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先閱讀以下3則
資料，然後回答下列
問題：

資料一：奧運效應
奧運會對主辦國的經濟影響很大，即所謂奧運效應。

主辦國在奧運會揭幕前，由於需要大興土木興建設施，
並吸引大量的技術、資金和人才流入到當地，因而帶旺
該國的旅遊業、酒店業和刺激到投資的需求，所以主辦
國在奧運會開幕前，經濟大多會有較佳的增長。

例如澳洲當年奪得2000年奧運主辦權，其經濟增長在
1996年開始加速，其間最高曾在1997年次季錄得2.8%的
增長，直至悉尼奧運會在2000年揭幕前，澳洲的經濟增
長率亦得以保持，大部分時期處於0.5%以上。另一例子
是2004年的希臘雅典奧運會，希臘經濟在奧運閉幕前亦
一直保持穩定增長，增幅介乎3%至6.5%，同樣較2000年
前為佳。中國在2008年舉行北京奧運會前，經濟增長也
一直維持在雙位數字，其間在2007年第四季更曾取得高
達14%的高速增長。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資料二：倫奧超支
英國天空電視台日前發表調查報告顯示，倫奧實際開

支達120億英鎊(約1,461億港元)，連同各項相關經費，將
增至逾240億英鎊(約2,923億港元)，相當於7年前成功申
奧時預算的10倍。

報告指出，2005年倫敦奧組委將奧運會及殘奧會預算
定為23.7億英鎊(約289億港元)，2年後為配合興建場地及
保安措施，預算被調高至93億英鎊(約1,134億港元)。隨

奧運會的臨近，多項開支接踵而來，包括反興奮劑測
試、火炬傳送、地鐵員工「補水」及奧運場館「遺產」

處理等費用，涉及24億英鎊(約292億港元)公帑，單是收
購奧運場館用地就花去7.66億英鎊(約93億港元)。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資料三：英國經濟低迷
英國的經濟在奧運舉行前未見增長，而且更陷於衰

退，相信奧運後的形勢會更惡劣。自2008年金融海嘯爆
發後，英國經濟走勢一直疲弱不堪，載浮載沉。當地生
產總值曾於2010年後回復短暫增長，但在去年第四季及
今年首季再次持續錄得收縮，令英國自上世紀70年代以
來首次重陷「雙底衰退」。

究其原因，英國自現任首相卡梅倫上台後，為解決龐
大的財政赤字問題，實施有史以來最嚴厲的緊縮政策。
另一方面，自歐債危機爆發後，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國
家為要令債務負擔顯著減少，主權債務危機獲得紓緩，
不惜重手減赤和削減日常開支，結果令大批公務員被
裁、消費者需求下降、稅收減少，失業率不斷上升，甚
至可能引發通縮。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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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現代中國

主題：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與回應
為甚麼世界各地的人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有不同的回應？
•全球化有甚麼特徵和發展趨勢？
•全球化使文化和價值觀趨向單一抑或多元？帶來

相互排拒還是融和、演進？
•全球化的擴散是促進國際間的了解，抑或加劇了

種族、宗教、文化和政治實體之間的衝突？
•全球化在不同國家之間或在一個國家內所產生的

影響是相同抑或相異？
•世界各地的人怎樣回應全球化？為甚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全球化（按教育局課程指引）

■倫敦近期因奧

運而人氣急升。

資料圖片

萬眾期待的倫敦奧運將

在下月開幕。在全球鎂光

燈的閃照下，英國全國民眾無

不雀躍歡騰，將一切煩惱暫時拋

諸腦後；不過，在一片盛世昇平的表

象中，卻暗藏 經濟隱憂。外界曾預期，

受到歐債危機影響的英國經濟會受惠於

「奧運效應」的推動，擺脫疲弱並全速增

長；但至今「奧運效應」仍未成真。究竟

「奧運效應」可否在英國身上「開花結

果」？下文會為你揭露端倪。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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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奧運游泳館的造型獨特。 資料圖片

1.這題屬於分析類型題。同學作答時，必須根據資料
一的內容來解釋「奧運效應」的定義，並且從中引
例說明。參考答案重點如下：

•定義：奧運效應意指主辦國在奧運會揭幕前，由於
大興土木興建設施，吸引大量技術、資金和人才流
入當地，從而帶動各個行業的需求和發展，促進經
濟增長。

•例子：中國在2008年舉行北京奧運前，經濟增長一
直維持在雙位數字，在2007年第四季更錄得最高的
14%。

2.這題屬於分析類型題。同學作答時，可以參考資料
二的內容或自己所知的資料，指出舉辦國在計算奧
運會開支時需要考慮的因素，然後加以說明。參考
答案重點如下：

•興建設施費用：每個舉辦國在奧運正式舉行前幾
年，都要展開規模龐大的興建場館工程，包括比賽
場館、訓練場、運動員宿舍、展覽中心、大小基建
如公路等，動輒高達千億港元。

•員工薪酬：雖然奧運會期只有約兩星期，但在長達
十年八載的籌備過程中需要動用大量人力，如設計
師、建築工人、服務員、開幕禮演員等，涉及薪酬
開支數以十億元計。

•保安費用：自美國發生「9．11」恐怖襲擊後，每
逢舉行大型國際性盛事，主辦國都會撥款作反恐用
途，如增聘警員以實施嚴密監察，防止恐襲發生。
如「9．11」後的首個奧運會─雅典奧運，保安工
作規模空前，該國政府出動北約部隊軍艦及飛機，
參與保安人數超過45,000人，保安經費高達50億港

元。到2008年北京奧運，中央政府更派出10萬人參
與保安工作，經費高達70億港元，是悉尼奧運的4
倍。

3.這題屬於評論類型題。同學作答時，可以參考3則
資料的內容或自己所知的資料，清楚指出倫敦奧運
能或不能改善英國經濟，並須舉例論證。參考答案
重點如下：
倫敦奧運能改善英國經濟：

•奧運效應：澳洲、希臘和中國3個奧運主辦國都證
明，基於各種大型基建以及旅遊業、零售業、酒店
業等主要受惠行業的帶動，她們在舉行奧運前後的
經濟均錄得一定程度的增長，其中中國在奧運舉行
前，經濟增長一直維持在雙位數字。有鑑於此，英
國的各行各業會隨奧運的舉行而日漸興旺，從而
拉動整體經濟增長。
倫敦奧運不能改善英國經濟：

•內衰持續：自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英國經濟
一直疲弱不堪，其後更受到歐債危機的拖累，雖
然生產總值曾於2010年後回復短暫增長，但在去
年第四季及今年首季更再次持續錄得0.2%的收
縮，出現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首次「雙底衰
退」，完全未能受惠於奧運效應所帶來的經濟增
長。加上倫敦奧運的實際開支比7年前申奧時的
預算超出10倍。面對經濟持續疲弱及奧運經費嚴
重超支的雙重影響，英國的經濟難以靠奧運得到
改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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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經濟曇花未現

1.根據資料一，舉例解釋何謂「奧運效應」。

2. 參考資料二，你認為舉辦國計算奧運會開支時，應該考慮哪些因素？試舉例加以討論。

3. 參考以上資料並就你所知，評論倫敦奧運能否改善英國經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奧林匹克運動會(The Olympic Games，簡稱奧運會)

是由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辦的國際性綜合運動會，
每4年舉行一次。它最早起源於古希臘，因舉辦地奧林
匹克而得名，後來由於多種原因而被廢除。直至1892
年，「現代奧運會之父」顧拜旦在法國巴黎提出復辦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動議。他希望通過公平的競
賽，促進各國的相互了解，打破種族和民族的界線，
從而建立一個和諧、美好和團結的世界。經過顧拜旦
的多番游說，第一屆現代奧運會於1896年於雅典正式
舉行。

官方格言：更快更高更強
奧運會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強」是由顧拜旦的

好友狄東在1895年提出的。顧拜旦對此頗欣賞，遂提
議將這句話定為奧運會格言，並在1913年獲得國際奧
委會正式批准。後人也將顧拜旦的名言如「體育就是
和平」及「參加比取勝更重要」等納入為奧運格言。

此外，顧拜旦又在1913年設計出奧運會的會旗(見

圖)，旗身呈長方形，白底無邊，中間有5個相套連的圓
環，稱為「奧運五環」。五環由藍、黃、黑、綠及紅五
色組成，象徵五大洲的團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第三十屆奧運會將於今年7月27日到8月12日在英國首都倫敦舉行。主場館

(Olympic Stadium)(俗稱「倫敦碗」)和奧林匹克園區(Olympic Park)設在東倫敦地

區。英國主辦當局預計將有15,000名來自205個國家或地區的健兒參賽，並會吸

引超過18萬名全球各地的觀眾到場觀賞賽事。

倫敦奧運會的吉祥物是Wenlock，象徵一名非常有活力的運動員，喜歡學習新

事物及認識新朋友。它的頭上有3個呈尖形的物體，代表金銀銅得獎者站立的頒

獎台，藉此希望激勵選手，竭盡所能得到最高榮譽。另外，它的手腕有5個代表

奧運的色環，是友誼的象徵。另據統計，倫敦是歷屆奧運會舉辦次數最多的城

市，包括1908年、1948年和2012年。

英國當局興建倫敦奧運主場館的鋼鐵使用量比正常減少75%，並採用由工業

廢棄物製成的低碳混凝土，含碳量較正常低至少30%。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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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五環顏色 •藍色＝歐洲；•黃色＝亞洲；•黑色＝非洲；•綠色＝大洋洲；•紅色＝美洲（包括北美及中、南美洲）。

現代奧運會之父

■倫敦奧運（左）和

殘奧（右）吉祥物。

資料圖片

【責任編輯：吳欣欣】【版面設計：吳景強】

倫敦奧運為英國帶來以下利弊：

躍升最佳旅遊城市
全球著名旅遊網站「旅行指

南」早前公布世界最佳旅遊城
市排行榜，倫敦從去年的第八位

躍升至今年的榜首。該網站負責人表示，
近年的皇室婚禮、英女皇登基慶典及即將
舉行的奧運會，令倫敦受到全球的高度矚
目。

另外，有調查機構預期，倫敦奧運可為
英國旅遊業帶來20億英鎊的經濟收益。

提升全國運動熱情
英國當局表示，倫敦奧運有助提升英國

人對運動的熱情，尤其是青少年，其中新

開設的奧林匹克學校(School Olympic l)，為
當地的青少年舉辦類似奧運會的比賽，運
作經費由政府提供。

重建舊區 創造就業機會
根據英國傳媒報道，奧運結束之後，奧

林匹克園區將發展成為東倫敦的都市更新
典範。英國當局計劃將奧林匹克園區定位
為「科技城(Tech City)」，增設創新中心，
並邀請倫敦大學學院(UCL)等名校參與發
展；此外，也會在周圍建設新社區，共提
供約11,000個新住宅單位，預計可創造
8,000個就業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利
調警反恐 地方犯罪率急升

隨 奧運進入倒數階段，警方
抽調大量警力到倫敦，以防奧運

期間發生恐襲。不過，此舉導致其他
地區警力出現真空，犯罪率急升。

一名倫敦市北區資深警官表示，其所率領
的小組原有10人，近期被大幅削減至兩人。
他續說，在3月至4月，該區發生超過160宗
強姦、持刀搶劫等嚴重罪案。

有資深退休警官批評說，倫敦奧運的保
安策略有嚴重缺失，預料各地的罪案會增
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弊
巨大收益 VS 治安不穩 倫奧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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