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耗資逾2千億 全運會投入逼近京奧

「舉一省或一城之力，大辦體育賽事，基本都是
『賠錢賺吆喝』。」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
任竹立家對本報指出，很多地方主政者打 「提升
城市品牌形象」、「體育搭台、經貿唱戲」等旗號，
熱衷舉辦體育賽事，期望在短期內推動舉辦地的經
濟社會發展，但大多事與願違。而各地在籌備期間
均不能避免地大肆挪用土地指標，強拆強建，不僅
有擾民之嫌，還導致因高額投入帶來的GDP虛高，
場館周邊房地產價格泡沫更為嚴重等問題，老百姓
反映強烈。

豪華設施 賽後多數閒置
對此，北京社科院體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亦

表示贊同，「基本上每個主辦城市，最後都是賠得
一塌糊塗。」他並指出，在職業體育尚不發達、賽
事資源嚴重匱乏的中國，高額投入的體育設施在賽
會之後大多無法為普通百姓所享用，不僅造成閒置

和浪費，更需支付數千萬維護成本，令城市不堪重
負。
據媒體報道，山東方面為「十一運」共新建場館

42個，維修改造88個。主場館—濟南市奧體中心每
年的維護費用約3,800萬元，眼下主要的收入來源是
參觀遊覽和提供健身場地，預計今年能進賬1,500萬

元，高達2,000多萬元的開支缺口要靠政府補貼。其
中，專門新建的賽馬場地耗資4億多，由於缺乏群眾
基礎，賽後這個場地基本閒置。

經費開支 應納公共財政
金汕說，現在的很多大型運動會都是「勞民傷

財，好大喜功」，其背後是主政者一種病態政績觀作
祟。溫家寶總理此次明確叫停地方申辦體育賽事的
熱潮，要求合理控制舉辦的節奏和規模，不要超出
自身能力申辦，並強調要避免過度建設和閒置浪
費，可謂切中時弊，非常及時，有助於糾正地方對
體育內涵精神的偏頗理解和不健康的政績觀。
而竹立家則表示，加大對舉辦體育賽事的規範力

度，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制度控制，將賽事的經費開
支納入公共財政預算，由人大批准，並實行有效的
監督。他認為，只有長期的制度安排，才能保證公
共財政不被濫用。

今年1月14日，香港立法
會以40比14的投票否決了政

府申辦2023年亞運會的60億港元的撥款申
請，多數立法會議員認為港府申亞存在費用
預算混亂、沒有清晰交代巨額開支如何使用
等問題。專家認為，申亞夢碎，雖然令部分
港人失望，但從中凸顯出香港公共財政支出
的監督機制、撥款機制乃至最終的賽後善後
機制等，都與內地一些城市形成對比。

穗亞運資金被指難監督
香港曾於去年12月成功舉辦了東亞運動

會，其節儉務實、因地制宜的辦賽方式亦給
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北京社科院體育文化研
究中心主任金汕對本報透露，東亞運動會的
開幕式和廣州亞運會的開幕式都由同一個機
構—北奧公司承辦，但前者花費8,000萬左
右，後者則是兩個多億。
而據廣州官方透露，廣州亞運會和亞殘運

會共投入超過1,200億元，包括場館建設維護
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賽事運行資
金。有人指出，這個數額不僅比原先20億的
預算翻了50倍，更高於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
90億英鎊預算。廣州的人大代表公開質疑，
在歷年的政府預算報告中，亞運會的開支從
未有過專項資金的報告，這也使得人大代表
們「搞不清楚每一筆錢究竟是怎麼花的」。

開支須經納稅人首肯
前浙江省體育局局長陳培德為此感歎，

「香港亞運會預算幾十億沒通過，廣州1,200億
隨便花。這說明香港法制更健全，而咱們內
地的納稅人沒權利。」他表示，應向香港學
習，內地大型體育賽事的經費開支要經納稅
人點頭，經立法機構批准。
而縱觀其他國家，申辦重大國際賽事亦需

經過嚴格的預算審批。當年，廣州一紙申亞
報告書遞呈亞奧理事會，與此同時提出申辦
的還有吉隆坡、首爾與安曼。首爾、安曼與
吉隆坡先後退出申辦城市競逐行列，廣州最
終不戰而勝，成為申辦第16屆亞運會的唯一
城市，最終獲得了2010年的亞運會主辦權。
其中馬來西亞政府由於承辦亞運會的費用太
高，而決定放棄申辦。該國體育部長阿扎利
納指出：「根據亞奧理事會所提呈的費用估
計，舉辦2010年亞運會的費用高達13億林吉
特（約28億元人民幣）。內閣認為費用太昂
貴，不宜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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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擲千億辦大賽 溫總行政整肅系列
之狠剎奢華風

「近 年來，各地承辦的體育賽事越來越
豪華，像四年一屆的全國運動會，

投入都是上千億，最近一次超過兩千億，幾乎步
步緊追北京奧運的投資。」北京社科院體育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金汕對本報表示，連同籌奧期間的
城市基建投入，北京奧運總耗資2,800億人民
幣，後因安保等因素，追加到3,200億，但這畢
竟是全民族百年一遇的盛事，無可厚非。而令人
遺憾的是，目前在很多地區，已經慢慢演化出似
乎越奢華才越能體現辦賽水平的攀比風氣。為了
一項為期不過數天的賽事，地方政府不惜血本，
投入巨資興建高標準甚至是世界級的場館，開閉
幕式也是極盡鋪張，連國外運動員也對場面之壯
觀、接待之周到、規格之高歎為觀止。

攀比成風 瞄準國際單項賽事
據了解，當前，除京滬穗等特大都市有實力申

辦大型國際綜合性體育賽事外，大部分城市的目
光主要瞄準一些國際性的單項賽事以及全國性的
運動會，如全國運動會（簡稱全運會）、工人運
動會、農民運動會、城運會、大運會、中學生運
動會、少數民族運動會等，其中以申辦素有「中

國奧運會」之稱的全運會角逐最為激烈，投入也
最大。
金汕介紹說，2001年，國家取消全運會由北

京、上海、廣東三地輪流舉辦的規定，改為由有
實力的省區市競爭申辦之後，逐漸形成攀比的熱
潮，全運會似乎正在成為「錢運會」。

一屆貴一屆 奧體「村」變奧體「城」
據可查資料，廣東省承辦的「九運會」，時任

廣東省副省長許德立透露，場館建設投資近40
億，舉辦經費為3.4億。
南京的「十運會」，據當時的江蘇省體育局長

李一寧透露，南京僅在城市建設等方面就花了
1,150多億元。
「十一運」的東道主山東更甚，據山東社科院

副院長鄭貴斌介紹，山東省為此累計投資2,000
億元以上，這筆投資包括了城市建設、場館建
設、道路交通等支出。
曾有媒體報道指，在濟南東部，幾乎是新建了

一座城市，一位外國記者站在濟南奧體中心前
說，這裡不是village（鄉村），也不是town（城
鎮），而是city（城市）。

京滬穗成功舉辦奧運、世博、亞運等國際盛會

後，地方大中小城市亦爭相掀起申辦各類體育大

賽的熱潮。為追求轟動效應，各地不惜血本，紛

紛豪擲千億公帑，操辦僅持續數日的賽事，包括

新建恢宏壯觀的體育中心、籌備極盡奢華的開閉

幕式、大興土木突擊城市建設⋯⋯這些光鮮亮麗

的場景，在短期內為城市添彩、增加曝光度的同

時，也成為舉辦地日後相當長時期內不堪承受的

經濟包袱。

在近日舉行的國務院廉政工作會議上，溫家寶

總理提出合理控制舉辦大型體育賽事的節奏和規

模，不要超出自身能力申辦，並強調充分利用現

有資源，避免過度建設和閒置浪費。此間北京專

家表示，這是中央層面首次明確叫停地方申辦體

育賽事的「大躍進」，可謂切中時弊。專家並建

議，除狠剎體育賽事奢華風、攀比風，更要將巨

額預算的決策、使用、監督納入制度控制，從而

保證公共財政的公開透明、不被濫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王玨、李理

賽氣派、比排場、攀規模、講層
次、吹影響⋯⋯近年來中國內地熱

衷舉辦各種名目的國際會議，不僅耗費大量人力物
力財力，增加行政成本，更助長了形式主義、鋪張
浪費等不良風氣，成為內地官場一大流弊。有鑒於
此，由中央部署的「清理規範慶典、研討會、論壇
活動」的專項治理，已經在全國範圍內拉開了大
幕。

國際活動10年增近2倍
繼今年2月，中國財政部、外交部聯合發佈《關

於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的通知》後，溫總在
3月25日舉行的國務院第四次廉政工作會議上，專門
強調「未經批准，不得以政府或部門名義和使用財
政資金舉辦各類論壇和研討會，嚴格控制以政府和
部門名義舉辦或參與舉辦國際會議」。而時隔一
月，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出席電視電話會議，要求
各地依照中辦和國辦制定的《關於開展清理和規範
慶典、研討會、論壇活動工作的實施意見》。專家

認為，在短短兩月時間裡，中央高層如此密集地對
同一個問題三令五申，並很快做出具體部署，顯示
中央對削減過多過濫國際會議的決心。
據國際大會與會議協會(ICCA)2010年8月發佈的報

告，從2000年到2009年，在華國際活動從每年僅83場
急增到245場。在幾年前中央電視台的一檔中外市長
對話節目中，主持人邀請外國市長來華訪問，該市
長說沒有錢來中國，因為當年的預算已經花完。此
時，中國一位市長反應很快：「沒問題，您來吧，
費用我們解決。」這位市長的豪氣，恰是近年來內
地官辦國際會議不計成本、貪求浮華之風的註腳。

外賓吃住行玩皆免費
「許多國際會議，尤其是官辦的國際會議，『國

際』只是一件唬人的外衣，無非就是有幾個金髮碧
眼、不同膚色的外賓，其實都是為了壯門面、撐場
子。而為了凸顯政績，各地的國際會議，排場是越
來越大。」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向內地媒體披
露，外國人一般都樂意到中國開會，因為來華參加

國際會議的外賓，多能享受高規格待遇，如坐頭等
艙，住星級賓館，吃中國美食，甚至還能遊山玩
水，而這一切全部都免費，花銷全部由地方財政包
攬。

藉機提升政績謀私利
多名專家認為，在國際會展界，中國基本已經成

為免費的代名詞。然而，相對於外國與會者笑納的
「免費」待遇，中國承受的卻是行政成本的攀高、
納稅人稅金的浪費、官場腐敗的滋生、社會浮華風
氣的蔓延⋯⋯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對本報指出，國際會議
氾濫的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有些官員為追求政
績、名譽，利用公共財政資源，以國際會議的名義
請一些外國專家，藉 國際會議的名譽製造影響
力，以此提升自己的政績。第二，由於財政預算不
規範，有很多漏洞，不公開透明，一些地方官員以
國際會議之名突擊花錢，收取可觀回扣，謀求私
利。 (本系列完)

竹立家認為，中央近期的一系列治理措施，從
總量、主題、規模及外賓邀請、限制免費服務等
多個方面對規範和加強管理在華舉辦國際會議提
出具體要求，尤其是強調所有國際會議的費用必
須納入部門預算管理，非常有針對性。
他指出，必要的國際會議不可避免，但過多過濫

的會議需要削減。今後要加大對國際會議的規範力
度，最主要的辦法就是要嚴格控制財政預算，使公
共財政預算公開透明；其次是要對每年政府的財政
支出細化，需審查並通過預算才能舉辦會議；另外
要把預算外的資金納入預算管理，減少花費空間。
只有這樣才能從源頭遏制浪費和腐敗。

在華國際會議氾濫中央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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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專家認為，應向香港學習，大型體育賽事的經費須
經立法機構批准。圖為香港立法會財委會討論申辦亞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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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運會主場館之一的南京國際賽馬場變成巨大
停車場。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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