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不跟風」抗毒計劃之禁毒口號比賽﹕ 

冠軍 
 

5B 黃文雅 

 

《京奧「錢」途》(經濟角度)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熊熊的聖火在“鳥巢”，歡慶的

焰火經過四年再次升騰，火樹銀花綻放在北京的夜晚，

讓不同膚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們共同見證這百

年夢圓的一刻──北京奧運。不過，它熣燦的背後居然

有一個「奧運陷阱」？ 

 

一般而言，在奧運之前，國家的經濟會受有關奧運的大

規模投資而急劇膨漲，然而這種經濟泡沫可能會使國家

在遠期回復正常時形成急劇萎縮，造成不可推測的經濟



損失，這種現象通稱之為「奧運陷阱」。 

 

而當說起「奧運陷阱」，最出名的就要數一九七六年的加

拿大蒙特利爾奧運會。當時政府的投資完全失去控制，

由最初預算的一點二五億美元急升到最後的二十四億美

元，提高近二十倍，而當中的虧損額更達十多億美元。

而即使是被世界推崇為「最成功的主辦城市」的悉尼，

在會後也要為其二千年奧運會還債。那我們又即將會怎

樣呢？ 

 

回想起北京在零一年提交申請成為奧運主辦城市的報告

書中，官方確認的場館投資總額為十六點二五億美元。

不過按近期奧林匹克研究中心的估算，奧運預算總投入

應增加到約四百二十億美元（即約二千九百億人民幣），

雖然當中只有約四十五億美元是直接用於奧運之上，但

將這個數字比對起當初預算的竟高出約一百七十七個百

分點。而再比起當年加拿大的二十四億美元、悉尼當年

的二十三億美元也還要高多一倍。看來中國在要辦「一

屆最好的奧運」的同時，似乎也辦了「一屆最昂貴的奧

運」。 

 

溫家寶總理說過：再小的數字乘以十三億，也會變得很

大；再大的數字除以十三億，也會變得很少。這話的意

思是指人民遇上再大的困難只要共同面對，即可捱得

過。若我們將這話套用於中國的經濟難關上便可注解

為：只要大家共同承擔就必定捱得過，可是，飽受內憂

折磨的同胞們，您們還能捱下這二千九百億嗎？ 

 



 

或者有人認為，這二千九百億是不必要的，沒必要為那

癲峰的十六日去為人民雪上加霜。不過我認為這片霜的

來源，與中國的好客之道有著莫大的關係。 

 

中國人一向注重面子，作為主人家請客定必要大肆鋪

張，以最好、最豪華的去招待客人，何況作奧運的主人

更是一輩子一次的稀事，自然更要搞得「好好睇睇」，用

的是最高科技、最新的設計、最大的投資。 

 

就算這瘋狂的投資被遏止時已經進入了一個無可挽回的

局面，只因大部份的工程已落實，口號由「一屆最好的

奧運」變成「一屆最節省的奧運」，也改得不了今次是「一

屆最昂貴的奧運」的事實。 

 

名利當前人難免會受虛榮之心所引誘，本文之意不在評

批諷刺國家政府的熏心利欲，而是盼人以史為鑑。我說：

自家的事搞得再得體，買單的還不是自家的人；國家的

事搞得再體面，買單的還不是自國的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