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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体育与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耦合性袁 越来越多的城市将体育作为城市发展的创

新手段及重要战略加以组合运用遥 该文从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背景入手袁进一步对

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目标的提出尧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基本特征尧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的路径等问题进行探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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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exists in sports and urban development. More and more cities regard sport as innovative

mean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important strategy.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urning Shanghai into a

world-renowned sport cit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roposal of constructing a global famous sport city,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a world-famous sport city and the ways of constructing Shanghai into a global well-known spor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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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若干思考
黄海燕

体育袁作为一项能提升城市综合影响力的事件袁作为

一个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产业形态袁作为一种健康积极的

生活方式袁其多元的价值体系不断完善遥 在区域竞争日益

激烈的当今袁越来越多的城市将体育作为城市发展的创新

手段及重要战略加以组合运用遥 2015 年袁叶上海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曳渊沪
府发也2015页26 号冤渊以下简称叶实施意见曳冤出台袁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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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配置中心尧充满活力的体育科技创新平台冶遥本文正是

基于这样的背景袁对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目标的提出尧全球

著名体育城市的基本特征尧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

路径等问题进行探索遥

叶实施意见曳提出的野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冶的目标袁
是在野亚洲一流体育中心城市冶基础上提出的更高要求遥早
在 2002 年袁上海市委就出台了叶关于加快上海体育事业发

展的决定曳渊沪委也2002页14 号冤袁明确提出野将上海建成亚

洲一流体育中心城市冶的发展目标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袁上
海体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袁 体育赛事影响力不断扩

大尧体育生活化进程深入推进尧竞技体育竞争力不断提升尧
体育市场逐步成熟尧体育产业日新月异遥 根据全球最大的

体育市场情报供应商英国 Sportcal 公司公布的全球体育

城市排名显示袁 近 5 年来上海已连续多年排名仅次于东

京尧北京尧平昌等亚洲城市袁位列第四位袁基本完成了亚洲

一流体育中心城市的建设目标遥此外袁从经济水平看袁上海

具有良好的市场基础和潜力袁已经形成一大批具有一定消

费能力的体育消费群体曰从发展基础看袁上海已占据一定

的先发优势袁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有目共睹袁以姚明尧刘翔为

首的上海运动员为上海体育的国际影响力助力曰从文化特

色看袁上海逐渐形成了东西合璧尧多元融合的体育文化袁通
过举办国际重大体育赛事尧培育发展西方体育项目袁拥有

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曰从配套要素看袁上海发展体育产业

的资源及关联产业优势显著袁为体育产业和相关产业的融

合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潜力遥 总体而言袁上海已经具

备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良好基础遥另一方面袁近年来袁
随着城市竞争的逐渐加剧袁国内城市纷纷提出建设体育城

市的目标袁例如北京提出建设野国际体育中心城市冶尧南京

提出建设野亚洲体育中心城市和世界体育名城冶袁这也需要

上海重新定位城市的体育发展目标袁全面启动全球著名体

育城市建设的新征程遥
叶实施意见曳提出的野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冶的目标袁

是上海建设野全球城市冶的重要方面遥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袁国际产业分工进一步

细化以及信息化技术的广泛运用袁突破传统城市理论边界

的野世界城市冶野全球城市冶等特殊城市类型陆续出现遥 近

年来袁上海逐步进入中等发达经济发展阶段袁综合实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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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排名 城市 国家 城市 国家 城市 国家 

1 伦敦 英国 伦敦 英国 伦敦 英国 

2 莫斯科 俄罗斯 莫斯科 俄罗斯 里约热内卢 巴西 

3 里约热内卢 巴西 里约热内卢 巴西 莫斯科 俄罗斯 

4 北京 中国 北京 中国 东京 日本 

5 东京 日本 东京 日本 巴黎 法国 

6 巴黎 法国 巴黎 法国 多哈 卡塔尔 

7 哥本哈根 丹麦 哥本哈根 丹麦 哥本哈根 丹麦 

8 温哥华 加拿大 温哥华 加拿大 喀山 俄罗斯 

9 多哈 卡塔尔 多哈 卡塔尔 北京 中国 

10 喀山 俄罗斯 喀山 俄罗斯 索契 俄罗斯 

11 索契 俄罗斯 索契 俄罗斯 洛特丹 荷兰 

12 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 布达佩斯 匈牙利 

13 奥克兰 新西兰 奥克兰 新西兰 奥克兰 新西兰 

14 都灵 意大利 都灵 意大利 格拉斯哥 英国 

15 巴塞罗那 西班牙 巴塞罗那 西班牙 温哥华 加拿大 

16 鹿特丹 荷兰 鹿特丹 荷兰 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 

17 阿拉木图 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 哈萨克斯坦 赫尔辛基 芬兰 

18 德里 印度 底特律 印度 黄金海岸 澳大利亚 
19 广州 中国 广州 中国 巴塞隆纳 西班牙 

20 上海 中国 上海 中国 平昌 韩国 

 

全球体育城市渊Global Sport City冤是指在当今世界上

对全球体育生态尧体育事务具有重要影响的一类城市遥 它

们既是体育赛事活动高度集聚的节点城市袁也是具有强大

国际影响力尧区域辐射力的中心城市袁这类城市通常具有

完备的综合体育赛事体系尧完善的体育基础设施尧高水平

的职业俱乐部以及深厚的体育文化氛围袁主要呈现以下 3

个基本特征遥
一是具有完善的赛事体系和丰富的赛事活动遥 体育赛

事的举办不仅能够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尧 完善城市基础服

务设施尧引导城市空间合理布局袁同时能够树立城市品牌袁
提升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遥 赛事活动数量以及赛事

断增强尧软环境建设不断完备尧开放程度和外部影响力不

断提升袁在金融尧专业服务尧产品创新等领域的全球支配地

位日益提升袁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遥 根据全球管理咨询公

司科尼尔公司尧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及美国杂志叶外交

政策曳联合制订的全球城市评价体系渊表 1冤袁2015 年上海

在全球城市排名中名列第二十位渊表 2冤遥2016 年 5 月国务

院出台叶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曳袁首次提出野提升上

海全球城市功能冶袁明确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全新战略定位遥
当然袁全球城市的建设发展离不开体育的助力遥 体育的发

展不仅能够拉动城市经济尧重塑城市形象尧宣传城市文化尧
促进城市产业集群或功能区的形成与发展袁 更重要的是袁
体育对于提升一个城市的全球影响力具有独特的作用袁不
仅是激发城市全球影响力的野爆破点冶袁更是维持城市全球

影响力的野保鲜剂冶袁全球城市排名指标体系中袁也将体育

赛事数量作为重要指标加以衡量遥 此外袁 从英国 Sportcal

公布的野全球体育城市冶排名和科尼尔公司等机构公布的

野全球城市冶排名的结果不难发现袁两者具有高度吻合的特

征袁2015 年排名前 20 的全球城市中袁伦敦尧东京尧巴黎尧北
京尧莫斯科尧上海多次进入全球 20 大体育城市渊表 3冤遥 此

外袁2016 年 4 月袁 世界体育大会官方赞助商 叶体育商业曳
渊Sport Business冤颁发了野2016 年度终极体育城市奖冶第一

类获奖名单袁 其中袁 墨尔本获评 野十年间世界体育城冶及
野最佳体育场馆冶城市袁纽约获得野终极体育城冶称号遥 可

见袁全球城市进程的推进与体育具有较强的耦合性遥

表 1 全球城市排名指标体系

表 2 2015 年全球城市前 20 名排名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商业活动 世界 500 强的数量、顶级全球服务公司数、资本市场、

航空货运量、海洋货运量、国际会议协会的会议数。 

人力资本 外国人数量、顶级大学数量、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国

际学生数量、国际学校数量。 

讯息交换 电视新闻频道数量、新闻媒体机构数量, 宽带用户数,

言论自由度，上网人数。 

文化体验 博物馆数量、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数量，体育赛事数量，

国际游客数量、美食供应量、友好城市数量。 

政治参与 大使馆和领事馆数量、智库数量、国际组织数量、政治

类会议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方机构。 

 

世界排名 城市名称 所在国家 世界排名 城市名称 所在国家 

1 伦敦 美国 11 首尔 韩国 

2 纽约 英国 12 布鲁塞尔 比利时 

3 巴黎 法国 13 马德里 西班牙 

4 东京 日本 14 悉尼 澳大利亚 

5 香港 中国 15 墨尔本 澳大利亚 

6 洛杉矶 美国 16 柏林 德国 

7 芝加哥 美国 17 多伦多 加拿大 

8 新加坡 新加坡 18 莫斯科 俄罗斯 

9 北京 中国 19 维也纳 奥地利 

10 华盛顿 美国 20 上海 中国 

 表 3 2013-2015 年全球体育城市前 20 名排名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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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完善程度袁 已经成为评定全球体育城市的重要指标之

一遥墨尔本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体育之都袁也是享有世界声誉

的体育赛事举办地袁 拥有悠久的体育传统和浓厚的运动氛

围袁吸引众多顶级赛事活动在此举办袁其中包括 2006 年英

联邦运动会尧2007 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尧 一年一度的澳大利

亚网球公开赛尧一级方程式赛车澳大利亚站尧澳式足球比赛

等众多赛事遥世界著名体育大都市纽约袁更是拥有全年无休

的体育赛事活动袁包括美国四大体育联盟联赛尧纽约国际马

拉松尧美国网球公开赛等规模大尧影响广尧级别高的体育赛

事袁同时也包括众多群众性尧传统型尧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

赛事袁每年 5 月是纽约的自行车月袁该月将举办大大小小超

过 200 项赛事袁此外袁跑步尧行走尧田径尧拳击等赛事屡见不

鲜袁真正做到野让纽约市民每天都有体育赛事观看冶遥
二是具有多样化尧多元性的体育资源遥体育资源种类丰

富袁既包括体育场馆尧职业体育俱乐部尧专业体育人才等有

形资源袁也包括诸如赛事转播权尧冠名权等无形资源遥 纵观

全球体育城市袁 均拥有丰富的体育资源并不断通过资源整

合利用的形式提升体育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力遥 墨尔本同样

拥有众多世界一流的体育设施袁 诸如墨尔本公园内的专业

网球场馆袁带有可移动式自行车跑道的国际一流赛车场等遥
其中 1956 年奥运会主会场袁经改造成为专业板球场袁并在

场馆附近配备建立了一个含有篮球尧排球尧乒乓球尧羽毛球尧
摔跤尧举重尧自行车等训练场地在内的体育中心袁实现了竞

技体育场馆资源与全民健身场馆资源的有机整合袁 拓展了

城市体育空间的功能袁满足了群众观赏竞技体育赛事尧参与

体育活动的双重需求遥 2015 年在全球体育城市排名中位列

第一位的英国伦敦袁共拥有包括切尔西尧阿森纳尧水晶宫等

在内的 13 家职业足球俱乐部袁 俱乐部资源的高度集聚袁也
繁荣了球场冠名权尧赛事转播权等无形体育资源的交易遥

三是充分发挥科技的引领作用袁提升产业活力袁带动

体育产业在内容尧形式尧方式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遥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袁科技的应用与进步对体育产业发展的推

动作用不容小觑遥近年来袁随着体育全球化尧社会化进程的

推进袁体育科技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体育综合实力的重

要指标遥 体育产业发展各领域逐渐呈现高科技化尧综合化

的发展趋势遥小到运动装备袁大到场馆建设袁无处不体现着

科技对体育的深厚影响力遥 位于美国旧金山的 NBA 球队

金州勇士队袁 在其主场球馆内引入包括虚拟视觉体验尧互
动式电子低碳等现代高科技袁 同时在场馆周边建设 iBea-

con 基站袁利用低能耗蓝牙技术向基站附近的苹果智能手

机用户发送比赛实时信息袁快速与消费者尧球迷实现互动遥

根据上述全球体育城市的特征袁上海要建设全球著名

体育城市袁应将以下 3 个方面作为抓手和着力点遥
一是积极打造野国际一流的体育赛事之都冶遥 近年来袁

体育竞赛表演业在上海市体育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已

经初步显现袁以 F1 大奖赛尧ATP1000 大师赛尧田径钻石联

赛尧斯诺克大师赛尧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尧高尔夫锦标赛和崇

明国际自行车赛等野七大品牌赛事冶为主体袁以国际赛事尧全
国赛事尧市级赛事尧区县级赛事为补充的赛事活动体系在全

国处于领先地位遥 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建设要充分利

用体育竞赛表演业的先发优势袁 将举办顶级赛事作为城市

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袁 积极开发体育赛事动态旅游资源属

性袁引导实现赛事与旅游资源有机整合袁构建与国际大都市

地位相匹配的多层次的赛事体系尧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尧多样

化的运营模式袁提升城市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曰发挥顶级赛

事往往是汇聚社会精英尧广交各方朋友尧提升城市影响力的

野舞台作用冶袁借鉴国际其他顶级赛事经验袁政府主动参与尧
积极推动袁在文体尧市场尧推广尧整合尧共享等环节上打组合

拳袁逐步形成集约与规模效应袁将赛事打造成城市的重要节

日曰开展赛事管理模式输出袁在现有重视数据积累和分析的

基础上袁梳理和构建赛事管理模式和产品袁逐步输出先进的

赛事营销尧运作和管理经验袁将上海的赛事管理打造成为全

国乃至世界赛事运作管理的第一品牌曰 通过市场机制积极

引入社会力量承办赛事袁 搭建政府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体育

赛事的服务平台袁 研究制定专门的赛事扶持政策及政府购

买赛事公益性服务政策措施袁 探索建立对体育赛事外部效

应的野反哺冶机制袁扭转赛事举办野一家亏袁多家赢冶的局面袁
提高体育赛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遥

二是加快建设野国内外重要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冶遥 在

上海体育资源配置功能的带动下袁推动全球体育资源流动袁
强化全球体育中心城市功能袁通过体育资源配置功能延伸袁
打造有特色的体育产业集聚区袁形成相应的体育产业链尧生
态圈袁促进城市功能提升遥充分利用上海国际化尧开放化尧市
场化程度高及自贸区的建设优势袁大力吸引国际体育组织尧
世界著名的体育集团公司尧 国际体育学校将其全球或区域

运营中心尧研发中心尧销售中心尧教育培训中心落户上海袁形
成体育资源登陆尧集聚遥积极扶持各类体育产权交易中心发

展袁鼓励社会资本与政府合作建立体育资源交易平台遥推进

赛事举办权尧场馆经营权尧无形资产开发等具备交易条件的

资源公开流转袁 完善资源市场化配置遥 以上海发展职业体

育尧举办大型赛事活动为契机袁为打造重要的体育资源配置

中心营造良好内部环境袁采取各项措施积极引进尧培养和储

备职业俱乐部管理尧体育赛事运营尧体育市场开发以及体育

产业运作专业人才袁积极吸引国内外知名体育管理尧体育经

纪尧体育营销公司输入高新技术尧现代管理方法尧经营方式

及组织形式袁逐步构建人才尧技术等重要体育资源组织协调

机制袁推进形成重要资源管理框架遥
三是推进建设野充满活力的体育科技创新平台冶遥加强

信息传递基础设施建设袁 实现平台内外重要资源无缝对

接袁构建基于网络尧数据库等基础设施的信息传递渠道袁及
时发布服务尧政策及其他领域技术创新信息袁引导实现现

代科技成果和信息技术向体育产业领域的转移与应用袁加
快推进体育产业在内容尧形式尧方式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遥
积极鼓励和促进企业参加平台建设袁发挥科技项目的支撑

引领作用袁把重大体育科技项目纳入相关科技发展规划和

计划袁安排实施一批体育产业科技项目袁逐步完善创新驱

动政策袁综合运用金融尧财政尧税收等多种支持政策袁引导

企业增加科技投入袁研发科技含量高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运动器材装备袁促进创新成果加快产业化袁推动体育产
渊下转第 21 页冤

13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16年 第 37卷 第 4期

业转型升级遥强调政府的引导和协调作用袁调动企业尧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积极性袁支持企业联合高等学校尧科研机构

建立产尧学尧研协同创新机制袁组建体育产尧学尧研协同创

新联盟袁建设全国领先的体育产业协同创新中心遥

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是上海在新的历史时期尧新的

形势和背景下提出的新目标袁这一目标与上海全球城市建

设一脉相承遥未来上海在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中要紧跟

全球第一梯队城市袁 从自身现有基础和城市定位出发袁以
野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尧 国内外重要的体育

资源配置中心尧充满活力的体育科技创新平台冶为重点袁积
极推进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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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为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袁在野国际

著名体育城市冶和野赛事之都冶的建设过程中袁国际体育赛

事的选择应该遵循一定的逻辑遥 20 世纪 90 年代袁上海国

际大赛的申办就是建立在标杆管理的逻辑上袁坚持以野纽
伦港冶为标杆进行赛事选择袁并在此逻辑下将上海国际大

赛定位于野国际单项顶级赛事冶 [10]袁这也是坚持了 20 多年

的上海办赛原则遥 那么在新的历史阶段下袁上海国际大赛

的举办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袁上海体育发展的目标也发

生了新的变化袁因此上海国际体育赛事的选择逻辑和依据

也应该有新的内容袁也即建立新的逻辑与依据袁只有这样

才能使上海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取得新的成就遥

国际赛事网络建立在城市体育流量和城市联系的基

础上袁一方面延续了标杆管理的办赛传统袁另一方面又使

得上海办赛思路有了更深层次的创新袁可以推动上海体育

向更高层次发展遥 通过国际赛事网络的横向和纵向分析袁
我们可以了解到国际上各项赛事的受欢迎程度尧举办城市

数量和特征袁 以及城市在国际赛事发展过程中的脉络尧举
办城市在国际赛事网络中的地位等袁它可以为城市赛事选

择提供较全面的参考依据袁因此袁国际赛事网络可以为上

海办赛逻辑提供新的视角袁可以成为上海国际赛事选择的

新逻辑和依据遥

通过 2015 年这一截面性的国际赛事网络分析袁 我们

建议上海国际赛事在具体赛事和项目选择方面从如下几

点展开工作院第一袁利用现有 ATP 品牌和场地资源举办国

际网球协会主办的其它赛事袁如网球联合会杯尧戴维斯杯

等赛事曰第二袁提升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的品牌和影响力袁力

争向世界六大马拉松赛看齐渊纽约尧伦敦尧波士顿尧东京尧
柏林尧芝加哥冤曰第三袁利用上海国际赛车场资源举办 mo-

torcycle Grand Prix袁与伦敦尧多哈尧吉隆坡尧巴塞罗那等城

市产生联系曰第四袁举办足球国际性赛事袁主要是以国家名

义申办足球世界杯或 U20尧U17 世界杯曰第五袁举办航空国

际性赛事 袁 如 Red Bull Air Race World Championship –

Shanghai袁 上海航空体育基础尚好袁 同类赛事举办城市由

伦敦尧拉斯维加斯尧阿布扎比尧布达佩斯等曰第六袁利用万

达体育的便利资源和条件袁举办世界铁人三项世界杯或系

列赛总决赛等曰最后袁在条件具备的基础上抓住机遇申办

奥林匹克运动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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