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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在梳理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袁 结合上海与国际顶级体

育城市的赛事发展差距袁提出上海建设国际体育之都的思路和举措遥 认为院体育赛

事为发展城市新型经济尧提振城市社会活力尧提升城市软实力尧深化城市有机更新

带来澎湃动能曰 上海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建设工作存在赛事的全球影响力有待进一

步提升尧体育赛事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尧体育赛事能级有待进一步提升尧体育赛事

本土化特色有待进一步彰显等不足遥 最后结合 叶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

要曳袁提出 2025尧2035尧2050 三阶段的发展目标袁并从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合作尧完

善体育赛事布局尧夯实体育赛事资源配置基础尧加大对本土体育赛事扶持力度以及

落实长三角体育一体化战略等方面实现建设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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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theory and logic of building a sports capital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an anal-

ysis of the gap between Shanghai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sports citie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ideas

and measures of building Shanghai into an international sports city. It is held that sports events bring

powerful driving forces for a city to develop new economy, boost social vitality, enhance soft power,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revival.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Shanghai as a city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there still exist some gaps, such as global sports city ranking, sports event system, sports

event level and sports event loc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Outlin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World Famous Sports Cit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year 2025, 2035 and

2050, which will be realiz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

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improving the layout of sports events, coordinating the allocation of

sports events resources, increasing the support for local sports events, and implementing strategies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sports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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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首先提出建设全球体育城市发展目标并

付诸实践的城市之一遥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袁上海市

政府就明确提出了建设野亚洲一流体育中心城市冶的
城市发展目标袁并制定了野积极申办具有世界一流水

平体育赛事冶的战略方针 [1]遥 2015 年 7 月袁市政府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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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出建设全球著名体育

城市的目标遥 2018 年 12 月袁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建设

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战略方针袁上海市体育局出台了叶建
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三年行动计划渊2018要2020 年冤曳遥
该行动计划围绕野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建设冶提出 22

项体育赛事发展任务遥 体育赛事作为体育产业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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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袁 是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

关键支撑袁是城市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袁
是打响上海野四大品牌冶尧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载体遥在国家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尧
全面实施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以及深入贯

彻 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

若干意见曳的大背景下袁体育赛事在塑造城市形象尧
提升城市品位尧增强城市凝聚力尧拉动城市经济诸多

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遥鉴于此袁本文通过

梳理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理论框架袁 结合上海体育

赛事发展的突出问题袁 提出上海建设国际体育赛事

之都的战略思路和行动举措袁 为顺利推进全球著名

体育城市建设建言献策遥

国际体育赛事之都是全球体育城市的重要体

现袁孕育于全球化进程袁伴随体育赋能城市建设的多

元功能全面释放而不断形成遥既有研究认为野国际体

育赛事之都是在全球城市尺度下能够控制尧集聚尧配
置体育资源袁具有品牌效应尧营销功能及辐射作用袁
对全球体育生态尧 体育事务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心节

点城市冶[1]遥 其内涵主要有 4 个层次院一是资源配置

中心袁 国际体育赛事之都是以国际体育组织和著名

体育机构为主导袁具有整合尧配置全球体育资源的功

能作用袁积极影响全球体育活动的枢纽城市 [2]曰二是

竞争载体袁 国际体育赛事之都是借助突出的体育特

征袁建立独特的比较竞争优势袁提升全球城市竞争力

的载体[3-4]曰三是营销平台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是通过

发挥体育的城市名片功能袁树立城市品牌尧提升城市

全球知名度的营销平台 [5]曰四是辐射核心袁国际体育

赛事之都是体育文化传播尧 体育活动开展在全球尺

度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节点城市[6]遥

体育赛事具有经济综合拉动效应袁 是承办城市

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形成的新型经济形态袁 对城市

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带动作用遥一方面袁体育赛事是

赛事经济的核心产品袁以赛事为载体可以吸引新资金尧
新消费袁撬动投资消费增量袁直接创造经济效益 [7]遥
赛事经济涉及的关联主体众多袁 能够短时间集聚大

量的人流尧物流尧信息流和资金流遥 以体育赛事为载

体集聚的各资源要素通过高效尧有序尧规范的流动袁
实现经济价值袁 再通过循环不断形成巨大的流量规

模效应袁从而达到赛事撬动投资消费增量袁促进城市

经济规模扩大的直接经济效益遥根据上海市体育局尧
上海体育学院联合发布的叶2019 年上海市体育赛事

影响力评估报告曳渊以下简称 野评估报告冶冤袁2019 年

上海举办的 12 项国际体育赛事直接产生 30.9 亿元

的经济效益袁税收贡献达到 7.56 亿元 [8]遥 另一方面袁
体育赛事具有综合经济拉动效应袁 能够连接赛事观

赏尧体育培训尧体育竞彩尧体育场馆等活动袁融通文

化尧旅游尧教育等业态袁有效拉动关联产业发展遥 野评
估报告冶显示袁2019 年举办的 12 项国际体育赛事拉

动相关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达到 102 亿元曰国
际体育赛事对旅游的影响非常显著袁12 项国际体育

赛事共吸引 50 万国内外游客来沪袁形成大量的野吃
住行游购娱冶 消费袁 对旅游产业的拉动效应达到

40.60 亿元袁占拉动效应总和的 39.8%遥

文化是具有价值的资源袁 能够转化为社会的产

出袁赋能城市发展遥体育赛事是健康生活方式的文化

凝练袁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契合袁它以

独特的内涵赋予了社会生活富于现代感的人文活

力尧人文气息尧人文精神遥首先袁体育赛事能丰富城市

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袁促进体育生活化遥体育赛事具有

现代生活的休闲属性袁为城市生活注入活力基因袁帮
助城市居民涵养朝气蓬勃的精神气质袁 建立主动健

康的生活方式遥例如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前夕参与中

等强度运动的伦敦居民比例较 2005 年提升 3.5%袁
伦敦奥运会也促进大量青少年参与运动会尧 体育俱

乐部袁并最终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遥 其次袁体育赛事

能带来情感体验尧象征意义等社会效益袁增强市民的

幸福感尧认同感遥市民观看或参与体育赛事既能收获

体育审美和情感体验袁 还能接受外来文化的新鲜与

冲击袁满足刺激尧兴奋的情感需求遥 体育赛事还是高

水平体育竞技的表现形式袁具有显著的象征价值袁满
足市民自我完善尧角色定位尧社会认同的内生需求遥
西方学者认为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对提升市民的社

会认同具有重要作用袁同时袁国家运动员在国际体育

赛事上的成功更是让市民沐浴在反射的荣耀中袁激
发其产生集体荣誉感尧民族自豪感遥

体育赛事因其野泛民族冶运动的特点袁成为具有

多元价值尧多重目的和多边外交的城市会客厅袁对塑

造城市国际形象尧提升城市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遥一
方面袁体育赛事具有国际语言尧资源稀缺尧资源集聚尧
目标导向尧媒体聚焦等内在的便利性特征袁使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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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城市当仁不让的国际交往平台遥 尤其是国际体

育赛事筹办的复杂性客观上要求各国政府尧 体育社

会组织尧 体育企业之间的密切交往袁 可促成经济合

作尧文化互鉴的多边交流遥 另一方面袁体育赛事因其

强大的跨文化传播效力袁能与城市形成品牌联合袁对
塑造城市形象带来积极影响 [9]遥 体育赛事是集故事

性尧 场景化尧 社会性和社交性等特点于一体的信息

源袁 这一信息源的信息扩散行为可产生较强的传播

力遥借助高度发达的现代网络信息技术袁围绕体育赛

事展开的媒体报导尧 国际参赛者和观赛者的人际传

播使得这种传播力能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袁 形成

较强的全球影响力遥正因如此袁国内外许多城市均将

申渊举冤办国际体育赛事作为城市营销的重要引擎[10]遥
南京为提升城市知名度尧 国际化水平和国际体育城

市影响力袁于 2019 年举办了世界田径挑战赛尧街舞

世锦赛尧男篮世界杯尧滑板世锦赛渊奥运会积分赛冤等
12 项国际体育赛事遥

根据城市触媒理论袁国际体育赛事作为触媒源袁
具有野激发并维系城市发生化学反应冶的触媒体特

征 [11]遥通过国际体育赛事的激发作用袁为国际体育赛

事之都建设带来具象尧非具象的触媒介质袁实现城市

更新遥 首先袁体育赛事可使城市空间结构优化遥 例如

伦敦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袁通过区域性重建尧加强奥

运后城市规划等手段袁修正被破坏的城市肌理袁其中

东区贫困社区更新和建设过程从 25 年大幅缩短至

5 年袁为城市就业尧住宅尧交通等方面带来巨大效益遥
其次袁体育赛事可完善城市服务系统遥 例如袁上海为

满足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需要已建设或

规划建设一批标志性大型体育场馆袁 同时国际交通

及市内交通系统尧酒店宾馆尧通讯尧环境治理尧公共体

育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也有了显著变化遥 最

后袁体育赛事赋予城市内涵的特色化遥上海为承办足

球世俱杯袁按照国际足球联合会渊F佴d佴ration Interna-

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袁FIFA冤 标准设计 袁改

造尧建设了能够满足国际 A 级比赛要求的现代化专

业足球场遥 此外上海浦东足球场蕴含城市独特的竞

技文化袁将是体育迷们的野朝圣地冶遥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袁 现代体育的勃兴与城市全

球化发展同频共振遥 顶级体育赛事是现代体育皇冠

上最为璀璨的明珠袁 也是推动城市全球化发展的重

要力量遥一座城市的赛事发展水平袁尤其是举办的国

际体育赛事级别尧赛事数量袁一定程度表征全球体育

城市综合实力[12]遥日本城市战略研究所发布的 2019 年

全球城市实力指数 渊Global Power City Index袁GPCI冤
报告显示袁伦敦尧纽约尧东京和巴黎再次被评为全球

最具吸引力城市遥 这四座城市通过举办一系列顶级

体育赛事袁其全球体育城市排名也名列前茅遥从其他

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全球体育城市排名来看袁 以东

京尧巴黎尧伦敦尧纽约为代表的全球体育城市袁体育赛

事发展强劲袁其排名位于第一梯队遥上海经过数年的

努力袁 体育赛事发展迅速袁 城市国际化水平不断提

升袁在全球体育城市排行榜中处于中上游位置袁但较

第一梯队仍有较大的差距遥究其原因袁虽然上海常年

举办 170 项左右的赛事袁 国际体育赛事占比超过

40%袁也形成了野十二大品牌赛事冶袁但大多数赛事是

商业性赛事尧群众性赛事袁尚未纳入国际体育科研机

构认定的评价指标序列袁 因此对增加全球体育城市

的积分贡献不大遥 此外袁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袁在近

3 个奥运周期内上海举办的世界杯尧 世锦赛等单项

头部赛事相对较少袁 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在

全球体育城市评选中的排名遥

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建设需要具备与之相匹配

的尧兼具城市特色的体育赛事体系[13]遥 2018 年底袁上
海从赛事体系化发展格局的角度考虑袁 提出了构建

多种类尧 多主体尧 多层次的体育赛事体系的发展战

略遥在这一战略的引领下袁上海初步形成了以高级别

国际赛事尧 高层次商业性赛事和高质量职业联赛为

重点袁以全国性专业赛事尧群众赛事及本土原创赛事

为补充的赛事发展格局遥 但与纽约尧伦敦尧巴黎等国

际著名体育赛事之都相比袁 上海的体育赛事体系仍

存在明显的短板院 一是国际顶级体育赛事供给相对

不足袁 不仅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以及单项顶级

体育赛事的举办数量与东京尧巴黎等城市差距明显袁
而且职业联赛的全球影响力有待提高曰 二是群众性

体育赛事的时尚性尧消费引领性相对不强袁难以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尧个性化赛事消费需求曰
三是上海尚未围绕野一区一品冶赛事袁形成国际尧国
内尧区域赛事联动袁职业尧专业尧业余赛事贯穿的运动

项目赛事集群袁体育赛事的规模效应尧极化效应及其

扩散效应仍有待提高曰 四是上海体育赛事产业集聚

化水平仍处低位袁对国际体育组织尧体育赛事品牌企

业尧 龙头体育中介服务企业或职业体育经纪人的虹

吸效应仍不突出袁 体育赛事产业的专业化分工仍有

上海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思路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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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深化曰 五是上海举办的体育赛事在时间布局上仍

存在全年分布格局不平衡尧季节性不够鲜明尧假日赛

事布局不合理及夜间赛事经济有待挖掘等问题遥

体育赛事能级表征体育赛事具有的一种内在综

合素质及其地位与作用袁主要表现为体育赛事规模尧
体育赛事知名度尧体育赛事级别尧赛事项目的群众基

础尧重点运动员参赛机会及场馆设施标准等[14]遥夏季

奥运会尧男子足球世界杯和 F1 汽车赛被誉为能级最

高的三大赛事遥一般而言袁举办国际顶级体育赛事是

全球体育城市地位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袁 夏季奥

运会更是国际著名体育城市的标配袁 诸多全球体育

城市都有夏季奥运会的举办记录袁 伦敦更是走在全

球体育城市的前列遥在现代奥运会历史中袁伦敦已经

举办过 3 届夏季奥运会袁 创造了该赛事举办的世界

记录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 上海先后举办了多项大型国

际体育赛事袁 如首届东亚运动会尧ATP1000 网球大

师赛尧F1 中国大奖赛尧 第 48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尧
第 12 届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尧第 14 届国际泳

联世界锦标赛尧第 15 届武术世锦赛和第 18 届世界

篮联篮球世界杯等遥 然而袁上海举办的单项体育赛

事除 F1 中国大奖赛外袁 其他赛事的级别尧 知名度

仍与单项顶级赛事有较大差距袁 赛事的综合影响

远远比不上男子足球世界杯尧四大网球公开赛尧世
界马拉松六大满贯和高尔夫球四大满贯等世界上

最高荣誉尧最高规格尧最高竞技水平尧最高知名度

的单项体育赛事遥 更为遗憾的是袁上海作为全球一

线城市袁正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行列袁至今未举办

过夏季奥运会遥

本土体育赛事包括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和自主品

牌体育赛事遥 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本质上是一种具有

地域特色尧民族特点的身体竞技文化袁它以体育竞技

表现为手段尧以体育规则为特征袁以更直观尧更生动

的表现形式袁通过运动项目内容尧形式以及器材袁表
达出一定民族的审美观尧价值观和文化观 [15]遥自主品

牌赛事是自行研发尧具有鲜明项目特征的体育赛事遥
近年来袁上海本土体育赛事得到长足的发展袁多次举

办龙舟尧武术套路尧健身气功等赛事袁其中袁苏州河城

市龙舟邀请赛更是持续举办了 17 届遥但与发展成熟

的域外赛事相比袁 上海举办的民族民间体育赛事呈

现自娱自乐的发展特征袁如木兰拳尧练功十八法尧社
区九子等具有海派特征的运动项目赛事还停留在区

域性群众体育赛事级别袁其职业化尧专业化程度以及

世界影响力仍比不上日本的相扑尧美国的职业摔跤尧
西班牙的斗牛遥 此外袁经过多年的努力袁上海国际马

拉松赛尧世界高尔夫球锦标赛-汇丰冠军赛以及野上
海杯冶诺卡拉帆船赛等自主品牌赛事发展迅速袁逐渐

成为体现上海特色的标志性赛事袁其中袁自 1996 年

首次举办上海国际马拉松赛以来袁 其赛事级别不断

提升袁2020 年升级为白金标赛事袁 达到国际田联路

跑赛事的最高标准袁 这标志着上海国际马拉松赛正

式成为世界顶级体育赛事遥 但与国际著名体育城市

相比袁上海自主培育的顶级赛事数量仍较少遥

未来一段时期是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尧 迈向体育

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开端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袁国
际体育赛事之都建设的发展逻辑也将发生变化袁逐
渐演变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袁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袁以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遥 围绕这一发

展逻辑袁上海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应坚持野以人民

为中心冶的体育发展观袁贯彻落实野五大发展理念冶袁
以国际化尧专业化尧品牌化尧集聚化尧融合化为发展方

向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袁释放体育赛事综合效益袁完
善体育赛事体系袁提升体育赛事能级遥

开启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建设新征程袁应树立全

球视野袁对标顶级全球城市袁紧跟国际体育赛事发

展新趋势袁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袁积极申渊举冤办全

球顶级体育赛事袁按照国际最高标准尧最好水平袁着
力丰富赛事供给袁提升办赛质量和服务水平曰应持

续推进体育赛事野放管服冶改革袁不断优化办赛环

境袁完善制度规范袁搭建高水平开放平台袁促进国内

外体育赛事资源要素在本市集聚和高效合理配置袁
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曰应发挥市场在体

育赛事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袁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袁突出市场主体地位袁完善赛事产品市场尧要素市

场和中介市场袁提升投入产出效益袁同时强化政府

规划引导尧政策扶持尧监管服务等作用袁营造良好发

展环境曰应加强部门联动尧市区联动尧区域联动袁充
分发挥上海在长三角体育一体化中的龙头作用袁促
进体育赛事与文化尧旅游尧商贸尧教育尧娱乐尧互联网

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袁培育新需求尧新消费尧新产

品尧新业态尧新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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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野三步走冶
战略目标袁 以 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叶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要曳
等政策文件为依据袁 提出上海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建

设的战略目标遥
第 1 阶段院到 2025 年袁基本建成国际体育赛事

之都遥 体育赛事实现全领域尧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袁国
际性体育赛事比例达到 50%曰 体育赛事能级大幅提

升袁 引进 1~2 项与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相匹配的顶级

赛事袁创办 3~5 项与城市特质相契合的品牌赛事曰体
育赛事经济效益更加旺盛袁 重大体育赛事经济影响

超过 1 000 亿元袁 体育赛事总体发展水平走在世界

前列袁达到与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相适应的水平曰体育

赛事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展示上海城市

精神的重要名片遥
第 2 阶段院到 2035 年袁迈向更高水平国际体育

赛事之都遥体育赛事整体发展水平走在世界前列袁举
办一批国际顶级体育赛事袁拥有一批实力强尧影响力

广的知名体育机构与职业体育俱乐部及体育科研中

心曰体育赛事成为提升上海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遥
第 3 阶段院到 2050 年袁全面建成国际体育赛事

之都遥体育赛事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全面跃升袁体
育赛事各项发展指标全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袁 推动

上海全面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遥

国际体育组织如国际奥委会尧 国际单项体育协

会尧国际体育运动理事会尧国际体育研究机构等袁拥
有全球体育事务话语权尧裁决权袁不仅垄断全球顶级

体育赛事资源袁 而且掌握全球体育城市评价指标体

系遥建立与国际体育组织合作伙伴关系袁获取国际体

育组织支持袁 对于上海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具有

重要意义遥一是建立与国际体育组织合作伙伴关系袁
争取国际单项体育协会或国际权威体育数据分析机

构等在上海设立在中国地区唯一分支机构或全球体

育业务运营中心遥二是积极对接国际体育组织袁扩大

上海申办世界顶级体育赛事的入选概率袁 争取获得

奥运会尧 足球世界杯等最有影响力的全球顶级体育

赛事举办权曰并积极引进马术世界杯尧世界龙舟锦标

赛等全球顶级体育赛事袁并争取永久落户上海袁提升

权威国际体育城市影响力指数遥 三是争取 Sportcal

等国际权威体育赛事研究机构为上海举办的重大体

育赛事专门制定体育赛事影响力分析报告袁 建立全

球体育城市影响力指数袁扩大上海的全球知名度遥四
是以专业化尧国际化尧品牌化为目标提升存量赛事的

办赛品质袁释放品牌赛事的综合效益袁进一步提高首

位赛事的品牌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遥

发挥体育赛事推动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建设的引

领作用袁在做好体育赛事战略规划的基础上袁不断完

善赛事项目布局尧空间布局袁逐渐形成具有海派气质

的高水平体育赛事体系遥 一是紧密结合全球著名体

育城市建设的战略规划袁 以符合上海城市特点为导

向袁引进具有良好社会基础的国际顶级体育赛事袁培
育和发展自主品牌赛事并大力提升其国际影响力袁
不断优化体育赛事项目布局遥 二是紧密结合上海城

市总体规划尧重点区域发展规划袁充分利用徐家汇体

育公园尧浦东足球场尧上海国际赛车场尧旗忠森林体

育城网球中心等体育场馆资源袁 黄浦江水域尧 苏州

河尧淀山湖等水资源袁以及公园尧绿地尧景区尧道路等

城市空间资源袁因地制宜举办体育赛事袁不断优化体

育赛事空间布局遥三是紧密结合体育强国战略袁依据

竞技体育重点项目布局袁重点培育跳水尧乒乓球尧射
击尧花样游泳尧击剑尧体操尧羽毛球等优势项目赛事袁
大力发展冰球尧 花样滑冰尧 短道速滑等冬奥项目赛

事袁继续引进和培育马术尧汽车尧电竞尧极限运动尧网
球等消费引领性强的时尚体育赛事袁协调办好足球尧
篮球尧排球尧乒乓球尧棋牌等竞技水平高尧市场活力强

的职业联赛并打造百年职业俱乐部袁 逐渐形成奥运

优势项目更优尧 传统基础大项更强和城市特色项目

更特的体育赛事发展格局遥 四是紧密结合全民健身

战略袁以满足市民观赛需求为导向袁大力发展野一区

一品冶野一街渊镇冤一品冶赛事袁办好上海市民运动会尧
城市业余联赛等市民身边的群众体育赛事平台袁形
成天天有比赛尧人人可参赛的群众体育赛事发展格局遥

人才尧资金尧场馆渊地冤尧赛事企业尧体育社会组织

等体育赛事资源是提升体育赛事能级的基础袁 是体

育赛事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袁 罔顾体育赛事

资源配置袁盲目引进体育赛事袁容易造成赛事品质不

高尧赛事承载能力差尧赛事运营效率低等问题遥因此袁
提高体育赛事能级袁 亟需夯实体育赛事资源配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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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遥一是充分发挥上海的区位优势袁利用建设全球著

名体育城市尧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政策叠加优势袁依
托东方体育中心尧旗忠森林体育城网球中心尧上海体

育场等大型场馆资源和赛事运营基础袁 加强与国际

国内体育组织合作袁搭建体育合作交流平台袁吸引国

内外体育组织尧 体育赛事公司总部尧 国际化体育智

库尧世界著名体育俱乐部海外总部入驻袁打造体育赛

事总部遥 二是继续推进体育社会组织社会化尧 市场

化尧实体化改革袁积极培育体育社会组织袁进一步壮

大体育行业协会商会等行业组织在赛事资源整合尧
赛事产业链延伸尧赛事品牌塑造尧赛事行业素质提升

等方面的作用遥 三是大力支持有实力的体育赛事企

业兼并重组尧上市融资尧海外并购尧参股国际品牌袁促
进体育赛事企业集团化建设袁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遥
鼓励国内外体育组织和企业将其申办或购买版权的

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落户上海袁加强国内骨干企业尧研
究机构与国际领军体育企业的全面交流和深度合

作遥四是改造提升现有体育场馆功能和运营效率袁积
极创新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机制袁提升服务水平袁为举

办高水平国际赛事提供支持和保障遥五是联合政府尧
体育赛事企业尧体育社会组织尧高等院校等体育赛事

利益相关者袁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体育赛事人才培

养体系袁建立产学研体育赛事人才实训基地袁打造一

支体育赛事理论知识扎实尧体育赛事运营实操熟练尧
国际体育规则精通的专业复合型体育赛事人才队

伍遥 六是制定野以奖代补冶体育赛事发展专项资金政

策袁 对市场主体举办的具有良好综合效益的赛事给

予资金补助袁鼓励提升体育赛事能级袁扩大体育赛事

影响力遥

加大本土体育赛事扶持力度袁 培育自主品牌体

育赛事袁有利于丰富体育赛事体系袁充实体育赛事多

元供给袁满足人们对体育赛事的多样化需求曰有利于

弘扬本土体育文化袁推进本土体育跨文化交流尧跨国

沟通袁促进本土体育赛事的文化输出尧技术输出及发

展模式输出袁加速城市全球化进程遥一是深化体育赛

事野放管服冶改革袁建立体育赛事野一站式冶服务机

制袁消弭市场主体举办本土体育赛事在体育尧公安尧
卫生等多部门的行政成本袁 提升本土体育赛事运营

效率遥二是对标国际顶级赛事袁积极提升上海国际马

拉松赛和世界高尔夫球锦标赛-汇丰冠军赛等上海

自主培育的国际品牌赛事的赛事品质和服务水平袁
打造常办常新尧声誉卓著的百年精品赛事袁着力扩大

品牌赛事的影响力和辐射效应遥从赛事服务尧赛事转

播尧赛事宣传等多方面加大对野上海杯冶诺卡拉帆船

赛等自主品牌赛事的支持力度袁提升其办赛品质袁打
造展现上海形象的水上运动嘉年华遥 三是积极培育

一批本土赛事运营企业袁开发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尧多
层次尧多样化的体育赛事活动袁开创彰显浓郁地方特

色的赛事知名品牌和精品项目遥

体育赛事关联众多利益相关者袁 能产生巨大的

集聚效应尧辐射效应尧联动效应袁它是落实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战略的必然路径遥 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

需要将其放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高度去理解

和考量袁要以野共生尧共荣尧共享尧共融冶为主题袁以特

色发展与合作互动相结合尧 利益共享与竞争有序相

结合为原则袁推动三省一市体育赛事联动发展遥一是

充分发挥上海中心城市的野强核冶作用以及江苏尧浙
江尧安徽的比较优势袁完善长三角体育赛事联动发展

的体制机制袁提升举办重大赛事的协同能力袁组织举

办区域性大型体育赛事活动袁共同申办尧承办重大国

际性体育赛事遥二是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袁创新社会力

量参与体育赛事的方式袁以运动项目赛事为重点袁提
升休闲运动项目区域联赛品牌袁 打造凸显地域特色

的长三角品牌赛事遥三是建立赛事联办尧体育资源共

享尧信息互通的协作服务机制袁促进江浙沪皖赛事举

办场地尧转播尧安保尧医疗资源的整合和共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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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院学报,2011,35(03):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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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明确政府和社会的事权划分以及责任落实袁切
实履行监管职责袁主动适应市民体育健身需求变化袁
维护广大市民参与全民健身的合法权益遥 规范全民

健身领域依法行政袁 完善全民健身执法机制和执法

体系遥

揖注 1铱野300 指数冶评估共包括 22 个量化指标袁采取多种数

据采集方式袁其中 7 个指标由市体育局尧市教委和市民政

局直接填报袁6 个指标由第三方通过媒体监测尧 街头拦截

和网络问卷等方式获取袁9 个指标由区县体育局尧 教育局

和街镇填报遥
揖注 2铱野三极冶为徐家汇体育公园尧虹口足球场尧上海市民

体育公园袁满足重大赛事和市民健身需求袁打造公共体育

活动聚集区袁成为体育综合效益发展带动极遥 野三片冶为环

淀山湖片区尧环滴水湖片区尧崇明陈家镇片区袁兼顾竞技体

育训练和市民运动休闲功能袁打造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国际

水上运动中心和体育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遥 野两带冶 为结合

野一江一河冶建设袁布局市民举步可就的体育设施袁打造黄

浦江滨江尧苏州河滨河体育生活秀带遥 野多点冶为包括东方

体育中心尧浦东足球场尧国际马术中心尧江湾体育场等在内

的各级各类公共体育场馆设施遥
揖注 3铱紧扣人民群众健身需求袁坚持社会效益与市场化运

作并举袁 以服务园区在职人群和周边居民运动休闲为主袁
在各区尧管委会尧园区推进都市运动中心建设袁形成提供体

育健身和休闲娱乐等服务的新型体育服务综合体遥都市运

动中心与各类公共体育场馆尧社区市民健身中心尧市民健

身步道尧市民球场尧市民益智健身苑点等健身设施袁共同构

建类型多样尧运营高效尧服务优质尧便民利民的体育场地设

施服务体系袁增加体育场地设施供给袁提升上海市民体育

健身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遥
揖注 4铱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健康信息袁并运用这

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袁包括健康基本知识和

理念尧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尧基本技能三方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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