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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近年来上海全球体育城市排名位次持续下降袁 这与卓越全球城市建设的
愿景存在偏差遥 体育赛事作为体育城市发展的催化剂袁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国际
机构对全球著名体育城市量化评估的基本看法遥 目前学者们没有给出野赛事之都冶
的确切定义袁对体育赛事之都建设的广度和深度了解不够遥 在城市发展中袁体育赛
事往往被当作一个孤立的要素存在袁缺乏与城市发展的融合遥 围绕城市发展战略袁
将赛事之都建设纳入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之中袁对野赛事之都冶定位进行分
析遥 调查发现院上海在建设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广度与深度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袁但存在赛事亲民化不足袁由赛事推动的城市设施规划的大众利用转化率较
低袁缺乏国际话语权等问题遥 提出院上海在建设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过程中
应进一步丰富赛事种类与级别袁加快引进或成立体育赛事发展的专业性机构袁提升
依托赛事建设的体育设施社会服务效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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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the ranking of Shanghai has been declining in global sports cities, which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vision of excellent global city construction. As a catalys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ities, sports events, to a large extent, will influence the basic view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
tions on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world famous sports cities. At present, scholars have not giv-
en the exact definition of "sports events capital", and they do not have enough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width and depth of the sports events capital construction. In urban development, sports events are often
regarded as an isolated element without being integrated with urban development. Centering on the ur-
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rts events capital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on-
struction of a world-renowned sports city in Shanghai and b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ports events
capital" orientation.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Shanghai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world-class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capital in terms of the width and depth,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people-oriented events, the low public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urban facility plan promoted by the sports events, and the lack of international voice.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world's first-class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capital,
Shanghai should further enrich the types and levels of sports events, speed up the introduction or estab-
lishment of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events, and improve the social ser-
vice efficiency of sports faciliti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events.

Shanghai; sports events capital; sports city; sports events; width and depth; construc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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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性重大专业体育赛事不仅是建设全球著名

体育城市的构成内容袁 也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有效

手段遥 伦敦尧东京尧巴黎尧纽约尧洛杉矶等城市不仅在

多个国际上具有权威声望的体育城市榜单上占据前

排位置袁 而且这些城市也经常出现在全球顶级城市

榜的前列遥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在推动体育城市

建设上作出了诸多努力袁 如 2015 年上海正式出台

叶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的实施意见曳袁提出野到 2025 年袁基本实现全球

著名体育城市的建设目标袁 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

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尧 国内外重要的体育资源配置

中心以及充满活力的体育科技创新平台冶遥 然而袁
在世界上最具权威的体育市场数据和情报提供者

英国 SPORTCAL 机构推出的全球体育影响力调查

报告渊The Global Sports Impact冤中袁上海在全球体育

城市排名中从 2015 年的 25 名下降到 2018 年的 33

名 [1]遥 体育城市缺乏本土特色尧类型定位模糊尧体育

氛围不强尧城市公共体育空间不足尧体育需求被忽视

以及公众体育参与处于初级阶段等深层次问题袁是
SPORTCAL 机构给出的上海市体育城市排名下降的

具体原因遥 反观伦敦尧东京尧巴黎尧纽约尧洛杉矶五大

全球著名体育城市袁体育人口众多袁运动理念深入人

心曰体育消费旺盛袁体育产业发达曰体育基础设施完

善袁体育场馆功能性尧便捷性和利用性是推进城市发

展的重要平台曰有承办顶级赛事的经验曰职业体育发

达袁拥有数量众多的顶级职业俱乐部袁体育赛事驱动

城市发展引擎彰显曰体育传播无处不在袁是传媒最有

活力的组成要素遥赛事及其效应与城市融合袁形成独

特的赛事之都文化是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重要特

征遥 可见袁上海在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上滞后袁主
要原因是对野赛事之都冶理解不够袁造成理想与现实

背离遥目前关于野赛事之都冶研究十分缺乏袁学者关注

的重点集中在体育城市建设上袁 体育城市的相关研

究成果与野赛事之都冶研究虽有交叉袁但总体还缺乏

对野赛事之都冶的专属研究遥
国内外学者对赛事推动城市发展的研究大多

聚焦于通过城市举办高水平职业体育赛事带动城

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遥 虽然众多研究都表明举

办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软硬件建设都有积极推动

作用袁但谭艺等人指出袁尽管大型体育赛事是城市

重建渊Urban Regeneration冤的加速器或催化剂袁但体

育城市发展与转型取决于能否把赛事融入到城市

的长期发展规划之中 [2]遥 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的促

进作用并非与生俱来袁城市需要对赛事的影响进行

理性分析袁充分发挥赛事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遥 当

前研究既没有把体育赛事放到一个城市发展规划

的战略高度去考量袁也没有从城市科学发展的视角

去看待体育赛事的作用袁赛事的数量和规格只是体

育城市建设的初期目标袁这与建设完善的野赛事之

都冶仍有较大的距离遥 跳出赛事看赛事与城市的融

合袁就必须对野赛事之都冶的广度和深度进行考察袁
并以此给 野赛事之都冶 提供客观理性发展依据遥 因

此袁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都袁必须明晰赛

事是手段袁野都冶才是结果袁赛事要以野都冶为出发点袁
满足野都冶发展的要求遥 本文通过分析上海在建设世

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取得的经验尧存在问题尧面
临困难和发展挑战袁 提供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可操作

性建议与对策遥

体育野赛事之都冶聚焦于野赛事的都市冶袁因此不

能简单将其理解为一般的野体育城市冶遥 依据野赛事冶
和野都冶的定义袁野体育赛事之都冶不仅值得研究袁而
且应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的研究遥 这个广度的研究

表现在野赛事冶和野都冶上袁无论是特点还是类型袁应
具有一定的维度袁体现出研究内容的丰富性曰但同时

野赛事 + 都冶的融合要明显地体现出国际性尧地域性

和民族性特征袁 尤其是世界一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

都袁倡导从深层次上挖掘上海作为体育野赛事之都冶
所应具有的城市内涵尧民族特点和文化交融遥这种广

度和深度的研究袁在现有文献中是比较缺乏的遥
通过对文献梳理与回顾发现袁一方面袁对野赛事

之都冶的建设并无专属性研究袁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体育城市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曰 另一

方面袁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如何契合袁从哪些方面契

合袁此类的研究十分不足袁因而最终还是要回到野赛
事之都冶的本源上来遥

从上海体育城市排名不升反降可以看出袁上海

在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过程中一定出现了问

题遥 但现有文献大多混淆了体育野赛事之都冶与野体
育城市冶之间的概念袁把独特性或专属性研究理解

为普遍性的泛化研究袁导致研究文献雷同较多遥 本

文将着重对野赛事之都冶进行定位与分析袁首先通过

对野都冶的准确理解袁解释野都冶的构成内容和目标指

向曰然后延伸分析体育野赛事之都冶应有的广度与深

度袁最后通过比较与分析袁探寻上海在建设世界一

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过程中的认知尧行动和配套建

设等软实力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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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大词典中关于野都冶的解释有 7 项 [3]院
首要词义是野大都市冶袁因此野赛事之都冶表明袁承担

赛事的载体首先是野大都市冶曰第二个词义是野一国

最高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冶袁凸显行政机关所在地袁
籍此理解袁野都冶表明该地应当拥有举办或承办体育

赛事袁并具有较高地位的体育机构或单位曰三是野美
好冶袁这是一种情感的表达袁旨在说明体育赛事应当

为城市创造美好生活曰四是野总冶的表达袁这是一个

集合概念袁表明赛事的数量尧层级和种类袁也就是说

赛事的含括面要很广曰五是野居冶袁也就是野位于冶的
意思袁 体育赛事在城市发展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袁
是否在战略上与野都冶相匹配曰六是指野头目尧首领冶袁
如果把意思转换一下袁亦指野话语权冶袁表明在国际

体育赛事机构中的人员任职情况曰七表达的是野姓
氏冶袁看似无关袁实则有关袁野姓氏冶表达的是家族血

缘的符号袁即以野都冶命名的城市应具有源于城市本

土特色的知名赛事袁 如墨尔本的澳式橄榄球职业

联赛遥
如果按照上述 野都冶 定义所包含的内容来解释

野赛事之都冶袁本文认为袁所谓的野赛事之都冶是指拥

有特殊的体育发展地位与影响力袁体育特色鲜明袁大
众体育参与广泛袁 经常性举办各种类型和层级的职

业与大众体育赛事的特大城市遥
综上袁根据本文对野赛事之都冶的概念界定袁发现

建设野赛事之都冶袁既要意识到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

的多维作用袁 也要认识到城市的发展要推动体育赛

事不断地深入变革遥 只有从广度和深度综合考量体

育赛事与城市发展的融合袁体育野赛事之都冶建设的

发展格局才能形成遥

上海正在建设全球卓越城市袁在体育对标卓越

城市的建设过程中袁野赛事之都冶建设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内容遥 从概念的内涵去探究袁野赛事之都冶的广

度主要是指赛事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遥 目前学者

们在赛事对城市发展影响的研究上主要涉及以下

方面遥
渊1冤赛事可以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袁这是大多数

学者的观点遥 有学者表明赛前的经济增长主要通过

场馆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带动袁 赛中旨在引导

赛事相关人群尧 观众及游客的消费来促进经济的增

长袁 赛后的城市经济在短期内还会持续受到赛事期

间需求余波的影响遥 鲍明晓指出主办奥运会能够有

效带动主办城市和地区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4]遥
黎冬梅等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袁 大型体育赛事的

举办能够加快城市产业的优化升级袁 使城市经济在

赛后仍然能够继续保持活力[5]遥
渊2冤城市举办体育赛事能够提高居民的体育参

与度遥体育城市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体育人口数量袁一
个没有广大居民参与体育运动的城市袁 很难说是一

个成功的体育城市遥尹永佩等的研究也表明袁大型体

育赛事对促进上海市民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各类体

育活动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6]遥
渊3冤赛事能够促进社会民生发展遥举办大型体育

赛事袁不仅可以增加就业岗位袁通过国际交流提升城

市人口素质袁还可以起到改善城市形象等作用袁也是

塑造城市品牌形象的重要途径遥 董杰认为举办大型

体育赛事可以激发全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潮袁 提高

公众对体育的认知袁增强身体素质袁最终提高人力资

本状况 [7]遥曹庆荣和雷军蓉认为一个成功的赛事能增

加市民的自豪感和荣誉感等良好的野心理收入冶[8]遥蔡
晓红及史立峰等通过调查袁 得出了南京青奥会的举

办具有有效带动大众体育学习尧 提升自身文化素养

等教育功能 [9,10]遥 因此袁体育赛事在树立城市品牌形

象尧 发展文化产业以及推进城市软实力建设等方面

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遥
渊4冤举办体育赛事对城市建设规划的影响遥承办

大型体育赛事袁 城市的硬件设施需要有能力接待一

定数量的参赛选手以及广泛的旅游群体遥 大型体育

赛事对体育场馆尧交通营运尧城市生活及城市现代化

建设具有明显改善作用袁 还会间接促进城市关联产

业的发展遥 Chris Gratton 和 Ian Henry 指出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城市面貌的改变与体育赛事发展有很

大关系 [11]遥 Kiki Kaplanidou 和 Kostas Karadakis 认为

城市为举办大型赛事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尧应用程序尧
技术和环境的改造会对卫生与教育等方面产生积极

的影响[12]遥
综上所述袁结合野都冶的内涵与体育城市的特征袁

归纳野赛事之都冶的广度至少包含 5 个维度院赛事的

数量和全面性袁赛事对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影响袁赛
事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曰 赛事对城市建设规划的

影响袁赛事对大众体育参与便捷性的影响遥

大型体育赛事除了对城市产生广度上的影响

外袁 对一座城市自身的体育发展同样会起到明显的

带动效应袁 如肖锋等认为大型体育赛事会提升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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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体育竞争力袁加快体育文化的普及与形成 [13]遥
当前学者们在赛事对城市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

涉及以下方面遥
渊1冤体育赛事能够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遥有研究

表明袁举办体育赛事袁尤其是职业体育赛事对城市体

育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关联作用袁并作为增长极袁形
成体育产业集群袁促进竞赛表演尧体育用品销售尧体
育旅游尧体育传媒等产业的融合发展袁进而带动城市

体育产业结构的升级遥
渊2冤体育赛事能够强化大众对体育科学的认知遥

杨慧卿等认为体育赛事的举办袁 能够提高人们对相

应运动项目的认知袁传播体育锻炼的理念袁促使人们

形成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意愿 [14]遥 体育运动本身无

论是参与袁还是观赏都会使人感到愉悦袁王智慧的研

究结果显示袁 奥运会的举办在一定程度上排解了社

会的负面情绪袁促进了社会和谐袁有效地提高了市民

的幸福指数袁 同时提升了体育科学研究的能力与水

平[15]遥
渊3冤体育赛事能够推动体育体制改革袁加速竞技

体育职业化与市场化发展遥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能够

加速我国体育体制改革袁 加快单项体育协会的市场

化转型袁 为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和市场化奠定良好的

市场环境遥
渊4冤体育赛事对竞技体育水平提升的影响遥举办

体育赛事能够在运动员技战术水平尧 竞赛规则的科

学合理演进等方面起到推动作用遥 殷鹏飞和徐祥峰

等认为体育赛事的举办能够为运动员提供更多学习

机会袁增长国际大赛的比赛经验袁适应国际大赛的比

赛节奏与强度[16,17]遥 王建龙指出袁体育赛事的不断发

展袁推动着运动装备与器材的创新与变革袁间接提升

了运动员的技战术水平袁 同时也使相关的竞赛规则

变得更加科学合理[18]遥
综上所述袁本文认为野赛事之都冶的深度至少包

含体育赛事能够促进城市体育产业发展曰强化大众

对体育科学的认知能力曰加快体育体制改革袁推进

竞技体育职业化和市场化进程曰促进城市竞技体育

水平的提高曰强化城市体育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等

维度遥
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对上海建设世界一流国

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广度与深度的看法袁 本文选取

上海各高校体育学一级学科在读硕博士研究生作

为调研对象进行调查袁 试图通过前述的广度与深

度指标的评判袁 了解当前上海建设一流国际体育

赛事之都中存在的问题袁 并据此提出合理化的改

进建议遥

以上海建设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广度

与深度的指标作为研究对象袁以同济大学尧上海师范

大学尧 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体育学院 4 所高校体育

学在读硕博士研究生为调研对象遥

林聚任尧刘玉安主编的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曳认
为比较研究方法袁 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

对象加以对比袁 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的一种分析方法 [19]遥 墨尔本作为野世界终极体育城

市冶袁 实际上就是涵括体育赛事在内的体育城市之

都袁尽管墨尔本没有被冠以体育野赛事之都冶的称号袁
但墨尔本体育赛事的城市经验值得上海学习遥

2018 年 6 月在上海体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召开

野聚焦 SPORTCAL 机构全球体育城市排名上海问

题冶讨论会期间袁对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罗文桦尧上
海体育学院书记李崟尧 上海体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曹可强教授等专家就上海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

都进行了访谈袁同时就墨尔本体育城市建设情况袁征
询来自澳大利亚留学生 Siwei Z. 等学生袁 通过访谈

上述对象袁 进一步了解上海建设世界一流国际体育

赛事之都的建设要求和发展之间的差距袁 探究体育

野赛事之都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遥

访谈和对比分析能够获得比较鲜活的资料袁同
时问卷调查可以获得大样本数据的支撑袁以求更加

客观地分析与判断上海建设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

事之都的现状尧存在问题与问题成因遥 问卷设计依

据野都冶的涵括内容袁紧密围绕世界一流国际体育

赛事之都的相关要求设计问卷袁 经过调查对象所

在 4 所高校的 10 名专家对问卷效度的评判袁 总体

有效率达到 89.70%遥 由于问卷填写对象需要能较

好地理解上海建设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袁
所以研究选择的调研对象集中在体育学一级学科

在读硕博士研究生遥 这些学校的体育学研究生普

遍承担着多重上海体育发展的角色袁 他们不仅是

赛事相关活动的志愿者袁 还是赛事相关活动的参

加者袁更是一流赛事之都的建设者袁同时也是重要

的利益相关者袁 他们能够较好地把握上海建设世

上海建设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广度与深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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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结果来看袁 上海市的赛事对大众参与体

育活动的影响力一般袁调研对象对野上海市举办的有

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引起了我对相应运动项目的

关注冶 这一问题的认同率达到 63.44%渊野非常认同冶
和野认同冶之和冤袁但是这些赛事并没有很好地吸引他

们参与相关运动项目的锻炼袁 大多数调研对象认为

上海市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对吸引他们参与该项运

动项目锻炼的影响力野一般冶渊42.29%冤袁认同率只有

40.50%遥 这可能与上海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项目种

类有关袁虽然在上海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了解程度这

一题上袁 排名前 3 位的是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尧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和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渊图 1冤袁
但大众普遍关注的运动项目主要是篮球尧 足球和羽

毛球渊图 2冤袁与上海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的项目并

不匹配遥

调查显示院在野上海市举办的有影响力的国际体

育赛事的项目种类能够与国际体育赛事之都这一称

号相吻合冶这一题上袁分别有 40.86%和 25.45%的调

研对象野认同冶和野非常认同冶这一说法袁认同率达到

66.31%遥 在 野上海市举办的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

事的数量能够与国际体育赛事之都这一称号相吻

合冶 这一题上袁 认同率为 59.14 渊36.20%野认同冶袁
22.94%野非常认同冶冤袁 这说明上海市在举办有影响

力的国际体育赛事的数量上还需要提高遥 调研对象

对 野上海市举办的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为上海

市体育人口的增长作出了贡献冶 这一问题的认同率

达到了 65.95%袁在野上海市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体

育赛事带动了相应项目在上海本地的普及与发展冶
这一问题上的认同率达到 73.84%袁这表明上海市举

办的国际体育赛事质量较高袁 能够有效地促进体育

表 1 上海建设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广度认知现状渊N=279冤

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现状与存在问题袁具
有较强的代表性遥

采用问卷星进行问卷调查袁 在 4 所高校的硕博

士研究生导师的积极配合下袁共发放问卷 279 份袁回
收 279 份袁 有效问卷 279 份袁 有效回收问卷占比

100%遥 其中参与调研的博士研究生 53 人袁占总被试

人数的 19.00%曰博士后研究员 4 人袁占 1.43%曰硕士

研究生 222 人袁占 79.57%遥

针对现有文献对现阶段上海建设世界一流

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广度构成的认识 袁 本文通过

设计出具体指标进行了问卷调查 袁 具体结果见

表 1遥

题目 / 选项 非常不认同 不认同 一般 认同 非常认同

上海市举办的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引起了我对相应

运动项目的关注

8渊2.87%冤 19渊6.81%冤 75渊26.88%冤 101渊36.20%冤 76渊27.24%冤

上海市举办的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吸引我参与到该

项运动项目的锻炼

13渊4.66%冤 35渊12.54%冤 118渊42.29%冤 68渊24.37%冤 45渊16.13%冤

上海市举办的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的项目种类能够

与国际体育赛事之都这一称号相吻合

5渊1.79%冤 15渊5.38%冤 74渊26.52%冤 114渊40.86%冤 71渊25.45%冤

上海市举办的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的数量能够与国

际体育赛事之都这一称号相吻合

6渊2.15%冤 17渊6.09%冤 91渊32.62%冤 101渊36.20%冤 64渊22.94%冤

上海市举办的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为上海市体育人

口的增长作出了贡献

11渊3.94%冤 19渊6.81%冤 65渊23.30%冤 121渊43.37%冤 63渊22.58%冤

上海市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带动了相应项目在

上海本地的普及与发展

3渊1.08%冤 12渊4.30%冤 58渊20.79%冤 127渊45.52%冤 79渊28.32%冤

在赛事促进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袁我感觉到获取尧利用体育

运动与健康方面的信息更方便了

9渊3.23%冤 11渊3.94%冤 76渊27.24%冤 118渊42.29%冤 65渊23.30%冤

在赛事促进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袁上海市体育场馆的选址尧
建设与城市规划有很好的融合

6渊2.15%冤 11渊3.94%冤 82渊29.39%冤 121渊43.37%冤 59渊21.15%冤

上海市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建设能够满足有影响力的国际

体育赛事的承办要求

6渊2.15%冤 15渊5.38%冤 58渊20.79%冤 123渊44.09%冤 77渊27.60%冤

为承办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而建设的场地和设施等

资源可以非常方便地让上海市市民使用

12渊4.30%冤 23渊8.24%冤 90渊32.26%冤 102渊35.56%冤 52渊18.6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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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增长袁带动相关运动项目的发展遥
目前上海市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对上海市的社

会整体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袁 共计有 65.59%

的调研对象渊42.29%野认同冶袁23.30%野非常认同冶冤认为

野在赛事促进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袁我感觉到获取尧利用

体育运动与健康方面的信息更方便了冶遥 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袁大众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遥从图 3 可见袁

绝大多数调研对象渊93.55%冤获取上海市体育发展相

关信息的渠道是搜索引擎尧社交媒体尧电子邮件和各

类网站等新媒体遥 由于调研对象为在校硕博士研究

生袁所以课堂也是他们获取上海市体育发展相关信息

的重要渠道渊40.86%冤遥但是电视尧报纸尧杂志和广播等

传统媒体也并未退出舞台袁在传播上海市体育发展相

关信息上仍然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渊26.88%冤遥

图 1 上海市国际体育赛事了解程度得分均值

图 2 对不同运动项目的关注度

图 3 获取体育发展相关信息的渠道

上海建设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广度与深度研究

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

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

国际滑联上海超级杯大奖赛

世界高尔夫球锦标赛-汇丰冠军赛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

男子职业网球上海大师赛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中国大奖赛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

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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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体育产业全面布局这一方面袁 调研对象

总体上给出了较高的评价袁在野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

体育赛事对上海市体育产业布局有促进作用冶 这一

指标上袁调研对象的认同率达到 82.44%渊48.39%野认
同冶袁34.05%野非常认同冶冤袁 这说明大众普遍认为举

办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能够促进上海市体育产

业的全面布局遥因此袁上海市在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

体育赛事过程中袁如果能够抓住机遇袁合理布局体育

产业袁就可以实现体育产业的提质增效遥
调研对象认为赛事在进一步推动竞技体育职业化

和市场化上也有着重要的作用遥在野举办有影响力的国

际体育赛事对上海市市民的体育消费有较强的刺激作

用冶 这一指标上的认同率达到了 74.91%渊48.39%野认
同冶袁26.52%野非常认同冶冤袁 这说明举办体育赛事能

够促进体育用品和体育服务的协同发展袁 加快竞技

体育的职业化和市场化进程遥
调研对象在 野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能

够促进上海市软实力的提高冶 这一指标上的认同率

为 78.13%渊42.29%野认同冶袁35.84%野非常认同冶冤袁这
说明上海在举办体育赛事过程中袁 加速体育科技的

发展袁 使市民能够切实地感受到科技在体育领域的

应用遥

同时袁目前上海市的体育场馆选址尧建设与城市

规划也有较好的融合遥野在赛事促进城市发展的过程

中袁上海市的体育场馆选址尧建设与城市规划有很好

的融合 冶 这一问题 袁 调研对象的认同率达到了

64.52%渊43.37%野认同冶袁21.15%野非常认同冶冤袁 同时

调研对象在 野上海市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建设能够满

足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的承办要求冶 这一问题

的认同率较高袁达到 71.69%渊44.09%野认同冶袁27.60%
野非常认同冶冤遥

在 野为承办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而建设的

场地和设施等资源可以非常方便地让上海市市民使

用冶这一指标上袁有 32.26%的调研对象表示野一般冶袁
认同率只有 54.20%渊35.56%野认同冶袁18.64%野非常

认同冶冤袁 这说明现阶段上海市的体育场馆虽然规格

较高袁但开放性不够袁不能满足市民的使用需求遥

从表 2 可以看出袁 在赛事加深大众对体育的理

解方面袁上海市取得了较好的评价袁在野上海市如果

拥有较多的国际体育组织袁 可以进一步促进赛事之

都的建设冶这一指标上袁认同率达到 84.22%渊44.44%
野认同冶袁39.78%野非常认同冶冤遥 在野上海市举办的有

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对校园体育赛事的开展有积

极的影响冶这个问题上袁认同率达到 72.04%渊43.01%
野认同冶袁29.03%野非常认同冶冤遥 在野举办有影响力的

国际体育赛事对普及上海市的大众体育认知有较

强的促进作用冶这一问题上袁也有超过 75.00%的调

研对象表达了积极的态度渊46.95%野认同冶袁29.75%
野非常认同冶冤遥

表 2 上海建设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深度认知现状渊N=279冤

题目 / 选项 非常不认同 不认同 一般 认同 非常认同

上海市如果拥有较多的国际体育组织袁 可以进一步促进

赛事之都的建设

5渊1.79%冤 4渊1.43%冤 35渊12.54%冤 124渊44.44%冤 111渊39.78%冤

上海市举办的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对校园体育赛事

的开展有积极的影响

5渊1.79%冤 8渊2.87%冤 65渊23.30%冤 120渊43.01%冤 81渊29.03%冤

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对普及上海市的大众体育

认知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3渊1.08%冤 6渊2.51%冤 56渊20.07%冤 131渊46.95%冤 83渊29.75%冤

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对上海市体育产业布局有

促进作用

2渊0.72%冤 6渊2.15%冤 41渊14.70%冤 135渊48.39%冤 95渊34.05%冤

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对上海市民的体育消费有

较强的刺激作用

5渊1.79%冤 7渊2.51%冤 58渊20.79%冤 135渊48.39%冤 74渊26.52%冤

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能够促进上海市软实力的

提高

5渊1.79%冤 7渊2.51%冤 49渊17.56%冤 118渊42.29%冤 100渊35.84%冤

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对于理顺上海市体育管理

体制与机制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4渊1.43%冤 9渊3.23%冤 70渊25.09%冤 123渊44.09%冤 73渊26.16%冤

目前上海市举办的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提升了上海

市在国际上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5渊1.79%冤 3渊1.08%冤 48渊17.20%冤 123渊44.09%冤 100渊35.84%冤

上海市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水准 12渊4.30%冤 29渊10.39%冤 86渊30.82%冤 95渊34.05%冤 57渊20.4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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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对象认为举办体育赛事促进了体育管理体

制深度变革遥在野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对于

理顺上海市体育管理体制与机制有较强的促进作

用冶 这一问题上袁 认同率高达 70.25%渊44.09%野认
同冶袁26.16%野非常认同冶冤遥

总体上看袁上海市在建设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

事之都的广度与深度上得到体育专业人士较高的

肯定袁 绝大多数指标上的认同率都过了及格线袁并
且有 79.93%的调研对象在野目前上海市举办的有影

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提升了上海市在国际上的美

誉度和知名度冶 这一问题上表示认同 渊44.09%野认
同冶袁35.84%野非常认同冶冤遥在野上海市已经达到世界

一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水准冶 这一问题上袁有
将近三分之一的调研对象表示野一般冶渊30.82%冤袁认
同率只有 54.48%渊34.05%野认同冶袁20.43%野非常认

同冶冤袁 这说明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对提升上海市

的城市形象作用明显袁 但是上海市距离建成世界一

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都还有一段距离遥 虽然上海市

在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深度建设上取得了

比较不错的成绩袁 但是广度的发展指标需要得到高

度的重视袁 特别是在职业体育赛事如何引领大众参

与该项目体育活动和体育活动参与的便捷性上的问

题比较突出遥

依据野都冶的定义袁并结合体育赛事袁本文给出

了野赛事之都冶应有的定义和内涵袁弥补了上海市建

设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讨论与分析的基础性

缺陷袁 并从广度和深度的二维视角形成分析上海市

围绕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建设的调查指标遥
上海市在建设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

广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袁 但总体来说仍然存在职

业体育赛事的亲民化不够袁 赛事与城市的交融较为

生涩袁 赛事对城市体育文化的形成缺少足够的催化

剂等问题袁 由赛事推动的城市体育设施规划的大众

利用转化率较低袁 赛事在塑造城市形象与精神内容

方面缺少相应的创新袁 职业体育赛事带来城市发展

的社会意义需要进行重新定位遥
上海市在建设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

深度方面得到较高的肯定袁竞技体育职业化与市场

化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效袁城市推动的体育深层次发

展与变革进入野深水区冶遥 但在职业体育发展中的话

语权袁国际性体育组织与经纪机构落地袁大众喜爱

的职业体育项目赛事推广袁职业体育俱乐部建设水

平袁以及职业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仍需付出巨

大的努力遥

在野引进来冶的同时袁吸收举办国际大型职业体

育赛事经验袁培育本土品牌赛事袁为自主赛事野走出

去冶创造积极的条件遥进行篮球尧足球尧羽毛球和电子

竞技等上海市民普遍关注和具有本土特色项目的赛

事改造袁融入赛事价值理念袁加强职业体育赛事与草

根尧青少年赛事的互动与融合袁推动草根和青少年赛

事发展袁注重职业体育赛事举办的亲民性袁加强职业

俱乐部建设袁打通校园尧社会与职业俱乐部的闭环通

道袁增强社会资本效应遥

加快引进或成立体育赛事发展的专业或行政体

育机构袁不仅能有助于加快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袁还能

够有效地带动体育组织的高质量发展遥 吸引全球知

名体育营销公司总部或知名体育城市评价机构落户

上海袁加快野赛事之都冶世界一流的国际化进程遥通过

野赛事之都冶建设袁提升上海市体育发展的话语权袁与
国际体育机构合作袁 编制或制订全球体育发展的相

关政策尧文件与标准遥

上海市在城市体育发展的建设规划上袁虽然也考

虑了场馆与交通的结合袁但总体来说袁场地设施数量

较少袁体育设施规划建设的便民性不够袁公共设施多

元功能的体育化改造欠缺等问题对世界一流国际体

育赛事之都软实力的建设形成了威胁袁这就对体育设

施服务效率的提升提出了要求袁建议进一步提升户外

设施的体育化改造尧体育设施规划与地上地下交通对

接袁新建社区强化体育设施配套袁以及加快研制适合

社会大众尧简单易学的体育器材与装备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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