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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赛事品牌形象塑造是检验上海办赛质量和推进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建设的必

然要求遥 运用文献资料法尧逻辑推理法等袁纵向回顾了上海赛事品牌形象建设的发展

历程袁横向借鉴了其他城市的经验袁从而归纳上海赛事品牌形象建设的特征及不足袁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上海赛事品牌形象建设的对策建议院强化品牌意识袁科学合理

地推进上海赛事的品牌定位曰加强视觉设计袁提升上海赛事品牌的识别度和美誉度曰
优化品牌认证袁构建上海赛事品牌整合营销传播体系曰强化产权尧有效运作袁开展上海

赛事无形资产保护专项行动等遥
关键词院 赛事之都曰体育赛事曰品牌形象曰无形资产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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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ping of the event brand image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esting the quality of

Shanghai hosting the event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 city. By us-

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reasoning, the stud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

adequacies of Shanghai event brand image design by reviewing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the process

of Shanghai event brand image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Shanghai event brand image design, namely, strengthening brand awareness to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promote the brand positioning of Shanghai events; boosting visual design to enhance the

recognition and reputation of the Shanghai event brand; optimizing brand certification to build an inte-

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system for Shanghai sports event brands, and highlighting property

rights to carry out special actions to protect intangible assets of th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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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我国近代体育的发祥地袁 也是当代国际

高水平体育大赛落户中国的桥头堡遥尤其进入 21 世

纪以来袁上海始终坚持全球视野尧世界眼光袁对标国

际最高标准袁先后引进了诸如上海 ATP1000 网球大

师赛尧F1 中国大奖赛尧 国际田径钻石联赛上海站等

国际顶级单项赛事袁 也逐渐培育出诸如上海国际马

拉松赛尧上海赛艇公开赛尧上海杯象棋大师赛等本土

特色体育赛事 [1]遥 经过三十余年的持续努力袁上海已

经初步形成以国际重大赛事和顶级商业性赛事为引

领袁高水平专业赛事尧自主品牌赛事尧群众性体育赛

事尧长三角联动赛事尧数字化体育赛事交相辉映的赛

事发展格局袁重点打造了野一区一品冶赛事袁形成野月

月有亮点袁周周有精彩冶遥 当前袁在建设野全球著名体

育城市冶和野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冶的宏伟目

标下袁 上海高度重视赛事品牌的塑造院 一方面冠以

野上海冶野上海杯冶野上海站冶 等字样将赛事品牌与城

市名称相结合袁诸如上海 ATP1000 大师赛尧上海超

级杯短道速滑及花样滑冰尧队列滑大奖赛等曰另一方

面通过赛事标志和赛场设计将上海元素融入赛事视

觉形象袁并借助各类媒体进行图像传播袁诸如 F1 中

国大奖赛尧别克 LPGA 锦标赛等 [2]遥 2021 年起袁上海

开始致力于推行野上海赛事冶品牌认证工作袁对常年

举办的重要赛事进行分级认证和升降级机制袁 着力

打造赛事品牌并提升品牌整体影响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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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品牌形象设计理论为指导袁 在梳理上海

赛事品牌形象建设历程的基础上袁 总结归纳其中的

经验与不足袁 进一步分析上海赛事品牌形象设计的

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袁并对照国外模式与经验袁最
终提出推进上海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建设中赛事品牌

形象建设的对策建议遥

作为中西体育文化交流的门户袁上海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尝试国际性体育赛事袁举办了诸如首

届东亚运动会渊1993 年冤尧上海网球公开赛渊1996年冤尧
首届上海国际马拉松赛渊1996 年冤和世界女排大奖

赛渊1998 年冤等重要赛事遥 自 2000 年以来袁上海体育

赛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袁 先后举办了网球大师杯

渊2002 年冤尧F1 中国大奖赛上海站渊2004 年冤尧国际田

径黄金大奖赛上海站渊2005 年冤尧汇丰高尔夫冠军赛

渊2005 年冤尧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渊2007 年冤等国际

顶级单项赛事遥 在国际性体育赛事举办与市场化过

程中袁 赛事主办方逐渐意识到赛事品牌形象的重要

性袁 开展了赛事品牌形象设计的探索与实践遥 近年

来袁随着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的推进袁上海有关部

门更加注重赛事形象传播与城市品牌建设的协同袁
并于 2021 年开始实施野上海赛事冶品牌认定体系袁成
为推进赛事品牌形象建设的重要举措遥 结合品牌形

象设计理论袁以品牌定位尧视觉元素和品牌传播 3 个

维度作为划分的主要依据袁 将三十余年来上海赛事

品牌形象设计实践分为如下 4 个阶段遥

20 世纪 90 年代袁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袁上海

高度重视对外文化交流袁 曾一度将举办国际性体育

赛事当作促进开放与交流的重要契机[3]遥 这一时期袁
上海举办了首届亚洲青年赛艇锦标赛渊1991 年冤尧首
届东亚运动会渊1993 年冤尧上海网球公开赛渊1996年冤尧
首届上海国际马拉松赛渊1996 年冤尧世界女排大奖赛

渊1998 年冤等遥通过收集与分析当时的赛事图文资料袁
发现组委会主要以赛事标志和吉祥物展示赛事形

象袁视觉的元素呈现较为简单遥 例如袁组委会为首届

东亚运动会设计了赛事标志袁即以东亚运英语野East

Asian Games冶的首字母野E冶和首届概念的野1冶为组

合曰吉祥物则为野东东鸡冶袁以当年农历生肖鸡为设计

原型袁身材圆滚袁举着一枝白玉兰花朵向前奔跑袁寓
意野东方欲白袁金鸡报晓冶遥 在赛事形象传播方面袁主
办方主要通过盛大的开幕式尧 闭幕式袁 以及巨大的

野东东鸡冶玩偶尧纪念邮票和虹口足球场氛围等载体

展示了首届东亚运动会及上海城市形象袁 而赛事本

身的理念和品牌精神未明确体现遥 又如袁1998 年上

海喜力网球公开赛的视觉形象设计主要彰显的则是

赞助商喜力啤酒的品牌形象袁 整个赛场氛围沉浸在

绿色的海洋中袁赛事本身的形象反而被忽视遥由此可

见袁 这一时期上海赛事品牌形象设计尚处于起步阶

段袁赛事形象设计的重点在于标志图形设计袁且大多

仅限于赛事标志造型和吉祥物设计袁 视觉元素较为

单一曰赛事品牌塑造意识并不强袁且大多数赛事属于

一次性体育赛事袁尚未形成清晰的品牌定位袁没有提

炼赛事品牌精神和价值主张袁 也就无法形成长期且

稳定的赛事品牌形象遥

在连续举办多届喜力网球公开赛的基础上袁上
海于 21 世纪初期迎来了国际大赛蓬勃发展的黄金

十年[1]袁先后引进和举办了诸如网球大师杯渊2002 年冤尧
上海网球大师赛渊2009 年冤袁以及上海友好城市运动

会渊2003 年冤尧F1 中国大奖赛上海站渊2004 年冤尧国际

田径黄金大奖赛上海站渊2005 年冤尧汇丰高尔夫冠军

赛渊2005 年冤尧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渊2007 年冤等袁
逐步奠定了上海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体育赛事领域的

突出地位[4]遥 从品牌战略视角来看袁这一时期主办方

高度重视国际赛事与上海城市品牌的链接袁 或者在

赛事名称里嵌入野上海冶字样渊如上海网球大师赛冤袁
或者在分站赛事名称后面呈现野上海站冶字样渊如 F1

中国大奖赛上海站冤袁让全球观众在观看比赛时熟记

上海的名字遥 由于大部分国际性赛事都具有统一的

赛事标志袁 承办方在赛事形象传播过程中的操作空

间较为有限袁大多以巨幅广告尧礼仪活动尧视频图像

等形式将上海的标志性场馆渊如上海赛车场尧旗忠网

球中心尧上海体育馆等冤及其他地标性景观渊如外滩袁
陆家嘴金茂大厦尧上海中心尧环球金融中心野三件套冶
等冤通过媒体传播出去袁并借助顶尖赛事的高光时刻

推广上海城市天际线等城市视觉元素袁 以及运用球

员社交网络野软推广冶上海城市形象遥 最经典的例子

莫过于 2002 年网球大师杯开赛前袁9 位世界级网球

大师身着唐装在外滩的合影袁背景为陆家嘴天际线遥
据相关统计袁 这张图片是我国当时被世界媒体刊发

次数最多尧传播最广的一张图片袁费德勒等网坛巨星

还曾一度成为上海城市的形象推广大使袁 让世人见

证了体育的力量[5]遥 可见袁这一时期上海赛事形象设

计已经具备一定的品牌意识袁 在赛事选择方面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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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举办高等级的国际单项赛事袁 并且注重赛事品牌

与城市形象的野嫁接冶袁在赛事形象传播过程中尽可

能地嵌入城市的视觉元素遥然而袁由于大多数国际赛

事产权为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所拥有袁 这些赛事拥有

统一的形象识别系统袁这便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上海

自主进行赛事品牌形象设计的可能性袁因此主要通过

野嫁接冶将赛事形象与城市形象进行整合传播遥

2010 年上海举办了第 41 届世界博览会袁野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冶 的主题也启发了上海大型体育赛事

的发展理念遥这一时期袁上海在继续办好以八大精品

赛事渊F1 中国大奖赛尧上海 ATP1000 网球大师赛尧钻
石联赛-上海站尧世锦赛-汇丰冠军赛尧上海马拉松尧
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尧 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

路世界巡回赛尧 中国坐标窑上海城市定向户外挑战

赛冤和野一区一品冶赛事为主体的各项赛事的基础上袁
通过申办或创办新赛事的方式进一步丰富赛事体

系袁尤其注重打造赛事组合袁旨在让赛事能够真正融

入居民生活袁为美好城市生活服务遥在赛事品牌形象

设计方面袁 则更加讲究赛事形象与城市生活的关联

性袁 特别强调赛事品牌文化形象的塑造与文化内涵

的提升遥 例如在冰雪赛事方面袁2010 年以来上海共

举办过 1 届短道速滑世界锦标赛尧9 届短道速滑世

界杯尧1 届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和 3 届中国杯花样

滑冰大奖赛袁自 2016 年起上海还成功举办了多届国

际滑联野上海超级杯冶短道速滑及花样滑冰尧队列滑

大奖赛遥 野上海超级杯冶的赛事定位是成为全球首次

以一座城市来命名的高端冰上赛事袁 赛事标志除了

呈现冰雪运动人体形象和上海英文字样外袁 还凸显

了黄浦江的形象特征袁 与 2011 年举办的第 14 届国

际泳联世界锦标赛赛事标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遥 此

外袁在赛事宣传方面袁主办方侧重传递冰上赛事举办

的野上海标准冶袁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文化内涵遥又如

在路跑赛事方面袁 近年来上海主要举办了上海马拉

松尧上海半程马拉松尧上马公益跑尧中国坐标窑上海城

市定向户外挑战赛袁以及后来的上海 10 公里精英赛

等遥其中中国坐标窑上海城市定向户外挑战赛创办于

2011 年袁为上海的自主品牌赛事袁其赛事标志更换

了 3 次袁于 2017 年统一为野中国坐标冶的赛事标志袁
标志设计既体现了野坐标冶的寓意袁色彩与线条还呈

现了纵横交错的城市道路尧多元化的赛事风貌袁以及

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遥如今袁野上马冶系列赛事均由东

浩兰生公司运营管理袁 赛事形象设计变得更加系统

与协调袁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沿袭并优化了原有的赛

事标志袁上海半程马拉松尧上马公益跑尧上海 10 公里

精英赛的标志则延续这种设计风格袁 彼此之间既有

关联又能较好区分袁并且随着上海城市面貌的更新尧
路跑线路的优化袁以及跑者服饰的丰富尧比赛设施及

背景的升级袁 上海路跑赛事品牌形象越来越有辨识

度且深入人心遥 2014 年起上海开始举办浪琴环球马

术冠军赛袁 赛事形象设计不仅凸显了赞助商的品牌

元素袁 同时也传递出为整个赛马产业设立更高标准

和门槛的信息袁赛事内涵得到进一步提升遥 此外袁利
用活动营销来推动赛事形象与城市形象的耦合也逐

渐成为惯常做法遥例如袁2011 年起上海市政府新闻办

和网球大师赛主办方共同策划野大师浦江夜冶活动曰
2018 年 F1 赛事期间时任市长应勇与 F1 主席兼 CEO

切斯窑凯利共同揭幕上海城市形象标志曰2019 年国

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袁伊辛巴耶娃尧奥利弗和冯志

强 3 位明星运动员在浦江两岸标志性建筑和上海城

市形象标志前大声喊出野Shanghai, let忆s meet!冶袁这些

传播策略将赛事品牌形象尧 城市形象与重要活动相

结合袁 很好地助力了赛事品牌形象和城市软实力的

互动传播遥

2020 年新冠病毒全球暴发使众多体育赛事按

下了暂停键袁 但同时让上海得以反思大型赛事举办

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袁先后出台了叶上海市体育赛事管

理办法曳渊2020 年冤尧叶上海市体育赛事体系建设方案

渊2021要2025 年冤曳渊2021 年冤等重要政策文件袁倡导

力争每年都要有世锦赛尧 世界杯等国际重大赛事在

沪举办袁 并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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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与城市特质相符的自主品

牌赛事等[6]遥 因此袁2021 年上海创办了上海赛艇公开

赛和上海杯象棋大师公开赛 2 项自主品牌赛事袁并
于 2022 年接续获得 2025 年世界赛艇锦标赛和 2026年

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举办权遥 在赛事品

牌形象设计传播方面袁2021 年上海市体育局联合第

三方机构共同推出叶体育赛事服务认证要求曳团体标

准袁建立起野上海赛事冶品牌认定体系并试行上海赛

事野1+3冶的品牌认定工作袁并且为首批 18 项赛事颁

发了品牌认证证书遥主办方还设计了野上海赛事冶品牌

识别标志袁其核心设计理念是野心跳冶袁即以 16 根长

短不一的线条代表上海 16 个区袁组成野心跳冶的波

形袁 其中一根线上的两个球形代表着上海标志性建

筑东方明珠遥 野心跳冶标志选取野魅力紫冶与野竞技蓝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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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品牌标志的主要渐变色彩袁 寓意为通过赛事打

造国际名牌袁 不同的色彩汇聚成上海这一座梦想之

城袁正在向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目标迈进遥三类赛事

野PHD冶渊野P冶为 Premium Events袁指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顶级赛事曰野H冶为 Hallmark Events袁指能展现上海

城市形象尧传播上海城市文化尧与上海城市气质相符

合尧具有一定影响力与知名度的标志性赛事曰野D冶为
Developing Events袁指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培育型赛

事冤标志底纹均由上海市花白玉兰花瓣组成袁金色的

野P冶象征野金色的果实冶袁体现赛事高规格以及全球

巨大的影响力曰蓝色的野H冶代表野盛开的花朵冶袁展现

赛事的标志性和独特性曰粉色的野D冶释义野待放的花

蕾冶袁寓意赛事的潜力和广阔前景[7]遥 总之袁自 2020年

以来袁 上海一方面正在加快本土赛事的打造与国际

顶级赛事的申办袁进一步丰富城市的赛事体系曰另一

方面对赛事品牌形象设计有了系统性认识袁通过野上
海赛事冶品牌认定体系实施袁开始从战略上推进上海

赛事品牌形象工作袁 即从追求单一赛事品牌形象到

赛事品牌形象与上海赛事整体形象的综合效应袁进
入了上海城市品牌营销的整体战略阶段遥

本文重点以上海市常年举办的十二大品牌赛

事袁以及前两届野上海赛事冶品牌认定所确立的获奖

赛事为考察对象袁 对各项赛事品牌形象设计的特征

进行分析袁以此探讨存在的主要问题遥

赛事品牌形象设计基本要素包括赛事名称尧标志

图案尧标准字体和标准色及其使用规范尧点缀的辅助

图形尧吉祥物及其应用组合袁以及宣传口号尧价值主张

等袁这些基本要素的设定就是一个赛事品牌形象的缩

影遥本文将从品牌视觉元素尧品牌文化和品牌传播 3 个

方面对上海赛事品牌形象设计现状特征进行分析遥

品牌要素主要包括赛事名称尧标志图案尧标准字

和标准色尧吉祥物及其组合等视觉要素袁它们通过特

定方式组合为赛事的品牌视觉形象系统袁 即通过巧

妙的设计将赛事性质尧理念和宗旨变成便于认知尧辨
识与理解的元素袁 再将这些要素组合成能够让受众

产生情感共鸣的感官形象系统[8]遥 因此袁赛事品牌视

觉元素可以给受众带来最为直观的感受袁 是赛事品

牌形象的外在呈现袁 其中最为重要的赛事品牌视觉

元素主要包括赛事标志尧标注字体和标准色遥从赛事

标志视觉元素来看袁 上海赛事品牌形象所包含的视

觉元素主要包括项目元素尧场所元素尧城市元素尧国
家元素尧民族元素等遥 例如袁上海马拉松的标志设计

主要体现了项目元素渊跑步冤尧城市元素渊上海字样与

东方明珠电视塔形象冤和传统文化元素渊如野三冶代表

多尧野三生万物冶的文化内涵冤遥 表 1 归纳了首届野上
海赛事冶 品牌认定获奖赛事品牌标志视觉元素的基

本情况袁发现上海赛事品牌形象更关注国际元素尧城
市元素和项目元素袁而较少体现场馆元素尧国家元素

和民族元素等遥总体来看袁上海赛事品牌形象视觉元

素存在重国际性轻本土化的倾向袁 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对本土文化的不自信遥

品牌文化是指某一品牌独有的精神信念尧 价值

观尧仪式尧规范和传统的综合[9]遥 品牌文化有利于树立

品牌壁垒和培养品牌忠诚袁是塑造成功品牌的重要因

素遥 品牌文化也是赛事品牌定位的核心袁它反映了品

牌所主张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理念袁是品牌形象设计的

重中之重遥 体育赛事作为人们参与体育的具体实践袁
其价值理念成为人类维系体育社会关系进行的法则袁
其宣传口号尧仪式规范尧价值取向和精神主张都应该

具有强烈的文化特性和时代特征遥 一是袁从赛事品牌

定位来看袁上海在 2000 年左右就确立了野国际顶级的

单项赛事冶的赛事发展定位 [10]袁力求举办的赛事与上

海城市定位相协调袁 服务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遥
二十多年的赛事发展实践也基本形成了上海赛事的

项目格局院以乒乓球尧网球尧高尔夫尧斯诺克等为代表

的野小球冶赛事适合上海人灵巧细致的个性特征曰以帆

船尧摩托艇尧龙舟为代表的水上项目符合上海江南水

乡的城市特色曰以 F1尧房车尧摩托车尧自行车为代表的

赛车骑行赛事能烘托城市的动感与创新曰 以马拉松尧
城市定向等为代表的景观赛事展示了城市的景象与

活力遥 二是袁上海赛事的品牌价值与精神内涵也基本

体现了上海城市的特色与追求袁 并且随着时代的进

步袁部分上海赛事的品牌形象也进行了一定的更新与

发展遥例如野上马冶系列赛事都是在上海国际马拉松赛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袁在赛事标志尧宣传口号袁以及赛

事精神内核上一脉相承又彼此有一定的区别袁较好地

演绎了上海路跑赛事品牌形象的传承与创新遥 当然袁
上海路跑赛事在品牌价值与理念设计方面尚有提升

空间袁如上海国际半程马拉松标志图形是以野三件套冶
为背景的单人跨越形象袁精神内核并不清晰袁品牌价

值没有很好地诠释城市的文化轴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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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首届野上海赛事冶品牌认定赛事品牌形象设计元素分析

品牌类别 赛事名称 赛事权益
品牌形象设计元素

项目 场馆 城市 国家 国际 民族

P 级赛事 上海 ATP1000 大师赛 上海久事体育承办 ● ● ● ●

上海马拉松 上海市自主品牌 ● ● ●

F1 中国大奖赛 上海久事体育承办 ● ●

世锦赛-汇丰冠军赛 上海巍美文化承办 ● ●

H 级赛事 钻石联赛-上海站 上海久事体育承办 ● ● ●

上海超级杯短道速滑及花样滑冰尧列队滑大奖赛 上海市自主品牌 ● ● ●

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 上海久事体育等承办 ● ●

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 崇明区人民政府等承办 ● ●

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 上海久事体育承办 ● ● ●

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等承办 ● ● ●

上海半程马拉松 上海市自主品牌 ● ● ● ●

D 级赛事 别克 LPGA 锦标赛 上海旗忠花园高尔夫俱乐部承办 ●

上海赛艇公开赛 上海市自主品牌 ● ●

世界体育舞蹈大奖赛总决赛 上海市卢湾体育中心承办 ● ●

上海 10 公里精英赛 上海市自主品牌 ● ● ●

高校百英里接力赛 上海市自主品牌 ● ●

上海杯象棋大师公开赛 上海市自主品牌 ●

中国坐标窑上海城市定向户外挑战赛 上海市自主品牌 ● ● ● ●

品牌传播是向目标受众传达品牌信息以获得他

们对品牌的认同袁并最终形成品牌偏好的过程[11]遥赛

事品牌传播主要涉及确定目标受众和传播目标袁设
计传播信息和选择传播媒介袁 以及制定传播策略和

评估传播效果等遥 具体来看袁首先袁上海赛事品牌传

播的受众主要包括本地居民袁 以及外地或国外的游

客和投资者袁主要传播目标是推广上海城市形象袁提
升本地居民幸福感袁 吸引外地游客来沪旅游观光和

投资者来沪投资遥其次袁上海赛事传播的信息内容较

为单一袁即非常注重赛场氛围营造尧接待礼仪尧新闻

发布会和开闭幕式袁 只有部分赛事会专门拍摄广告

或专题宣传片遥 主要媒体为 CCTV5尧五星体育电视

频道袁中国体育报尧体坛周报尧东方体育报等传统媒

体袁以及虎扑体育尧腾讯体育尧新浪体育尧直播吧尧抖
音等互联网媒体等袁仅有部分上海赛事如 F1 中国大

奖赛尧上海 ATP1000 大师赛尧上海马拉松等赛事获

得国际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遥 一方面由于国内媒

体的国际话语权还不够袁 国内报道得不到海外主流

媒体的关注与共鸣曰 另一方面说明上海赛事在媒体

运作方面还存在短板袁如在海外媒体吸引力尧议题设

定等方面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遥最后袁从传播规划

和效果来看袁 由于赛事组委会往往看重开闭幕式和

赛事接待等环节袁力求做到气派尧安全尧热闹和皆大

欢喜袁 往往把赛事当作年度活动只求按部就班地完

成承办任务袁 对于赛事形象传播愿景和规范缺乏系

统性的规划袁 至今没有出台成文的赛事传播规范手

册袁 这就使得赛事传播短期效果尚可而长期效果不

佳袁影响了赛事品牌形象的积累与发展袁对于上海赛

事品牌形象的长期发展不利遥

上海赛事品牌形象定位往往基于城市营销的目

的袁可能造成上海赛事品牌定位不合理遥 首先袁赛事

品牌形象定位可能因此而忽视特定赛事本身的品牌

区隔袁 受众对赛事品牌的认知也可能出现偏差曰其
次袁由于受众具有不同的利益需求点袁如果赛事品牌

形象定位不是建立在受众利益基点上袁 就很难找到

合理的品牌定位袁形象传播的目标也就难以达成曰最
后袁赛事品牌定位的价值取向也可能因此而模糊袁使
赛事品牌价值与理念设计往往存在拿来主义之嫌遥
尤其是国际性体育赛事袁 其价值主张往往都侧重于

宣扬奥林匹克精神或者西方主流价值理念袁 这便与

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上海的城市精神产生了一定的偏

离遥例如袁上海赛事诸如上海 ATP1000 大师赛尧F1 中

体
育
人
文
社
会
学

29



Sport Science Research

国大奖赛尧世锦赛-汇丰冠军赛尧世界斯诺克上海大

师赛等袁大多属于国际顶级的商业性赛事袁参与者往

往是精英尧职业的选手袁赛事注重宣扬精英文化和商

业文化袁一定程度上符合上海经济中心尧商业中心的

城市定位及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遥然而袁在这些赛事

的品牌价值主张设计时往往忽视甚至无视传统文

化袁 精神理念上的偏离也就导致赛事与普通居民距

离较远袁 赛事参与及赛事认同方面往往达不到赛事

举办的预期袁赛事高高在上袁与居民生活的关联度并

不高[12]遥 由此可见袁不科学尧不合理的赛事品牌形象

定位袁以及过于强调精英尧商业的赛事文化可能会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和建设野共享之城冶的
上海城市发展目标冲突袁 赛事品牌的价值与理念不

能深入人心袁也就达不到品牌形象传播的真正目的遥

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袁 上海赛事品牌形象视觉

设计的总体质量还不高袁尤其是标志设计缺乏个性尧
形式美感欠佳袁 并且没有体现应有的文化内涵和魅

力特色袁受众对上海赛事品牌形象的认知度尧美誉度

还不高遥以上海国际马拉松标志为例袁其与伦敦马拉

松尧波士顿马拉松尧纽约马拉松尧柏林马拉松尧芝加哥

马拉松及东京马拉松标志相比袁 不论从视觉的形式

美感渊线条尧色彩尧图形及其组合冤袁还是城市文化彰

显渊标志性建筑尧雕塑尧象征物冤以及赛事内涵体现

渊赛事特色与文化冤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袁总体

设计质量还不理想袁 不能很好地达成赛事品牌形象

传播的目标遥由表 1 可知袁首届野上海品牌冶认定赛事

的形象设计元素具体存在以下问题院 一是国际性与

民族性不协调袁绝大多数赛事重国际性尧轻民族性袁
这与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冶普遍共识不匹配袁表明对

民族文化还缺乏自信曰二是城市元素普遍受到重视袁
但国家元素和场馆元素则略有不足袁如果能将中国尧
上海及场馆元素都结合起来效果可能会更好遥此外袁
近年上海自主创办的城市品牌赛事的标志设计还有

待加强袁 如上海赛艇公开赛的标志设计元素较为简

单袁未体现出百年赛事的品牌内涵曰上海杯象棋大师

公开赛还没有专用标志袁赛事形象个性尚不够鲜明遥

整合营销传播是塑造与传递品牌形象的绝佳路

径袁不仅能在短时间内加强形象的传播强度袁还能长

时间在受众心里形成稳定的印象[13]遥目前袁上海赛事

品牌传播以及媒介选择策略比较单一袁 尚未建立完

善的整合营销传播机制遥 从实际情况看主要有如下

原因院第一袁由于特有的办赛模式袁诸如主管领导更

替尧办赛机构更换和赛事政策导向变迁等因素袁主办

方普遍以顺利完成当年办赛任务为第一要务袁 赛事

品牌营销的意识并不强袁 在赛事品牌形象设计与传

播方面并没有过多的投入袁 对赛事品牌形象的宣传

推广缺乏意识和积极性曰第二袁长期以来缺乏赛事品

牌形象建设统一的标准体系袁 甚至会出现有些赛事

的标志每年都不一样袁 例如上海城市定向业余联赛

就先后出现了 4 种不同的赛事标志袁 严重影响了赛

事形象的稳定性袁 这都是致使上海赛事品牌传播总

体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因素曰第三袁高能级的本土专业

性媒体建设的滞后袁 以及缺乏对国际主流媒体的规

范化引导与借势袁 也是上海赛事品牌形象全球传播

的弱项之一曰第四袁上海尚未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尧行
之有效的赛事品牌传播效果评价体系袁 还不能量化

赛事形象传播的经济效益尧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袁使
得赛事举办对城市发展的贡献缺乏科学依据遥其实袁
上海举办的赛事无论从赛事级别尧 赛事数量和项目

吸引力袁还是办赛的专业度尧精彩度来看袁都曾得到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高度认可袁 如 F1 中国大奖赛尧
上海 ATP1000 网球大师赛等袁但上海赛事在国际媒

体和舆论场的热度值和持久度还不如北京尧 南京等

国内其他城市举办的赛事袁原因值得深究遥

品牌是赛事质量尧技术尧信誉和文化的重要载体袁
也是提升赛事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遥 2018 年

上海市体育局发布的 叶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三年

行动计划渊2018要2020 年冤曳提出袁野坚持对标全球尧
塑造品牌冶的基本原则开展野提升赛事质量冶野完善赛

事标准冶等赛事品牌建设计划遥基于前述上海赛事品

牌形象建设存在的定位不合理问题袁 本文认为要推

进上海赛事品牌建设进程院第一袁树立品牌意识尧加
强品牌教育袁 尤其是政府主管部门和办赛机构务必

达成共识袁 将品牌形象设计作为提升办赛质量与赛

事内涵的生命线尧切入点和必然要求袁在赛事申办创

办尧 具体运作和总结评价过程中都要将品牌建设作

为基本工作要求曰第二袁加强学习与创新袁在积极吸

收尧 借鉴国内外城市赛事品牌形象设计先进模式与

经验的基础上袁 结合上海城市特点创造性地进行赛

事品牌形象设计曰第三袁从赛事产品维度尧消费者利

益诉求维度和品牌价值理念维度对具体赛事进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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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析袁以独特销售主张理论尧定位理论和品牌形象

理论为指导袁科学合理地推进上海赛事品牌定位遥以
世界顶级体育城市墨尔本为例袁其野随行聚力冶的城

市座右铭与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形象高度契合袁墨
尔本所有重要赛事都在传播城市整体形象识别元

素袁无论是 F1 赛场还是澳网场馆袁蓝底方块加白色

野MELBOURNE冶字体的独有标志通过专业媒体向全

世界宣示这里就是墨尔本袁 很好地强化了赛事形象

与城市形象的联动遥 新加坡也热衷于在赛事品牌形

象传播中植入城市营销因子袁如在 F1 新加坡大奖赛

赛场出现巨幅的野YourSingapore冶电子屏等遥 又如伦

敦马拉松赛的品牌定位袁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创

新将赛事艺术化尧节日化袁全世界马拉松爱好者穿着

奇装异服来参赛袁既体现差异化袁又体现传统与现代

结合的城市形象遥

视觉元素对品牌具有指引性的作用袁 优秀的视

觉设计可以提升品牌的形式美感尧深化其价值内涵袁
加强与受众之间情感联系袁 能够有效转化为品牌形

象资产袁因此袁视觉识别设计是树立赛事品牌形象的

基础载体袁也是构建赛事品牌形象成功与否的关键遥
鉴于上海赛事品牌设计缺乏个性袁 以及形式美感和

形象认知度不强的问题袁 本文认为上海赛事品牌建

设应该认识到视觉设计的重要性袁 建议采取如下措

施院第一袁应该广泛学习国内外赛事品牌视觉设计的

优秀案例袁积极归纳总结先进的经验和模式袁调动全

世界最优秀的设计力量参与上海赛事品牌形象设

计曰第二袁制定和规范上海赛事品牌形象视觉设计的

要求与标准袁例如在视觉元素尧形式美感尧价值内涵

等方面建立统一规范曰第三袁严格执行赛事品牌视觉

设计规范及流程袁 对于具体的赛事品牌形象设计而

言袁 应该在上海赛事品牌形象建设的统一规划要求

下袁 根据赛事本身的文化和特点提炼出视觉设计的

关键词袁再将关键词进行符号化处理袁进而设计出具

有独特个性的赛事品牌形象袁 这也是加强赛事品牌

与受众情感联系的必然要求曰第四袁持续优化上海赛

事品牌形象的设计策略遥例如袁国外城市非常注重利

用各种原型作为赛事品牌标志设计的要素袁 如波士

顿马拉松赛标志的独角兽原型尧 纽约马拉松赛标志

的自由女神造型等袁 这种标志形象与城市文脉紧密

相连遥那么袁在上海赛事标志设计中就应该彰显国际

化风格又具有本土原型元素袁 将赛事的世界性与民

族性融合统一遥此外袁赛事品牌文化内涵与价值理念

必须与时俱进袁 不断推进上海赛事品牌形象的更新

与发展袁注重赛场环境和氛围设计袁将赛事品牌形象

与城市营销相结合袁 推进赛事形象与城市品牌的良

性互动发展遥

品牌传播的本质性因素即品牌信息的传播袁即
利用各种媒介对品牌信息进行系统的尧 有目的的传

播过程[14]遥针对品牌传播策略较为单一尧量化评价传

播效果缺乏的问题袁 本文认为在上海赛事品牌形象

建设中务必做到如下几点院第一袁加强整合传播的力

度袁强化上海赛事品牌传播的媒体管理袁利用一切资

源以传递一致的尧 稳定的和独特的上海赛事品牌形

象袁而且要特别注重野在不同的地方袁用同一个声音冶
说话袁绝对不可以各种媒介野自说自话冶遥 第二袁积极

推动上海赛事品牌与城市品牌的良性互动发展袁科
学处理好母品牌与子品牌的关系袁 构筑相互融合又

颇具区分度的上海赛事品牌群袁 应该将赛事品牌形

象融入到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遥第三袁进一

步优化上海赛事品牌认证袁 将品牌形象设计和市场

化运作效果纳入赛事评估论证体系遥在现有叶体育赛

事服务认证要求曳 团体标准和上海赛事品牌认定工

作的基础上袁从视觉形式美尧文化适配性尧精神价值

理念袁以及市场开发效率尧传播效果等多维度袁进一

步细化认证及评价标准与细则曰在野上海赛事冶统一

母品牌的加持下服务好单一赛事品牌袁 进一步加强

上海赛事品牌及品牌群的整体影响力遥第四袁积极构

筑赛事品牌创新网络袁 大力探索赛事品牌无形资产

市场化模式与经验遥 品牌创新是品牌的生命力和价

值所在袁赛事品牌建设则需要各方的共同参与遥其中

政府是赛事品牌打造的核心力量袁 主要负责组织动

员曰赛事主办机构尧赞助商尧广告商袁以及媒体是重要

的组织运作方曰运动员尧观众和居民则是具体的参与

个体遥因此袁应该汇集各类办赛主体尧设计机构尧市场

主体尧政府管理部门袁以及个体的力量袁通过会议研

讨尧学习交流尧招商展示等形式袁结成一定的联盟或

合作关系袁 共同促进赛事品牌形象设计和无形资产

市场开发的创新发展袁 推动上海赛事品牌形象设计

质量的持续提升遥

2022 年 6 月新修订的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曳渊简称叶体育法曳冤新增了体育产业专章袁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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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及体育无形资产的规范化发展要求遥叶体育

法曳第 52 条予以专门规定的体育赛事标志尧体育赛

事活动现场图片尧音视频袁以及赛事运营权尧转播权尧
冠名权尧 周边产品尧 赛事数据等均属于体育无形资

产袁这些权益都可以在合作合同中明确约定袁并且在

无形资产被侵害时应当依法维权袁 这也为上海赛事

品牌形象保护与市场开发提供了政策支持与法律保

障遥因此袁建议在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的主导下袁 建立上海赛事无形资产普法工作领

导小组袁定期进行赛事产权保护的普法教育袁并且开

展上海体育赛事无形资产保护专项行动袁 加大赛事

无形资产侵权违法行为惩处力度袁 为上海赛事品牌

资产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遥对于相关市场主体而言袁
强化产权意识尧提高市场运作效率袁积极维权即是对

自身权益的保护袁减少或避免经济损失曰对于行业来

讲袁 打击体育市场违法行为为上海赛事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创造更好的法治环境袁 从而实现体育产业良

性可持续发展遥

综上袁 赛事品牌形象是赛事在社会公众心目中

个性特征的具体呈现袁 体现了公众对赛事的评价与

认知袁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赛事本身的品质与魅力遥
因此袁 加强上海赛事品牌设计是促进上海赛事高质

量发展和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重要途径与举

措遥本文从回顾上海赛事品牌形象设计的历程出发袁
概括了各个发展阶段赛事品牌形象设计的特征袁并
针对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

案袁最终从科学定位尧视觉设计尧整合传播袁以及法治

意识等方面提出政策性参考建议袁 旨在为提升上海

赛事品牌形象和整体竞争力献计献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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