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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status of Shanghai sports facilitie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revenue management by the means of literature study, field observation and expert consulta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star-rated hotels in revenue management, it lays emphasis on the use of

space and time, dynamic pricing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sales channels so as to explore the road of the opera-

tion reform of the Sports facilitie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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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出台了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袁强调要野创新体育场馆运营机

制袁积极推进场馆管理体制改革和运营机制创新袁引入和

运用现代企业制度袁激发场馆活力遥 推行场馆设计尧建设尧
运营管理一体化模式袁将赛事功能需要与赛后综合利用有

机结合遥鼓励场馆运营管理实体通过品牌输出尧管理输出尧
资本输出等形式实现规模化尧专业化运营遥 增强大型体育

场馆复合经营能力袁拓展服务领域袁延伸配套服务袁实现最

佳运营效益冶遥上海体育产业发展基础良好袁体育场馆和设

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袁应结合文件精神袁以野十三五冶规
划为契机袁结合上海体育产业实际情况和发展定位袁以体

育场馆收益管理为切入点袁引领全国体育场馆经营改革创

新袁借助自贸区平台袁探索体育产业转型发展之路遥 为此袁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尧实地考察法以及专家咨询法袁结合

上海体育场馆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袁以提升上海体育场

馆运营的专业化水平和文化大都市内涵为目标袁以收益管

理理论为主线袁借鉴星际酒店收益管理的成功经验袁重点

在空间和时间利用尧动态定价尧销售渠道优化等方面探讨

上海体育场馆经营改革的发展之路遥

体育场馆是有形的体育设施袁 是发展体育产业的重要

载体和依托袁 但体育场馆尤其是大型体育场馆建设周期

长袁投资巨大袁资金回收慢袁维修费用高袁在其完成举办大

型运动会的使命后往往出现场馆闲置尧基础设施使用率不

高和投资难以回报等问题袁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遥 因此袁体
育场馆如何可持续发展袁一直是国内体育产业研究关注的

焦点问题之一渊乔泽波袁2005曰谭建湘袁2013冤遥 研究内容覆

盖了体育场馆的性质渊李明袁2003冤尧运营管理模式渊张宏袁
2009冤尧管理体制改革渊刘杰袁2011冤尧经营内容渊于敬凤袁
2008冤尧绩效评价渊唐立成袁2010曰赵蕴袁2009冤以及不同类型

体育场馆管理方式等内容遥 另外袁对欧美发达国家体育场

馆运营经验的借鉴研究也是重点关注方向遥 总体上袁多数

研究表现为宏观层面的管理体制尧功能定位的思考袁而对

于具体的经营策略方面的思考不够深入袁对微观运营模式

和内容的系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袁借鉴相关行业的经验

研究较少遥
按照经营性质袁 国内体育场馆大致上可分为 3 类院第

一类是完全公益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场馆袁最常见的就是室

外的尧公共场所的体育设施曰第二类是具有私有性质袁完全

盈利为目的场馆袁 其经营形式完全以企业营利为导向曰第
三类是介于两者之间袁既收取一定费用袁又:享受一定财政

补贴袁服务群众体育活动需求的场馆袁属于准公共物品遥一
些高校体育场馆和大型体育场馆基本属于第三类遥本文研

究对象主要是针对第三类场馆袁当然一些运营策略同样适

用于第二类场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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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管理渊Revenue Management冤是 20 世纪 80 年代

国外管理学界发展起来的一种谋求收入最大化的经营管

理技术遥 它最早是由民用航空业发展起来袁其思想已经运

用于酒店尧银行尧铁路运输尧电信网络尧能源电力尧汽车租

赁尧电视广播 尧 医疗服务等服务性行业袁并正在逐步渗透

到金融业尧零售业以及互联网等行业袁具有十分广泛的应

用前景遥 它是市场学尧管理决策科学尧运筹学尧信息科学尧
统计学等学科知识融合发展的产物遥 其核心思想是指将

合适的产品或者服务渊Right Product冤在合适的时机渊Right

Time冤 通过合适的渠道 渊Right Channel冤 以合适的价格

渊Right Price冤卖给合适的顾客渊Right People冤袁以实现固定

能力和各细分市场潜在需求之间的匹配袁 从而实现收益

最大化渊Shery袁1998冤袁因此也被称为 5R 模式遥 它主要覆

盖价格策略尧存量控制尧预测与超预订策略袁具体内容如

图 1 所示遥

图 1 收益管理理论的核心内涵

特别要说明的是收益管理不同于收入成本管理渊Cost

Management冤遥后者也称为成本控制袁是通过控制成本追求

收入最大化的财务管理手段袁 成本控制主要是对采购尧人
力尧加工尧能源或者其他生产环节进行成本压缩的做法遥通
过挖掘成本节省的潜力来达到最少的耗费袁从而获得最大

的收益遥而收益管理则强调充分应用价格手段来调节需求

量遥另外袁传统企业经营管理往往采用成本驱动型模式袁即
通过压缩成本提高利润遥而收益管理则强调收益驱动型的

经营理念袁努力通过扩大收益来提高利润遥 图 2 显示了两

者的主要区别遥

图 2 收益管理与收入成本管理的差异对比

收益管理的行业应用特征分析也是收益管理理论长

期研究的重点内容遥 比如袁Van Westering渊1994冤和 Kimes

渊1998冤等学者归纳了固定产能尧需求可预测尧产品易失尧市
场细分尧随机波动尧高固定成本与低边际成本以及产品或

服务的可预售性等方面的特征遥 从国内文献的统计来看袁
收益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航空业和酒店业袁占到总文献的

45%左右袁 同时对于航运尧 铁路运输以及制造业的收益管

理研究也未中断袁少部分文献涉及汽车租赁尧体育赛事尧零
售服务尧旅游景区尧高尔夫球场尧电视广播尧医院挂号等袁说
明国内学者对于收益管理的研究正逐步向多个行业拓展遥

尽管收益管理策略在体育场馆的运用在西方还没有像

航空业和酒店业那么普及袁但实践已经证明袁体育场馆具有

符合收益管理策略实施的条件遥首先袁体育场馆的接待能力

有限袁即场馆生产服务能力基本固定袁短期内无法增加体育

场馆内的基本容量或数量袁 因此如何通过最优的价格卖出

有限的场地就成为场馆经营必须仔细考虑的问题遥其次袁市
场需求相对来说可细分和预测袁 即场馆能够根据客户的差

异实施不同时段尧不同服务的场地定价曰第三袁单位产品如

果不在固定时间内被消费袁其价值就丧失袁不可储存遥第四袁
场馆的成本结构相对固定袁变动成本较低遥 最后袁价格可随

需求的变动进行变化遥 为此袁收益管理的基本思想尧原则和

实施方法完全可以运用到体育场馆袁帮助其提升经营业绩遥
有关收益管理理念运用于体育场馆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学

者的关注袁詹步强渊2009冤认为体育场馆经营适用收益管理

方法袁并从顾客分类尧需求预测尧超额预订尧定价尧优化控制

等方面提出了实施策略袁 最后也指出了实施收益管理面临

的体制束缚尧思想观念尧数据积累等方面的困难遥
体育场馆的收益管理核心是每场比赛 渊时间管理冤卖

出的席位数渊物理空间冤遥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可

用座位的收入遥为此袁必须有效管理客户需求袁对体育场馆

的经营时间和空间进行有效控制遥 比如袁体育场馆可以根

据不同需要划分不同类别的座位组合遥 另外袁对体育场馆

而言袁往往是按照每场赛事来出租袁而按照每小时来出售

现阶段尚未有效实施遥而不同体育场馆的功能差异和赛事

举办频率是不同的袁比如从每周一次到一年一次不等遥 因

此袁对于体育场馆收益管理经营成功的关键是要研究如何

更好地管理出售时间袁 要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和价格差异

实行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组合遥 除了通过门票销售所产生的

收入袁 收益管理也应该关注其他饮料和食品出售所获得的

收入遥如果有辅助功能空间袁其销售的体育用品收入和体育

场馆广告收入也应引起重视遥总之袁虽然体育场馆已经使用

了一些收益管理的战略方法袁但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遥

近 10 多年以来袁 上海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和经营取得

了显著成绩袁表现为投入资金力度不断加大尧场馆数量不

83



Sport Science Research

断增加尧建设速度加快推进遥 截止到 2012 年底袁上海有体

育场馆 79 个袁共建成健身苑点 8 756 个袁社区公共运动场

324 处袁农民健身工程 1 033 个袁百姓健身步道 201 条袁百
姓健身房 95 个袁百姓游泳池 28 个袁逐步建立了市尧区县尧
街道渊镇冤尧社区渊行政村冤4 级公共体育设施网络遥 另外袁根
据 最 新 公 布 的 叶 上 海 市 公 共 体 育 设 施 布 局 规 划

渊2012-2020冤曳袁未来上海将新建座位数在 3 万个以上的体

育场 3 处袁座位数在 1 至 3 万的体育场馆 9 处袁座位数在

4 000 至 1 万的体育场馆 14 处袁 远景布局 10 万座位数市

级体育场 1 个遥

随着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的推进和市民体育活动需

求的不断增长袁体育场馆资源利用不断深化尧经营方式日

益多元尧市场营销手段多样遥近年来袁上海体育场馆的运营

表现出以下特征遥

首先袁上海体育场馆日常面向市民锻炼收费和企事业

单位的事件租赁仍是场馆的主要收入来源袁但其经营活动

随着需求的多样化也呈现多元化趋势袁特别是商业设施的

经营收入尤其显著遥其次袁大众性的体育竞赛活动尧会议展

览尧文艺演出和职业竞技等收入占比有所上升遥 但大型体

育场馆职业化赛事和大型竞技体育活动的收入比例依然

偏低遥这也反映出上海体育场馆在职业化比赛经营收入方

面尚没有大的突破遥

国内大都市的体育场馆竞争主要集中在市民的日常

锻炼尧职业竞技比赛尧大众体育竞赛活动等领域袁特别是大

众健身与竞技比赛是上海体育场馆竞争的主要环节袁而其

他会议展览尧文艺演出等功能的竞争环节由于市场容量较

大袁没有表现出白热化状态遥

随着上海土地成本不断上升袁场馆商业租赁的价格也

节节攀升遥 这使得体育场馆的商业配套设施收入不断上

升袁商业配套与场馆的融合日益深入袁特别是上海体育场尧
虹口足球场尧江湾体育中心尧源深体育中心等场馆由于身

处闹市区的缘故袁形成了酒吧尧超市尧餐饮等结构合理尧特
色鲜明的多元化经营格局遥 但不可否认的是袁主要依赖房

屋租赁模式也制约了体育场馆运营理念更新袁体育竞赛表

演尧健身尧培训等市场发育尚没有形成较大规模遥

体育场馆的营收一直是困扰其发展的核心问题遥公开

资料显示袁截至 2012 年袁国内体育场馆数量攀升至 100 万

个遥 目前国内 34 个省会城市中袁 超过 95%的大型体育场

馆赛后面临经营亏损的窘境袁上海同样面临类似困难遥

国内体育场馆的建设投融资主要依靠财政预算的资

金拨款袁虽然近年来上海市部分场馆的投资主体有多元化

的趋势袁但总体上仍是国家财政投入袁特别是大型场馆的

建设没有形成各方参与的机制袁投资主体仍然单一遥 全国

来看类似情况普遍存在遥 从国家体育局公布的数据来看袁
近两年对场馆的财政拨款的比例不降反升袁而体育场馆的

自身事业收入和营业外收入比例是越来越少袁相比财政拨

款差距较大袁整体呈现入不敷出情况遥 而国外大型场馆一

般采取市场化的融资方式袁注重市场机制的引入遥 尤其是

美国袁常和各职业球队联合袁一旦建成便移交职业球队管

理袁提高其使用率遥 通过表 1 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海多数体

育场馆主要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性质袁需要财政负担遥
表 1 上海部分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模式

尽管近年来上海体育场馆不断挖掘内部潜力袁拓展经

营思路袁逐步向体育尧休闲娱乐及消费购物于一体的综合

市场发展袁但多数场馆与发达国家成熟的体育场馆运营模

式相比袁仍有较大差距曰体育场馆服务资源的不足与闲置

浪费的现象同时存在曰现有的一些场馆资源未能有效地开

发尧利用袁体育场馆的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尧盘活和整合曰
体育场馆经营和管理的专业性有待提高袁整体上体育场馆

的经营停留在行政管理的层面上袁 主要依赖门票收入袁产
业性质的开发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遥根据我国第五次体育

场馆普查统计显示袁 有 58.76%的体育场地不对外开放袁
14.46%的体育场地部分对外开放袁 对外开放的体育场地

不到 26.78%袁 这严重制约了体育场地的使用和效率的提

升袁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遥
以占地 508 亩上海旗忠网球中心为例袁 由于地处上海

市的郊区袁日常除了举办几场大型的网球赛事之外袁多数时

间闲置遥加上周边配套设施不尽如意袁即便是网球赛事举办

或者市民自主前来活动袁就餐和娱乐的选择都非常少遥

虽然有关体育场馆经营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袁但能真

正实施收益管理场馆非常稀少袁普遍处于起步阶段袁尚没

有系统的场馆收益管理操作实践遥尽管上海体育场馆在多

元化和市场开发方面相比较全国其他一些区域已经走在

前面袁但实施收益管理做法的场馆凤毛麟角遥当然袁这里面

有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袁但最为关键的是懂体育场馆收益

管理的人才较少袁 相关理论在体育产业还没有有效普及遥
同时袁 部分人员也常误解收益管理就是打折或涨跌价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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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解其丰富内涵袁或者简单认为只有大型场馆才需要运

用收益管理袁一般中小型场馆无法或无需使用遥 这都制约

了收益管理思想在体育行业的推广遥

场馆的利用率是判断其收益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之

一袁体育场馆应该毫无保留地出售其空间遥 体育场馆内部

区域最常见的配置是座椅尧站立区和俱乐部袁外部附属区

域往往是零售或者餐饮服务区遥不管是内部核心空间还是

外部配套空间都应该充分利用袁提高空间利用率遥

体育场馆的内部设计应考虑多功能利用的需要袁不能

只满足单一赛事的要求袁必须兼顾赛事尧文化演出尧会议展

览和商业服务等多种用途的使用遥 一般而言袁运动场馆内

部空间最常见的是开放的椭圆形和马蹄形体育场袁尤其是

美式橄榄球体育场袁而矩形场馆多见于足球场遥 对于座位

的设计要根据场馆的性质灵活安排袁相当部分的场馆可以

设计成部分观众站立观赛袁增加需求旺盛时候的容量遥 这

就要求座椅的设计转换问题在建造的时候就要考虑进去袁
通过可伸缩的座椅甚至模块化的舞台来实现一定空间的

灵活变化袁这为不同类型的赛事或者活动依据其受欢迎程

度袁灵活调整价格奠定了基础遥同时袁为少数观众提供高价

包房或者俱乐部豪华套房袁以满足不同层次顾客的观看需

求遥总之袁一个场馆最优的座位数尧站立区和套房数的组合

是体育场馆成功实施收益管理的基础遥
比如袁上海徐汇游泳馆通过在室内配套咖啡厅和兵乓

球室袁拓展了服务性收入袁增加了单位空间的产出袁提高了

场馆的使用率遥这对上海其他体育场馆的室内空间收益管

理都是很好的借鉴遥

外部空间应营造有利于顾客消费的环境遥 比如袁零售

和餐饮区使用适当的环境袁通过光或音乐的设计元素来调

动消费者的消费意愿遥同时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袁尽可能拓

展外部收入的来源遥 比如袁外部区域往往要配套用于商务

会议或者其他活动的可租用空间尧餐厅或酒吧尧出售团队

纪念品及体育相关用品的商店尧停车场等以满足观赛的休

闲需求袁 还可以配套建设吸引非运动顾客停留的设施袁比
如博物馆等遥通过这些附加的服务影响消费者观看和停留

的时间袁从而增加空间的利用潜能袁提高收益遥尽量减少不

必要的员工办公占用核心区域遥主场馆与附属设施合理搭

配袁共同组成一个完整体系才能降低边际成本遥
投资 12.9 亿元袁占地面积达到 19 万 m2 的上海体育

场充分结合周边商业袁 除建立完备的体育设施之外袁还
设立了酒店宾馆尧娱乐场所尧餐饮购物等其他场所遥 另

外袁 地面外部空间还开发建设了上海旅游集散中心袁成
为一个集运动比赛尧休闲娱乐尧购物消费尧文体表演尧旅
游集散尧健身住宿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场所遥 这

些做法对于上海其他类似场馆的外部空间利用提供了

有益借鉴遥

体育场馆的超额预订是指预订出比其有效场地总量

更多的场地数袁 以防止因为顾客临时取消订场或因故未

到袁从而造成体育场地虽被预订却闲置浪费的现象袁减少

体育场馆收益的损失遥 超额预订的方法广泛运用于酒店

业袁实践证明这一方法对于保证场馆的座位出售或者场地

出租具有较好价值袁特别是场馆出售高峰时期袁能够提高

资源的利用率遥当然袁超额预订必须基于科学预测袁超额数

量必须控制合理范围之类袁防止出现超售袁拒绝顾客进场

的情况发生遥 一般在酒店行业是对某种房型的超额预订袁
通过升档销售的方法满足顾客需求遥在体育场馆也可以在

基础座位实施此类方法遥

体育场馆的资源除了有形的空间资料袁还包括无形的

场馆冠名权尧赛事的冠杯权尧场地广告尧电视广播的转播尧
豪华包厢命名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遥特别是体育场馆冠名权

已经成为国外大型体育场馆的一项最重要的收入渠道袁资
料显示国外通过冠名等模式使得场馆收入占比达到 55%袁
场租收入占比 10%左右袁剩下才是一般租户的收入袁而大

多数国内场馆运营则是相反遥 另外袁大力开发体育俱乐部

的相关产品袁通过体育明星签售尧有标识的运动服尧队旗及

相关团体的纪念品开发来增加收入遥 比如袁原来是奥运篮

球馆的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在奥运会结束之后更名为万事

达中心袁获得的场馆冠名权和赞助费远远超过其本场地出

租收入遥
上海应响应国家体育产业促进的要求袁研究在自贸区

设立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袁创新市场运行机制袁探索在

体育场馆上的赛事举办权尧赛事转播权尧无形资产开发等

方面的公平尧公正尧公开流转袁引领体育场馆经营改革和产

业创新发展遥

收益管理的核心是价格区分袁也称为野价格歧视冶袁就
是根据顾客不同的需求特征尧支付能力和需求的价格弹性

实施不同的价格标准袁形成一个细分价格体系遥 即向那些

价格弹性高的顾客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执行价格体系中

的折扣价格袁而对那些价格弹性低的顾客执行全价袁从而

最大限度开发潜力市场袁激发市场活力遥

对体育场馆的需求是非基本的派生性需求袁 容易受

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遥 气候条件尧距离位置尧时间变化尧
经济收入等都会影响这种需求遥 因此袁体育场馆可利用历

史数据及场地需求变化规律科学预测袁实行动态定价遥 通

过对不同消费时段尧不同的体育项目尧不同的销售渠道收

取不同的费用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袁提高总体收益遥 比

如对一日而言袁依据上午尧中午和晚上的不同时段袁根据

场地需求变化袁进行分时定价遥 在高需求时袁实施高价格遥
对于一周而言袁周中尧周末同样实行差别化定价遥 对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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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袁春秋两季价格应区别寒冬和酷暑遥 对于锻炼时间或

次数比较固定的消费群体袁如果包下某固定的时间段袁可
以给其一定的折扣袁 以吸引该消费群体每次都到该体育

场馆锻炼袁增加体育场馆的创收遥 另外袁还有会员优惠定

价尧综合差异定价遥 对节假日或者特殊事件而言袁通过差

别定价合理调控需求袁 努力实现高出租率的同时实现高

收益遥
特别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民众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

较高袁 健身需求的增加对于体育场馆调整非赛事时间价

格袁延长开放时间留有较大空间遥 如果能够实施有效的价

格动态管理将使得场馆的社会化服务尧市场化运作都取得

良好效应遥

场馆内的座位依据视野和舒适性实现差别定价袁满足

不同价格承受者的需求遥这保证了场馆座位的上座率和出

租率袁也使得整体收益达到最大化遥如图 3 所示袁根据场馆

的不同座位的位置和空间大小实施不同价格遥图 4 显示的

是不同高度的座位差异示意图袁 最高一级的座位视野最

好袁自然座位出售的价格高袁然后是包场座位尧包厢座位尧
一般座位等不同类型袁这些出售产品的差异渊座位的不同

等级冤使得定价能够实现差异袁从而为收益管理的实施奠

定了基础遥

图 3 体育场馆的空间差别定价示意图

图 4 体育场馆座位的分类示意图

收益管理理念的产生袁出现了以市场为中心的定价法遥
这种定价除了上述考虑淡旺季和空间优劣的方法之外袁还
要研究市场的需求遥根据市场需求设计产品和服务尧消费者

对体育产品和服务价值的理解尧供求关系的变化尧细分市场

采购的行为模式以及市场竞争状况来决定价格遥 具体操作

的时候可以借鉴酒店业和航空业的做法遥首先袁确定该体育

场馆的基准出租价袁在打折时尽量使用固定数量折扣法曰其
次袁要争取和保持一定数量的基本账户袁即签约客户袁比如

各种体育俱乐部和赛事袁 这类客户维持场馆一定的出租率

和业务量袁保证其实现盈亏平衡遥 因此袁体育场馆应该借鉴

酒店业管理中的野收益置换模式冶渊Displacement Models冤袁清
楚接受某个基本账户对场馆全年的总体收入尧出租率尧单位

面积的价格和每个座位价格的影响袁 以及是否会使得场馆

放弃接待其他更有利可图的业务机会遥第三袁要争取一定数

量的公司协议账户遥公司协议账户是指与场馆业务量较大袁
消费能力较强的公司进行谈判袁签订协议确定的账户遥根据

协议袁场馆提供优惠价或折扣价给这些客户袁而且特别要注

意区分这些客户的预订模式袁 根据其预订时间的和带动周

边区域的消费能力进行谈判遥
上海除了能容纳 20 万人的上海国际赛车场之外袁其他

体育场馆可以借鉴美国大型体育场馆在棒球联盟的经验通

过野更小的容量尧更高的票价和更紧迫的订票时间冶模式来

改变客户的购买习惯袁 并且通过体育场的设施要要要会员座

位尧豪华包厢以及招待服务让俱乐部吸引高端消费人群遥同
时袁上海尚没有培养全年龄覆盖的体育消费市场袁可以针对

老年市场庞大的市场特点袁降低门槛价格袁让其感受类似上

海网球大师赛这样的精彩比赛袁培养各个年龄段的市场遥

体育场馆要积极拓展体育场馆的销售渠道袁积极和体

育俱乐部尧民间体育组织合作袁挖掘核心功能的市场潜力袁
提升体育竞赛表演的影响力和活力遥 同时袁学习酒店经营

的方法袁依据场馆的淡旺季不同袁加强和非体育活动市场

的业务联系袁在赛事的淡季积极拓展演唱会尧交易会尧展览

会以及品牌效应的大型活动的销售渠道袁并且针对不同渠

道实行价格动态调整遥 引入现代化设施袁吸收文化创意基

金袁通过内外部空间的优化组合袁在淡季把场馆变成博物

馆尧康乐中心尧电影院或者剧场袁通过活动减少场馆闲置遥
特别是大型体育演出场馆要加强和演出市场渠道合作袁共
同创新演出业态袁打造自己的演出剧目品牌袁进行驻场式

或巡演式演出遥重视网络营销渠道的宣传推广袁通过微信尧
微博等新媒体的信息化营销手段拓展场馆影响力遥

上海体育馆自从 1999 年改建上海大舞台以后袁重点挖

掘演艺市场销售渠道袁从 2000 年的 25 场演出发展到 2013

年的 60 多场演出袁平均每年演出近 50 多场次袁成功实现综

合利用的转型遥这对于其他场馆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袁结合

自身场馆特点和技术优势尧 周边区域消费需求进行多渠道

的销售袁破解行业局限袁改变单一依赖赛事销售的做法遥
在场馆销售中袁 要学习酒店业和航空业销售的经验袁

普通观众区域
教练或者职员区域
学生区域
观光者区域

观礼台区域
俱乐部套房区域
参赛者家属尧临时人员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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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网络营销遥 目前上海各大体育馆建立自己网站的很

少袁更谈不上通过互联网订购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袁各
大体育馆应积极借助互联网发布商业信息袁及时更新场馆

信息尧进行广告宣传袁高效率满足各细分市场需求遥 为此袁
可以在销售价格方面进行引导袁 借鉴酒店业如果在 OTA

渊在线旅游公司冤销售袁给予一定价格优惠的做法袁逐步引

导体育场馆在广告宣传尧销售策略尧合同签订尧票务发送尧
付款结算以及售后服务等环节向互联网转变遥

上海体育场馆及企业已经成立了上海市体育场馆协

会袁应进一步加强场馆之间的联盟袁将各场馆的信息以及

当地的演出情况整合袁加强场馆之间演出项目和管理经验

的交流袁共同探讨和制定大型体育场馆的演出活动规范和

市场竞争秩序袁定期举办培训袁提升各场馆之间的收益管

理水平遥通过联盟袁加强网络信息宣传和推广合作袁优化库

存管理和价格合作袁加强联盟品牌宣传遥 进一步向长三角

区域辐射袁在野长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

度冶下袁搭建长三角区域体育场馆的联盟网络袁延长产业

链袁壮大科技创新尧制度创新尧营销创新的影响力袁发挥上

海体育产业改革的龙头作用袁从而真正实现辐射全国遥

收益管理的应用和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

支撑袁特别是现代计算机技术尧数据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支

持遥 这些技术都是实施收益管理有利的基础条件遥 航空尧酒
店等行业近十年来收益管理能够飞速发展就是得益于其计

算机预订尧 全球分销以及动态存量资源分配和优化等系统

的不断完善遥 这些系统对于解决收益管理实施过程中的信

息登记尧数据处理尧储存和分类管理尧价格优化计算尧市场分

析预测等工作起到关键作用遥 包括当下的移动互联网技术

大大促进了收益管理的市场分销渠道的拓展遥 而这些系统

的构建普遍成本较高袁 对于资金和盈利不足的体育场馆若

要实施确实有一定难度遥另外袁体育场馆实施收益管理需要

大量的历史数据作为支撑以及较为专业的收益管理分析员

进行建模分析遥 而包括上海在内的国内体育场馆普遍存在

忽视历史数据积累的问题袁 更谈不上对竞争对手数据的搜

集尧整理和分析遥 因此袁即使有计算机系统短期内也难以进

行需求预测尧超额预订和场地分配和差别定价遥 不过袁上述

困难的解决也不是完全不可行袁 国外体育场馆的经验已经

表明一定的软件投入带来的收益是完全值得的遥

国内的体育场馆袁特别是大型体育场馆以及高校体育

场馆等往往都是采用事业单位差额拨款袁决定其必须履行

准公共产品的服务功能遥 2014 年 1 月袁国家体育总局规定

大型体育场馆尧 区域内的公共体育场地和设施应免费袁或

低收费向社会开放遥 每周开放时间不少于 35 h袁全年开放

时间不少于 330 d遥如果过分强调利润的最大化袁可能会影

响体育场馆的公共性遥 不过袁公共体育场馆也正逐步从政

府全额拨款到体育场馆自负盈亏转变袁 要求其面向市场袁
实行多元化经营袁实现自负盈亏袁自我发展遥如何兼顾两者

诉求可能需要非营利性与差别化有效结合起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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