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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观光与城市旅游资源整合及旅游线路协调

作者：朱明德 文章来源：2004北京奥运经济报告 更新日期： 2007-7-23   

    一、雅典奥运会的“挤出效应”值得我们借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给无数个领域带来巨大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并非轻松的课题。奥运旅游业无

疑是奥运经济中的重头戏。我们都知道，2000年奥运会给悉尼带来的不仅是16天的运动会，而且是10年的

发展机遇。据澳大利亚旅游局估计，1994年到2004年，由于奥运会的举办，澳大利亚海外游客增加了约132

万人，本地游客增加了约17.4万人，新增加的旅游生意为澳大利亚赚取了30亿澳元的外汇。雅典奥运会的

旅游业虽然没有预期的好，但雅典情况特殊。希腊虽然才1000多万人，但接待外国游客在世界排第15位，

市场相对饱和。奥运会期间酒店入住率虽然下跌了10%到15%，这与价格猛增有关。在这个问题上雅典市也

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用奥运市场开发手段与国家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的手段是在奥运会期间运

用“挤出效应”，即政府鼓励本国公民出国度假，减轻交通与住宿的压力，为外来游客腾出空间，从而为

世界各地游客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旅游服务和旅游产品。奥运会之后的几年内，雅典将迎来一个又一个的旅

游高峰。这个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该学习雅典不拘泥于一阵子热闹，却创造了更为长远、持续的经

济利益。 

    二、奥运旅游大幅度带动相关产业，北京准备好了吗？  

    奥运旅游为相关产业所带来的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其中交通、住宿、餐饮是最大的赢家。2008年奥运

会将吸引全球有一定消费能力的观众和旅游者来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客源将大幅度增长。2000年，悉尼奥

运会总共起降17000架次班机，10月2日高峰日竞降落了1044次，悉尼市铁路运送了600多万人次，长途巴士

运送了200万人次。从9月13日到9月28日，铁路和公路共运送了2000多万人，是平时同期接待游客量的2

倍！尽管当今北京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内算是一流的，但与国际相差很远。“旅游前行、交通开道”，北京

交通需要通畅。虽然北京的道路会进一步建设，但更需要道路的充分使用和现代化管理。要充分利用交通

面积的流通率，让车辆在公路上不至于停滞不前。像北京这样大的城市，国际上通往的机场吞吐量在4000

万至6000万之间，而北京现在机场年吞吐量仅3500万人次，显然北京机场还不够大。北京机场正在改建扩

建，这些条件的改善会给北京旅游业带来很多便利。北京2002年底的一场大雪与2004年夏天的几场大雨所

造成的交通瘫痪，已经给我们预先提了个醒，要改善北京的交通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三、重视旅游促销 

    最近20年来，奥运会给主办城市旅游业带来的商机使我们也为之振奋。但是北京承办2008年奥运会，

在同样面临如此大的商机时，也面临着挑战。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现状令人感慨：美国旅游业年收入为5460

亿美元，其中入境旅游收入为1030亿美元，而同期我国旅游业总收入为3500亿至3600亿元人民币，仅约合4

50亿美元。与大陆相比可算弹丸之地的香港，几年前旅游业的收入是大陆的总和。作为“大陆第一旅游胜

地”的北京，其外汇收入曾长期徘徊在22亿美元左右，仅为香港旅游收入的22%。到2003年年底，虽然北京

外汇收入已经达到3.11亿美元，但与香港比仍有很大差距。中国幅员如此辽阔，历史如此悠久，其旅游业

提升的空间是相当大的。业内人士预测，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将大幅度提升，达

到470万人次。到2008年，全国旅游外汇收入可达37.2亿美元；国内其他省市来京旅游人数将达到1.03亿，

旅游收入将达1148亿元。但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及北京市在旅游宣传促销方面的经验、经费及创意和人

才资源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差距。澳大利亚旅游委员会实施的2000年悉尼奥运旅游战略是利用奥运会制

定和实施系统性奥运旅游行动战略的典范。1996—2000年期间，澳大利亚旅游委员会从澳大利亚政府处获

得了670万美元拨款来实施奥运旅游战略。在奥运会举办前的5年里，澳大利亚旅游局大约邀请了5000名外

国记者到澳大利亚采访，产生的宣传价值达20亿美元。此外，它们还策划了一个媒体公关活动，引来50000

名记者回复问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悉尼奥运会结束时，澳大利亚旅游委员会及时启动了奥运会会后

战略，吸引200多个商业伙伴参加，投入2500万美元发起90多项关于澳大利亚旅游的联合广告宣传活动，组

建了专门的MICE旅游促销机构等，目的是充分利用澳大利亚在奥运会中获得的知名度，将奥运会带来的潜

在旅游机会转化成实际的旅游行动。对于2008年奥运会来讲，我们要达到这样的规模和声势，还有相当的

距离。   

    四、重视会议旅游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奥运会拓展会议旅游业，而奥运会恰恰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会议旅游是旅

游业中的赢利大户，比如，美国长期占据这一市场的领先地位，其航空客运量的22.4%和饭店客人的33.8%

均来自国际会议旅游。而目前我国的国际会议旅游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接待国际会议次数排序在世界上

机 构

博客之星

相关文章

奥运经济及其形成背景分析 

浅议奥运效益与推进青岛城市 

浅析奥运经济对我国体育产业 

基于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城市旅 

城市郊野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 

城市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 



位于30多名，在亚太地区也位居前10名之后，这显然与我国现有的资源和条件极不相称。此外，以前，北

京对全力发展商务旅游业的问题有些忽视。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来中国的海外商务客人的人均日消费比观

光客人多31美元，高出23%。国内客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北京市旅游局在2001年所进行的国内旅游调查表

明，来京从事商务活动的国内旅游者的人均花费为1327.4元，在各种类型旅游者中，商务客人的消费水平

最高，高出观光客人的人均消费水平42.2%。另外，商务旅游停留时间相对较长。据国家旅游局2002年的调

查资料显示，来华海外商务旅游在华停留超过15天以上者达10%，而观光客停留15天以上的仅有5.8%。2004

年雅典很好地开拓了会议旅游，这也值得我们借鉴。  

    五、重视旅游资源的整合  

    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北京是世界文化名城，可是北京旅游的历史文化资源存在很大问题，北京的古

城墙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被拆，四合院等世界民居中的独特景观也支离破碎，20世纪50年代，北京有2

666座庙宇，可如今仅存一半，北京旅游的历史文化资源急需整合与加大保护力度！目前，一方面长城、故

宫、颐和园、天坛、周口店、十三陵等世界文化遗产早已人满为患、不堪重负，而同时很多有特色的景点

却被埋没和忽略了。比如，对于既有价值又颇具震撼力的云居寺，很多外国甚至国内旅游者就很陌生。西

班牙巴塞罗那旅游局总经理PereDuran曾率领巴塞罗那酒店等各旅游行业负责人来京考察，并写下了一份长

达35页的建议书。建议书中提道：北京不仅要通过紫禁城、故宫等著名景点招揽游客，还要注意一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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