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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文献资料法尧专家调查法尧模糊综合评判等方法袁以上海体育赛事企业为例袁对

体育赛事企业核心竞争力问题进行了探究遥 研究首先归纳出体育赛事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

指标集袁然后通过 2 轮专家调查及整理分析袁形成了由 5 个一级指标和 20 个二级指标构成

的评价指标体系曰其次袁结合上海体育赛事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袁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法构建

了竞争力评价模型曰最后袁运用该模型对上海体育赛事企业进行了实例评价袁并归纳出了提

升体育赛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机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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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expert investigation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sport event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is studied. First, the core competence evaluation

indexes of sport event enterprises are summed up. And then, by the two rounds of expert investigation and anal-

ysis, an evaluation criteria system, which includes 5 first-grade indices and 20 second-grade indices, is estab-

lished. Besides,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sport event enterprises, a competitive-

ness evalu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by using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inally, a case evaluation of the

Shanghai sport event enterprises is made and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for improving the core competence of

Shanghai sport event enterprises is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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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体育赛事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
李 康袁吴亚初袁李 浩

近年来袁许多国际赛事纷纷落户中国袁北京尧上海尧广
州尧 深圳等地陆续举办了不同项目的全国比赛及国际赛

事袁促使我国的体育赛事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遥 尤其是在

全民健身热潮下袁各地体育赛事企业或服务机构得以快速

发展袁尤其是马拉松尧足球尧网球尧篮球尧拳击尧电子竞技等

项目袁 而体育赛场不仅成为运动员展示竞技能力的场所袁
更成为相关企业的服务展示平台尧产品发布平台及投资交

易平台等遥通过体育赛事平台不仅可以为体育爱好者提供

良好的交流机会袁还为传播体育文化扩宽了路径遥 体育赛

事已经成为我国体育产业中最具生命力的平台袁体育赛事

企业能否在此背景下健康发展袁 已经成为关注的热点问

题遥但目前体育赛事企业已经无法有效满足日益增长的需

求袁 体育赛事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专业人才尧 资金尧营
销尧品牌构建等问题袁正制约着我国体育赛事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袁因此袁需要深入分析体育赛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等问题遥 本研究以上海体育赛事企业为调查对象袁以体育

产业理论尧产业经济学及模糊数学理论为指导袁在分析已

有文献的基础上袁对体育赛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曰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构建体育赛事企业竞争力评价

指标体系袁并以上海久事国际赛事管理有限公司为例进行

实例分析遥

体育产业竞争力是体育产业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袁
面对国内外相关行业之间的竞争袁 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袁
与之相关的各构成要素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呈现出的一种

综合竞争优势的体现 [1]遥体育赛事产业,它作为体育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袁它为人们带来了多种多样的同体育赛事相

关的服务以及产品 [2,3]遥 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袁自世界经济论

坛渊World Economic Forum袁WEF冤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

发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袁
IMD) 从 1980 年开始联合提出后袁 相关研究逐渐增多 [1]遥
2005 年袁Joseph 以美国耐克公司为例袁 深入分析了该公司

在全球性竞争的环境下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措施袁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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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质量为基础袁以营销为手段袁开发目标客户袁加大科技研

究力度等是该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方式[4]遥 2011 年袁Feng

则研究了低碳环境下的体育产业核心竞争力问题袁提出体

育产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依赖区域优势及自然环境袁另一

方面需要加强对环境的保护袁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5]遥
2014 年袁Serhan 以体育赛事企业的门票销售为研究内容袁
探讨了体育产业联盟对提高产业竞争力的作用[6]遥 2015年袁
Michal 等人研究了不同足球俱乐部和组织间的合作关系袁
提出面对竞争激烈的全球化市场袁 需要不断地加强合作袁
形成合作伙伴关系或者战略联盟已经成为提高体育赛事

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手段之一 [7]遥 2000 年袁我国学者林显鹏

对该类问题进行了研究袁 并根据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特

点袁提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 [8]袁之后他又对国外体育产业

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系统分析[9]遥 该类研究为我国相关学

者开展后续研究积累了重要的理论参考遥
2001 年袁 毕进杰等人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体育产业

国际化进程中的现象进行研究袁提出了影响我国体育产业

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因素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评价标准及

要求[10]遥 2008 年袁张林等人结合我国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体

育产业结构体系袁对原有的指标体系进行了补充袁主要有

体育相关企业的发展规模及社会贡献尧 企业的财务情况尧
企业的经济发展指标尧企业相关主要业务指标及其他补充

指标 5 个方面 [11]遥 周良君与李凡在 2011 年应用德尔菲法

及层次分析法研究了中外城市体育产业竞争力问题袁并对

不同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价[12]遥黄海燕及楼诗予以

国内外主要城市为例对比了体育赛事产业发展情况袁提出

我国体育赛事产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相对滞后袁尤
其是在体育赛事运营及管理方面 [13]遥宋娜梅等基于需求信

息和福利经济学理论袁探讨了体育赛事产业对经济发展贡

献的评价方法[14]遥 杜江等人以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为例袁
从产业组织尧科技创新及协调发展 3 个方面分析了体育赛

事产业结构创新优化问题[15]遥丛湖平及罗建英从有形和无

形生产要素两个角度探讨了体育赛事企业产品的特征袁并
提出了促进该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理论框架[16]遥方春妮以武

汉市为例研究了体育赛事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与产业

集群间的关系袁 并因地制宜地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 [17]遥
综上所述袁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体育赛事产业竞争力

的研究袁 多是从文化或者整个产业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袁
但针对体育赛事企业的相关研究较少遥纵观国内外的体育

赛事产业可以发现袁体育赛事企业的发展存在较强的地域

差异袁特色也各不相同袁因此袁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有较强

的实际意义遥

模糊综合评判又称为模糊多目标决策(Fuzzy Multiple

Goals Decision Making)袁 是以模糊数学理论为基础袁 应用

模糊关系合成的原理袁将一些边界不清晰尧不容易定量因

素进行定量化处理袁 最后再进行综合评判的一种方法 [18]遥
因体育赛事企业核心竞争力评判涉及大量的复杂现象及

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袁导致该过程中存在较多的模糊现象

及概念袁成为一类多因素尧多指标及多目标的综合评判问

题袁 而借助于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可以较客观地进行评判袁
为体育赛事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提供参考依据遥

本文以上海体育赛事企业及赛事观众作为调查对象袁
第一层因素集为 U = {U1, U2, U3, U4, U5}= {消费能力尧体
育产品价值尧竞争环境尧人力资本尧体育设施}曰第二层因

素集分别为 U1={U11, U12, U13,U14}={人均 GDP尧体育人口尧
工资水平尧恩格尔系数}曰以此类推共 20 个因素[18,19]遥

根据模糊综合评判法语义学标度将上海体育赛事企

业竞争力情况分为 野很高冶野较高冶野一般冶野较差冶野很差冶5

种测量等级 [19]袁即评语集为院V={v1, v2, v3, v4, v5}={很差袁
较差袁一般袁较高袁很高}={1,2,3,4,5}袁评价定量分级标准

见表 1 所示遥
表 1 评价定量分级标准

组建有体育学尧社会学尧管理学尧经济学等领域组成的

专家小组袁根据萨迪渊Saaty冤提出的 1-9 标度法渊如表 2 所

示冤对各个被评价因素的重要性打分袁确定各因素之间的

相对重要性并赋以相应的分值袁并对相应的分值进行四舍

五入遥
表 2 标度的意义

对同层指标两两比较判断构建判断矩阵[20]袁如公式渊1冤
所示院

公式渊1冤

其中袁判断矩阵满足以下条件院
aii=1 公式渊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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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j=1/ aji (I,j=1,2,3噎n) 公式渊3冤
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判断矩阵进行权重的计算袁 常用

的方法有方根法与和积法袁本文采用和积法计算权重遥 根

据公式渊4冤对判断矩阵列进行归一化处理袁使得列之和为

1曰依据公式渊5冤对行进行求和曰根据公式渊6冤计算特征向

量 [21]遥

公式渊4冤

公式渊5冤

公式渊6冤

公式渊7冤
公式渊7冤中袁CR 表示一致性比率袁当其小于 0.10 时判断

矩阵的一致性满意袁反之袁则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调整[21]遥
CI 表示一致性指标袁且

公式渊8冤

公式渊9冤
AW 为判断矩阵与特征向量的乘积曰RI 为平均随机一

致性指标[21]袁如表 3 所示遥
表 3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对 Ui 中的各因素进行单因素评价袁 构建模糊综合评

判矩阵 Ri
[22]院

公式渊10冤

其中袁ni 表示因素 Unii 对抉择登记 Yi 的隶属度袁 而且
m

j = 1
移rnj=1,臆rnj臆1,i=1,噎,S,j=1,噎,m遥 然后袁根据 Ui 中各因

素的权重向量 Wi=(wi1,wi2,噎 ,wini)和 Bi 的单因素的权重向

量 W= (w1,w2,噎 ,ws)及 ui 的单因素评价结果 Ri渊ni 行 m

列冤构造单级评价模型 Bi=Wi窑Ri=(bi1,bi2,噎,bim),i=1,2,噎,S遥
把 ui 作为一个综合因素袁用 Bi 作为它的单因素评价结果袁
可得隶属关系矩阵 R曰 模糊综合评判过程采用普通乘法

野窑冶算子 [21,23]遥

公式渊11冤

综合因素 ui=(i=1,2,噎s)的权重向量 W=(w1,w2,噎 ,ws)

及 R 构造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B 为院B=W窑R=(b1,b2,噎,

bm)遥

体育赛事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袁因涉及因素较多袁往往不容易量化遥本
文在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24-29]袁初步构建了

包括 6 个一级指标尧25 个二级指标的体育企业核心竞争

力评价指标体系遥 结合德尔菲法对指标进行处理袁形成了

最终由 5 个一级指标和 20 个二级指标构成的体育赛事企

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袁具体如图 1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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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了解该评价指标体系袁本文结合上海体育

赛事企业发展现状袁对相关指标进行解释袁具体包括院渊1冤
人均 GDP遥是上海市在一年内实现的生产总值与所属范围

内的常住人口的比值 [26]袁是了解上海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的有效工具遥 渊2冤体育人口遥通常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及

时期内袁经常参与相关体育活动袁如健身尧运动训练尧参与

不同级别的体育竞赛以及其他与体育事业有密切关系的尧
具有统计意义的一种社会群体[29]遥 渊3冤工资水平遥是在一定

的时间内劳动者在上海平均收入的高低程度 [26]遥 渊4冤恩格

尔系数遥 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26]遥
渊5冤体育赛事产品种类遥 是一定时期内上海可以提供的不

同类型的体育赛事产品袁如篮球尧足球尧网球等[13]遥 渊6冤体育

赛事产品功能遥 是一定时期内上海提供的不同类型体育赛

事产品满足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能力袁如娱乐性尧竞技性尧
知识性等[14]遥 渊7冤体育赛事产品创新遥是一定时期内上海体

育赛事组织者在本着满足消费者需求袁而改进或创造新的

内容尧方式尧类型尧运营等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17]遥
渊8冤体育赛事产品受众遥 是上海体育赛事产品的消费者或

者参与者遥 渊9冤体育赛事产品价格遥是反映上海体育赛事企

业价值的货币表现[17]遥 渊10冤体育赛事品牌遥 是上海体育赛

事企业具有经济价值的无形资产袁反映出消费者对该类产

品尧售后服务尧文化价值的一种评价和认知袁也是产品综合

品质的体现遥 渊11冤政府支持度遥 是上海政府支持上海体育

赛事企业的行为[26]遥 渊12冤经济开放度遥 是市场经济下经济

开放的程度[26]遥 渊13冤产业政策遥 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

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

的总和[26]遥 渊14冤研发人员比例遥 是在上海体育企业中研究

开发人员所占总员工人数的比例遥渊15冤管理者素质遥上海体

育赛事企业管理者所具有的知识尧 技能及经验等胜任力遥

渊16冤 员工绩效管理遥 是针对企业中每个职工所承担的工

作袁应用各种科学的定性和定量的方法袁对职工行为的实

际效果及其对企业的贡献进行考核和评价遥 渊17冤体育设施

便捷性遥 是上海市所拥有的体育设施在满足消费者需求时

的布局及方便程度遥 渊18冤体育设施数量遥 是反映上海市可

以为消费者提供的不同类型体育设施的总数袁也反映该设

施数量是否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指标遥 渊19冤设施容量遥
是上海体育设施在安全前提下每次容纳消费者的人数遥

上海久事国际赛事管理有限公司是在上海国际赛车场

经营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新新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的基础上

整合优势资源而成立遥 公司目前组织运营的体育赛事有 F1

世界锦标赛中国大奖赛尧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渊上海站冤尧上海

劳力士大师赛尧 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尧F1 摩托艇世界

锦标赛等国际赛事遥 同时该公司还拥有上海奥迪国际赛车

场袁设计体育赛事礼品及纪念品袁承办各类型体育休闲活动

等袁形成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体育赛事产业链遥 2014 年该

公司更是获得由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野2014 年度全国体育

事业突出贡献奖冶遥本文以该公司为例研究体育赛事企业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遥 本文依据 WEF尧IMD 及上海体育赛事竞

争力评价指标体系[18袁27-29]渊见图 1冤设计调查问卷袁采用分层

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的数据收集袁共发放问卷 680 份袁回收

612 份袁有效问卷 569 份袁有效率为 93%遥

应用和积法计算图 1 各指标的权重遥结合德尔菲法对

体育赛事组织者尧观众尧体育学及管理学方面的专家的意

见打分情况进行分析袁得出一级指标的权重如表 4 所示遥

根据公式渊1冤可得

将该判断矩阵做归一化处理院

将评判矩阵进行求和院

根据公式渊6冤计算特征向量得院

表 4 U1 层对目标层 U 的判断矩阵及相对权重

U 消费能力 U1 体育赛事产品价值 U2 竞争环境 U3 人力资本 U4 体育设施 U5 相对权重 Ai 

消费能力 U1 1 1/4 3 2 1/2 0.1833 

体育赛事产品价值 U2 4 1 5 2 2 0.3207 

竞争环境 U3 1/3 1/5 1 1 1/3 0.0959 

人力资本 U4 1/2 1/2 1 1 1/2 0.1607 

体育设施 U5 2 1/2 3 2 1 0.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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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渊5冤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得院

经过一致性检验可得院

由于 0.0742＜ 0.10袁可以判定该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

致性曰 同理我们可以求出其他层次间的判断矩阵及权重袁
具体如表 5 所示遥

表 5 体育赛事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表

渊1冤建立评判矩阵

为参与调查的评判有效人数遥 根据公式

渊10冤可求出一级指标评判矩阵院

渊2冤一级指标进行单级模糊综合评判

=渊0.0000 0.0562 0.1150 0.4230 0.4316冤
根据公式渊11冤同理可以对其他一级指标进行求解遥
B2=渊0.0000 0.0245 0.1105 0.3289 0.5361冤
B3=渊0.0058 0.0620 0.2413 0.3851 0.3058冤
B4=渊0.0025 0.0389 0.2192 0.4369 0.3025冤
B5=渊0.0000 0.0116 0.1206 0.4081 0.4597冤

=渊0.0010 0.0334 0.1443 0.3900 0.4412冤
CD=B窑CT

=渊0.0010 0.0334 0.1443 0.3900 0.4412冤窑渊1 2 3 4 5冤
=4.2667

经过以上分析袁可知上海久事国际赛事管理有限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为 4.2667袁 根据表 1 评价定量分级标准袁该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被评为了 E4 级 袁 其分值靠近 E4

渊3.5<vi臆4.5冤的右端点 4.5袁说明该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已

经处于较高的水平袁但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袁总体水平还

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遥

通过实例分析可以发现上海久事国际赛事管理有限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袁但是距离最高

或最具竞争力还有一定的距离遥体育赛事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不断提高是多种因素共同努力的结果袁本文基于模糊数

学理论结合上海体育赛事企业发展的特点袁对相关影响因

素进行了系统评判遥所构建的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可以为客

观地评估相关企业提供参考依据袁所得评价结果也具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遥 结合模糊综合评判模型袁本文提出了上海

体育赛事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机制袁具体如图 2 所示遥
为了促进体育赛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袁结

合图 2 提出以下发展建议遥

为了促进体育赛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袁在赛事规划方

面不能一味地追求举办过多或过大的赛事袁相关赛事企业

应该发挥各自优势或通过联盟的方式整合资源袁提高赛事

活动中每个环节的质量遥 体育赛事的举办涉及到媒体尧交
通尧医疗尧金融尧安保尧饮食等等各个因素袁需要赛事企业

制定详细的方案及规划袁 结合企业优势做最擅长的部分袁
并通过联盟或者外包的形式提高服务的专业性遥在票务服

务尧媒体服务尧志愿者服务尧安保服务等各个方面袁应该结

合现代科学技术或专业组织机构提高服务的满意度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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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院采用人脸识别技术袁做好安保工作曰利用大数据技术做

好赛事数据的分析和整理等遥

体育赛事属于一种特殊的野节事冶袁对于它的需求往往

被压缩在一定的时间内袁伴随着赛事产生或消亡袁造成了赛

事服务不能产生连贯性袁相关品牌价值会出现野断档冶现象

或是相关服务的野峰聚冶效应遥为了延长赛事的影响力袁需要

加强品牌管理袁 一方面通过提供赛事或体育明星的延伸产

品袁增加消费者的野忠诚度冶曰另一方面是通过组织一系列的

赛前或赛后活动袁培养消费者参与体育赛事的习惯遥

体育赛事服务不仅包含一般服务业的特征袁更具有行

业性的特点袁 它对于管理者及从业者具有专业素质的要

求遥近年来袁国内体育赛事产业加大了此方面的投入袁大量

地引进国外体育赛事的管理者尧 裁判及市场营销人员等袁
部分企业更是加大投入把企业内的优秀员工送到国外进

修袁这些都表明要提高体育赛事企业核心竞争力必须提高

管理者的素质遥在面对产品同质性严重及区域竞争激励等

情况时袁需要体育赛事企业可以生产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

的相关产品袁并且有针对性地培育消费者袁引导消费者选

择其产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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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伤害行为袁也在竞技体育中时有发生遥刑法规制的野益冶明
显大于野损冶袁并且单纯依靠体育行业的自治原则已经很难

制约和惩处故意伤害行为袁因此袁完善行业规章制度和刑法

的合理规制是保障竞技体育健康发展的必然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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