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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发展到现在，赛事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

两者相互依赖，相得益彰。城市的发展为体育赛事发展提供

支持与保证；体育赛事反过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实力越强的

国家或城市，举办的体育赛事往往规模越大，级别也越高。体

育赛事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城市发展水平

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上海自1983年承办第一届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第五届

全国运动会，到现在形成 F1 、上海网球大师杯赛（现为

ATP1 0 0 0 上海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上海国

际马拉松赛、汇丰高尔夫冠军赛和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

这六大标志性赛事的格局，体育赛事发展的成绩喜人，表现

出量的扩大以及质的飞跃。体育赛事作为城市的一张靓丽名

片给上海的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上海赢得了世界的瞩

目与赞誉。立足国内，上海的体育赛事走在发展的前沿，但

放眼世界，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上海与国际上真正的知名

体育赛事城市在体育赛事发展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距。2007

年，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体育咨询机构Ark Sports 做过一项

研究，它综合评价了20 个世界都市的体育赛事发展的硬件、

软件部分，最后得出，世界都市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指数评选

排名前八位为墨尔本第一，巴黎和悉尼并列第二，柏林列第

四，接下来依次是：伦敦、马德里、纽约、北京、东京、开

普敦[ 1 ]，上海并不是其中之一。

上海目前已确定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区域性的国际性大

都市，上海体育也正致力于建设国际知名体育城市。这就

要求上海体育赛事的发展应具有国际眼光，具有国际前瞻

性，以国际的水准来要求自己。因此，本文拟通过上海与

一些公认的国际知名体育赛事城市，如纽约、伦敦、墨尔

本进行体育赛事发展方面的国际比较，分析上海与这些城市

之间存在的差距，并借鉴其经验，找出相应的对策，为更

好地促进上海体育赛事的发展，加快上海成为国际知名体育

城市以及国际大都市建设的步伐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内容

本文选取了3 个公认的国际知名体育赛事城市纽约、伦

敦、墨尔本作为比较对象，就体育赛事发展状况与上海进行

比较研究。

1.1  比较的对象

本文综合走访的学者、赛事运作专家、体育部门有关

人员的建议和意见，选择了纽约、伦敦、墨尔本这3 个城

市作为与上海比较的对象。纽约、伦敦这两个城市均为世

界性的国际大都市，同时体育赛事发展成果显著，是上海

未来努力的方向。墨尔本虽不是世界性的国际大都市，却

凭借体育赛事独树一帜，成为国际知名的体育城市，因

此，它在体育赛事发展上的成功经验也非常值得借鉴，本

文也将其纳入比较的范围。

从科学的角度看，体育赛事的国际比较是十分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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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育赛事发展的国际比较

主要在于可比性问题。纽约、伦敦、墨尔本这3 个城市中，

上海与纽约最为相似，两者均为本国的经济中心，均属于

移民城市且均地处本国的东部沿海，地理位置优越，不同

的是纽约的人口明显少于上海，而且纽约不仅是本国的经济

中心，还是全球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伦敦则同为本国的经

济和政治、文化中心。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城市，

也是一个沿海和移民城市，但人口不足4 0 0 万，与上海相

差较大。因此，本文将上海与纽约的比较作为重点，通过

现状的对比说明问题。

1.2  比较的内容

城市的体育赛事包括国际性赛事、全国性赛事、全国

性以下赛事，由于全国性以下的赛事种类繁多，数量庞

大，对它的搜集及统计工作困难较大，体育部门也很难有

准确的统计数据。因此，本文主要对城市间的国际性赛事

和全国性赛事进行比较，重点搜集了4个城市在2008年度举

办的国际性和全国性的赛事信息，在能够查询到的情况下也

搜集了部分全国性以下的赛事信息。以这些信息为主要依

据，本文从赛事数量及分布、运动项目的数量级分布、群

众体育赛事、赛事品牌竞争力、赛事文化、赛事管理水平

等方面进行了上海与其它3 个城市体育赛事发展的国际比

较，并对比较的结构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

1.3  赛事信息的来源

在信息来源上，上海的赛事信息是由上海市体育局竞赛

处提供，包括国际性和全国性赛事。纽约市的体育赛事是通过

纽约市体育委员会（New York City Sports Commission）的

网站查询获得，该组织是纽约市主管体育的政府部门。由于该

网站提供的主要为纽约的年度性赛事信息，因此，本文整理的

是2008年纽约的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年度赛事及全国性以下的

年度赛事。英国的体育管理体制与我国不同，政府部门主要负

责群众性体育赛事，在英格兰体育委员会网站（http://www.

sportengland.org/）中的“伦敦”板块未能找到本文所需要

的赛事信息，最后通过查询伦敦旅游局的网站（http://www.

visitlondon.com/cn/）获得。但由于该网站提供的赛事信息不

完备，本文尽可能的通过其他的相关网站获取赛事信息，包括

英国旅游网（http://www.totaltravel.co.uk/）、伦敦观光网

（http://www.viewlondon.co.uk）、伦敦在线（http://www.

londononline.co.uk/）、伦敦网（http://www.londontown.

com/）等。墨尔本的体育赛事信息主要是通过维多利亚大型

活动管理有限公司（Victorian Major Events Company,简称

VMEC）的网站获得。该公司是协调墨尔本体育赛事的机

构，其网站有比较完整的赛事信息，本文通过它获得了2008

年墨尔本举办的主要国际性与全国性赛事。

2    上海体育赛事发展的国际比较

2.1  上海与纽约的体育赛事发展比较

纽约被认为是国际著名的体育赛事之都，每年都要举行

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2008年，纽约市举办的固定赛事，即

每年定期举办的赛事中，至少包含37项国际性赛事，40项全

国性赛事，其中美国网球公开赛和纽约马拉松赛是影响最大

的两个赛事。与上海进行比较，纽约的体育赛事在以下3 方

面优势较为明显。

2 . 1 . 1 固定赛事多，赛事时间分布均匀

在赛事数量上，2008 年上海共举办了45 项国际性赛事，

54项全国性赛事。由于搜集到的纽约体育赛事均为固定赛事，

所以两者在总量上不能直接比较。但经初步统计上海2008举

办的国际性赛事中仅有24项为固定赛事。因此可见相对纽约

来讲，上海的固定赛事较少。固定赛事是指能够在城市长期

举办的赛事。作为城市，把体育赛事固定下来，有利于进行

持续长久的包装和营销，城市的体育品牌会更长远更稳固，同

时也更利于城市对体育项目的培育。目前上海自己培育和创

立的传统品牌赛事不多，大多数为舶来品，较有影响力的固

定赛事有：网球大师杯赛（现为ATP1000 上海大师赛）、F1

大奖赛、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世界沙

滩排球巡回赛（金山）、世界攀岩分站赛（静安）、国际标准舞

锦标赛（卢湾）、环沪港国际自行车赛（东亚）、环崇明岛国际

自行车邀请赛、苏州河国际龙舟赛等[ 2 ]。

在赛事的时间分布上（见表1），纽约的体育赛事总体上

较为均匀在分布在一年的12个月中，其中6～7月，9月以及

12月是纽约的体育赛事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其举办的固定赛

事的数量都在8项以上，其他的月份也保证了至少4项的年度

赛事，并且国际性与全国性赛事相互穿插。上海的体育赛事

也称得上是全年不休，但往往出现“扎堆”的现象，赛事大多

集中在4～5月，及9～12月。而且分析发现，在2008年上海

六大标志性赛事无一例外都是在9～11月间举行，这使得赛事

在一年之中“大涨大落”，难以形成稳定持久的体育氛围。赛

事的时间分布涉及赛事的时间结构问题，也是涉及城市的赛

事的资源分配问题。

2 . 1 . 2 赛事本土化程度高，群众体育赛事活跃

纽约赛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赛事本土化程度高，市

民的参与热情很高；群众性、传统型的体育赛事非常多。

在纽约，比较流行的运动项目有篮球、自行车、田径、跑

步或行走，纽约城区内隔三岔五就会出现篮球赛、自行车

赛或跑步比赛等，市民参与的热情都很高，5 月的自行车月

表 1  纽约与上海的体育赛事的时间分布对比

举办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纽约市赛事

国际性 全国性 总计

  2   3   5

  3   1   4

  1   3   4

  1   5   6

  3   3   6

  7   3  10

  5   3   8

  5   1   6

  4   4   8

  4   3   7

  1   3   4

  1   7   8

   上海市赛事

国际性 全国性 总计

   0    1   1

   1    2   3

   2    2   5

   4    7  11

  10    5  15

   2    1   3

   1    4   5

   3    0   3

   8    2  10

   4    5   9

   6    2   8

   1    6   7

注：由于部分赛事的举办时间跨月份、跨季度或者跨年度，本表未将

其计入其中。这些赛事大多为全国性赛事，其中纽约占1 项，上海占

1 9 项。

Table Ⅰ   Comparison between Time Distribution of Sport
Events in New York and in Shanghai



体育科研  2010年 第 31卷 第1 期 Sport Science Research

体
育

赛
事

与
城

市
发

展
专

题

23

更是全城总动员。在该月，纽约市将举办超过2 0 0 项的大

小赛事，以呼吁每一位纽约市民成为每日骑自行车大军中的

一员。纽约的群众体育赛事往往都有运动的主题，这些主题

不与国家或城市政府的大事或号召相关，更多是与社会的公

益事业或者市民的切身利益相关。如2006年创立的梅捷·琼

斯篮球联赛（Maggie Dixon Classic）于每年的11月份举行，

这项赛事被命名为梅捷·琼斯，是为了纪念首次执教并率领

Army女队杀入美国大学体育总会篮球锦标赛并夺冠，之后因

病不幸逝世的主教练梅捷·琼斯，表达纽约市民对她的缅怀

之情[ 3 ]。又如纽约青少年联盟母亲节跑步赛（New York

Junior League Mother’s Day Race£º A Race To Erase Domestic

Violence）是为了呼吁消除家庭暴力。纽约还有一些极具特

色、风趣的体育赛事，如纽约市掰手腕大赛（NYC Big Apple

Grapple XXXI），不仅在纽约非常受欢迎，还吸引了各个

国家的选手来参赛[4]。纽约赛事广泛的群众基础对纽约的城

市精神、市民素质的培育，城市风貌的展示都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也利于团结全市市民的力量推动整体赛事的发展。

反观上海的群众体育赛事，往往缺乏吸引力，与市民保持

了一定距离，不利于团结市民的力量发展体育赛事。

2.1.3 赛事的品牌竞争力强

纽约重大赛事的特点是赛事的规模大、影响广、级别

高。纽约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赛事分别是纽约国际马拉松赛和

美国网球公开赛（见表 2 ）。从上海的重大体育赛事表现

的总特点来看，也可以归纳为规模大、影响广、级别高 9

个字，其中“规模大”主要是指参与的部门多、人员多

（观众、工作人员等）；“影响广”主要是指向世界传播

的范围广；“级别高”主要是指国际单项最高级赛事[ 2 ]。

上海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赛事分别是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和网球

大师杯赛。巧合的是这两组代表性的赛事在运动项目上正好

对应起来，认识两个城市在体育赛事品牌竞争力上的差距也

正好通过这两组代表性赛事在品牌历史、赛事影响、举办

时间、参赛人数、观众人数上的对比表现出来。

由表2 可以看出，首先在赛事的品牌历史上，上海的两

项赛事无法与纽约的赛事媲美，美网的创始时间比我们早了

123年之多，而且综合纽约赛事的整体情况，具有几十年甚至

上百年历史的赛事远不止这两个，如环五区自行车赛（Five

Boro Bike Tour）于1977 年开始举办；贝尔蒙特有奖大赛

（the Belmont Stakes）起源于1866 年。这些赛事在长期的

发展历程和与城市的互动中形成了深厚底蕴的赛事文化，它

们是城市的标志和象征，是城市文化的体现[5]。上海的体育

赛事起步较晚，在这样真正的“体育城市”面前，就显得捉

襟见肘。其次，在赛事级别和规模上，上海的两项赛事也无

法与纽约的两项赛事相提并论，尤其是2008年纽约国际马拉

松赛能吸引的现场观众人数竟超出上海马拉松赛的10倍，足

可见该赛事的受欢迎程度和品牌号召力。再次，美网和纽约

国际马拉松赛都是纽约的自主品牌，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也是

上海的自主品牌赛事，但上海网球大师杯赛却不是。虽然

2009 年终于盼来了 ATP1000 上海大师赛来替代这一赛事，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问题，上海近几年举办的一些国际性

体育赛事，基本上所有权都不属于上海，赛事合同期满就将

易地举行。从某种程度上，上海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没有

形成自身的品牌赛事[ 2 ]。

2.1.4 上海与纽约的体育赛事比较分析

对比纽约体育赛事在这几方面的优势，上海在固定赛事

数量、赛事时间分布合理性、赛事本土化程度、品牌竞争

力上存在实际的差距。赛事的品牌竞争力属于规模问题，规

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赛事的总量及不同种类的赛事的数

量；二是指赛事的平均规模，上海的重大体育赛事的级别

虽然也算比较高，但与纽约相比，赛事的品牌竞争力逊色

很多。固定赛事少、本土化程度不高、时间分布不均匀属

于赛事的结构问题。结构的问题有的是历史造成的，如固

定赛事，在赛事发展的早期，赛事往往是固定在一个城市。

而现在，综合性体育赛事一般是非固定的，单向赛事，尤

其是国际性顶级赛事落户于一个城市的难度越来越大。例如

上海从1998年举办喜力网球公开赛，2002、2005-2008年又

连续举办了5届网球大师杯赛，直到2009 年才使得ATP1000

网球大师赛落户上海。因此引进赛事更要早期规划，寻找

机会才有可能，长期看培育本土的自主品牌赛事也是增加固

定赛事比例的一个渠道。其次还是规划的原因，影响力较

大的国际性体育赛事的申办或者争取某项赛事的永久举办权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很难实现，规划的任务就是要

提前选择合适的赛事并为之作长期的战略准备。当然，赛

事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不论是数量，还是赛事的平均规

模都应与城市的需要与实际相适应，落后于城市的需要就会

成为城市的负担，超出城市的需要和实际也不利于城市和自

身的发展。因此，这一比较结果更多的是为我们参考所用，

表 2  上海与纽约的代表性赛事的对比

所在城市

赛事名称

创始时间

品牌历史

赛事级别

举办时间

参赛人数

现场观众人数

             纽  约

纽约国际马拉松赛 美国网球公开赛

    1970 年    1881 年

      39 年     128 年

世界四大马拉松赛之一  四大满贯之一

       1 天      14 天

    38 356       xxx

     200 万      72 万

              上  海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 上海网球大师杯赛

    1996 年 2002 年

      13 年  5 年（已结束，

                     由ATP1000 上海

                    大师赛代替）

全国四大马拉松赛之一    年终总决赛

      1 天 8 天

   20 000 余人 24

    19.8 万 11 万

注：以上数据的时间参考均为 20 0 8 年。

Table Ⅱ   Comparison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ve Sport Events in Shanghai and in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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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育赛事发展的国际比较

上海需要怎么的赛事规模，如何进行城市整体的赛事规划需

要充分的社会调研和严格的论证。其中，社会的接纳度和

的民众的喜爱度是规划过程中的重要考虑因素。

2.2  上海与伦敦的体育赛事发展比较

英国是许多现代体育项目的摇篮，也是四项世界十大最

受瞩目年度体育盛事的主办国。英国的有四大体育赛事：

温布尔登公开赛、全国越野障碍赛马赛、伦敦马拉松比

赛、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其中前三项以及英超联赛部分

赛事均在伦敦举行。伦敦是世界上举办过两届奥运会的4 个

城市之一，同时也即将成为唯一一个举办3 届奥运会的国

家。作为世界头号商业中心的伦敦也是世界著名的体育赛事

城市。相比较上海，伦敦在以下两方面表现更为突出：

2.2.1 运动项目的分布更为合理

2 0 0 8 年，伦敦举办了约34 项主要的国际国内重大赛

事，其中国际性赛事22项，全国性赛事12项。34项赛事共

包括17个运动项目，其中奥运项目占9项。上海2008年举办

的99项国际国内赛事共包含了38个运动项目，其中奥运会项

目占18 项比例，可见奥运项目所占的比例相差不大。在运

动项目的数量分布上，伦敦的赛船和赛艇是最常进行赛事的

两个项目，进行的赛事数量均为6 项，其余的运动项目大致

为1～3 项。上海的运动项目的分布起落较大，赛事进行的

频次最多的是赛车，包括 F1 赛车、房车赛、摩托车赛等，

共有17 项赛事，其次是篮球，共有8 项篮球赛，接下来是

足球、高尔夫、象棋等。由表 3 可以看出，大部分的运动

项目只对应1～2 项赛事，这样的项目共28 项，占全部项目

的2 / 3 以上。在伦敦，赛船和赛艇既是赛事最多的运动项

目，同时也是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伦敦传统赛事。但是在

上海对应赛事数量较多的运动项目中，能够体现上海本土文

化和传统习俗的赛事很少，像羽毛球、龙舟、风筝、桥牌

这样能够展示本土文化、具有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对应的赛

事数量却只有一个。此外，伦敦的运动项目大多是奥运项

目，同时又是比较流行的运动项目，同时深受伦敦市民喜

爱的运动项目对应的赛事也比较多。上海的运动项目面比较

广，其中奥运项目的数量也不少，但项目总体比较冷门，

吸引力相对较低。

2.2.2 赛事文化底蕴深厚

与纽约类似，伦敦拥有悠久和丰富的体育历史，一些

世界上最古老的运动也发源于此。如创始于1877 年的温布

尔登网球锦标赛是网球运动中最古老和最具声望的赛事，每

年吸引近30 万人观赛。一年一度的伦敦马拉松大赛自1981

年诞生以来,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英国牛津

大学与剑桥大学之间从1829年开始，每年4月初春暖花开的

时候，进行高校赛艇对抗赛，全世界近四亿观众都乐于观

看该赛事。这项比赛也成为伦敦的经典活动之一，成为伦

敦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再如全英越野障碍赛马会、考斯帆

船赛周也都是伦敦有名的传统赛事。

由于其悠久的历史以及伦敦人对体育的热衷，伦敦的体

育赛事在逐渐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之相比，上海的

体育赛事文化尚不深厚。上海体育赛事发展的历史较短，

人们的体育意识比较薄弱，体育赛事文化受到各种社会、

经济、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制约。目前上海致力于引进新的

国际性大赛，这些大赛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风格

和文化背景，上海需要时间去完成适应、吸收赛事文化，

然后形成自身独特赛事文化的过程。

2.2.3 上海与伦敦的体育赛事比较分析

运动项目的分布实际上也是运动项目的结构问题，包括

奥运项目与非奥运项目、外来项目与本土项目的合理布局以

及不同种类运动项目的赛事的合理数量安排。城市对于运动

项目的选择和培育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包括地理因素、群

众基础、市民的需求、赛事市场的成熟度、运作技术的掌

握程度等等。运动项目的合理布局也是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

的影响，因此，合理的运动项目布局也是一个需要从城市

整体赛事发展大局上考虑的问题。不同的运动项目代表了不

同的运动文化，将运动文化、赛事文化融入城市文化，以

及将城市文化体现在运动项目上，最终实现两者的紧密结

合、积极互动是城市选择和培育合适的运动项目、进行合

理的项目布局的发展目标。

赛事文化是一个积累、传递、再积累的过程。上海与

伦敦在赛事文化上的差距，一方面是历史的原因，上海起

表 3  伦敦与上海的运动项目分布比较

      伦    敦

      运动项目

赛船、赛艇

足球、网球、赛马、自行车赛、田径

铁人 3 项 / 2 项、赛车、马拉松、马球

投掷手机、斯诺克、游泳、篮球、橄榄球

各项目对应

的赛事数量

   17

    8

    7

    6

    5

    4

    3

    2

    1

       上    海

       运动项目

赛车

篮球

足球

高尔夫、象棋

排球、围棋

乒乓球、赛艇、田径

冰球、极限运动、体育舞蹈、武术、击剑、自行车

棒球、蹦床、壁球、冰上运动、垒球、曲棍球、手

球、体操、跳水、网球、马拉松、游泳、羽毛球、

板球、风筝、街球、龙舟、轮滑、摩托艇、桥牌、

斯诺克、障碍单车

Table Ⅲ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ports Distribution in London and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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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较晚，文化积累的过程不够长，需要更长的时间深化赛

事文化的内涵；另一方面是对体现城市自身传统文化的赛事

的挖掘不够。伦敦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体育赛事多是发源于

伦敦，在伦敦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赛事，这些赛事逐

步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上海更多的是借用舶来

品来实现提升城市形象和竞争力，本土文化的运动项目对应

的赛事少，难以打造能够体现上海本土特色的赛事。

2.3  上海与墨尔本的体育赛事发展比较

墨尔本一直被誉为世界上举办体育赛事的最佳城市，以

“体育赛事之都”闻名世界。2008 年墨尔本共举办了21项国

际国内重要赛事，且大多为职业化项目的赛事，如网球、高

尔夫、自行车赛。墨尔本体育赛事发展的成功经验中，以下

两点非常值得关注。

2 . 3 . 1 赛事 - 旅游资源整合模式成熟

赛事吸引了人群的集聚，也带了来旅游商机。墨尔本

是将赛事与旅游资源充分整合的最佳案例。它建立了一个以

举办传统赛事和申办国际性体育赛事为核心的赛事——旅游

模式(Event-Tourism Model)，此模式的目标就在于通过体育

赛事为当地的发展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和大量的媒体宣传,并

在时间和空间上调整赛事的平衡[ 6 ]。

值得注意的是，墨尔本市旅游与赛事的结合是双向的。

旅游业繁荣的同时反过来对赛事进行必要的支持。维多利亚

省旅游局有一个“维多利亚省活动计划”，该计划本着让活动

（包括赛事）最终成为有影响力的，能自我维持的活动的理

念，向其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和建议。如在2007年10月的一轮

财政资助中，有17项地区性活动接受了1 500澳元至7 500

澳元不等的资金[ 7 ]。

而在上海，旅游的产品往往比较单一，各种报纸的旅

游板块介绍的旅游项目一般都以观光为主，很少见到有关赛

事的信息。但是随着体育赛事带来的国际国内游客越来越多，

上海的旅游业也逐渐意识到了体育赛事的重要性，将赛事组

合进旅游产品中，但是发展历史很短，还处于起步阶段。如

2004年 F1登入上海后，春秋国旅首先推出了 F1 中国站“观

赛+ 旅游”模式的新概念旅游产品，还在欧洲、美国开展了

“F1 ＋中国旅游”特色组合产品的宣传，组成了近千人的

特别观赛和旅游的欧美客人[ 8 ]。这是一次有效尝试。

2.3.2 体育赛事管理机制的完善

墨尔本的体育赛事管理机制与上海不同，它并不是由政

府部门直接管理，而是由一家维多利亚政府牵头成立的维多

利亚大型活动公司(Victorian Major Events Company,简称

VMEC)进行协调。1991年成立的 VMEC 是一家非营利性组

织，它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和评估现有的国际重大体育赛事及

其申办程序，并根据墨尔本的实际情况组织相关资源进行国

际体育赛事的申办，并不参与赛事的组织和管理工作[5]。

VMEC 在墨尔本体育赛事发展中扮演了参谋者与服务者

的角色，它在对赛事进行专业的研究和评估的基础上，进

行赛前的决策和规划，赛中的协调，以及赛事整个过程的

服务。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使得墨尔本的体育赛事在政

府的关心和支持下，保持了赛事的可持续的、科学的、健

康的发展，有助于赛事资源的整合，避免了重叠和不必要

的竞争。而上海的体育赛事管理水平显然还达不到这样的水

平，上海的体育赛事的申办往往是各干各的，赛前也没有专

业、系统的研究与评估，赛事主办方与社会各相关机构、

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没有理清，离墨尔本这样和谐的发展

模式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2 . 3 . 3 上海与墨尔本的体育赛事比较分析

现如今体育赛事的功能现在早已超出了体育本身的范

畴，围绕体育赛事形成了公关策划、物流、餐饮、旅游、场

馆搭建、通信等一系列产业链。体育赛事与其他产业的资源

整合在国外已比较普遍，除墨尔本之外，纽约市体育委员会

也与纽约市旅游会展局实行资源整合，它是纽约市的官方营

销、旅游和会员组织。通过这种整合使得城市的体育和赛事

营销能够在共同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高旅游、营销和会员组

织的机会。又如新加坡旅游局在2008 年 F1 显著拉动旅游经

济之后，2009 年继续以 F1 赛事为平台，利用赛事举办各种

配套活动，包括娱乐文化表演、大赛主题活动以及美食购物

优惠等，还举办了 F1 摇滚音乐会，这是 F1 赛事举办以来首

次同时举办大型摇滚音乐会。这些活动为人们沉陷了一场

“F1 娱乐盛宴”，进一步巩固新加坡“娱乐盛事之都”的

地位[ 9 ]。

实际上，国内的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体育赛

事与相关产业资源整合的优势和潜力，很多的学者对体育旅

游资源的利用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对策。但是在现实中

还未找到一个适合的利用模式，墨尔本的体育赛事——旅游

整合模式未必能够适用于上海，但却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

案 例 。

关于如何管理体育赛事，当前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城市的

行政管理部门或多或少都使用一定的行政手段介入其中。主

要的原因当然是赛事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的性质，大、中型

赛事具有的正外部性和必须使用部分公共资源。具体的分

析，赛事运作通常是采用市场的方式，而赛事的规划和引

进则有政府介入，但各国各城市的介入方式和成都都有较大

的区别。墨尔本是由政府直接或组建非营利性的机构履行城

市规划和大型赛事引进和协调的职能，通俗讲是城市对城市

的赛事群总体进行管理，它有明确的赛事规划；有的城市

则只是介入个别赛事进行管理，上海目前就采用这一方式。

总体上看前者系统性好，要达到的目标比较明确，难点是

赛事规划属于软项目规划，有一定的难度。后者则随意性

大，当赛事不多时矛盾不突出，赛事多后赛事之间、赛事

与相关的运行环境之间会造成矛盾，甚至冲突，导致资源

的浪费。

3    小结

在世界范围内的体育赛事发展领域，上海是后起之秀。

上海凭借自身良好的经济基础，开放的赛事经营理念，依

靠多年的探索和努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较短的时间内完

成别人需要更长时间完成的发展任务。但与公认的国际体育

赛事知名城市相比，上海体育赛事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上海需客观认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迎头赶上，才能在激

烈的国际和国内竞争中与他人齐头并进，或者超越对手。

通过上海与纽约、伦敦、墨尔本的体育赛事发展比较

与分析发现，上海与这些城市相比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差

距。差距主要体现在：（1）固定赛事较少，上海每年举办的

临时性赛事居多；（2）赛事的级别不高，品牌竞争力较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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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育赛事发展的国际比较

这些城市举办的国际性赛事多数为该项运动的顶级赛事，影

响力很大；（3 ）赛事本土化程度不高，上海的体育赛事

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不够紧密，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薄弱，

市民参与的程度相对较低；（4）运动项目分布欠合理，赛

事文化底蕴不够深厚。同时通过比较也发现了一些值得借鉴

的体育赛事发展模式，即从墨尔本的体育赛事- 旅游整合模

式和由政府直接或组建非营利性的机构履行城市规划和大型

赛事引进和协调的职能的体育赛事管理机制中借鉴经验，解

决上海体育赛事- 旅游资源利用不足、体育赛事管理存在随

意性等问题。

造成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历史的原因，如

它们都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早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同时

体育赛事发展较早，民众受体育教育的影响较早，体育意

识更强。而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的国家，尽管上海在我国

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但仍处于发展阶段。这些

历史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人们无法改变的事实。还有一类

原因是与我们的工作有关的因素，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

又快、又好地缩小这些差距。这些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

由于在上海的体育赛事管理体制缺乏从城市的高度对整体赛

事进行管理，管理的随意性较大，产生了许多制度性的矛

盾；二是由于上海体育赛事缺乏规划，没有建立起一个与

城市相容、具有合理的赛事规模和赛事结构的赛事群。

因此，在客观认识自身差距的基础上，上海体育赛事

的未来发展需要把握几个重点：一是强规划和政策引导下，

寻求更适合的赛事管理和运作方式；二是思考如何更好的发

展群众体育赛事和本土文化体育赛事，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

其中，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赛事；二是处理赛事结构问

题，包括国际或国内赛事与群众体育赛事协调发展，保持

国际性赛事与本土赛事的合理布局、固定赛事与临时性赛事

合理比例、运动项目合理分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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