%、0.4%、0.5%、0.4%。 
   2、奥运会支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第一，奥运会支出的初始量中包括一部分流向国外的资金，用于采购奥运筹备工作所需的各
项产品与服务，从而带动了国外产品进口，增大外汇支出。例如：电视转播设备与各类安保设备的
进口，外国咨询顾问的聘请，部分功能项目整体外包给国外公司等。 
   第二，奥运会的巨大商机吸引了很多外国资本进入国内，投入到与奥运相关的领域中来，如
场馆、交通设施建设等，成为奥运会建设性支出的一部分，从而增加了东道国吸收外资的总量，扩
大了东道国的外汇收入。以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为例，1986年-1993年的奥运建设支出总额为
80.12亿美元，其中私人机构投资占32.7%。在私人机构投资中，外国资本总额达三分之一强。 
   第三，奥运会的部分间接支出对外汇收入的扩大起到了直接促进的作用。如，酒店及其他旅
游设施的扩建，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旅游及商业机会促销等，都刺激了外汇收入的增加（作者系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5级博士生，现就职于北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   

支出项目  
82-84 
年  

1985 年  1986 年  1987 年  1988 年  总计  

1 、运行支出  252 666 886 618 1189 3611 
2 、建设支出  4289 4107 4135 5062 2622 20215 
直接投资支出  2119 1487 1459 2298 110 7473 
间接投资支出  2170 2620 2676 2764 2512 12742 
3 、总体支出  4541 4773 5021 5680 3811 23826 

年度  
奥运会支出总

额  
全国投资总额  比重  

1982-1984 4541 49653 0.9 
1985 年  4773 22645 2.1 
1986 年  5021 24425 2.1 
1987 年  5680 27506 2.1 
1988 年  3811 31364 1.2 
合计  23826 15559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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