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一夫：东京奥运不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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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又是一年奥运时，推迟了一年的东京奥运会，终于将要在 7 月 23 日

拉开序幕。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本届奥运会拟全程在紧急状态下进行。根据此

前东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等五方商定的结果，首都圈的比赛场馆将采用

无观众的“空场”形式办赛，首都圈外的比赛场馆观众人数限定在场地规

定人数的 50%以内，最多不超过 5000 人，并且全程不接待外国观众。对

于日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倘若放眼历史，于所有的举办国而言，奥运会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体育

赛事那么简单，它还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通常来说，奥运会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一是直接经济效应，包括企业赞助、电视转播带来的收入、门票收入、

各类奥运纪念品的销售收入等，这部分几乎占据了历届奥运会总收入的半

壁江山； 

二是间接经济效应，包括用于比赛设施建设、城市交通环保等项目上

的各种投资，可以对众多上下游产业形成拉动作用，进而促进国民经济整

体的增长； 

三是衍生经济效应，即奥运会可以充分彰显举办国的综合实力，能够

持续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并带动旅游、交通、购物、餐饮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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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业的繁荣。 

对此，日本自己应该最有感触。 

二战结束后，日本国民经济遭受重创，国际地位也是一落千丈。痛定

思痛之后，日本开始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

效。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回暖，重塑国际形象并以崭新姿态立足于世界，

成为了所有日本人共同的心愿。 

于是，他们把目光瞄准了 1964 年的东京奥运会，东京都方面给予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称“东京奥运会事关东京都政事的成败，是评价战

后东京都政绩的决定性事业”；同时，日本国家层面的执政者倾力支持，

不仅将东京奥运会视为“国家事业”，还纳入到举世闻名的“国民收入倍

增计划”之中，甚至还开启了一轮又一轮“近乎疯魔般”的筹备工作。 

据公开信息显示，日本投入了 1 兆日元（约合当时的 30 亿美元）以

支持相关事业，金额为当时奥运匹克历史上最高；其中约 1000 亿日元投

在了比赛设施、奥运村、运营、道路等领域，其他 9000 亿日元均用于兴

建东海道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东京高架单轨电力、东京地铁及交通网

等大型项目。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交通运输、

通讯等众多行业的强劲发展，催生了 1962~1964年的“奥林匹克景气”。

数据表明，在日本实际 GDP 增长率方面，1962 年为 7.0%，1963 年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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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964 年则达到 13.1%；1962~1964 年的工矿业生产指数同样逐

年上升，分别为 24.3%、27.0%和 31.3%；就业同样得到了明显改善，1963

年和 1964 年分别比前一年新增就业 39 万人和 60 万人；东京奥运会入场

券开售 15 天内即卖出 202 万张，总收入高达 17.7 亿日元……而东京乃至

整个日本的经济实力与都市风貌，都发生了质的改变。 

与此同时，日本科技创新的号角亦被吹响，例如为了实现赛事现场直

播，日本在新机械和尖端技术的研发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开发出超

小型摄像机、可通话麦克风、用于彩色电视播放的双摄像管分离辉度彩色

摄像机，以及直升机用通讯技术等等，这些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电子通信产

业的发展，并开启了日本制造业的科技创新之路。 

得益于东京奥运会，日本上至国家形象与民族凝聚力，中至产业发展

与社会进步，下至民众的信心所在与幸福所得，全部都脱胎换骨、焕然一

新，而后更是一路高歌，迅速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差点“买下

美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64 年的东京奥运会，堪称是一场“挽救”

了日本国运的盛会。 

现如今，日本虽然早已成长为不折不扣的发达国家，但却掩盖不住国

民经济深层次的诸多问题，包括经济增长乏力、“少子老龄化”态势严峻、

数字经济发展缓慢等等，特别是经历了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泡沫破裂后，日

本经济彻底告别了鼎盛繁华，开始进入长期的停滞状态并持续至今，很多

学者称之为“失去的 20 年”甚至是“失去的 30 年”，亟需找到新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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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点。 

正因如此，日本原本对此次东京奥运会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奥运建设

和奥运会举办来提振投资和消费，给长期低迷不振的日本经济带来各行各

业的奥运需求。 

然而，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却致使奥运会延期，令其经济效果受到

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延期举办产生的追加预算、人员经费进行相应调整、

场地租借等合同重新谈判、海外观众赴日被迫叫停、新增巨额疫情应对开

支，等等。纵然延期一年举办，可是受客观条件所限，奥运会本该产生的

三方面经济效应难免要大打折扣。 

而最令人担忧的，依旧是疫情这个不确定因素。 

进入 7 月以来，不仅东京每天的确诊人数在增加，周边城市也频频出

现新增病例，这无疑给奥运会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要知道，即便没有

海外观众到现场观看比赛，在奥运期间，包括运动员、工作人员在内也将

有超过 5 万人访日，考虑到各项比赛密集进行，疫情反弹的风险极大——

这不，奥运会还没开始，运动员酒店就爆发了集体感染事件，而且日本当

局已经有人暗示，“不排除东京奥运会因疫情而中断的可能”。 

这一次，透过东京奥运会，世界又将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日本呢？我们

不妨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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