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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8C_97_c26_26260.htm 2004年北京市公务员录用考试《申

论》试卷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

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

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答卷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做答。

二、资料 1、新华社2004年7月27日报道说，北京市领导指出

，在筹办2008年奥运会过程中，北京奥组委及其他相关部门

必须牢固树立“节俭办奥运”的观念，尽最大努力降低工程

造价。针对奥运场馆建设他提出：一是要挖掘存量，尽可能

利用现有体育场馆，减少重复建设；二是新建场馆标准要适

度，在满足赛事需要的前提下重新调整项目规划，通过设计

优化、技术论证、科技攻关、科学管理等手段，千方百计降

低工程造价；三是新建、改建场馆要充分考虑赛后利用。目

前北京市已决定对2008年奥运会场馆建设方案进行重新调整

。 中心：重新调整2008年奥运会场馆建设方案 2、从2004年7

月30日起，原本正在施工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

”工地开始变得“异常寂静”，这项浩大工程暂时停工了。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重新修改施工方案，待修改完成后，“鸟

巢”将重新开工。另外，与“鸟巢”相邻的国家游泳中心“

水立方”，已明确核减超出批准规模的建筑面积7800平方米

，减少投资0.9亿元。五棵松篮球馆经过设计调整，取消了原

方案位于篮球馆上部的商业配套面积，建筑面积由11.7万平方

米压缩到6.5万平方米，造价减幅过半。据悉，2008年奥运会



期间在北京共需要30个比赛场馆，其中北京市负责建设18个

场馆。通过充分挖掘现有资源，北京市将原计划需要新建

的10个场馆，减少到5个，增加了改扩建和临时场馆的数量。

在奥运会所需的60余处训练场馆中，除了包含在比赛场馆内

的20余处，其余40余处全部利用现有场馆。 中心：2008年奥

运会场馆建设修改方案减少支出 3、据北京奥组委官方网

站2004年2月19日报道：2月17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节俭办奥运”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控制和降低奥运会筹办

费用，提高工作效率，北京奥组委制定、印发了《29届奥林

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机关关于节俭办奥运的若干规定》，

要求组委会各部门、全体工作人员和奥组委各项工作的全过

程自即日起依照执行。 《规定》指出，节俭办奥运要坚持精

简适度、精打细算的原则，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力戒

讲排场、求奢华、摆阔气，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规定》要

求北京奥组委各部门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采取严格的风险

防范措施，规避风险造成的损失和浪费。 中心：第29届奥林

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机关出台关于节俭办奥运的若干规定

4、新华社雅典2003年8月13日电：2004年雅典奥运会将成为奥

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奥运会又回到了它的古代发源地

和现代奥运的兴起地。由于国际奥委会正力图控制并削减不

断增长的奥运会费用和规模，雅典奥运会还将成为未来奥运

会的另一个里程碑。国家奥委会说，雅典奥运会比赛项目保

持不变，但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缩减到28项，参赛运动员

控制在10500名。目前举办奥运会的成本约40亿美元，很多潜

在的申办城市由于囊中羞涩而放弃竞标，而国际奥委会的改

革措施至少可以节省4亿美元的成本，这无疑扩大了申办城市



的范围。 中心：从雅典奥运会开始，国际奥委会改革力图节

约 5、比利时人罗格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一直对现代

奥运会的“巨人症”心存忧虑。他曾公开表示，奥运会规模

越办越大势必对承办国的组织工作造成巨大压力。他承诺，

他将结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延续了几十年的“扩张主义”。

国际奥委会126名委员在114次全体会议上就棒球、垒球及现

代五项的去留问题进行最终表决。此间媒体普遍对这次罗格

的“裁员”计划报悲观态度。他们认为，一个项目通常和各

自单项联合会及相关赞助机构的经济利益挂钩，删减项目可

能对这些机构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因此这些机构势必会通过

其“代言人”向奥委会施压，从而保留这些项目。一些奥委

会官员也表示，有关裁减奥运会项目的决定极有可能被延迟

，而原定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常规项目进行的修改至少要

到2012年奥运会才能得以实施。 中心：国际奥委会主席提议

削减奥运会项目 6．北京市已启动90余项奥运会重大前期建设

项目。记者2003年3月从北京有关部门获悉，这些项目预计

在2008年之前全部建设完成。除奥运场馆的建设外，城市环

境、城市交通、水资源供应、城市通信四个方面是未来几年

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重点。与之相配套，预计在未来

五年内，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增加到2250亿元左右。 据介

绍，上述项目的启动，与北京市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有直

接关系。为满足举办奥运会的需要，城市基础设施要继续加

大投资力度，北京市原纳入“十五”计划中的一些项目要提

前实施，同时又新增了一些建设项目。 中心：2008北京奥运

会重大前期建设项目，加大城市基础建设投资力度 7．雅典

奥运会期间，北京市奥组委执行委员魏纪中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曾指出，奥运“瘦身”不仅是对奥运会规模的控制，对体

育场馆规模过大、标准过高的控制，还应包括对其它相关活

动的控制。业内人士注意到，与“瘦身”行动遥相呼应

，2003年以来北京筹办奥运会的提法已从过去的“最成功的

奥运会”，悄然转变为“节俭办奥运”。 目前，北京已着手

对2008奥运会的收支预算进行调整。其中，最初预算的3亿美

元安保费用将有大幅增加。按照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提

出的预算，这届奥运会预计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而安保费

用的大幅增加有可能影响到北京奥运会的盈利状况。 中心：

北京着手调整2008年奥运会的收支预算。 8．在2004年11月1

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在北京访问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

格说：“我想就节俭的奥运会的问题进行一下澄清，节俭不

是奥运会的目标，成功才是奥运会的目标。在我们谈到节俭

的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要避免误解。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举

办城市，北京市和国际奥委会签署了一份《举办城市合同》

，这份合同对比赛组织、服务、场馆建设等方面的要求进行

了非常明确的定义。我们知道，北京奥组委按照合同规定履

行相应的要求和义务。某些媒体关于节俭的奥运会的报道让

我感到有点吃惊，因为我们将拥有一届杰出的、高质量的奥

运会，也是按照我们和中国签署的合同规定执行的奥运会。

” 中心：国际奥委会主席澄清：节俭不是奥运会的目标，成

功才是奥运会的目标 9．巴赛罗那自从举办奥运会后游客猛

增，旅游收入已经成为该市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巴赛

罗那奥运会是成功的，经济收入也十分可观。20世纪90年代

初，欧洲经济不甚景气，而西班牙经济却因奥运会的拉动持

续稳步增长。根据1994年初公布的官方材料，1992年巴赛罗



那奥运会的总收入为1946亿比塞塔（大约合15亿美元），总

支出为1942亿比塞塔，收支平衡，略有赢余。奥运会使西班

牙大大受益，而受益最多的要数巴赛罗那。在奥运会之前，

这个城市基础设施较差，市容市貌一般，交通拥堵，经过筹

办奥运会前的建设，巴赛罗那旧貌换新颜，如今已成为以港

口、旅游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西班牙第二大城市。 中心：巴赛

罗那奥运会的收益 10．1986年汉城亚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

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使韩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也使韩国的志

愿活动得到了长足发展。1999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当时

仅首都汉城就有175个志愿者服务团体，共有志愿服务人员

近8万人，而全国登记的志愿者更是达到60多万人。随着志愿

活动在韩国的开展，志愿者人数最近几年呈不断上升趋势，

活动领域也不断拓宽，涵盖了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地区社

会公益活动、维护交通秩序及老人和残疾人服务等各个方面

。 中心：奥运会促进志愿活动的开展 11．对雅典奥运巨大的

亏损额，各界人士有不同的看法。雅典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拉

尼洛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组委会来说，这届奥运会

肯定亏本，这已经确定无疑了。但奥运会对雅典的城市建设

和人民生活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奥运会使雅典城市建设水平

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此次奥运会上雅典观众对各国运

动员的热情态度也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给全世界人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雅典奥委会秘书长卡普拉洛斯表示，奥运会

留给雅典比其它城市都多，因为其它奥运会主办城市已经有

了相当雄厚的体育基础设施，但在雅典，希腊人不仅修了很

多先进的体育场馆，而且还修建了很多基础设施，尤其是在

交通方面，实际上希腊政府只是把未来20年给雅典的投资都



花在这4年了。从历届奥运会来看，奥运会前期投资巨大，要

实现收支平衡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澳大利亚奥运代表团官

员在雅典说，悉尼奥运会的效应不能只简单地做一些成本收

益分析。奥运会对举办城市是一次独特的体验，其本身就有

很强的吸引力，举办奥运会能为这些城市带来更大的声誉，

也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中心：奥运会的收支平衡和后继效

应 12．罗格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不久便直言不讳，“奥林匹

克体育场是一座费钱费事的累赘建筑”。1976年的加拿大蒙

特利尔奥运会的体育设施浪费情况可谓前无古人，这是历史

上场馆浪费最为严重的一次。蒙特利尔原本想办一届“俭朴

”的奥运会，初期预算只有1.25亿美元，但到后来整个规划却

完全失控，最终耗资约15亿美元，仅奥运会主体育场就花去

了3.5亿美元。在过去27届奥运会赛事结束后，因场馆、奥运

村等相关设施出现闲置，已使举办城市普遍焦头烂额。

如1960年罗马奥运会兴建的奥运村，由于距市区太远，难得

有人光顾，房产严重闲置浪费。事实上，即便是开商业运作

先河的洛杉矶奥运会，或是被誉为“历史上最成功”的悉尼

奥运会，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体育场馆闲置、投资难以得到

回报等情况。 中心：世界各国的奥运会硬件建设不同程度出

现浪费 13．在国内，根据北京大学首都经济研究室的报告，

包括九运会、亚运会和大运会新建和已建体育场馆的调查，

所有场馆从建成之日起就存在亏损，收入根本无法与日常维

修和维护持平，高昂的收费又使老百姓无法消受。按照北京

奥组委的规划，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游泳比赛场馆将成为

向北京市民开放的水上娱乐中心，而体操比赛场馆将用于杂

技、马戏和文艺表演。即便如此，仍旧有业内人士对奥运会



后场馆的利用率表示担忧。 与奥运场馆的建设同步进行的还

有大量的房地产项目，然而这些房地产项目能否真正成功获

益并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更多的人在担心奥运会结束

之后，以房地产泡沫为代表的“奥运泡沫”的到来。以往有

些举办城市虽然从奥运会组委会的角度实现了收支平衡，但

其中收入部分已经包括政府拨款一项，而政府却可能已经为

此承担了巨额债务。如1992年巴赛罗那奥运会尽管为奥委会

带来了500万美元的收入，但同时留给政府和公众的债务则总

计达6.1亿美元。这些历史教训值得引为借鉴。为此，北京奥

运经济研究会会长反复提醒，奥运会所带来的“发展”一定

要建立在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要求基础上，才能避免泡沫的

发生。 中心：奥运会后场馆的利用问题，学者提醒避免“奥

运泡沫”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