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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延期 日本经济受得住吗

4000万入境游客“梦碎”

“2020年，日本将吸引4000万境外游客

赴日旅游。”这是日本政府基于今年东京奥

运会、最早樱花季等一系列旅游利好曾立

下的豪言壮志。如今，这一目标恐难如期实

现了。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日本入境游

客量大幅减少，当地旅游业迅速“入冬”，

有观点认为，日本的游客量将出现自2011

年3月大地震以来最大的降幅，短期内恢复

难度较大。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全球疫情防控形

势越发严峻的当下，东京奥运会推迟的消息，

更让日本旅游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复苏之

机。3月24日，作为东京奥运会中国奥委会辖

区官方票务代理机构的凯撒旅游明确表示，

只要东京奥运会没有结束，凯撒旅游的代理

就不会改变。凯撒旅游体育奥运项目负责人

席瀚回应称，一切工作将根据东京组委会的

通知推进。

实际上，由于今年日本樱花季提前12天

到来，加上中国春节假期、东京奥运会的影

响，日本本该在上半年迎来数轮境外游客热

潮。然而，受疫情影响，今年，日本樱花季风光

不再，不仅当地的“花下野餐”赏樱活动被叫

停，而且，东京都政府也取消了举办多年的

“樱花祭”，此外，“千代田樱花节”点灯活动也

未能如期举办。

受旅游业遇冷的影响，日本航空、邮轮等

行业也纷纷步入低谷。据日本国内航空公司

加盟的定期航空协会统计数据显示，预约取

消、新订单的减少导致2-4月日本各家公司的

旅客收入低于预期3000亿日元；3月2日，日本

神户夜光邮轮公司还宣告破产，成为日本首

家因新冠疫情破产的邮轮公司。

日本政府观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月访

日游客约有108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约

58%，降幅破历史纪录。而且，截至今年2月，

赴日游客已连续5个月减少，其中，2月中国游

客仅为8.72万人，同比降幅高达88%。

被寄予厚望的“旅游大年”

近年来，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接踵而

至，日本旅游市场屡受重创。2018年9月，访

日外籍游客还出现了过去五年多以来的首

次下降。在此背景下，当地不少商家都将下

一个重点发力目标锁定在了2020年提前到

来的樱花季及东京奥运会。从旅企到政府，

日本旅游业摩拳擦掌，计划要在今年实现旅

游大“丰收”。

此前，日本当地媒体曾报道称，随着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临近，东京酒店价格大幅上涨，

部分民宿甚至将奥运会开幕式当天（7月24

日）的住宿价格上调至平日的23倍。日本当地

旅行住宿网站信息显示，7月24日-25日，东

京市中心地区民宿价格普遍上涨，收费超过

10万日元（约合6400元人民币）的民宿不在少

数，甚至有研究人员表示，尽管酒店建筑业蓬

勃发展，由于奥运相关旅游业的预期激增，东

京仍会出现客房供应短缺。

有OTA曾预测，2020年东京奥运会期

间，赴日游客对旅游内容的需求量将较同期

增长11倍。而且，在樱花季距离鼠年中国春节

较近等原因的带动下，2020年日本将迎来新

的旅游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原本的2020年旅

游业发展计划中，中国游客将扮演举足轻重

的角色。据统计，去年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达

959万人次，占访日外国游客总人次的30%，

消费额所占比例接近40%。如今，中国游客数

量骤降，直接给部分日本商户带来了“致命一

击”。据悉，受中国游客大量减少影响，日本老

字号旅馆“富士见庄”向地方法院提出了破产

申请。据悉，这家创立于1956年的老牌住宿企

业近年来一直以接待中国团队游客为主，此

前每月房间一直是呈满员状态。

“回血”牌该怎样打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

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看来，东京奥

运会的推迟会让日本旅游业“很受伤”。“现阶

段，疫情冲击着全球旅游业，其中，日本的情

况则更为特殊。为了迎接奥运，当地很多旅行

社较早地制定了相关的旅游路线，在售出了

相关产品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费用，大量的

退订订单给企业的资金流带来了巨大压力，

甚至有部分企业面临破产风险。”

尚游汇文旅董事长钟晖则表示，“奥运会

作为一项体育赛事，对举办地形成的旅游拉

动力还是颇为可观的，而且会在奥运闭幕后

持续较长时间”。钟晖举例称，比如赛前的酒

店和相关产品的预订、门票销售以及赛后奥

运场馆的参观等都是境外游客消费的重

点。他进一步介绍：“同时，除了旅游业本

身，奥运会还衍生出不少业态，如文创商

品、周边销售等产业链的延伸。但正因为奥

运的准备周期较长，也拉长了旅游业的准

备工作并产生了大量的资金投入。”除奥

运会外，据钟晖介绍，此次提前的樱花季

也与奥运会形成了“叠加效应”，但受疫情影

响，日本的主要客源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

的出境游客大幅减少，加上日本本国的疫情

形势不断加剧，短时间内日本旅游业恐“元

气大伤”。

那么，全球旅游业“首当其冲”的日本旅

游市场，到底应如何“回血”呢？钟晖表示，日

本旅游经过长期的发展，拥有较完整的体系，

入境游品类相对丰富，想要恢复元气并非难

事。“日本旅游业的一大优势就是一年四季

皆可出游，樱花季、温泉游、跨年、初诣等大

型活动使其受时间和季节的限制相对较少，

也更具弹性。”他进一步分析，想要挽回流失

的客源，日本可从提升签证便利、密织航线

等方面入手。同时，日本的历史、文化等对游

客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后，日本可针对中国游客适当增加大型活

动的组织、推出机酒产品优惠、增加海岛游线

路、适当推出免税店打折活动等，“唤醒”旅游

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杨卉

奥运会推迟一年

该来的还是来了。当地时间3月24日，国

际奥委会宣布，鉴于新冠肺炎感染患者数量

急剧增加，国际奥委会需要在不同的状况下

采取措施，在与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和东京

都政府讨论后，完成疫情对奥运会冲击的评

估，决定推迟东京奥运会至2021年夏天举行，

延期后的奥运会名称仍保留“2020年东京奥

运会和残奥会”。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安倍电话会议得

出结论，在目前情况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4

日提供的信息，为了维护运动员的健康，东京

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必须重新安排到2020

年以后，但不得迟于2021年夏天。双方一致认

为，在这个动荡时期，东京奥运会可以成为世

界的希望灯塔，奥林匹克圣火可能成为当今

世界所处隧道尽头的曙光，因此奥林匹克圣

火将继续保留在日本。

对东京奥运会来说，延迟的命运似乎早

已确定。当天早些时候，《今日美国》便已报道

称，资深国际奥委会委员迪克·庞德当地时间

23日透露，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推迟至2021

年，有关细节将在未来四周内制定。报道称，

庞德在电话采访中说：“根据国际奥委会提供

的信息，已决定推迟东京奥运会。尚不确定推

迟的具体计划，但东京奥运会将不会在7月24

日开始，这就是我知道的。”

过去这段时间，关于东京奥运会是否延

期的问题已经形成了一场拔河比赛，一边是

外界不断呼吁国际奥委会迅速作出决定，在

目前的环境下已经不适合如期举办；另一边

则是日本政府始终坚持如一的奥运会“不会

延期，更不会取消”。直到23日，日本首相首次

松口，称如果不能以完整的形式举办，将不得

不考虑延期。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先

后宣布退出今年夏天的东京奥运会。

巨额损失压顶

日本的态度不难理解，对日本来说，硬着

头皮举办奥运会就像是一场豪赌，赌疫情不

会影响举办奥运会，而奥运会则一定会给日

本经济带来起色。日本东京都政府曾估算，

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带来的经济辐射

效果，从申办成功的2013-2030年约17年间

内，日本全国总计经济效益将达32万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2万亿元）左右，年均GDP将推高

9000亿日元。

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日本政府已经

为奥运会投入126亿美元。如果东京奥运会被

延迟，相关投入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日经新

闻》认为，奥运会推迟的损失将在54亿-63亿

美元之间，这些损失只是奥运会本身的损失和

推迟一年造成的财政消耗。如果奥运会被取

消，损失将达到410亿美元。

如今，连同奥运会的推迟，一系列麻烦已

经在路上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

研究所所长胡继平提到，日本已经为此投入

了不少预算，而且一些新建的设施，包括场

馆、酒店、运动员的住所等，原计划是开完奥

运会就卖出去的，推迟的话就意味着前期投

入的资金一下子收不回来，据说已经有一部

分被卖掉了，如果属实的话就会涉及到大量

违约金的问题。另外，日本一些志愿者也已经

准备妥当，如今延期就意味着一切都要推翻

重来。

同样涉及违约金的还有转播方面的问

题。胡继平称，虽然疫情的影响是客观原因，

但转播方已经买下了这个时段的内容，违约

问题再起。而到了明年，又会有新的转播权的

问题，因为买方通常都会提前一年左右的时

间购买转播权，这意味着东京奥运会明年可

能卖不出去那么多了，问题接连而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

也称，对日本经济来说，疫情以及中美贸易摩

擦的阴影、日本国内税制政策的调整等，都对

日本国内经济形成了一定的打击，再加上奥

运会的推迟，导致访日游客大量减少，国内餐

饮业住宿业旅游业都会受到很大冲击。而且

游客对日本经济贡献非常大，在日本的老龄

化背景之下，国内内需不振，游客提供的内需

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量。如果疫情时

间持续，很可能会让游客的兴趣产生转移，对

日本不再有强烈的热情，一旦形成这种思潮，

日本再想让游客回来就很难了。

“失败”的新时代

经济损失已经让日本倍感压力，但别忘

了，东京奥运会对日本来说，早已不单单是一

场简单的体育盛会了，它还承载了日本经济

的希望，甚至是日本人摆脱困境的希冀。1964

年的东京奥运会被视为日本国运的转折点，

此次奥运会之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然而随

着失去的20年的到来，日本经济也始终不见

起色，在此背景之下，举办奥运会就成了安倍

政府的重要举措。

刘军红称，奥运会对主办方有两方面的

正向影响，一来国际社会会更接受这个国家，

二来对国家的民族士气也有很大的提振作

用，可以说，日本期望奥运会带给它重振的机

遇和机会，毕竟日本经济自冷战结束后就一

直持续低迷，所以才有了后面的失去的20年。

此前日本更改新年号就是希望开启一个新的

时代，再加上奥运会的提振，希望借此实现目

标，摆脱过去的阴霾，从而进入新时代。但现

在的情况是，奥运会延期一年，就相当于以开

放的姿态、和平的方式迈向新时代延期一年。

现在，奥运延迟已成定局。但需要注意的

是，对日本经济而言，2020年的挑战却不只奥

运会延期这一件事。《日经新闻》在24日的报

道中提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令私人消费和

商业情绪降温，日本政府预计将在3月作出近

七年来最悲观的经济评估。该报道称，在3月

的月度报告中，日本政府将在6年零9个月来

首次放弃将经济描述为“复苏”的措辞。不过

《日经新闻》并未注明该消息来源。

不管日本政府会不会删去“复苏”的表

述，现实的情况是都已经十分明显了。实际

上，如今的日本面临的是多重困境，一方面奥

运会延期带来巨额损失，另一方面疫情影响

抑制消费，再加上去年上调消费税的后遗症

显现，几乎可以算得上三重打击。

《朝日新闻》报道称，受疫情影响，访日外

国游客所带来的销售额大幅下降，再加上日

本人减少外出，导致本土消费也出现了大幅

减少。此外，由于去年10月上调消费税的影

响，日本内需已经出现了滑坡。因此，当地时

间17日，日本经济大臣西村康稔表示，将考虑

多项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经济的

冲击。其中，不排除下调消费税的可能，而这

距离日本去年10月1日上调这一税率刚过去

不到6个月。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如果一切顺利，2020年本应该是日本的

希望之年———在经历了消费税上调、贸易摩擦

等考验的2019年后， 本想借着2020年的东京

奥运会摆脱经济低迷， 走入真正的令和新时

代，但随着压力的增大，日本首相安倍放弃“挣

扎”，东京奥运会推迟至2021年夏天正式获得

“官宣”。与此同时，日本即将在月度经济评估

报告中删除“复苏”表述的消息也不胫而走，不

管最终日本会不会作出这样的举动，真实的情

况早已比月度报告更早地说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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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都预计增加约130万人，东京都以外约增加64万人就业

日本全国总计经济效益：32万亿日元经济效益

3月24日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决定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犹如一
颗重磅炸弹投向了日本旅游业。有经济学家测算，东京奥运会推迟将导致日
本损失超3.2万亿日元，其中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日本奥运游将受到严重冲击。
此外， 原本应与东京奥运会共同形成今年旅游热点的日本“史上最早樱花
季”，也因疫情重创而成为了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以来的“最惨淡樱花季”。
在业内看来，日本旅游业在受到多方冲击后，怎样挽回流失的出境游客，尤
其是消费力较高的中国游客，将成为日后的工作重心。

预计2020年日本的增速
为-0.7%， 若奥运会遭到
取消，那么全年可能会发
生1.5%的经济萎缩。

———野村证券

正常情况下有30万外国游客将在
东京奥运会期间访日，但如果奥运
会遭到取消且疫情得不到控制，那
么日本将遭遇1.4%的负增长。

———日兴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