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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

 巴黎奥运会主场馆法兰西体育场 图GJ

深
海评 岸田弃选仅是因为丑闻“必须有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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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运会已经落下帷幕，
各国运动员拼搏的精神和取得
的成绩受到全球媒体和观众的
瞩目和赞扬。巴黎再次受到全
球关注，奥运经济也重新回到人
们的视野。本期论坛特请专家
算一算巴黎奥运会的经济账。

——编者

巴黎奥运会能否收支相抵?
直接收入有限 间接效益更大

▲ 巴黎奥运会周边商品热销

随着奥运会举办的成本不断上升，不赚

钱反而亏损成为办奥运的常态。此前不少举

办奥运会的城市背负了严重的债务：2021年

东京奥运会亏损71.3亿美元，2016年里约热

内卢奥运会亏损21亿美元，2012年伦敦奥运

会亏损30亿英镑，2004年雅典奥运会亏损高

达80亿美元。历数本世纪的奥运会，只有

2000年悉尼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盈

利。那么，巴黎奥运会是否能够收支相抵，甚

至赚钱？

成本越来越高
导致亏损办奥运的主要原因是举办奥运

会的成本越来越高。奥运会的主要成本是奥

运场馆建设、与赛事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运动员村、道路、通信设施、交通线路和交

通工具更新等）、涉及赛事的各种管理费用

（交通保障、安保、后勤保障等）。如果举办城

市原来的基础设施较差，要达到举办奥运赛

事的标准，投入成本就会很高。据估算，花费

最高的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总共花费

236亿美元，其中基础设施花费123亿美元，

占比高达52%。2012年伦敦奥运会总共花费

168亿美元，其中基础设施更新和场馆建设的

费用约130亿美元。

随着建筑和人工成本上涨，奥运会基础

设施和场馆建设更新的成本也水涨船高。因

此，从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都做足了在

基础设施和场馆建设方面削减成本的功课，

尽量减少新建场馆，尽量利用现存设施，一次

性纸板床、不给奥运村装空调等措施都成为

选项，绿色奥运会、节俭办奥运已成为口号。

尽管如此，东京奥运会场馆建设及相关

费用仍然高达79亿美元，占总开支的61%。

巴黎奥运会预算为110亿美元，其中大多数仍

然是基础设施更新和场馆改造，共花费48亿

美元，比如塞纳河清污就花费了15亿美元。

这还是在精打细算、尽量利用现有场馆和设

施情况下的花费，还不包括赛事举办前巴黎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花费的34亿美元。由于法

国面临国内和国际各种恐怖袭击的威胁，花

在安保上的成本也额外高，整个赛事管理的

成本高达48亿美元。目前看来，巴黎奥运会

整个成本虽然比东京奥运会略低，但是也很

可能突破预算。

收支很难平衡
奥运会的直接收益主要是门票收入、赞

助商广告（包括冠名权）收入、电视转播权销

售收入，但这三项收入要与国际奥委会分成，

并不能由举办城市全部获得。从历史上看，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了奥运会赛事广告赞

助拍卖的先河，这方面收入约为2.7亿美元，

电视转播权的收入更是高达3.5亿美元，门票

收入也达到了 2.59亿美元，最后直接盈利

2.25亿美元。

后来的奥运会都学习了洛杉矶奥运会高

度商业化的方法，在赞助商、转播权和赛事门

票上动足脑筋增加收入，但是开支增加的速

度远远超过直接收入的增加。现在整个奥运

会的开支动辄上百亿美元，而奥运会的直接

收入增长只有几十亿美元，很难平衡支出。

这也是2000年以来举办的奥运会大多数都亏

损的原因。

2021年东京奥运会尽管想方设法缩减开

支，但是开支仍旧高达130多亿美元。由于受

新冠疫情冲击，有些赞助商中途撤销赞助，门

票收入也锐减，整个奥运会收入只有58亿美

元，亏损71.3亿美元。巴黎奥运会的预算是

110亿美元，实际开支和收入尚未结算。就当

前看，巴黎奥运会开支会少于东京奥运会，收

入则会大大高于东京奥运会，最后可能不亏

损，甚至略有盈余。

着眼长期效应
尽管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在直接的财务收

支上常常出现巨额赤字，但是仍有很多城市

愿意承办奥运会，主要着眼的是奥运会可能

带来的间接收益和长期经济效应。

首先，奥运会将拉动举办国家和城市的

旅游收入。庞大的奥运体育代表团、各国政

要和随行人员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和各种仪式

自不待言，更有各种赛事举办时观战的国际

游客。他们将会带来旅馆、餐饮、纪念品销售

乃至交通、通信以及各类与旅游相关的消费

收入，而这部分收入是无法准确体现在奥运

会直接收入上的。法国利摩日大学体育法律

与经济中心曾预测，巴黎奥运会赛事举办期

间可以为法国带来近107亿欧元收入和近

24.7万个临时工作岗位。

其次，从投资的角度看，奥运会场馆和基

础设施建设将会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

位。根据该中心测算，法国政府每增加1欧元

支出，可带动巴黎地区3欧元经济增长效应。

因此，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是成本，另

一方面也是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据此大致测算，将会带动法国GDP多增长

132亿欧元。

再次，建成的奥运场馆和基础设施在未

来将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这方面

的作用很难精确计算，因为这取决于新建场

馆和设施如何在未来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

与该国和城市未来经济整体增长的趋势直接

相关。日本曾经对这方面的影响做过投入产

出的量化分析，认为东京奥运会新建场馆和

基础设施的长期使用将带来2.257万亿日元

的经济增长效应。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东

京奥运会可能也就不亏了。

最后，举办奥运会存在“名誉效应”的收

益，即相关城市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提

升国际地位，在经济、贸易、旅游、文化等各方

面获得额外收益。从以往的历史看，奥运会

举办城市的名气和国际地位的确是上升的，

但是这部分收益也难以具体量化。而且，从

举办国家和城市的现实经济增长成就看，奥

运会的经济作用似乎更倾向于锦上添花，而

非雪中送炭。目前法国经济陷入滞胀的困

境，通过奥运会刺激经济的难度很大。法国

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分析就认为，“奥运

会只会带来喘息机会，而不会影响法国的经

济前景”。

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岸田文

雄  日宣布将不参加9月举行的党

总裁选举，这意味着9月自民党选

出的新总裁将接替岸田出任首相。

就在9日下午，岸田临时取消

当天启程的中亚之行，理由是需要

优先应对可能发生的南海海槽大地

震。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刻突然取消

外访、坐镇国内，显然岸田有避免落

下“危机应对不力”的把柄、担心影

响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政治考量。

然而不到一周，岸田又宣布不

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有消息称，

岸田向身边人士透露不参选的理由

时称，“黑金”丑闻“必须有人负责”。

支持率陷低迷
内讧雪上加霜

岸田    年9月当选自民党总

裁，任期到今年9月届满，自民党将

在9月前举行总裁选举。由于自民

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占据多数席

位，自民党总裁也将成为日本首相，

岸田此前曾表示将追求连任。

按理说，由于三年内没有国会

参众两院选举，加上在自民党派内

拥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前首相安倍

晋三意外遭枪击去世，正有利于岸

田整合执政党内各派力量，贯彻执

政理念，通过内政外交积累政治资

本，抢占连任先机。

但是，根据日本多家媒体的民

调结果，由于民众对去年  月爆出

的自民党政治“黑金”丑闻及其后续

处置不满，岸田内阁和自民党的支

持率双双陷入持续低迷。日本时事

通讯社8月最新民调显示，岸田内

阁支持率自去年  月至今一直在

  %以下的“下台水域”低位徘徊。

当然，岸田能否连任，除了参照

民众的支持率，更要看执政党内部

的意愿。然而雪上加霜的是，自民

党内讧危机导致针对岸田的不信任

言论进一步扩散，让他的连任前景

愈加黯淡。

近一段时间以来，包括在岸田

本人主导成立的“政治革新本部”中

担任最高顾问的菅义伟、麻生派众

议员斋藤洋明、茂木派众议员东国

干等一些自民党议员，纷纷对岸田

的施政能力公开批评，甚至要求他

不再参加党总裁选举。

经济表现不佳
外交加分有限

岸田在安倍二次执政时期长期

担任外相，是安倍内阁外交路线与

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和执行人。担任

首相以来，他活用官邸外交决策机

制，开展“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意

图强化日美同盟的遏制力和应对能

力，在充分利用日美澳印四国安全

机制之外，突出经济安全保障合作

议题，试图拉拢“志同道合”的伙伴

国与域外利益相关国，拓展所谓“自

由开放的印太合作关系”。而此次

因故取消的中亚之行，也是他印太

外交战略布局中的一环。

然而，在当前国际社会“结构性

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之下，多数国

家在是否跟进日美印太战略上“各

怀心思”，只想在经济上获利，不肯

在战略上轻入危局。岸田追随美国

推行军事化的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

种种努力，非但未显著提升日本的

国际影响力，反而将日本置于更加

动荡不安的国际安全环境之中，导

致国家战略独立性的进一步丧失。

另一方面，受到俄乌冲突引发

的国际粮食安全和能源危机影响，

日本以食品为中心的各种商品价格

大幅上涨，消费者物价指数居高不

下，引发民众实际工资缩水，个人消

费增长乏力。

虽然岸田在    年  月就提

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声称要将过

去两年中增加的税收以减税方式

“返还给国民”，以应对物价高涨。

但不同于涨薪这样持续性的收入增

长，短期减税和补贴所带来的消费

刺激效果并不明显。据日本内阁府

测算，岸田推出的经济刺激措施效

果有限，对个人消费的刺激效果仅

为 . %左右，   占比仅为 . %左

右。在日本民众甚至执政党内部看

来，相较于“虚无缥缈”的外交成就，

萎靡不振的日本经济更实打实地反

映了岸田的执政能力。

但压倒岸田的绝不只是“黑金”

丑闻这一根稻草。面对来自国内的

诸多质疑，放弃外交“刷分”，甚至放

弃下一届自民党总裁选举，是自民

党打算对党内权力结构重新洗牌，

也是岸田保住自己政治声望的选

择。即将开始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所

反映出的变化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