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ort Science Research

收稿日期院 2015-11-25
基金项目院 2014 年度国家体育总局重点研究领域课题(2014B087)遥
第一作者简介院 秦黎黎袁女袁博士袁讲师遥 主要研究方向院体育管理尧健康管理研究遥
* 通讯作者院 叶宇袁 副教授袁硕士生导师遥 E-mail: yeyu69.happy@163.com遥
作者单位院 同济大学 体育教学部袁上海 200092遥

海派足球的品牌化设计：建设实践中的

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
秦黎黎袁叶 宇 *袁李纪霞袁游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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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足球联盟品牌建设现状和社会价值进行分析袁并从建立健全宣传机制尧完善品牌建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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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literature study and expert interview and in line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the brand con-

struction of school football league,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brand construction status and social value of

Shanghai School Football League. It puts forward som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establishing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ptimizing brand construction system, laying emphasis on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brand communic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brand protec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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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足球是一种品牌足球袁高端的足球需要品牌化设

计袁需要完善的推广经营团队的支撑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袁 中国足球从 1994 年开始进入到职业

化改革和职业化经营的道路上袁原有专业足球运动队的经

营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袁职业足球俱乐部要按照市场经

济的经营规律和机制进行自主经营尧 自负盈亏和自我发

展遥因此袁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大环境中袁职业

足球俱乐部的经营过程中开始凸显出无形资产即俱乐部

品牌的开发和市场运作对俱乐部经营和发展的重要性 [1]遥
如果说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经营走的是野高大上冶的路线袁那
么低端化尧草根化尧自然化的足球走的则是亲民化路线袁属
于非品牌化的类型遥 拆除高端足球的光环后我们会发现袁
足球自身的自然尧自由和自在气息更适合普通大众遥

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是由上海市相关政府机构尧单位

和学校组成的自发性的非营利组织袁该组织由上海市各区

县教育局提供物力尧资金尧政策等方面的管理和支持遥该组

织拥有共同起草的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章程袁该章程主要

包含了联盟运作执行的相关规定遥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成

立目的在于促进上海市校园足球运动的发展和足球后备

人才培养袁因此袁联盟开展校园足球活动遵循着两大规律袁
即教育规律和体育规律遥活动开展过程中袁以大学为引领袁

由高校聘请专家对区域周围高中尧初中尧小学的足球教学

与训练提供技术支撑遥 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是上海 2011

年启动实施的野学生健康促进工程冶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它为

校园足球和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的平台 [2]遥 这种以大尧中尧小学校园为生长环境的校园足球

联盟本身就属于一种自然化尧草根化和亲民化的足球组织遥
虽然草根化足球具有非品牌化的类型属性袁但是在其

萌芽和自然成长过程中如何让其健康可持续发展袁以及在

其管理中怎样以非品牌属性的经营模式获得品牌化的社

会关注度和认同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遥本文以上海校园足

球联盟为关注对象袁借以构建一种基层足球的运作和管理

模式袁为校园足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遥

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主办单位和联盟学校遥

通过同济大学图书馆数据库查阅了全国各体育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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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尧体育期刊和相关论著袁并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渊CNKI冤尧
万方尧维普数据库进行文献资料收集遥 通过浏览网络数字

资源尧体育期刊尧书籍等资料袁查阅了近 5 年来关于校园足

球的文献遥

针对相关问题袁走访了部分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布点

学校袁访谈了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组织机构相关负责人和

联盟学校相关负责人遥

市场营销学给品牌下的定义是院野品牌袁 可以理解成

为一种名称尧名词尧标志尧符号或设计袁或是它们的组合袁
目的用于识别产品和经营者区别于竞争者的同类产品遥冶[3]

品牌是一种无形的资产袁它具有优质尧精品尧卓越尧特色的

属性袁它的作用就是通过明确一种清晰的品牌定位袁在此

基础上利用各种内外部传播途径形成受众对品牌在精神

上的高度认同袁从而形成一种氛围和象征袁通过这种氛围

和象征形成很强的客户忠诚度 [4]遥作为一个独立经济实体

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袁品牌的开发和推广可以增加赞助商尧
媒体和社会的认同袁 最终目的使俱乐部获得较高的经济

效益遥 而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的组织属性并不以营利为

目的袁 但是在校园足球联盟建设的过程中可以把非品牌

属性以打造品牌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和经营袁 来获得更多

的社会关注度和认同感袁 成为具有新特色的海派足球的

一部分遥

徽章标识是品牌精神意义的意象化浓缩袁铸造出一个

抽象的尧天然融合了品牌个性的视觉化的象征袁它让品牌

具有核心识别尧显著区别于其他品牌并难以模仿和复制的

标志遥品牌的具体象征和特性来源于原始人类对图腾的崇

拜和信仰袁图腾崇拜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袁也是一种社会

结构袁就宗教信仰方面来说袁人们对图腾具有一种出自本

能的尊敬和保护关系曰就社会观点来说袁它不仅表示出同

部族内各族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袁也标明了与其他部族之间

应有的关系 [5]遥 因此袁运用图腾文化要素袁识别性较强的品

牌标志的统一规范袁不仅能提升品牌文化形象袁还能促进

人们对品牌的认同感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遥
为了规范尧 统一并促进校园足球联盟品牌的推广工

作袁 联盟秘书处按照国际通行的企业统一标识设计标

准袁完成了联盟的 VI渊包括院联盟 LOGO尧标准色系尧标准

字体尧辅助元素及应用等冤和各级联盟联赛渊大学袁高中袁
初中和小学冤徽章的设计工作渊图 1~ 图 5冤遥 其中联盟的

龙腾标志一经推出袁即获得各方赞誉袁为联盟的整体宣

传推广起到了很好标记的作用遥 考虑到联盟的四级联赛

参与的学生年龄段的不同袁将来的宣传推广的策略也将

会有所差异遥 按照国际惯例袁联盟也为各级联赛分别设

计了其不同的联赛会徽遥 计划在征求各方意见尧在相应

的学生群体中进行一定的视觉测试尧 最终修订终稿后袁
进行启用遥

图 1 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徽章

图 2 大学联赛徽章

图 3 高中联赛徽章

图 4 初中联赛徽章

图 5 小学联赛徽章

处于青春期叛逆期的儿童青少年袁生理和心理上的变

化趋向于挣脱家庭和父母的束缚尧渴望独立尧寻求共同结

盟体的本性诉求遥尊重青少年青春期的变化就是尊重人类

的本性和人类文明袁校园足球联盟正是尊重青少年自然成

长的一个平台袁同时也是解决青春期阶段青少年和家庭所

面临的困惑和问题的有效途径遥校园足球崇尚的是快乐足

球而非行政足球袁其基本功能是育人遥 通过足球普及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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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们动起来袁使更多的青少年走向绿色草坪袁回归自然并

展示出真我的本性袁这本身也是对野高考中心论冶的有力抵

抗遥足球联盟徽章及各级联赛徽章的形象设计充满了青春

活力和动感的元素袁非常直观地让人们感受到足球运动的

氛围和参与的热情袁共同组成了一个散发快乐能量的超级

联盟袁 带给人们对校园足球运动美好的向往和无限的憧

憬遥 这正符合了校园足球联盟的精髓要要要野快乐第一冶遥

校园文化的灵魂是教育袁品牌可以作为校园文化传播

的一种组织形式和传播载体遥 如果没有品牌袁校园文化的

氛围就会受到阻碍袁就无法做到更好的发扬遥 校园足球文

化精神是以足球品牌为载体并致力于教育的传播袁结合有

特色的足球活动袁营造良好的校园足球文化生态环境遥 球

队的兴衰荣辱将成为一个纽带连接起校园里的每一个成

员袁成为共同的心理期待袁使得校园足球文化的精神影响

每个学生尧每个家庭袁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袁这将有

利于校园足球文化的发扬与秩序的建立遥

青少年是充满活力尧健康尧快乐尧勇敢尧积极向上的群

体遥校园足球比赛可以培养青少年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

神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袁 在比赛中可以激发学生顽强拼

搏尧机智果断尧团队合作尧互相友爱尧公平竞争的足球精

神袁这也是校园足球文化的精髓所在 [6-8]遥 参与校园足球的

活动不仅提升了个人的意志品质和综合素质袁而且充分展

示了当代上海青少年的精神风貌遥

野海纳百川袁兼容并蓄冶的海派文化就是尊重多元化尧
个性袁兼顾个人和社会利益袁以契约精神为主导的理性的尧
随和的尧较成熟的商业文化遥 海派文化的精髓同样体现在

足球文化的方方面面遥通过校园足球的品牌建设将其赋予

的精神元素与上海城市的发展融为一体袁传承上海足球历

史所积淀下的深厚底蕴与内涵思想袁开创属于这个时代所

需要的新生力量袁使其成为构成新海派文化尧新生活和新

市民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袁让具有上海特色的校园足球

和草根足球深入人心袁激活上海人内心深处的足球记忆并

成为海派文化象征的新名片遥

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的建设与推广方面虽然已经初

见成效并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袁但是其非品牌的自然属性

以品牌化的方式来经营并获得 野知名度冶袁野认知度冶再到

野忠诚度冶并最终走进人们的内心袁获得社会的关注度和认

同感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心血遥

校园足球的成长环境和生存空间还是比较脆弱的袁虽
然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足球改革的力度和关注度的加大袁但
是要想让校园足球活动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带动点袁并

为足球发展培养后备人才还需要很多工作和努力遥要扩大

校园足球活动的社会影响力袁除了硬件保障之外还要充分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袁相关部门应与教育和校园文化部门

一起制定具体的宣传策划方案袁设立专门的组织和机构对

校园足球活动在主流媒体上进行广泛报道遥 例如院制作校

园足球活动的公益片袁足球明星作为形象大使参与校园足

球活动袁足球明星与学生们面对面讲述成长经历袁精英教

练员进行校园足球课程指导等遥一方面校园足球活动健康

向上的形象和良好氛围可以引导全社会对青少年健康成

长的关注和支持袁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对校园足球联盟

品牌更加深刻的认识并建立起持续的关注度 [9]遥

尽管校园足球联盟品牌构成的基本要素已经确定袁但
完善的品牌体系尚未建设起来遥品牌建设不仅包含名称和

Logo袁随着影响力的扩大还要进一步把其他要素渊吉祥物尧
主题曲尧代言人尧有影响力的形象大使尧品牌历史和品牌故

事等冤有机地结合起来袁并且针对校园足球相关活动渊联
赛尧培训尧进校园等活动冤进行统一的品牌包装袁结合上海

市大尧中尧小学校园文化特征袁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海派校

园足球品牌文化遥
有效的品牌传播推广模式既可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袁

又有利于提升品牌竞争力遥因此校园足球联盟品牌的传播

与推广可以整合全国的媒体资源袁服务于校园足球活动的

推广工作 [10]遥 可以加强媒体方面的合作袁尤其是与上海市

教育电视台尧 五星体育等体育媒体和教育媒体的合作力

度袁利用媒体的影响力推进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活动的开

展遥对于足球联盟组织的校园足球相关活动可以进行细致

地品牌包装袁还可以加强与其他教育机构的合作袁开设不

同年龄层次的足球课程培训和教练员培训遥通过培训不仅

充分提升了校园足球活动的价值本质袁还逐步培养了具有

扎实理论知识与教学能力的教师尧教练袁为上海市校园足

球的人才培养储备师资力量遥

品牌维护是指有效运用各种内外部资源对已创建的

品牌进行维护袁提高品牌竞争力袁实现品牌价值最大化 [11]遥
校园足球联盟的品牌化建设也需要精心和专业化的维护袁
要想实现校园足球联盟和校园足球运动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袁使其深入人心成为具有上海特色的校园足球和草根足

球袁激活上海人内心深处的足球记忆袁一方面要保护好校

园足球最本质尧最纯真的草根特性袁长期坚守和扎根校园

文化品牌建设袁另一方面需要不断给校园足球品牌的建设

注入新活力尧新元素和新思想袁扩大和提升学生尧老师尧家
长及普通大众对校园足球品牌的认同感遥

2015 年国务院颁布的 叶关于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

总体方案的通知曳从社会尧文化和体制等方面系统总结了

足球改革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袁并建设性地将发展足球运

动纳入到中国经济尧社会与文化建设的规划中来 [12,13]遥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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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对大型体育赛事采取了一种过于包容的态度袁即居民

基于利弊大小的判断做出了野利大于弊冶的评价袁但事实上

野弊冶是依然存在的遥 因此袁上海市政府和赛事的组织管理

者不能野掩耳盗铃冶袁需要理性看待大型体育赛事的影响袁
从赛事的规模尧 布局等方面进一步加强赛事的规划和管

理袁继续放大赛事积极影响袁最小化赛事的消极影响遥
提高居民的赛事参与度袁推动申城全民健身的发展遥

上海市居民对大型体育赛事的支持态度比较积极袁但在行

为意愿方面的支持度有所下降袁这反映出居民的赛事参与

度依然不高遥 同时袁不同居住时间尧年龄尧性别尧职业尧受教

育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的居民感知存在明显差异袁这也反映

出居民的参与度存在个体的差异遥这就要求上海市政府和

赛事的组织管理者需要针对不同的群体袁打造更多便于居

民参与的赛事活动和平台袁引导居民将对体育赛事的热情

延伸到全民健身当中袁推动申城全民健身的发展和居民生

活质量的提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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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海不仅有海纳百川尧追求卓越尧开明睿智尧大气谦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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