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奥运经济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 

文/谢庆芝 舒能贵 

   
   一、前言 
   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是21世纪最具潜力的巨大市场之一。在北京举办
2008年奥运会，不仅能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会促
进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奥林匹克运动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奥运经济已
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 
   二、奥运经济的概念及形成 
   奥运经济是指主办国组委会的直接效益，即电视转播权销售，指定赞助商的赞助和门票收
入，以及对主办国其它行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巨大的诱发效益的总称。 
   奥运经济的全面赢利源自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奥运经济”的全
面成功，开创了奥林匹克事业的里程碑，自此以后历届主办国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润，拉动了地
区经济的增长，使奥运经济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三、奥运经济的构成 
   1、奥运经济的直接经济 
   奥运经济的直接经济是指奥运会期间的经济运作，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奥运经济的直
接经济主要包括：①门票收入；②广告赞助；③电视转播出售；④奥运彩票发行；⑤奥运会纪念品
发售。 
   从直接经济收入看，大头是电视转播，悉尼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收入高达7.98亿美元，占总
17.56亿美元直接经济收入的45.4%；其次是广告赞助5.36亿美元，占30.5%；门票收入是3.56亿美
元，占20.3%；其余的收入占直接经济的3.8%。 
   2、奥运经济的间接经济 
   筹备奥运会一般需6-7年的时间，其间要兴建大量体育、交通、通讯、服务、环保等设施，需
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筹备、举办奥运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增加了就业机会，更重
要的是为邮电通讯、体育产业、旅游餐饮、房地产业、招商引资、教育产业、金融环保、交通运
输、娱乐行业、建筑技术、环保产业等众多领域的经济辐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奥运经济的间接经济效应已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商业手段，奥林匹克运动的经济价
值成为人类世界共同拥有的巨大财富。也使奥运会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唯一一个申办城市，突增
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10个城市。其商业行为，奥运经济利益驱使不言而喻。 
   4、奥运经济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影响 
   我国体育产业覆盖面广、产业关联多，涉及国民经济许多相关联的产业，如建筑业、制造
业、信息服务、交通业、食品卫生、服务业、服装业、旅游业、广告业、娱乐业、博彩业、新闻出
版业，等等。奥运会使举办国在短时间内加速城市建设，拉动内需，带动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城
市文化的发展，使城市的品位、知名度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提高，并带来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那么，北京奥运是否能做到既传播中国文化，彰显北京魅力，能在财政上取得盈余，甚至
也像洛杉矶奥运一样“大赚其钱”呢？ 
   北京市发改委主任丁向阳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奥运经济是注意力经济，它是由注意力资源的
相对集中而给举办城市和国家带来的一种阶段性加速发展的经济现象。奥运经济是品牌经济，通过
良好的运作，通常能造就一批驰名的产品和企业品牌。奥运经济是借势经济，奥运会的举办将对所
在城市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从而产生一种加速器或催化剂的作用。既然
内涵多多，好处多多，奥运经济战略无疑成了北京的必然选择。正如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所说，首都
北京正在为“新北京、新奥运”这样一个目标而努力奋斗，北京将以办好奥运会这样一个契机，全
面提升北京的现代化水平。 
   据测算，由于新增奥运投资乘数效应及奥运相关消费因素的共同作用，将带动2002年至2007
年GDP年均多增长1.67个百分点。这样，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按照每年10%递增，经济总量2010年将突
破7000亿元，比2000年增加近1.9倍；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按照11%递增，经济总量2010年将突破7500
亿元，比2000年增加2倍以上。 
   同样，奥运对于第三产业也是影响巨大。奥运投资的注入，对北京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整个经济循环体中，不仅对建筑业、工业有较强的拉动力，对第三产业中邮电、金融、文化、体



 

育、房地产业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拉动，使这些行业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经济总体的发展速度。北京
奥运会直接带动体育产业的收入约在30亿美元，而间接收入约在54亿美元左右。每年对于国民生产
总值的拉动是:就业因素0.00012个百分点，住宅0.06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0.183个百分点，旅游
0.85个百分点，共1.094个百分点。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长0.5个百分点。到2008年，北京的第三产
业将占到国民经济比重的70%，累计新增就业岗位180多万个。而奥运会对我国体育产业仅北京奥运
会所需的各类体育器材设备用品，就提供价值约为1.7亿元的商机。 
   五、奥运经济加速我国体育产业化发展 
   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给我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全国每年GDP额外增长0.3%-0.5%；
申奥成功后新增180万就业机会；社会消费品总量超15000亿元。这将全面推动我国经济和体育产业
化的高速发展。现在我国体育产业化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显示出其经济方面的优势，并在引导社
会消费、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显露出巨大的潜力。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规
模较小，发展不太平衡，但应该看到其发展的潜力。奥运经济的建设拉动了市场需求持久的增长。
体育消费正在逐步膨胀，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加入体育产业。而体育产业又带动许多关
联产业，包括第二产业中一系列相关行业，以及第三产业中许多行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个产业结构
的调整。体育产业的潜在需求非常大，在奥运经济的促进下，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体育服务业专
业市场，国内从事健身娱乐业、竞赛表演业、技术培训业的体育企业、体育产业经营性机构2万多
家，总投资额已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年营业额超过600亿人民币。体育产业的产值出现了快速增
长的势头。 
   六、奥运经济促进我国体育产业加快向市场化发展 
   发展体育市场，首先要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在奥运经济的带动下，人们对体育意识，即人
的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了充分的认识。弘扬体育品格和传统体育精神，全面提高社会公
众的体育素质，发扬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与时俱进地建设和发展体育产业，以现代的市
场观制定和实施体育市场的规划。将体育资源与相关行业整合，打造特色的体育品牌，通过实施品
牌战略，建设体育产业市场，繁荣体育经济。完善体育经济体制，推进体育市场对外开放，合理配
置资源，促进体育商品和各种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和竞争。我国体育市场的优势和劣势将随
着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日益凸现。因此，要努力开发体育市场，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增强体育市
场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借助奥运经济发展，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运用国际比较价值规律，
进行体育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促成优势体育产业创新，带动相关产业，促进高效率的体育产业
与地区经济综合体的良性互动，使我国的体育产业市场朝着多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七、奥运经济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结构合理调整 
   奥运经济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体育产业国际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进
行专业化、规模化的整合，从整体上提升体育产业的竞争力。要优先发展体育信息技术和体育高新
技术。发展体育制造业是体育产业化的基础、没有体育制造业的发展，就无法为体育信息化和高新
技术的发展奠定产业基础。而发展信息技术、高新技术又能带动体育产业化，形成信息化与体育产
业化互动，促进体育产业的更大的发展。因此，以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为依托，以体育制造业为支
撑的新型体育产业化结构，将推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八、奥运经济促进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完善 
   奥运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配套发展。目前，我国体育产业还存在产权关
系不明、资产管理不顺、市场发育不全、管理不善的诸多问题。我国体育的产业化水平还很落后，
与我国体育在国际上的地位极不相称。为了加快体育产业的发展，政府要引导体育产业发展，扩大
体育经费来源，在其税收政策上向体育产业倾斜。政府部门除了制订对体育产业的宏观经济政策
外，还应保障体育产业规范化经营，促进体育产业与国际接轨。加快完善体育产业政策，对体育产
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近几年来，体育行政部门在建立体育产业政策方面做了了许多工作，并取
得了初步成果，但目前我国体育产业中的许多方面仍因缺乏长期稳定的政策扶持，使发展受到限制
和制约，这对体育产业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因此，我们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建立和完善一套
包括政府财政投入政策、产业项目基本建设投资政策、社会集资政策、税收政策、体育彩票和体育
基金等方面完整、系统的体育产业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体系，促进我国体育产业政策
更加完善，更加规范化、更加国际化，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较好的物质基础。 
   九、结束语 
   随着2008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奥运经济成了当下专家百姓口中的热门话题。奥运会不仅仅是
运动员的奥运会，它更是公司企业的竞技场。奥运圣火首次来到中国，这又是给了中国企业一个难
得的机会。而当巨大的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关键是如何能够稳稳地抓住它，这是需要中国企业仔
细思考的一个大问题（作者单位：江西南昌大学教育学院体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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