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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大型体育赛事的认知和界定出发，通过相关文献的回顾，就当前大型体育赛事对城

市（区域）的体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结果显示：当前大型体育赛

事对城市（区域）发展的影响研究缺乏整体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范围不够全面，研究深度和

广度有待提高；研究方法简单套用西方相关理论；研究内容较为单一；缺乏大型体育赛事结束后

的城市品牌效应研究，并针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进一步研究需要探讨的６个重要选题。

关键词：大型体育赛事；城市；运动竞赛；体育服务产品；体育产业；政治；城市品牌；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Ｇ８０－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４５９０（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１８－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ｔｈｅ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ｒ　ａｒｅａ，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ｏｒ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　ｌａｃｋ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ｎｏｔｏｎｏｕ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ｔ　ａｌｓｏ　ｌａｃｋｓ　ｃｉｔｙ　ｂｒ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ｈｅｎ　ｅｖｅｎｔｓ　ｅｎｄ．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
ｃｌｅ，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ｓｉｘ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ｓ；ｃｉｔｙ；ａｔｈｌｅ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ｐｏｒｔ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ｏｒｔ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ｉｔｙ　ｂｒ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中资本实力的 增 长 和 文 化 传 播 的 需 要，

大型体育赛事以其广阔的市场前景、良 好 的 产 业 关 联 效 应 和 可

观的生产率上升潜 力，成 为 赛 事 举 办 城 市 促 进 现 代 化、社 会 发

展和经济增长的 重 要 方 式 之 一。由 于 举 办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所 动

用的城市资源众 多，涉 及 的 关 联 主 体 广，对 城 市（区 域）发 展 的

影响愈发深远，其对城市发展的“催 化 剂 综 合 效 应”［１］受 到 了 越

来越多城市的青睐。但是“体育赛事 与 城 市 发 展 之 间 的 关 系 并

不是与生俱来的，并非举办体育赛事就 一 定 能 有 效 推 动 城 市 的

发展”［２］（张林等，２０１２），因 此，本 文 尝 试 在 厘 清 学 者 们 对 体 育

赛事认知的基础上，对现有文献在大型体 育 赛 事 对 城 市（区 域）

影响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能对今 后 相 关 领 域 的 理 论 研 究

有所增益。

１　一个以“事件”与“竞赛”为主体的逻辑核心：对大型

体育赛事认知的演进

１．１　国外对体育赛事的认知：从特殊事件到群体行为

体育赛事是伴随着人类社会 生 产 力 的 逐 步 提 高 而 诞 生 的，
历史上最早的体 育 赛 事 是 为 纪 念 战 争 中 死 去 的 战 友 而 举 办 的

盛大节日活动。体育赛事的研究最早源于“事件”这一概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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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始对“事件”的认识较早，研究也比较系统和成熟，如Ｄａｖｉｄ
Ｃ　Ｗａｔｔ［３］（１９９８）对事件的定义是 任 何 发 生 的 不 同 于 任 何 存 在

的事情，或是发生 的 有 重 要 意 义 的 事 情，事 件 的 范 围 可 以 从 当

地村庄事件到有来自全世界参加者的国际性事件。而Ｒｏｃｈｅ［４］

（２００１）则根据项目管理理论，按 照 事 件 的 规 模、市 场、受 众 及 媒

体覆盖面等标准将 事 件 划 分 为 大 型 事 件、特 殊 事 件、标 志 性 事

件和社区事件等四 类，并 指 出 大 型 事 件 本 质 上 是 文 化 事 件，其

特点包括规模庞大、拥 有 商 业 和 体 育 等 元 素、能 够 吸 引 数 量 较

多的消费者以及 具 有 国 际 性 影 响 力。关 于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的 量

化标准，Ｅｍｅｒｙ［５］（２００１）从观众人数进行界定，认为有１００００名

以上观众才可称为大型 体 育 赛 事。Ｊｏｈｎｎｙ　Ａｌｌｅｎ［６］（２００２）则 将

大型体育赛事归类为特殊事件，他指出 特 殊 事 件 的 范 围 包 括 国

庆日和一些庆典，重要的城市集 会，独 特 的 文 化 表 演，大 型 体 育

比赛，团体典礼，贸 易 促 销 和 产 品 发 布。虽 然 西 方 学 者 对 大 型

体育赛事的概念界 定 不 一，但 从 西 方 学 者 的 研 究 可 以 看 出，大

型体育赛事本质 上 是 具 有 广 泛 影 响 能 力 的 一 种 有 意 义 的 群 体

行为，其大型的组 织 规 模、广 泛 的 外 界 关 注 度 以 及 国 际 范 围 的

影响能力是其它事件所不可比拟的。

１．２　国内对体育赛事的认知：从运动竞赛到体育服务产品

伴随着大型体育 赛 事 在 国 际 舞 台 上 日 益 凸 显 的 作 用 和 政

府对竞技体育的重视，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
早期的研究基本上将体育赛 事 形 同 于 运 动 竞 赛，认 识 运 动

竞赛、如何提高运动员竞技能力与实战 战 术 方 法 研 究 占 据 体 育

赛事研究 的 核 心 地 位。以 刘 建 和［７］（１９８９）和 田 麦 久［８］（１９９９）
为代表的国 内 学 者，对 运 动 竞 赛 做 了 较 为 系 统 的 基 础 性 的 研

究，在当时的举国体制环境下，这些研 究 一 定 程 度 上 对 中 国“竞

技体育强国”地位 的 取 得 与 稳 固 起 到 了 促 进 作 用，但 其 局 限 性

在于没有将体育赛事摆脱运动竞赛的层次。
伴随着体育产业化进程的加 快，特 别 是 商 业 和 文 化 元 素 加

入，使现代体育赛 事 参 与 主 题 日 益 多 元 化，赛 事 的 影 响 更 加 广

泛和复杂，以市场营销和管理角度定义 体 育 赛 事 的 研 究 成 为 主

流。程绍同［９］（２００４）将体育赛 事 界 定 为 综 合 性 的 集 会，是 特 定

的体育组织团体 在 特 定 的 目 的 下，通 过 科 学 化 的 管 理 和 筹 备，
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召集参加体育 竞 赛 的 个 人（包 括 运 动 员、
裁判员、志愿者和 观 众 等）和 利 益 相 关 团 体（包 括 体 育 组 织、器

材供应 商、媒 体、赞 助 商 等）共 同 参 与 的 集 会。肖 林 鹏、叶 庆

晖［１０］（２００５）以及黄 海 燕、张 林［１１］（２０１１）均 认 为 体 育 赛 事 的 核

心是一种竞技活动，并从单纯的竞技活 动 展 开 到 对 外 界 影 响 来

进行 定 义。王 子 朴、杨 铁 黎［１２］（２００５）及 王 守 恒、叶 庆 晖［１３］

（２００５）则从产品 营 销 角 度 认 为 体 育 赛 事 以 提 供 能 够 竞 赛 产 品

和相关服务产品为特征。

１．３　大型体育赛事的界定

关于体育赛事“大型”的定义，肖锋、沈建华、刘静［１４］（２００４）
认为它们 都 具 有 一 般 需 要 三 至 七 年 的 筹 办 周 期。尹 珉 浩［１５］

（２００８）认为大 型 赛 事 的 规 模 衡 量 标 准 为 参 赛 运 动 员 达 到２００
人以上或观众达 到１５００人 以 上。宋 兆 峰、罗 建 英［１６］（２０１１）指

出大型体育赛事具 有 周 期 性、综 合 性、规 范 性、竞 争 性、可 观 赏

性等特征。从以上学者们的研究 来 看，目 前 对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的

还没有一个稳定和权威的界定。
结合以上分析和借鉴国内外 学 者 的 论 述，总 结 国 内 外 学 者

的研究，笔者认为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具 有 以 下 特 点：第 一、规 模 大、
筹办时间长、公共财 经 参 与 度 高；第 二、参 与 人 数 众 多，包 括 服

务人数多、运动员人 数 多、观 众 人 数 多；第 三、能 够 对 举 办 城 市

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 产 生 强 大 影 响。据 此，本 文 界 定 的

大型体育赛事包 括 国 际 级 大 型 综 合 赛 事（如 奥 运 会、青 奥 会），
国际体育组织的重要单项赛事（如世界杯足球赛、Ｆ１汽车方程

赛），国家级综合 赛 事（如：全 运 会、农 运 会）。由 于 考 虑 到 部 分

比赛项目的特殊性及赛事意义的重要 性，一 些 大 型 民 族 类 体 育

赛事也纳入我们的分析之中。依 据 以 上 对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界 定，
本文通过对外 文 文 献 检 索 系 统（Ｅｂｓｃｏ、Ｗｉｌｓ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等）和

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 关 于“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对 城 市（区 域）影 响 研

究”（主要是２０００年后）的文献 进 行 了 大 量 检 索，共 搜 寻 到 相 关

文献７２篇。

２　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影响的历史变迁：从影 响“体

育”到影响“社会文化”的演进

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区域）的 影 响 时 间 漫 长 且 因 素 众 多，
但纵观发展历程 也 有 其 规 律 可 循。历 经 百 年 的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呈现出的是一段人类拼搏奋斗的历史，赛 场 上 也 是 城 市 之 间 摩

擦与融和的缩影，从 起 初 普 及 城 市 体 育 运 动 的 发 展，到 代 表 和

平友好的桥梁，直 到 长 久 以 来 对 人 类 社 会 的 不 断 促 进 作 用，大

型体育赛事对城市不同历史时期的影 响 都 有 其 特 定 的 主 题，这

些主题又共同影 响 了 当 时 人 们 的 生 活。学 者 们 从 不 同 角 度 就

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区域）的影响进 行 了 多 方 面 研 究，经 归 纳

这些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体育、政治、经济、文化等４个方面。

２．１　大型体育 赛 事 对 城 市（区 域）体 育 的 影 响：带 动 体 育 产 业

的发展

时至今日，以奥运会为代表的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最 初 的 创 始 原

因及影响均持续地发生在体育领域内，体 育 赛 事 对 增 强 人 类 体

质、促进近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 起 到 了 关 键 作 用。大 型 体 育 赛

事形成的初期，体 育 运 动 只 是 单 纯 的 一 种 身 体 练 习，而 随 着 政

府、企业、消费者、媒 体 等 广 泛 的 参 与，体 育 活 动 因 为 各 种 参 与

力量的相互作用而变得复杂且充满活 力，以 一 种 新 的 朝 阳 产 业

成为带动城市发展的一架马车。
以我 国 成 功 申 办 和 举 办２００８年 北 京 奥 运 会 为 起 点，体 育

赛事研究成为国内学 者 研 究 的 热 点。如 肖 锋 等［１７］（２００５）认 为

大型体育赛事会 对 举 办 城 市 的 体 育 竞 争 力 起 到 提 升 作 用。景

益科等［１８］（２００９）认为大型体育赛事会促进体育竞赛表演业、体

育用品业、体育旅 游 业、体 育 传 媒 业 等 产 业 的 繁 荣 与 发 展。借

力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影响作用，史立峰等［１９］（２０１１）认为大型体

育赛事可以创造众 多 商 机，促 进 体 育 产 业 的 发 展，进 而 加 快 城

市体育的发展，并以南京２０１４年 青 奥 会 为 例，提 到 南 京 在 筹 备

过程中，通过建设一批体育园区，打 造 重 点 赛 事 品 牌，带 动 体 育

配套设施的发展。许良 洪 等［２０］（２０１１）以 厦 门 国 际 马 拉 松 赛 为

例，研究了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体育软实力的影响。
总体看来，体育赛 事 的 功 能 日 益 多 元 化，大 型 体 育 赛 事 会

对城市（区域）体育的发展起到明显的 拉 动 效 应，其 最 直 接 的 影

响就是促进当地体育产业的发展，但是 由 于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将 耗

费大量的资 金 和 人 力，如 何 选 择 与 城 市 发 展 相 匹 配 的 体 育 赛

事，以及赛后 体 育 场 馆 的 利 用 已 经 引 起 城 市 管 理 者 极 大 的 关

注，这必将成为学者们大型体育赛事后续研究的重点。

２．２　大型体育 赛 事 对 城 市（区 域）政 治 的 影 响：树 立 国 家 形 象

与提升政府能力

奥运 会 可 以 作 为 研 究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的 案 例，以１９５２年 苏

联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为标志，奥运会 对 举 办 城 市 所 产 生 的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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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影响最为深远 的 发 生 在 美 苏 冷 战 这 一 段 时 期。这 段 时 期 的

奥运会成为资本 主 义 阵 营 与 社 会 主 义 阵 营 进 行 利 益 角 逐 的 舞

台，当时的 奥 运 会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国 家 立 场 的 反 映 形 式。任

海［２１］（２００６）例举说明这 段 时 期 奥 运 会 的 政 治 影 响：如１９６４年

东京奥运会和１９７２年慕尼黑奥运 会 均 旨 在 向 世 界 展 示 二 战 后

重建的日本和德国的 新 形 象。１９８８年 汉 城 奥 运 会 使 处 于 国 际

社会边缘状态的韩 国，得 到 国 际 社 会 前 所 未 有 的 关 注，打 破 国

际关系上的坚冰状态，成为韩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新时期的大型体 育 赛 事 对 举 办 城 市（区 域）的 政 治 影 响 并

不如冷战时期鲜明，但也以另外 形 式 存 在。最 早 谈 及 奥 运 会 政

治影响的是喻坚［２２］（２００２），他 指 出２００８年 北 京 奥 运 会 对 举 办

城市及国家会产生 四 个 政 治 效 应：①国 际 地 位 提 高；②树 立 新

形象；③促进和平 统 一；④加 速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归 纳 奥

运会的政治影响 主 要 包 括 对 政 治 地 位 和 对 政 府 主 体 影 响 两 个

方面：

２．２．１　对城市或国家政治地位的影响

陈锡尧、吴慧明［２３］（２００３）指出成功举办国际性重大体育赛

事，将大大提高城 市 公 众 的 效 益，联 合 这 些 赛 事 本 身 所 具 有 的

国际关 注，将 为 举 办 城 市 带 来 巨 大 的 无 形 价 值。戴 轶 等［２４］

（２００５）从国际关 系 的 角 度 出 发 对 体 育 在 国 家 对 外 关 系 中 所 具

有的功能和作用进行 了 考 察。凌 平 等［２５］（２００６）通 过 对 西 方 现

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和批判，阐 述 举 办 奥 运 会 是 实 现 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和平崛起的重要步骤。

２．２．２　对政府主体的影响

沈建华等［２６］（２００４）、李鹏等［２７］（２００９）、孙有智［２８］（２０１１）等

都认为举办大型 体 育 赛 事 对 政 府 主 体 会 有 的 明 显 的 提 升 和 促

进作用，一是政府执政能力、服务 水 平 的 提 升，二 是 树 立 政 府 在

公众良好的形象和信誉，这些有助于实 现 政 府 与 居 民 的 和 谐 共

处、上下齐心，彰显了正面的政府形象。

大型体育赛事涉 及 要 素 众 多，时 间 和 空 间 上 高 度 集 中，这

就要求政府具备高效的办事能力，体育 赛 事 的 举 办 一 定 程 度 上

促进了政府与市 民 的 沟 通、增 加 了 政 府 举 办 大 型 活 动 的 经 验，

同时在宣传和举办赛事时期，能够使大 型 体 育 赛 事 成 为 提 高 城

市知名度的有效载体，使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２．３　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区域）经济的影响：优化经济结构

以体 育 和 商 业 经 典 结 合 的１９８４年 洛 杉 矶 奥 运 会，开 启 了

体育产业发展的新时期，使人们认识到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巨 大 的 经

济影响。纵观体育发展的历史，洛 杉 矶 奥 运 会 是 体 育 领 域 的 转

折点，其深刻地影 响 了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的 发 展 历 程，同 时 由 于 对

奥运经济亏损局 面 的 改 观 引 起 了 极 大 地 关 注。大 型 体 育 赛 事

的经济影响一直广泛存在，并能够作为 直 接 衡 量 举 办 成 功 与 否

的标准。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影响 这 一 领 域 研 究 成 果 颇 为 丰 富，

最 早 涉 及 该 领 域 的 是 Ｄａｖｉｄ　Ｗｈｉｔｓｏｎ、Ｄｏｎａｌｄ　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２９］

（１９９３），其研究指出由于大型赛 事 会 对 举 办 城 市 带 来 前 所 未 有

的关注度以及对旅 游 业 的 促 进，引 发 了 城 市 之 间 的 竞 争；国 内

以上海体育学院 体 育 赛 事 研 究 中 心 张 林 教 授 为 代 表 的 团 队 对

体育赛事的经济 影 响 进 行 了 较 为 深 入 的 研 究，认 为“体 育 赛 事

的经济形响是指 由 于 举 办 体 育 赛 事 而 给 举 办 地 带 来 的 除 非 市

场价值以外的净经济变化”［３０］（张林等，２０１１），并对体育赛事经

济影响的机理进行了探讨（黄 海 燕 等，２００９）。综 合 国 内 外 学 者

的研究，大型体育赛事对经济方面的影 响 可 以 体 现 在 以 下 三 个

方面：

２．３．１　经济总量的提升

经济总量的提升，是指大型体 育 赛 事 对 城 市 整 体 的 经 济 收

入有直接的促进作用。鲍 明 晓［３１］（２００１）指 出 主 办 奥 运 会 是 促

进北京经济增长的“核动力”，能够有效 带 动 主 办 城 市 和 地 区 的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经济总 量 的 讨 论 中，使 用 的 研 究 方 法

也是多种多样，如许松涛［３２］（２００１）运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

理，论证了奥运会给举 办 城 市 经 济 带 来 的 发 展。付 磊、范 力［３３］

（２００２）以前四届奥运会举办城 市 的 经 济 数 据，利 用 经 济 分 析 方

法，指出奥运会对 主 办 地 的 经 济 影 响 是 一 个 系 统 的 作 用 机 制，
经济影响的效果 最 终 还 是 取 决 于 主 办 地 的 宏 观 经 济 环 境 的 性

质和条件。董杰［３４］（２００４）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角度出发，针对

奥运会对举办城市的经济影响，建立了 通 过 以 奥 运 会 收 入 与 支

出、投入与产出为主要内容的奥 运 会 经 济 影 响 理 论 模 型。除 了

奥运会，黄海燕［３５］（２０１１）还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ＡＴＰ大

师赛为上海带来的经济收入及流入方向。

２．３．２　产业结构的优化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对于整个 产 业 的 调 整 和 促 进，主 要 在 第

三产业领域内，具 体 表 现 在 对 城 市 旅 游 业 的 促 进，这 方 面 很 多

学者进行了研究，主要表现在：

２．３．２．１　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一般来说，大型体 育 赛 事 的 举 办，对 三 个 产 业 都 会 有 所 影

响，李伟伟等［３６］（２００３）指出奥运会的举办促进了北京地区农业

向生态转变，为第 二 产 业 创 造 就 业 机 会，发 展 绿 色 产 业 和 高 新

科技产业，实现产 业 的“退 二 进 三”，其 中 尤 对 北 京 第 二 产 业 和

第三产业的影响最为明显，奥运会的举 办 为 北 京 的 产 业 结 构 优

化升级提供了契机。黎 冬 梅 等［３７］（２００７）进 一 步 指 出 全 球 化 背

景下，举办大型体 育 赛 事 将 会 加 快 城 市 产 业 的 优 化 换 代，使 城

市经济在赛后相 当 长 的 一 段 时 间 里 继 续 保 持 其 强 劲 的 竞 争 力

和活力。龚建伟、罗屹［３８］（２０１０）指出大型体育赛事的无形影响

将会使举办城市的 关 注 度 得 以 提 升，并 能 够 吸 引 全 球 人 才、资

金、技术等流动性资源。

２．３．２．２　对旅游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Ｋａｒｉｎ　Ｂｏｏｋ和Ｌｅｎａ　Ｅｓｋｉｌｓｓｏｎ［３９］（２０１０）指出大型体育赛事

是吸引更多游客 的 一 种 策 略。大 型 体 育 赛 事 的 举 办 无 疑 会 对

城市旅游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短期 内 全 球 数 以 万 计 的 人 们

齐聚一堂，对旅游 产 业 是 一 个 收 入 高 峰，同 时 可 以 借 此 更 新 城

市形象，打造长期的城市品牌。肖锋［４０］（２００４）认为大型体育赛

事的成功举办能改善旅游市场的客源 结 构 及 旅 游 基 础 设 施，促

进旅游文化交流。邹统 钎 等［４１］（２００５）通 过 比 较 悉 尼 奥 运 会 对

澳大利亚和雅典奥运会对希腊的旅游 业 的 长 期 与 短 期 效 应，指

出两届奥运在短期旅游效应有很大的 不 同 之 处，但 在 长 期 效 应

上则有许多相似。陈峰［４２］（２０１１）利用上海、青岛利用赛事资源

成功进行旅游营销的案例，指出 通 过 周 密 地 推 广“奥 运—旅 游”
计划，奥运会可以 带 来 体 育 旅 游 业 的 实 质 性 增 长，而 且 这 种 增

长可从奥运申办 成 功 之 日 起 一 直 持 续 到 奥 运 会 过 后 相 当 长 的

一段时间。李燕燕［４３］（２００９）探 讨 了 上 海 市 塑 造“都 市 旅 游”品

牌的价值，并提出构建国际性的大型体 育 赛 事 对 都 市 旅 游 品 牌

的塑造模式。

２．３．３　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

为使大型体育赛事有场所举 行，有 能 力 接 待 众 多 的 运 动 人

员、参观人员，城市 的 硬 件 设 施 也 需 要 具 备 一 定 的 要 求。赵 泽

群［４４］（２００５）提到大型体育赛事对交通运营速度、城市居住方式

及城市现代化的改善 作 用。周 雯 艳［４５］（２００８）提 到 了 体 育 赛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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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育场馆、宾馆、运动村的改善，她 认 为 体 育 赛 事 所 带 来 的 影

响，通过对城市基 础 实 施 的 改 变，会 间 接 促 进 城 市 其 他 相 关 产

业的发 展。Ｃｈｒｉｓ　Ｇｒａｔｔｏｎ和Ｉａｎ　Ｈｅｎｒｙ［４６］就 指 出 美 国 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前后城市面貌发生的改变 与 体 育 赛 事 产 业 发 展 带 动

城市吸引 职 业 联 赛 队 伍 的 扩 张 有 很 大 关 系。Ｋｉｋｉ　Ｋａｐｌａｎｉｄｏｕ
和Ｋｏｓｔａｓ　Ｋａｒａｄａｋｉｓ［４７］（２０１０）则讨论了奥运会有形与无形的遗

产问题，包括城市基 础 设 施、应 用 程 序、技 术 和 环 境 的 改 善，并

认为这些改善也会对卫生、教育产生影响。刘云［４８］（２０１０）研究

了大型体育 赛 事 对 区 域 经 济 的 城 市 基 础 设 施、产 业 影 响。陈

峰［４９］（２０１１）认为大型体育 赛 事 还 会 对 城 市 住 房、旧 区 改 造、新

城市建设形象提升等方面产生广泛的影响。
对于一个城市或区域来说，经 济 的 发 展 水 平 对 于 地 区 品 牌

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经济实 力 是 城 市 形 象 的 基 石。大 型 体

育赛事的举办，对促进城市经济 增 长、经 济 结 构 调 整 升 级、城 市

基础设施改善等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有 助 于 打 造 经 济 强 市 和 城

市品牌。但是不容 忽 视 的 是 大 型 赛 事 举 办 后“低 谷”现 象 的 产

生：大型体育赛事 期 间 依 靠 投 资 拉 动 的 就 业 上 升 和 需 求 增 加，
短时期内会给经 济 发 展 一 个 很 大 的 提 速，但 是 当 赛 事 结 束 后，
投资萎缩，失业率又会重新上升，旅 游 业 收 入 放 缓，比 赛 场 馆 的

闲置，城市之间的 两 极 分 化，这 些 问 题 不 得 不 引 起 学 者 们 的 关

注。

２．４　大型体育 赛 事 对 城 市 社 会 文 化 发 展 的 影 响：提 高 人 口 素

养与塑造城市品牌

随着奥运会举办规模的不断 扩 大 和 举 办 成 本 的 剧 烈 上 升，
使人们认识到一 味 追 求 的 政 治 博 弈 与 不 计 后 果 的 规 模 膨 胀 会

带给奥运会后举办 城 市 难 以 弥 补 的 资 源 浪 费，因 此，奥 运 会 申

办城市开始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重新 审 视 奥 运 会，注 重 对 环 境

的保护、人文素养的提高以及文 化 交 流 的 促 进。国 内 学 者 以 李

益群［４８］（２００１）为代表，最早 探 讨 了 北 京 成 功 举 办 第２９届 奥 运

会对社会方面的影响，包括使体 育 与 文 化 完 美 融 合、推 动 环 保、
城市建设等社会全面进步。由于 文 化 概 念 广 泛 不 一，本 文 根 据

前人的研究，将体育赛事对城市文化发 展 的 影 响 分 为 城 市 人 口

和城市品牌两个方面。

２．４．１　对城市人口的影响

城市人口是指与城市的活动 有 密 切 关 系 的 人 口，他 们 作 为

城市的主人，其行为代表了城市 的 形 象。城 市 举 办 大 型 体 育 赛

事，一方面可以促 进 城 市 的 就 业，另 一 方 面 可 以 通 过 国 际 性 的

环境提升城市人口素质，田夏等［５０］（２００２）列举了举办大型体育

赛事可以 起 到 改 善 政 府 在 城 市 市 民 中 形 象 的 作 用。董 杰［５１］

（２００４）认为通过 举 办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可 以 提 高 公 众 对 体 育 的 认

识，掀起全民参与体育锻炼的高 潮，通 过 参 加 体 育 锻 炼，增 进 健

康，增强体质，来提高人力资本状况。曹庆荣、雷军容［５２］（２０１０）
还提到了一个成功的赛事还能产生良好 的“心 理 收 入”，比 如 增

加市民的自 豪 感 和 荣 誉 感 等。蔡 晓 红［５３］（２０１０）及 史 立 峰［５４］

（２０１１）等还提出 了２０１４年 南 京 奥 青 会 的 教 育 功 能，如 带 动 群

众学习体育、提升自身文化素养。

２．４．２　对城市品牌的影响

大型体育赛事在宣传文化、促 进 对 外 交 流 方 面 搭 建 起 一 座

桥梁。周永松［５５］（２００９）指出北京奥运会期间，汉语的推广提升

了北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胡乔、陶玉流［５６］（２００９）指出城市通

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将城市历史文化 展 现 在 世 人 面 前，借 助 媒

体宣传使城市文化得 以 迅 速 走 向 世 界。武 胜 奇［５７］（２００９）则 上

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研究了体育赛 事 对 上 海 市 体 育 设 施 文

化、城市视觉景观文化、城市管理 文 化 及 城 市 精 神、精 神 文 化 产

品、艺术节事的影响。
通过体育赛事平台所实现的 文 化 交 流 与 传 播，可 以 在 树 立

城市品牌形象、发展文化产业以及推进 城 市 软 实 力 建 设 方 面 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黄 海 燕［５８］（２０１０）指 出 体 育 赛 事 对 城 市 知

名度和城市形象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大 量 媒 体 报 道、城 市 直 接 的

广告和宣传、赛事观众的口碑效应以及 间 接 知 情 者 的 形 象 传 播

四种途径实现的，利用大型体育赛事是 塑 造 城 市 品 牌 形 象 的 捷

径。于贵和［５９］（２００９）指出利用全国山地运动会的召开为契机，
黔西南州地区旅游与人文资源展示于 公 众 的 视 野，取 得 了 很 好

的品牌效应。刘力维［６０］（２０１０）以 第１１届 全 运 会 为 例，探 讨 了

对举办城市济南城市 文 化 软 实 力 的 影 响。郭 琴［６１］（２０１０）从 社

会学视角谈到对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 的 影 响，包 括 树 立 城 市 形

象、提升城市精神、提 升 居 民 的 生 活 品 味。宋 兆 峰 等［６２］（２０１１）
依托相关社会学理论，从城市物 质 文 化、精 神 文 化、制 度 文 化 等

层面，对大型体育赛事提升城市文化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论证。
众多研究都表明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对 城 市 文 化 建 设 的 积 极 作

用，大部分学者们的研究也认为城市居 民 大 多 数 对 举 办 奥 运 会

等大型体育赛事 持 支 持 的 态 度。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带 给 人 类 社 会

的贡献是难以衡量 的，它 不 仅 推 动 城 市 文 化 的 对 外 交 流，更 为

重要的是它在提 高 人 文 素 养 和 塑 造 城 市 品 牌 方 面 所 留 下 的 深

远影响。

３　简评与展望

３．１　简要评述

毋庸置疑，学者们 从 不 同 角 度 就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对 城 市（区

域）的影响进行了 有 益 探 讨，特 别 是 肯 定 举 办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对

城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 面 的 贡 献，为 举 办 大 型 体 育 赛

事在今后城市发 展 过 程 中 如 何 有 效 地 发 挥 作 用 提 供 了 一 定 的

理论支持。但由于总体上该领域 研 究 起 步 较 晚，还 存 在 一 些 不

足，主要表现在：
（１）研究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区 域）影 响 缺 乏 整 体 性 的 理

论分析框架，多数研究主要是运用西方较 为 成 熟 的“事 件”理 论

对大型体育赛事的影响进行分析，导致 难 以 把 握 在 我 国 具 体 国

情下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影响城市发展 的 重 点 和 难 点 所 在，未 能

将城市发展过程 中 体 育 赛 事 的 影 响 上 升 到 城 市 化 进 程 中 体 育

如何发挥作用的高度进行分析，学者从 宏 观 上 以 及 政 策 性 的 角

度论述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各个方面 的 影 响 较 多，缺 乏 对 重 大

问题进行的深入探讨，尤其缺乏在具体 的 操 作 层 面 探 讨 大 型 体

育赛事对城市发展的价值。
（２）研究的范 围 不 够 全 面，欠 缺 研 究 的 深 度 和 广 度。主 要

表现在：一是针对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 发 展 影 响 的 研 究 文 献 偏

少，特别是关于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与城 市 发 展 的 契 合 度 方 面 的

研究鲜有学者触 及，无 论 是 研 究 的 范 围 还 是 深 度 都 远 远 不 够，
难以为我国众多 城 市 选 择 和 利 用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的 问 题 上 提 供

指导性的意见；二 是 虽 然 关 于 体 育 赛 事 研 究 文 献 数 量 较 多，但

其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北京、上海、广 州 等 发 达 城 市 和 地 区，其 代

表性和覆盖面不够，研究对象的广度有待提高。
（３）研究方法 简 单，套 用 西 方 事 件 理 论 的 研 究 方 法 和 研 究

范式，并且多以定性研究为主。由 于 国 内 外 大 多 数 学 者 将 大 型

体育赛事界定为一种特殊事件或是服 务 产 品，因 此 未 能 充 分 认

识和探寻大型体育赛事的“体育”内涵，导 致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对 城

市（区域）影响的 研 究 手 段 上 简 单 照 搬 事 件 理 论 的 研 究 方 法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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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科学的研究离不开定性研 究，但 是 定 性 研 究 仍 有 它 的 局

限性，即与统 计 数 据、假 设 模 型 等 定 量 分 析 相 比，显 得 很 不 精

确，具有一定的模 糊 性 和 多 义 性，且 验 证 性 和 操 作 性 较 差。大

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区域）影响的研究 作 为 一 种 影 响 研 究，应 将

重点建立在研究对象的比较研究上，并 促 使 对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的

研究从一元化定性研究向定性和定量结合的二元化研究转化。
（４）研究内容较为单一，在所 搜 寻 关 于 体 育 赛 事 的 文 献 中，

大部分的研究内容多数局限于奥运会 等 超 大 型 的 体 育 赛 事，对

本土赛事和 单 项 特 色 赛 事 的 研 究 稍 显 不 足，如：关 于 足 球、帆

船、高尔夫、滑雪、马 术、斯 诺 克 以 及 本 土 的 民 族 类 体 育 赛 事 等

特殊领域大型赛事研究较少，这些赛事 对 举 办 城 市 影 响 的 研 究

更是微乎其微。
（５）缺 乏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结 束 后 的 城 市 品 牌 效 应 研 究。目

前，对体育赛 事 综 合 影 响 框 架 体 系 以 及 事 前 评 估 研 究 较 为 丰

富，但是由于大型体育赛事结束后举办 城 市 所 经 历 低 谷 的 情 况

越来越多，致使城市管理者逐渐认识到 城 市 举 办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的初衷和目的 应 该 由 注 重“有 形”的 经 济 影 响 转 向 注 重“无 形”

的品牌效应，这种“无形”的品牌效应如 何 在 城 市 发 展 过 程 中 发

挥作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未有学者触及。

３．２　研究展望

鉴于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区 域）发 展 所 产 生 的 巨 大 影 响，

体育的“多元化”功能将会越来越被人 们 挖 掘 和 熟 知，选 择 通 过

举办体育赛事促进城市发展，势必会成 为 未 来 体 育 在 城 市 化 进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体表现 形 式。因 此，在 该 领 域 的 研 究 中

应在以下６个方面做进一步努力与完善：
（１）加强对大型体育赛事 与 城 市 发 展 的 系 统 研 究。结 合 建

设体育强国和城市化进程中加快体育 产 业 发 展 的 要 求，以 可 持

续发展为导向，明晰大型体育赛事在城 市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影 响 作

用机理，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困境。
（２）探讨城市（区域）选择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机 制。对 大 型 体 育

赛事举办权的追求，不 能 脱 离 城 市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实 际，片 面

追求体育赛事会对城市的公共资源造 成 浪 费，只 有 合 理 选 择 与

城市发展要求相匹配的体育赛事，才能 发 挥 体 育 赛 事 的 正 向 作

用。因此，对体育赛 事 与 举 办 城 市（区 域）的 契 合 度，大 型 体 育

赛事对城市发展影响的结果变量，以及 如 何 优 化 选 择 体 育 赛 事

助力城市品牌的塑造等问题，应该成为后续研究的重点。
（３）关注群众体育的问题。竞 技 体 育、群 众 体 育、体 育 产 业

作为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主体，以大型 体 育 赛 事 为 表 现 形 式 的

竞技体育如何在促进全民健身、完善体 育 公 共 服 务 体 系 等 方 面

发挥作用需要学者们的关注。
（４）厘清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后城市 的“低 谷 效 应”与 城 市 可

持续发展的关系。对 举 办 城 市 赛 后 经 济 放 缓、体 育 场 馆 利 用、

城市形象的后续建设等问题应该如何 克 服 与 解 决，已 有 的 研 究

都集中在理论分析层面，缺乏实证检验和有效的评价工具。
（５）注重特色赛事的影响 研 究。探 讨 单 项 特 色 体 育 比 赛 对

城市（区域）发展的效应，尤其是中国本 土 特 色 体 育 赛 事 对 举 办

城市（区域）影响。
（６）探索建立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区 域）发 展 的 影 响 指 标

体系。大型体育赛 事 对 举 办 城 市（区 域）所 带 来 的 影 响 怎 么 衡

量，建立科学、操作性强的指标体 系，有 助 于 城 市 管 理 者 理 性 看

待大型体育赛事 这 种 资 源 配 置 方 式 是 不 是 真 正 与 城 市 的 发 展

轨迹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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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肖锋，沈建华．析举办重大 体 育 赛 事 对 城 市 体 育 事 业 竞 争

力的提升作用［Ｊ］．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
（１）：３８－３９．

［１８］景益科，梁仁春，游 丹．浅 析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对 举 办 城 市 的

影响［Ｊ］．山西师大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研 究 生 论 文 专 刊，２００９．
１２：３６－３８．

［１９］［５４］史立峰，樊 东 声，赵 凡．２０１４青 奥 会 对 南 京 城 市 体 育

发展重大影响的研 究［Ｊ］．南 京 体 育 学 院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２０１１（６）：１４３－１４５．
［２０］许良洪．大 型 体 育 赛 事 提 升 城 市 体 育 软 实 力 的 价 值 研 究

－以厦门国际马拉松赛为例［Ｊ］，体育科学研究，２０１１（３）：

２７－３０．
［２１］任海．论奥运 会 对 举 办 城 市 和 国 家 的 影 响［Ｊ］．体 育 与 科

学，２００６（１）：４－６．
［２２］喻坚．２００８北京奥 运 会 对 当 代 中 国 政 治、经 济、文 化 的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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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效应［Ｊ］．山东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３）：１１－１９．
［２３］陈锡尧，吴慧明．对当今国 际 性 重 大 体 育 赛 事 的 价 值 认 识

以及发展趋 势 的 研 究［Ｊ］．上 海 体 育 科 研，２００３（４）：２５－
２７．

［２４］戴轶，赵茜．体育在国家 对 外 关 系 中 的 作 用［Ｊ］．北 京 体 育

大学学报，２００５，２８（３），３０８－３１０．
［２５］凌平，南音．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与中国的和平崛起［Ｊ］．体

育与科学，２００６（１）：１０－１２．
［２６］沈建华，肖锋．大型体育 赛 事 对 城 市 形 象 的 塑 造［Ｊ］．沈 阳

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４（６）：７４５－７４６．
［２７］李鹏，邹玉玲．体育赛事 型 塑 城 市 特 色［Ｊ］．首 都 体 育 学 院

学报，２００９（２）：１５８－１６３．
［２８］孙有智．大型体 育 赛 事 对 城 市 品 牌 提 升 的 路 径 研 究———

基于城市空间理论视角的探索［Ｊ］．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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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张林，黄 海 燕．体 育 赛 事 经 济 影 响 评 估 研 究［Ｊ］．体 育 科

研，２０１１（２）：７０－７３．
［３１］鲍明 晓．２００８年 奥 运 会 对 中 国 及 首 都 经 济 的 深 刻 影 响

［Ｊ］．前线，２００１（８）：３８－４１．
［３２］许松涛．承办奥运会对城市发展的乘数效应［Ｊ］．首都体育

学院学报，２００１（３）：８８－９２．
［３３］付磊，范力．奥运会对主办地的经济影响［Ｊ］．改革与理论，

２００２（１０）：５－８．
［３４］［５１］董杰．奥运会对举办城市的经济影响［Ｊ］．中国体育科

技，２００４（１）：３４－３７．
［３５］黄海燕．体育赛事经济影响评价的实证研究［Ｊ］．上海体育

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６．
［３６］李伟伟，余际从．２００８奥运会对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布

局影响［Ｊ］．资源·产业，２００３（４）：４６－４８．
［３７］黎冬梅，肖锋．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对大都市经济影响之研

究［Ｊ］．河北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１）：２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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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２００５（４）：４５－４９．
［４２］［４９］陈峰．大型国际体育对现代城市建设的影响效应［Ｊ］．

体育与科学，２０１１（４）：６０－６５．
［４３］李燕燕、陈锡尧．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对上海“都市旅游”品

牌的塑造研究［Ｊ］．内蒙古体育科技，２００９（１）：５－７．
［４４］赵泽群．论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现代化的作用［Ｊ］．西

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７（４）：１２３－１２５．
［４５］周雯艳．体育赛事对主办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Ｊ］．商业时

代，２００８（３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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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刘云．大型体育赛事对区 域 经 济 的 影 响．广 州 番 禹 职 业 技

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３）：５３－５６．
［５０］田夏，龚明波．举办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对 城 市 发 展 的 影 响［Ｊ］．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３）：３１５－３１７．
［５３］蔡晓红．承 办 第 二 届 青 奥 会 对 提 升 南 京 城 市 体 育 软 实 力

的影响及策略选择［Ｊ］．南京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４）：５６－
５８．

［５５］周永松．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对 提 升 城 市 综 合 实 力 的 作 用 及 举

办策略［Ｊ］．成都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１１）：１４－１６．
［５６］胡乔，陶玉流．城市竞争力 视 域 下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的 效 益 研

究［Ｊ］．体育与科学，２００９（４）：３２－３５．
［５７］武胜奇．体育赛事 与 上 海 城 市 文 化 竞 争 力 研 究［Ｊ］．南 阳

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１２）：９１－９５．
［５８］黄海燕．体育赛 事 与 城 市 发 展［Ｊ］．体 育 科 研，２０１０（１）：１５

－１７．
［５９］于 贵 和．浅 议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对 于 地 区 品 牌 打 造 的 意 义

［Ｊ］．贵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２）：１０７－１１０．
［６０］刘力维，何立军．重大体育 赛 事 对 城 市 文 化 软 实 力 建 设 的

影响—以第１１届 全 运 会 为 例［Ｊ］．中 国 集 体 经 济．２０１０
（４）：１３８－１３９．

［６１］郭琴．从社 会 学 的 视 角 中 谈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对 举 办 城 市 的

综合影响［Ｊ］．体育世界（学术），２０１０（１０）：５６－５８．
［６３］黄海燕，张林．体育赛事经济影响的机理［Ｊ］．上海体育学

院学报，２０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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