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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对东北亚国家的影响
) ) ) 以北京奥运会为中心

刘 江 永

(清华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所, 北京 100084)

[摘  要 ] 奥运会历来是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全球体育盛会。它的影响早已远远超越体育的范畴, 而对国际

政治、经济、社会等更广泛的领域产生着多方面深刻的影响。北京奥运会是继东京、汉城之后, 亚洲国家主办

的第三次夏季奥运会,意义非同寻常。这三次奥运会对东北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

也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迁。 /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0三大理念,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科技社会进步

和人文素质的提升。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向全世界展现中国文化发展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与创新特色,

为世界奥运史和文明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将使我国踏上蓬勃发展的历史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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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8月 8日, 第 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

隆重开幕。这对无数中国人来说, 是扬眉吐气的一

天、振奋人心的日子。奥运会是国际体育竞技比赛

的最高圣殿。能够得到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各国的信

赖主办奥运会本身, 便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和国际地位。北京奥运会是继东京、汉城之后,亚洲

国家主办的第三次夏季奥运会, 意义非同寻常。这

三次奥运会对东北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都起到巨大

推动作用,同时也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迁。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于 19世纪末期。希腊

雅典于 1896年举办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可那时

刚刚经历了 1894年甲午战争的旧中国,早已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清政

府被迫割让台湾、赔偿白银给日本,根本无心无力派

出运动员参加奥运比赛。在旧中国, 直到 1932年才

在张学良将军资助下, 派出短跑选手刘长春一人作

为中国选手参加了在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

其后, 中国虽然参加了 1936年第十一届柏林奥运

会、1948年第十四届伦敦奥运会, 但都因旧中国政

治腐败、经济落后、体育水平低下而没能获得任何奖

牌, 参加伦敦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竟因经费拮据,而

不得不靠募捐和借款才返回祖国。国弱民穷的旧中

国被蔑称为 /东亚病夫0。那时的奥运会给中华民

族留下的尽是遗憾、尴尬和心痛。如今,中国人民站

起来了,富起来了, 强起来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

办, 将犹如 1964年东京奥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

一样,使我国踏上蓬勃发展的历史新起点。

  一、日本、韩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及
影响

  奥运会历来是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全球体育盛
会。它的影响早已远远超越体育的范畴,而对国际

政治、经济、社会等更广泛的领域产生着多方面深刻

的影响。主办好一届奥运会不仅是一个城市的荣

耀, 而且对于提高主办国的国际地位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和影响。因此,世界各国充分利用这一国际

舞台展示本国的经济实力、科技能力、文化魅力、民

族凝聚力等综合国力,并促进国家、民族及人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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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沟通和交流。

(一 )东京奥运会对日本起到振兴的作用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 1956年才

加入联合国,重返国际社会。申办 1960年奥运会曾

经落败。1964年东京成功举办第十八届奥运会,参

赛的有 93个国家和地区的 5 140名运动员。这是

首次在亚洲举行奥运会, 使日本彻底摆脱了战后复

兴阶段,走向发达国家。日本政府倾举国之力筹备

奥运,斥资 30亿美元, 在东京修建了一流的体育场

馆和设施, 并促使日本东海道新干线、首都高速公

路、名神高速公路等所谓大规模工程相继竣工,还兴

起了饭店建筑热,使东京变为世界级的现代化大都

市。日本奥委会还精心组织、精细安排,并在奥运期

间为各参赛国提供了十分周到的服务。充分展现出

日本人细腻的民族特性,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东京奥运会盛况空前,大大激发了日本国民的

进取心和自信心, 使日本国际地位明显提高。1964

年对战后日本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同年 4

月,日本成为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约第八条规

定的国家,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跻

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同年 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大会首次在东京举行, 继而奥运会又在

东京举行。日本人兴奋地认为: /这些都仿佛是为

日本成长为发达国家而举行的纪念庆典0。[ 1 ]

尽管奥运经济在东京奥运会结束后出现了暂时

的下滑和萧条,但 1966年以后日本经济再度获得生

机。针对物价上涨、公害严重等问题,日本通过 5经

济社会发展计划 6, 提出提高经济效益、稳定物价、
推动社会开发、防止公害等多项措施。为 1970年在

大阪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的建设投资, 也成为带动经

济增长的又一引擎。从 1967年到 1969年日本经济

实现了年均 13%以上的高速增长。日本从 1968年

起跃升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并开始萌发了成为政

治大国的念头。

(二 )汉城奥运会提高了韩国的国际声誉

1988年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在韩国汉城 (现称

/首尔0 )举行, 这是继东京之后第二个主办奥运会

的国家和城市。共有 159个国家和地区的 8 465名

运动员参赛。在朝鲜半岛长期分裂、南北军事对立

的情况下,当时韩国尚未加入联合国 (韩国 1991年

9月 17日与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 成为联合国的正

式成员国 )。正因如此,韩国能申办成本届奥运会

本身,的确令世人对韩国刮目相看。韩国作为当时

的亚洲 /四小龙0之一,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迅速

崛起。继 1986年韩国主办亚运会两年后, 奥运会的

圣火便伴随着 /汉江奇迹 0在汉城同时出现。

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使韩国的国际地位有了空前

提升。国际社会不再把韩国视为发展中国家, 而开

始视其为中等发达国家。韩国还利用举办奥运会的

机会,通过接待中国、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体育代表

团, 与一些未建交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松动,促

进了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扩大了韩国的国际影响。[ 2]

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一篇文章里

写道: /我确信,在现代奥运会近百年的历史上, 第

24届汉城奥运会是一次最成功的盛会。0/汉城奥运
会的伟大成就将永远载入史册。无论是对奥林匹克

大家庭的成员,还是希望承办奥运会的所有国家来

说, 这都是一次可资借鉴的盛会。0 [ 3 ]

  二、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促进作用

  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可以说是好事多磨。进入

2008年以来, 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困难考验着中国政

府和人民。从 2月中国南方大雪灾、藏独势力制造

/ 3# 140拉萨事件等暴力破坏活动, 到 / 5# 210有史

以来中国最严重的大地震, 中国政府和人民沉着应

对, 仍能确保北京奥运会成功召开,这不能不说创造

了一个奇迹。从另一个角度看, 也正是筹办奥运会

的巨大动力,促进了中国战胜种种困难,展现了中国

人的智慧与力量。

(一 )申奥成功振奋了中华民族振兴的精神

1998年 11月, 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申办 2008

年奥运会。 2001年 7月 13日, 当国际奥委会主席

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赢得 2008年奥运会承办权时, 中

华大地举国欢腾。中华民族奥运梦圆的时刻给 13

亿人民带来的幸福和喜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当

天, 全世界有 30亿观众收看了这一时刻的电视直

播, 中国首都北京的知名度一举空前提高。

申奥成功使中国获得了一次提升国际地位的难

得的历史机遇。北京奥运会是亚洲国家第三次主办

奥运会。本届奥运会的规模比前两届更大, 参赛国

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更多。中国今天的综合国力比当

年的日本和韩国更强,主办好奥运会的有利条件更

多。中国申奥成功, 激发了中国人的自豪感。据

2004) 200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作为中国人感到非

常自豪和比较自豪的人合计占被访者的 82. 7%。

在筹办奥运会的 7年中, 中国人民万众一心, 把作为

中国人的自豪感化为办好北京奥运会的强大动力,

在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

响。可以相信,伴随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和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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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认可,中国人将会更加感到自豪,并通过自

己的努力把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将比迄今取得

的体育成就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都具有更大的促

进作用。首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办奥运盛

会,我国将派出迄今最强大的运动健儿阵容参赛,展

现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水平;其次,奥运会是全球规

模最大的体育盛会,不仅有运动员的参与,而且有各

行各业的相关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 将体现奥运会

主办国在硬件和软件方面承办最重要国际赛事的能

力;第三,在北京奥运期间, 将使世界各国通过体育

场馆、基础设施、新闻报道、组织协调、国民素质等方

方面面,更加集中、形象、直观地了解中国。

对于中国来说,奥运会是进军号,它能鼓舞中国

各项事业发扬奥运精神继续向前推进; 奥运会是发

动机,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交通、环境等各项

事业同时启动;奥运会是加速器,为持续高速增长的

中国经济不断增加动力;奥运会是宣传队,它能通过

多种形式、多种媒体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奥运会

是播种机,它能通过体育在世界各国人民心中播下

友谊的种子;奥运会是大舞台, 它能为世界各国运动

员以及中国的对外交往提供十分有利的大平台。

(二 )奥运会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相关投资额在 2 800亿人

民币左右, 其中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将达到 1 800亿

元,包括 900亿元用于地铁、轻轨铁路、高速公路、机

场等建设, 450亿元用于环境治理建设, 300亿元用

于信息化建设, 150亿元用于水电气热等生活设施

的建设和改造。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会提供 200

万个就业机会。通过发展奥运经济, 可以调整产业

结构, 实现优化升级, 促进北京三次产业结构向高级

化方向发展。

奥运会的筹办促进了城市功能的完善。在奥运

会筹办期间,北京市政府提出了新一版的总体规划,

明确了北京将作为国家首都、文化名城、国际都市和

宜居城市的发展方向。除此之外, 北京在环境、交

通、城市基础设施方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北京市

轨道地铁在奥运会前建成 3条线地铁, 直通首都机

场的地铁只用 15分钟即可到达市内地铁系统的站

点。2012年北京将再建成 8条线路; 2015年前将再

建成 5条线路,累计运营里程达 561公里。[ 4]

奥运会还促进了包括河北、辽宁、山东的 /环保

海经济区0的大发展。天津市在改善交通基础设施
方面投资 100亿美元,包括高速公路、海港、机场、铁

路等,其中 2008年北京 7月奥运会之前京津高速列

车将正式通车,天津至北京只需半小时。上海至北

京的高速铁路也开始动工兴建。中国将名副其实地

跨入高速铁路的时代。青岛市承办奥运会帆船比

赛, 也为青岛的基础设施及旅游事业带来重要机遇。

筹办北京奥运会,为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注入

新的强大动力。经济学家预测, 北京奥运会对中国

经济,特别是对体育、旅游、建筑、建材、通信、商业服

务等相关产业的促进作用巨大, 成为中国经济新的

增长点。据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测算:北京奥运

会对中国 GDP增长年均贡献率为 0. 3% ~ 0. 5%。

中国的高速发展又推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据

世界银行统计, 2003年至 2005年, 中国经济增长对

世界 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 13. 8%,仅次于美

国排名世界第二。

(三 )奥运会将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

1978年 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算

起,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周年。这是中国经

济最为活跃的 30年,是中国与世界经贸关系发展最

为紧密的 30年, 也是中国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

30年。北京奥运会将向世界展现这一切。

近 30年来,特别是中国申奥成功后的近年来,

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民的生活

水平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 中国的面貌发生

了历史性变化。 1990年至 2008年, 中国年均经济

增长率约为 10%。如果按这一增速测算, 2008年中

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达 27亿元人民币 (按 6. 83

元兑换 1美元计算,约合 4万亿美元 ), 相当于 1978

年中国经济规模的 10多倍,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

三经济大国。中国人均 GDP2002年超过 1 000美

元, 2006年超过 2 000美元, 由于人民币升值因素

2008年将首次突破 3 000美元,提前 12年实现国家

预期 2020年才能达到的目标。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中国外贸年均

增长率通常比经济增长率高 1倍。笔者认为, 如果

按 2007年中国外贸增幅计算, 2008年中国外贸总

额将达 2. 67万亿美元, 其中对外出口将达 1. 53万

亿美元, 进口将达 1. 14亿美元。中国出口增长迅

速, 2004年超过日本, 2007年超过美国,据世贸组织

(WTO)最新预测, 2008年中国有望超过德国, 成为

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将突破 2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另外, 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已

连续 5年位居世界第一, 集装箱吞吐量 2007年首次

突破亿箱,亿吨大港达到 14个, 船舶总运力超过 1

亿载重吨。[ 5 ]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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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钢、煤、水泥、化肥、棉布、电视机的产量居世界首

位,发电、化学纤维产量居世界第二位。中共十六大

以来, 全国财政收入 5年增长 2万多亿元,是改革开

放头 25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贫困人口接近 4亿, 其中一

半以上在农村。 1978年至 2006年, 中国农村绝对

贫困人口从 2. 5亿下降到 2 148万, 减少了 2. 28亿

多人;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由 30. 7%下降到 2. 3%。

2007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 1 479万,又减

少了 669万人。[ 6]笔者认为,照目前减贫速度发展,

到 2010年中国农村将不再有绝对贫困人口。

正如英国报界指出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成

为一场庆典,庆祝中国既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也

发展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当然, 前面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毕竟,邓小平的自由市场

改革是从 1978年才开始的。中国仍有 60%以上的

人口在从事收入少、产量低的农业工作。然而这也

说明, 中国还有大量人力资源储备可以投入现代经

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很可能还将持续 25年。

要达到完全成熟,中国经济还将在现有规模的基础

上翻好几番。[ 7 ]

(四 )奥运会后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将继续提高

事实表明, 筹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界博览会

犹如两大助推器,使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了

20世纪 90年代,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在不断跃升。

中国已经摆脱了农业国的落后状态, 成为名副其实

的工业化大国。中国 GDP的世界排名从 2003年的

第七位升至 2006年第四位 (见表 1)。

表 1  2006年世界经济排名前九位国家的 GDP

(单位:百万美元 )

1.美国 13 201 819 2. 日本 4 340 133 3.德国 2 906 681

4.中国 2 668 071 5. 英国 2 345 015 6.法国 2 230 721

7. 意大利 1 844 749 8.加拿大 1 251 463 9. 西班牙 1 223 988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 2007年 7月发布数据整理。

据美国高盛公司 2003年预测, 2040前后, 中国

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人均 GDP将约为美国的 1/3。

英国经济学家斯提芬 #金也认为, 如果美国经济保

持年均增长 3. 5% ,中国保持 9%的年均增长率,那

么 /中国到 2038年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0。[ 8]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 #麦迪森 2003年对中国未来

经济规模的预测似乎更为乐观。他认为, 如果中国

人均收入增长可以保持在 1990) 2001年间的速度,

那么到 2015年, 中国就可以在 GDP总量上重新获

得它昔日曾经拥有的头号世界经济地位。[ 9 ]

  三、奥运会对中国科技社会进步的
推动

  北京奥组委在申办第 29届奥运会时提出 /绿

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0三大理念。 7年来, 中

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有力地促进了科技社会进步和

人文素质的提升。

(一 ) /绿色奥运 0促进北京改善环境

以 /绿色奥运0为宗旨, 北京在改善环境方面作

出积极努力。奥运会的筹办促进了北京市环境质量

的改善。北京优质能源使用比重已达 78% , 1. 5万

台锅炉改用清洁能源, 并大力使用可再生能源。奥

运村居室供热和制冷使用污水温差技术。各个比赛

场馆使用太阳能的光伏技术。在北京市以北建立了

北京第一个成规模的风力发电厂。石景山钢铁厂准

备迁址。北京 167个工厂在搬迁过程当中进行了技

术改造。城市绿地、花园、街路树大面积增加。

2007年 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一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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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奥运会的举办就像催化剂,加速改善了北京的环

境, 解决了北京高速发展与环境健康保护的平衡问

题。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施泰纳称,根据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初步环境评

分卡显示,此次奥运会符合绿色奥运会的标准。中

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在此方面投入的 120多亿美元

似乎很有成效。我们同样应该称赞北京奥组委在加

速冻结臭氧层消耗物质方面、向比赛场地和建筑提

供高效能源及绿色能源用具方面的成绩。[ 10]

2007年 10月 27日, 第七届世界体育与环境大

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国际奥委会第 29届奥运会协调

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发表演讲时, 对北京市的环

境保护工作给予肯定。因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

北京市污染企业的搬迁工作将全部结束。

(二 ) /科技奥运 0提高中国科技水平

筹办奥运会的 7年也是中国科技水平迅速提高

的 7年。一个奥运促科技, 科技保奥运的良性循环

也已形成。7年来, 北京奥组委在场馆建设过程中

积极通过先进技术和亮点项目的应用,建设以人为

本、高水平的奥运工程, /科技奥运 0的理念得到具
体落实。 2008年奥运会大大促进了北京中关村科

技园区的发展,北京市分别于科技部、中国科学院、

北京高校联合攻关,在信息、节能、环保、安全等一系

列高科技项目研发取得新进展。例如, 2000年至

2002年, 清华大学及所属单位承担的合作项目为 36

项, 获得北京市科技拨款 4 397万元,其后又主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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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北京市重大科技计划项目 12项,项目经费总额

近 202亿元。

目前,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部分领域进

入世界前列,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

缩小, 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影响迅速提高。据统计,我

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 3 500万人, 居世界第一

位; 2006年我国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为 142万人年,

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已经成为科技人

力资源大国, 成为全球研发投入的一支重要力量。

2006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 科研

产出和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11 ]很显然,这些科技成

就的取得,也有 /科技奥运 0的一份功劳。

(三 ) /人文奥运0提升中国文化软国力

体育是文化软实力的载体和国家形象的塑造

者。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到 /国家文化

软实力 0,这还是第一次,可见其重要性已经被中国

党和政府充分认识与肯定。

中华民族具有 5 000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北京奥运会将以体育为载体,为中国文化软国力的

提高与展现, 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和舞台。

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 可以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进一步走向世界,使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进一步走

进中国。正像北京奥运会的各种标志、吉祥物所标

明的, 通过北京筹办奥运会,奥林匹克精神已成为当

代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传统中国文化元素也渗透

进奥林匹克运动,从而对这一国际体育盛事产生深

远的影响。

为迎接奥运会, 北京新修建了 11个体育场馆,

奥运会后全市经常参加各种体育锻炼的人将达

70%。集体长跑、太极拳、秧歌舞、健美操等群众广

泛参与的体育活动, 是和谐社会建立的重要渠道和

人际交往方式,提高了我国民众生活的质量和幸福

感,显示了亿万人民安居乐业、健康向上的精神风

貌。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 2006年 11月指出, /中

方通过各种展览及表演, 让东盟国家的政府代表团

感受到了中国的软力量0。 /中国软力量的影响正

在深化 0, /中国所展现的软力量影响极为深

远 0。[ 12]可以预见, 2008年奥运会必将成为中国向

全世界展现软国力的大舞台。

北京奥运会把人类的 /真、善、美、能、爱 0作为

本届奥运会所有参与者特别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五

大美德加以提倡,为奥运历史留下了我们的精神财

富。 /真、善、美、能、爱 0这五大美德要素, 正好和奥
运会五环旗的环数相同, 似可从人文精神方面赋予

五环旗新的含义。另外,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

物 ) ) ) 福娃,也可以分别代表 /真、善、美、能、爱0这

五大美德。

/真、善、美、能、爱 0应当成为奥运会体育明星
所具有的核心要素。北京奥运会强调的 /真0, 是指

比赛成绩和过程的真实性, 杜绝使用兴奋剂等欺世

盗名的把戏,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都要保持竞

技体育比赛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善 0应指与人为
善的态度,无论赛场内外, 运动员或教练员、工作人

员或观众,除了体育激情以外,都应该抱有一颗与人

为善的善良之心。 /美0应表现在心灵、仪表、言行、
举止、竞技表演等各个方面, 以及在奥运赛场上公平

公正等体育美德; /能 0主要体现在 /更快、更高、更

强0等超人的体育竞技能力、/胜不骄、败不馁 0的心

理调整能力、/克服困难、战胜自我 0的自我控制能
力、/团结协作、协调配合 0的集体行动能力等; /爱 0

则应包括热爱祖国和体育事业以及对比赛对手、裁

判员等所有奥运会参与者的普遍关爱。

  四、奥运会对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
作用

  2009年将是新中国成立 60周年。北京奥运盛

会将向全球展示 21世纪初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以人为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风

貌和优越性。

(一 )北京奥运会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

越性

新中国成立前夕, 美国人艾奇逊曾经说过: /中

国人口在 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

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

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

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0国民党没有解决,

所以他怀疑共产党能否解决。其实, 当时中国的人

口只有 4. 7亿人。而今, 中国有 13亿人口, 占世界

人口的 20%以上,在占世界耕地仅为 9%的情况下,

不仅早已解决了人民吃饭的问题, 而且还能举办奥

运会,每年邀请几千万旅游者到中国来。

中国继 2003年神州 5号载人航天飞船胜利返

航后, 2007年 10月嫦娥奔月火箭又成功升空。这

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 /世间一切事物
中,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

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0他在新中国诞

生之前就向世界庄严宣告: /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

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 不要很久就可以

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0。[ 13]

20世纪 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 中国不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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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某些西方 /预言家 0估计的那样行将崩溃, 相反,

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稳步发展,不断壮大;中国的发

展不仅没有像某些西方 /预言家0渲染得那样会对
别国造成威胁,相反, 中国正在为世界经济发展走向

平衡、普惠、共赢, 创造着新的机遇。那些对中国持

有偏见的人,通过北京奥运会更全面地了解中国。

2007年 10月,西班牙 5先锋报 6评论中共十七
大时说: /你最好将头探出人民大会堂, 看看外面的

世界,看看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是

中共领导这个国家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05欧华
联合时报6说: /中国人民从上百年的屈辱、牺牲、奋

斗的历史中找到和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光明大道。0

塞内加尔政府经济和财政部顾问阿里 # 安塔 #索

说: /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中国今
天的国际地位,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

的。0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孔塔帕里就此

指出, 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能力正赢得越来越多的赞许。瑞典国际问题研究

所专家拉格奎斯特则断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共的

执政能力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 14 ]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在于可以集中力量

办大事。为办好北京奥运会,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

全国人民团结协作,密切配合, 把人力物力集中到最

需要的地方。中国举办奥运会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

的巨大鼓励。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

口多, 底子薄,而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将赢得全世界的

敬佩,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样板,增强信心。

(二 )北京奥运会向世界诠释 /中国模式0
1986年我曾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写道: 从大时

代的角度看,当今世界正处于 /两种社会制度并存、

多种发展模式竞争0的历史时代阶段。中国的改

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而是对国家发展模

式的完善。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越来越

多的国家看成是一种成功的国家道路和发展模式。

所谓 /模式0,既有样式也有榜样的意思。北京奥运
会将从体育的角度诠释 /中国模式 0, 为中外相互学

习、取长补短创造良好的机会。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曾发表一

篇引起较大反响的研究报告,题为 5北京共识 6, 系
统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 /中国模式 0。雷默认为:尽

管他国不能重复中国的发展模式, 但 /中国的经济

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 也适合追求经济增长和改

善人民生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0。 /中国模式产生
的力量十分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讲, 对于亚洲其他

地区来说这是一种文化力量,对世界其他地区发展

中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典范。0雷默认为:所谓 /中

国将会毁灭0、/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 0等,都是明

显的错误。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吸引了不同国

家领导人的关注,俄罗斯、印度、巴西、埃及等发展中

大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对 /中国模式 0给予赞许。[ 15 ]

2007年 10月, 英国 5经济学家6载文指出: /世

界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身上找到了强有力的新引

擎, ,如果中国经济能继续腾飞, 将有助于为世界

经济保驾护航。0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素帕猜认

为: /中国强有力的经济成就应当成为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灵感源泉。0越南驻埃及大使黎进波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经验

对越南十分有益。塞内加尔国务部长兼外交部长加

迪奥称: / 30年前, 中国和非洲许多国家在经济上几
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已

成为世界强国之一。中国过去的发展经验值得借

鉴, 今后如何变革和发展,也将为非洲国家提供可循

的新模式。0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已在北京奥运会

得到具体的诠释。目前,国际舆论的主流看法是:中

国道路的成功不仅是共产党政权的胜利,更是人类

文明进步的一个重大成果。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

克利分校新闻研究院院长奥维尔 # 谢尔预言: /中

国有可能一步步建立起与世界交往和处理本国人民

事务的一种全新方式,它有可能发展成一个新的、也

许可行的长期发展模式 0。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

学专家詹姆斯 #曼说,历史证明, /如果我们不像世

界的其他部分一样认真地对待中国的新模式, 我们

可能会发现 , 站在历史错误一面的是我们自

己。0 [ 14]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本 # 侯塞因自

1999年 2月登基以来四次访问中国, 对中国日新月

异的发展和在发展中取得的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 /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成为阿拉伯世界

所认可的发展典范。0 [ 16]

  五、结论与展望

  正当本文即将发表之际,第 29届奥运会在北京

胜利闭幕,圆满成功。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闭幕

式致辞中称: /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
会。0各国主流媒体在也给予北京奥运会极高评价。

综上所述, 北京奥运会与东京、汉城奥运会相

比, 所具有的共同影响是: 促进了本国经济、科技腾

飞; 提振了民族自信心; 引起了社会进步;提高了本

国的国际地位。从 60年代到 2008年,分别在日本、

韩国、中国举办的三届奥运会,在不同时期和国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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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都对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 促进东北亚经

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与东京、汉城奥

运会相比,北京奥运会也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首先, 北京奥运会是迄今参赛代表团最多的一

届奥运会并创造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以来

的最好成绩。

其次, 北京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现中国文化发展

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与创新特色,为世界奥运史和

文明史作出自己的贡献。北京奥运会是在 21世纪

东北亚举办的首次奥运会, 是在信息科技普遍应用

条件下的一届奥运会,这是东京、汉城奥运会无法比

拟的。

第三, 本届奥运会中国经历的磨难要远远大于

东京和汉城。从年初的南方大雪灾、/ 3# 140拉萨
暴力事件、/藏独 0势力及海外反华势力对奥运圣火

的干扰到 / 5# 210四川汶川特大地震, 都对中国政

府和人民带来极大的挑战。克服种种困难办好奥运

会,这反而能衬托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能力和本

届奥运会的巨大成功。

第四,本届奥运会是在 / 9# 110事件后在东北

亚举办的首届奥运会,安全保障的任务艰巨。为确

保奥运会安全,北京市编制了周密细致的奥运安保

措施, 制定了场馆、消防、反恐防爆、要人警卫等涉及

奥运安保的详尽工作计划。北京市已建立起一个高

效、畅通的国家级奥运安保指挥系统。由中国的公

安部牵头,各个国家有关部门包括武装部队参加,应

对突发事件。北京奥运会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世

界各国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第五, 本届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和平大

国、成功大国的形象。全世界会通过北京奥运会重

新认识中国,特别是认识到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

形形色色的 /中国威胁论 0将不攻自破。北京奥运
会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

精神风貌。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将努力不断完

善自我,学习世界各国的长处, 提高本国国民的素

质。历史将证明,北京奥运会是一个包容世界各国

文明的盛会。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历来具有海纳百

川的包容性,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北京奥运会将有

利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借鉴,共同促进人类文明

的繁荣与进步。

第六, /后奥运经济0将克服重重困难, 保持持

续发展。有人根据国际上曾经出现奥运后经济萧条

或减速现象认为, 中国经济也会出现类似问题。笔

者认为,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尽管中国遇到高油价

和全球通胀、经济减速的不利因素, 但 /后奥运经

济0仍有巨大增长潜力。首先, 东京奥运会后 6年

才举办大阪世界博览会,中间有间歇断档,而中国则

没有。北京奥运会后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成立 60

周年, 2010年还将有上海世界博览会, 动力未减。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在区域之间尚不平衡,有些地方

依然贫穷落后,增长空间大得很。第三,四川汶川特

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而灾后重建

则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抵消部分出口压

力增大的影响。第四,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当一

国人均 GDP超过 3 000美元后,该国经济将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 国民素质和生活质量将有明显提高。

因此,只要全国上下政通人和,确保和平稳定的国际

环境,维护国内社会政治稳定,坚持科学发展观, 中

国的 /奥运后经济0就能继续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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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m e on Transcendence ofDeath

) ) ) The Study on K awabata Yasunari 's Theme From the V iew of Transcendence ofDeath

SHANG Yu- hong1, MENG Q ing- shu2

( 1 Educationa l Schoo l o f Public Fore ign Language, Jilin Un 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2 Schoo l o f L ibera l A rts the No rtheast No rm 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 ilin 130024, Ch ina)

Abstrac t: L ife and death is an eterna l concern of hum an be ings and th is topic is deve loped to the fullest ex tent in thew orks by Kaw aba-

ta Yasunar,i w hich is a lso what the cha rm o f his w orks lies. In the research on Kaw abata Yasunar i in both Japan and Ch ina, the dis-

cussion about h is them e of life and dea th has been w ide ly touched upon, how ever, no tm any researchers have perform ed the ir resea rch

from the perspectiv e o f " " the transcendence of death"", w hich w ill be the po int of view of th is paper. Th is spec ific pe rspective w ill re-

vea lm ore fu lly h is heartfe lt concern about so cial problem s and h is ultim ate devotion to hum an life problem s. Furthe rm ore, it is rea lized

tha t the com plex, re la tionsh ip ex ists betw een the rea l life and the them e o fK aw abata Yasunar.i It is favorable to co rrecting on on ly one

side of po litics and h is them e breaking aw ay from the rea lity

K eyW ords: the transcendence o f death, purity, re turn to trad ition, en try into dev ildom, creation of national esthe 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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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ac ts of O lympic Games to the countries in EastAsia

) ) ) Focus on Beijing O lympic Games

L IU Jiang- yong

( T singhuaUn iversity Institute o f Inte rnational Studies, Be ijing 100084)

Abstrac t: O lym pic Gam es has a lw ays been g iven m uch attention by internationa l society, its im pact surpassed w e ll beyond the fie ld of

sports and has w idespread to international po litics, econom y and society. Be ijing O lym pic Gam es is the th ird Summ er O lym p ic Gam es

in A sian coun try wh ich afte rTokyo and Seou lO lymp icGam es and it has im po rtant ro le. The three O lymp ic Gam es prom oted the deve-l

opm en t of econom ica l soc iety o f Northeast A sian Countr ies g rea tly. The three b ig ideas of "G reen O lym pics, H i- tech O lym pics, Peo-

p le s' O lym p ics" promo ted the deve lopm ent of sc ience and techno logy and im proved the hum an ity quality of Ch ina. The success o f Be-i

jing O lym pics showed Chinese cu ltura l and nationalities character istic, fash ioned and innovationa l feature.

K eyW ords: Be ijing O lym pic Gam es; Northeast A sia; Ch inese economy; G reen O lymp ics; H i- tech O lymp ics; P eop le s' O lymp 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