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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已经远超预算
举办奥运会毫无疑问是一项“烧

钱”的大工程，支出主要分为基建投
资、城市建设和运营费用三大块。

为了改善备受关注的塞纳河河水
水质，法国政府就花费了不小的开
销。法国在塞纳河上游建造的大型蓄
水池用于收集多余的雨水等脏水，防
止含有细菌的废水流入塞纳河，影响
游泳、马拉松等项目的比赛场所和环
境，这一项清理工作花费了14亿欧元。

2017年，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在申
奥时曾表示，巴黎奥运会的总预算为
66亿欧元，如今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
了84亿欧元，远超原计划。根据国外
一项最新分析显示，巴黎奥运会的总
成本最高可能会达到118亿欧元。

事实上，由于奥运会举办期间的
不可控因素太多，奥运会最终的支出
超出预算的案例比比皆是。根据数据
显示，自1960年罗马奥运会以来，历
届奥运会最后的开销都大于其最初的
预算，平均超支率约为172%。上一届
东京奥运会的最初预算为73亿美元，
但最终因为延期、疫情等缘故花费了
154亿美元，是最初预算的两倍之多。

虽然举办一届奥运会需要花费大
量的财力，但本质上并不是“赔本赚吆
喝”的生意。主办城市与国家可以利
用奥运会的资源优势与商机，获得更
多的隐形收益。从这一角度来看，奥
运会更像是一种经济催化剂，为城市
和国家带来阶段性经济发展加速。根
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预测，
巴黎奥运会将在短时间内刺激法国的
经济，为巴黎地区带来67亿至 111亿
欧元的经济效益。

除此之外，门票、转播权、商业赞
助、相关许可授权商品等收入则是巴
黎奥运会实打实的经济来源。据巴黎
奥运会组委会透露，截至目前，已经有
超过880万张门票售出。

相较于商业赞助和转播权，门票
方面的收入只是冰山一角。根据巴黎

奥运会官网的信息，本届奥运会设有
四个级别的赞助商，共计80家企业为
官方赞助商。而在转播权方面，随着
近年来全球转播权收入的逐年增长，
奥运会主办城市获得的实际收入也会
保持增长态势。

开源节流主打环保
为了应对预算增加的局面，巴黎

奥组委采取多种形式“开源节流”，包
括争取更多赞助、优化票务、申请拨
款、节能减排等。

在基建投资方面，巴黎奥组委同
样节省了一大笔的开支。据悉，本届
巴黎奥运会95%的比赛场馆将在现有
建筑和临时搭建的基础设施中举办，
其中75%是现有设施，比如巴黎圣日
耳曼足球俱乐部的王子公园球场、法
网举办地罗兰加洛斯球场，20%是临
时建筑，只有5%的设施，即奥运村和
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将是永久性的
新建筑。

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奥组委还颇
有创意地将标志性地标建筑改造成电
视转播背景，比如将塞纳河作为开幕
式的举办地，将埃菲尔铁塔作为沙滩
排球的背景，而凡尔赛宫则将举办马
术障碍赛。

据国外媒体报道，历时七年建成
的奥运村，耗资约18亿欧元。在奥运
村的设计中，巴黎奥组委没有在运动
员区安装空调，而是采用水冷却系统
以减轻酷热天气的影响。“这是未来城
市的典范，在这里我们看到2040年将
建成的建筑能够承受2050年的气候
条件，能完全对抗各种冷热天气。”法
国总统马克龙非常认可奥运村使用的
环保系统。

与此同时，奥运美食也在向低碳
环保方向努力。据报道，巴黎奥运会
期间预计提供1300万份餐食，这些餐
食需同时满足三个标准：八成食材来
自法国本地采购；增加素食比例，蔬菜
供应量是往届奥运会的两倍；提供
100%循环使用餐具，减少浪费。

在巴黎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中
国之家”24日在巴黎所罗门罗斯柴尔
德公馆开门迎宾。即日起至8月10日
的运营期内，“中国之家”将打造成中
外体育交往的“会客厅”，成为传播中
华文化、加强中外交流的平台。

“中国之家”是中国奥委会为中国
体育代表团参加国际综合性运动会设
立并运营的综合性服务设施，集服务、
社交、文化传播、回馈赞助企业等功能
于一体。

此次“中国之家”开门仪式采用了
中国传统钤盖印章的形式，在充满东
方魅力的开场表演后，“中国之家”卷
轴缓缓展开，嘉宾们手持印章在卷轴
上钤印。与此同时，“中国之家”大门
正式敞开，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宾朋。

“‘中国之家’是展示中国体育发
展成就和中华优秀体育文化的平台，
也是促进中外友好交流、推动文明互
鉴的桥梁。”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
备中心主任、中国奥委会副秘书长于

建勇说，“巴黎‘中国之家’将会和法国
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交流互动，并组织
中法运动员在这里进行一系列活动，
推动中法友谊继续迈进。”

步入“中国之家”，体育文化展区
用现代技术赋能古代文物，生动展示
了中国深厚的体育文化传统。中国
体育发展成就展区，大量珍贵的实物
和图片展示了中国健儿辉煌的奥运
征程。在智慧体育公园，多种互动装
置让参观者亲身体验现代科技对体

育运动和日常生活的深刻改变。此
外，现场还设有中华茶艺、书法篆刻、
民乐演奏等一系列非遗和文化体验
项目，让来宾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
力。

奥运冠军何冲、惠若琪也出席了
此次开门仪式。“‘中国之家’是中国体
育的窗口，在这里不光可以看到中国
独特的文化元素，还可以看到体育留
下的历史印记。希望大家多来‘中国
之家’参观。”何冲说。

——打造中外体育交往“会客厅”

“中国之家”开门迎宾

“中国制造”出口“爆单”
巴黎奥运会的临近让“奥运经济”

持续升温。国内多地海关数据显示，
在巴黎奥运会的助推下，中国体育用
品和赛事周边产品出口大幅增长。

“不管哪里办大赛，爆单的都是义
乌。”作为“世界工厂”，几乎全球任何
一个大型集会，都少不了义乌制造的
身影。根据统计，此次义乌出口体育
用品及设备31亿元，同比增长45.6%。

据了解，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各大
商家从去年开始就接到了大量“奥运
订单”，可谓是“接单接到手软”，其中
不仅包括各类体育用品，也有奥运手
环等相关的周边产品。根据巴黎奥组
委统计，本届巴黎奥运会80%的吉祥
物“弗里热”都由中国制造，其中大部
分产自义乌，“巴黎奥运会手环是授权
我们工厂生产的。”据义乌经营户林道
来透露，去年 10 月他就接到了生产
100万个奥运手环的订单，直接为工
厂增加了30%的年销量，目前这些奥
运手环已经全部空运到巴黎。

除了吉祥物、奥运手环等赛事周
边，部分中国企业还看到了奥运周边
配套设施中存在的商机。由浙江桐乡
生产的3000套懒人沙发，近日入驻了
巴黎奥运村，这款沙发采用可回收的
海绵边角料作为填充物，布面也采用
特殊工艺制成，既防水也不易燃。而
奥运会主要赛事场馆、奥运庆祝活动

等核心区域的LED大屏则来自一家深
圳的企业，无数的“中国制造”正不断
以创新拓展着赛事经济的边界，让越
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走进奥运会场。

“中国智造”先行出圈
中国运动品牌也逐渐走向奥运会

的舞台中央。目前，中国制造的
35000多个乒乓球，以及乒乓球台和
配套设施，已经顺利运抵赛场，“国际
乒联的标准，乒乓球的弹性公差要求
小于25毫米，而我们品牌的巴黎奥运
比赛用球，弹性公差小于4毫米。”广
州某体育用品企业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杜荫环说道。

由上海运动器材品牌——红双喜
生产的乒乓球台则体现出了“科技与浪
漫”的交融。据悉，这些球台采用自带
芯片的可变灯光系统，能呈现彩色灯
光，在运动员出场和赛后，营造出独特
氛围。而球桌的细节设计也相当考究，
比如侧面的“巴黎2024”字样和奥运五
环标志都是立体设计，但是由于切割角
度特别，选手打球时并不会剐蹭到。据
了解，球台的台面工艺也有技术优化，
让球台的摩擦、弹跳效果更佳。

在乒乓球这种传统领域之余，其
他运动领域也越来越多出现了“中国
智造”的身影。江苏淮安所生产的智
能足球，内胆中装有芯片，1秒内能做
500次识别动作，通过传感器的实时
感应，可以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判

断运动员是否有手球、越位，有效提升
了判断的准确性和透明度。

在巴黎奥运会的沙滩排球、网球、
柔道等项目上，全球电视观众将会首
次在夏季奥运会的比赛中看到运动员
如科幻电影中“子弹时间”一样的静止
画面，身临其境多角度地看到运动员
强化慢镜头、时间静止等神奇效果，而
这运用到的正是来自中国企业自主研
发的“子弹时间”技术。

与此同时，在柔道、摔跤等项目中
所用到的运动垫也均由中国企业提
供。这类运动垫中首次采用智能芯片
与柔性压电薄膜技术，可实时采集运
动力度、速度、轨迹等信息，而且运动
垫面层还应用了纳米防污抗菌涂层技
术，具有防污、易清洁、抗菌、环保等多
种作用。此外，像巴黎奥运会三人篮
球项目场馆的地板以及举重器材，也
均由中国企业提供。

为了帮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巴黎
奥运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中国企业
也在不断地进行研究和创新。在场地
自行车项目上，我国自主运动车品牌
为中国国家队定制打造了一款“战
车”。据报道，它采用T1100碳纤维材
料打造，车架仅有1150克的“梦幻”重
量，整车仅重9.6千克，采用单转点一
体式后三角结构等多项精妙设计，在
全球同级产品中做到了最轻。它的出
现进一步打破了欧美品牌在高端运动
自行车制造领域的百年垄断。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史上最环保、最可持续的一届奥运会”是巴黎奥组委

为巴黎奥运会打上的标签。为了实现这一初衷，巴黎奥组
委采取了“不装空调”“搭建纸板床”等一系列举措，以至于
被外界吐槽为最抠门的一届奥运会，但事实上，在“烧钱”这
一块，法国人一点都不含糊。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薛思佳

最环保？最抠门？
“奥运经济”带动中国产品“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