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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学理探究
张 璐

摘 要院 自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袁上海体育运动逐渐普及和发展起来袁如今已成功举办

多项世界顶级赛事袁并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袁这些成就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尧经济的腾飞和

文化的积淀袁市政府和体育局始终期望将上海打造成亚洲乃至国际知名的体育城遥 学者们

对上海体育发展所进行的研究也在不断更新和拓展袁研究成果日益增多遥 就现有文献资料

来说袁主要是从现状尧问题和措施入手袁探讨有关品牌赛事尧社区体育尧场馆利用和全民健身

等内容遥 上海拥有丰富的办赛经验尧雄厚的资金支持尧广泛的群众基础袁相信只要逐一解决

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类问题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袁完全有能力建设成为一个国际知名

体育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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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40s or 50s of the 19th century, sports have gradually popularized and developed in Shang-

hai. The city has successfully hosted many world's top sport events and has actively carried out mass fitness ac-

tivities. These are due to the government support, economic boost and cultural accumulation.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always look forward to turning Shanghai into a famous

sports city in Asia or even in the world. The researches on Shanghai's sports development by the scholars are

progressing and more and more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obtained.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by the means of status quo, problems and measures, the paper focuses on brand events, community sports, fa-

cility utilization and mass fitness. The city of Shanghai has rich experience in hosting sport events, strong

source of funding and extensive mass foundation. So long as we can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ne by one

and lear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other countries, we are capable of constructing Shanghai into a

world-famous sports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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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是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逐渐产生的袁指
野以体育竞技为主题袁一次性或不经常发生袁且具有一定期

限的集众性活动遥 它不仅能够推动举办地旅游业的发展尧
提升举办地知名度尧改善城市形象袁还能够对举办地的经

济尧社会尧环境等诸多领域产生影响冶 [1]遥 随着城市经济的

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袁 体育赛事成为宣传城市形象袁提
升居民运动兴趣的必然选择袁特别是一些大型赛事袁给城

市旅游业尧交通运输业尧房地产业尧服务业等各部门都会带

来巨大影响遥在世界政治一体化尧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袁
体育运动和大型赛事已经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所不可缺

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袁 上海成为我国最早开放的

通商口岸之一袁率先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遥 1848

年袁英国人在今天南京东路和河南中路附近兴建了一个占

地约 81.7 亩的跑马场袁拉开西方体育在上海传播的序幕遥
自此袁上海近代体育在经历了萌芽尧兴起尧繁荣与消沉的阶

段后袁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办赛经验袁也拥有了广泛的群众

基础遥新中国成立后袁上海作为我国经济和金融贸易中心袁
与世界其它国家的交流日益增多袁 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袁
为体育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1983 年 9 月 18 日袁 上海举行了第五届全国运动会袁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举办尧也是上海

首次承办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遥 1985 年 4 月 25 日袁在上

海游泳馆举办的第四届世界杯跳水赛袁更是开创了上海有

史以来举办世界单项锦标赛的先例遥进入 21 世纪以后袁上
海又相继承办了特奥会尧女足世界杯尧国际泳联世界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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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标赛尧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等多个国际单项最高

水平的赛事遥 2009 年网球大师杯赛落户上海后袁与 F1 中

国大奖赛尧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尧上海斯诺克大师赛尧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和世界高尔夫锦标赛要要要汇丰冠军赛

一起袁形成了上海六大品牌赛事遥 2010 年袁上海市全年共

举办全国级别以上重要体育赛事 51 个项目 83 次袁其中国

际性比赛 27 个项目 38 次尧全国比赛 24 个项目 45 次[2]遥
上海之所以能够承办众多世界级的国际大赛袁扩展体

育运动的对外交流袁除了历史因素袁还与政策支持尧经济保

障和文化影响密不可分遥
2002 年 12 月上海市委尧市政府作出了叶关于加快上

海体育事业发展的决定曳, 首次提出将上海建成亚洲一流

体育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遥 2006 年袁叶上海市体育发展野十
一五冶规划曳中提出袁经过 5 年的艰苦奋斗袁要全面提升上

海体育整体实力和在国内尧国际体坛的竞争力曰形成与上

海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体育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袁继续建

设亚洲体育中心城市袁 并为建设国际体育知名城市而努

力遥 继野十二五冶规划后袁又颁布了叶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加快推进体育强市建设的意见曳袁 部署建设具有国

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国际体育强市的六大主要任务遥
除此之外袁 上海市政府和体育局还针对竞技赛事管

理尧社区体育服务建设尧公共体育场馆利用尧全民健身计划

实施以及彩票运营发行等多方面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和

决策意见袁这些举措有利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袁促进体育

运动普及袁帮助市民积极参与到体育活动中袁提高全市人

民身体素质袁进而推动上海市体育产业的良性发展遥
经济方面袁南宋时期袁江南丝绸尧茶叶等商品交易已形

成一定规模袁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南方遥熊月之指出袁上海

自明代以后袁商品经济就比较发达袁商人地位也比农人要高
[3]遥 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袁其国际化大都市的繁华景象

就已经初见端倪袁逐渐超越香港和东京袁成为亚洲最发达

的港口城市之一遥 上海在我国的经济尧金融和贸易中心地

位袁为体育运动的发展和体育赛事的举办提供必要的资金

来源袁有力地推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遥并且袁这是一个极具

消费能力的城市袁 自 2008 年起人均 GDP 就超过 1 万美

元袁市民有足够的能力到现场去感受比赛的刺激袁满足自

身运动的需求遥 至今已初步形成了以体育健身服务业尧体
育竞赛表演业和体育用品业为主要内容的体育市场框架

体系遥
文化方面袁野体育是一种社会现象袁而社会现象是属于

大文化的范畴袁因此体育是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

成部分冶[4]遥 上海作为一个极具国际化和影响力的大都市袁
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袁 又深受西方外来文化的影

响袁因此袁文化中包含了开放尧潮流和时尚的特点袁体育作

为城市文化的内容袁自然会受其影响遥不仅如此袁钟天朗等

还分析到袁上海市民对体育项目的参与有着求新尧求奇尧求
特尧求刺激的特点 [5]遥 因此袁欧美那些流行的赛车尧网球尧足
球尧田径等运动项目的赛事首先进入上海选择的范围遥 上

海人做事精细袁精益求精的文化特点也可以和斯诺克的精

准尧乒乓球的灵巧相联系起来袁更能反映上海人追求卓越

的人文精神遥 由此可见袁上海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独特的海

派文化和市民性格特点袁决定了上海能够拥有丰富的赛事

资源遥
上海体育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袁不同领域的专

家学者们也不断进行着补充和更新袁 研究内容包括经济尧
文化尧历史等多个领域袁涵盖竞技体育尧学校体育和群众体

育等多个方面袁且主要集中以六大品牌赛事尧赛事运营管

理尧场馆建设利用尧大众体育发展等为研究对象袁对其现

状尧问题和建议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遥 并且从 2006 年起袁
上海还专门投入科研资金袁 资助 35 岁以下科研人员开展

课题研究遥 通过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袁能够揭示出上海体育

发展所存在的弊端袁形成有效的监督袁为将上海建设成为

国际知名体育城广献良策遥

在体育赛事方面袁现有文献资料中主要是针对六大品

牌赛事的分析袁 特别是集中在国际马拉松赛和 F1 大奖赛

两个方面袁从发展现状尧运作管理尧服务保障以及对城市发

展和旅游业产生的影响等不同角度展开讨论遥 以上海 F1

大奖赛为例袁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袁赛事主办方虽然制定了

相对完备的运营策略袁赛事本身也给周边环境和城市经济

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袁促进城市旅游业的发展遥 但就

目前来说袁F1 大奖赛在我国还处在一个刚刚起步尧缓慢上

升的状态袁存在着缺少赛事文化和本土车手尧群众基础薄

弱尧市场运作不成熟尧带动消费价格上涨等问题遥 因此袁需
要规范赛事运作管理尧加强组织服务保障尧努力培养出具

有中国特色的赛车文化遥
如今袁 六大品牌赛事都已经成为上海的城市化名片袁

获得了大众的广泛认可和关注袁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

到袁在这些成就的背后袁依旧存在一些问题遥陈乐绿指出上

海知名品牌赛事存在依靠引进尧本土赛事缺乏影响尧忽视

评估的作用尧巨额办赛效益堪忧尧体育管理人才缺乏尧科研

力量支持不足尧赛事发展规划不细尧赛事运营理念模糊尧品
牌营销缺乏策略等问题 [6]遥 由此可见袁上海虽然承办了众

多国际大赛袁但想要在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袁保障赛事持

续进行袁获得理想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袁还需要不断加

强和完善赛事管理方式袁 找到适合本土发展的运营策略袁
注重赛事推广与传播的效果遥

在社区体育方面袁 从 1997 年普陀区长风公园内第一

个社区健身苑建成开始袁上海社区体育和居民健身活动就

逐渐兴盛起来遥 王自清指出袁至 2008 年底袁全市已建成社

区健身苑点 4 586 个袁安装健身器材近 6 万件袁健身设施

总面积达到 300 余万平方米遥 并且袁 上海市还以徐汇尧普
陀尧杨浦尧静安尧嘉定尧松江尧宝山 7 个区为试点袁打造野30 min

体育生活圈冶的惠民体育工程袁以促使社区居民能够保证

每周进行 3 次袁每次保持 30 min 的健身活动时间 [7]遥
社区体育活动的不断开展袁 推动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

部的形成袁它是指野城市社区居民根据共同的目的和兴趣自

愿组成的,以辖区内特定的体育场地设施为依托袁经常开展

体育活动, 且隶属于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居委会的公益性群

众体育组织冶[8]遥 陈希等认为袁现阶段主要负责上海市社区

体育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多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选派袁 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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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资金投入袁管办不分离的管理模式袁导致内部管理能

力和外部综合实力的欠缺袁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区体育

的组织混乱袁引发了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9]遥 除此之外袁朱
晓东等还指出袁 当前上海社区体育俱乐部在项目开展形式

与功能上仍然表现为单一性袁 这种单一性造成了我们社区

体育俱乐部发展的困境袁因此袁要摆脱这种困境袁就必须促

进社区体育俱乐部的综合化建设[10]遥 社区体育俱乐部的经

营管理成效会直接影响到社区居民参与健身活动的设施保

障和体验满意度袁对社区体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针对上海市社区体育在设施建设和管理模式上出现

的问题袁不少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遥 董翠香

等认为应当加快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袁加强社区社会体育指

导员队伍建设袁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绩效评估机制与

奖励激励机制袁加大对社区体育组织与民间体育团体或协

会的培育力度袁建立健全体育活动竞赛制度袁建立健全社

区体育公共服务评价与监督体系尧 社区居民体质监测体

系袁建立和完善社区体育公共体育信息服务尧咨询尧宣传与

激励机制袁 加强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场所及设施的开发尧
建设与改造袁多渠道筹集资金 [11]遥 学者们通过调查研究所

提出的合理性建议袁应当引起管理人员的重视袁积极吸取

经验教训袁保障社区体育的多样化尧规范化发展遥
在体育场馆利用方面袁上海市为体育赛事的举办以及

满足高校培养体育人才的需求袁 兴建了不少大型体育场

馆遥 这些场馆在建设和维修方面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时

间尧人力与资金袁并且利用率较低袁常常会陷入场馆闲置尧
收支不平衡的困境遥为此袁钟伟等提出袁大型体育场馆应当

充分使用场馆资源袁提升空间利用率袁包括无形的场馆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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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实施差别化定价袁实现资源优

化配置袁拓展运营销售渠道袁构建场馆联盟袁重视现代网络

营销推广[12]遥
不仅如此袁一些高校的体育场馆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遥

夏正清就曾指出袁目前上海高校体育场馆存在着量多,但对

全民健身作用不大袁管理体制单一尧落后袁缺乏专业的运营

团队袁对外开放力度不够,场馆运营机制落后袁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作用不明显等弊端[13]遥高校体育场馆占地面积大尧
设施较为齐全袁但在晚上尧周末或是节假日的时候就会比较

空闲遥 以上海体育学院为例袁其体育设施资源相当丰富袁但
大多数只针对本校师生开放, 经济效益不是很明显, 开放形

式单一遥 为此袁黄志伟等认为袁应当根据学校情况有偿开放

高校场馆资源袁 场馆资源开放创收是对全民健身运动的贡

献袁还要处理好教学与训练的关系[14]遥体育场馆利用得当不

仅能增加收益袁还能够为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提供保障遥
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袁就十分重视公共体育服务建设

问题袁努力改变市民健身活动的环境袁关于今后如何加强

公共服务供给袁曹可强提出袁应当首先要了解市民需要什

么样的公共体育服务袁政府应在其掌握的资源和具备的能

力范围内尽力提供相应的服务曰其次是市民的体育需求发

生变化时袁政府应积极回应市民新的体育服务需求并确保

满足市民的体育公共需求[15]遥只有想方设法让群众的需求

得到满足袁大家才会愿意并自觉参与到健身活动中袁提高

城镇居民身体素质袁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建设遥
1995 年上海市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袁制定了叶上海

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曳袁提出上海全民健身的奋斗目标和主

要任务袁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充分重视袁切实加以实施袁体育

产业相关部门全力贯彻袁加大体育设施投入遥 2000 年袁上海

市人大又制定颁布了叶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曳袁这是全

国第一部同类地方性体育法规袁 内容涉及市民体育健身活

动的领导机构尧参与权利尧保障工作尧社会服务和活动实施

等多个方面遥 如今袁 上海市群众体育已形成 野两极政府冶尧
野三级管理冶尧野四级网络服务冶的管理模式袁加上不断完善的

基础设施建设袁极大推动了上海市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遥
仅在 2006 年和 2007 年的全民健身月中袁以野全民健

身与奥运同行冶 为主题的迎奥运全民健身活动就超过了

1 000 次遥 并且袁根据国家发布的叶2010 年国民体质监测公

报曳显示袁上海市 2010 年国民综合体质位居全国第一袁市
民体质总体良好遥 2012 年 6 月袁上海市还举办了历时 5 个

多月的野漕河泾开发区杯冶第一届市民运动会,这是中国体

育史上的又一次壮举袁 让市民可以亲身体验各项赛事袁拥
有属于老百姓自己的运动会遥

而促进群众体育的发展袁 除了政策规范和设施服务

外袁也应当积极发挥明星效应袁注意到体育明星所起到的

带动作用遥 所谓野明星效应冶就是指野在现代传媒社会中袁
在大众媒介的作用下袁人们对自己所认同的演艺娱乐界或

体育界中的焦点人物所表现出的极度喜欢尧欣赏尧崇拜等

情感体验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行为表现袁即明星的出现所

形成的引人注意尧强化事物尧扩大影响的效应袁或人们模仿

明星行为的心理现象冶 [16]遥 通过体育明星的形象宣传袁有
助于增强青少年和大众对待体育的热情袁但体育明星效应

也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遥 因此袁徐希农认为应当有意识地

引导学生学习体育明星勇敢坚强尧 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袁
激励他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袁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17]遥 正

确发挥体育明星的社会效应袁对于青少年健康成长以及全

民健身活动的开展袁都是十分有益的遥

基于上海体育发展现状和所取得的成效袁2016 年 3

月袁上海市委副书记尧市长杨雄在市体育局调研时明确指

出袁要力争到 2025 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袁
为实现中国体育强国梦作出应有贡献遥其实袁继叶上海市体

育发展野十一五冶规划曳提出为建设国际知名体育城努力之

后袁就有学者开始对上海建设国际知名体育城这一问题进

行深入探究遥
肖焕禹等为国际体育城市下的定义为院 体育文化传

播尧体育活动开展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那些城

市袁传播体育文化尧组织开展广泛的体育活动既是国际体

育城市的特色袁也是其主要的功能遥 并且袁他还指出袁目前

还没有国际体育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袁从美国体育城市的

评价标准来看袁比较注重体育的竞赛作用袁注重体育与生

活尧与城市整体环境的融合 [18]遥 从定义和美国评价标准中

我们不难看出袁在国际上享受盛名尧体育赛事众多尧群众体

育发展良好的上海袁完全具有成为国际知名体育城市的能

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学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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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实力遥
尹晓峰还从政治尧经济尧社会尧科技 4 个方面袁详细分

析了上海建设野国际体育知名城市冶的优势尧劣势尧机遇和

挑战袁并为此提出建议 [19]遥 他认为袁在政治方面袁政府管理

模式占主导袁体育法制化程度仍需提高曰经济方面袁体育发

展资金主要依赖政府袁 体育产业的地位和规模仍需提升曰
社会方面袁城市空间规划缺乏体育人文元素思考曰科技方

面袁体育人才队伍野储能系统冶有待完善袁体育科研在竞技

体育与群众体育领域中的应用失衡遥 因此袁我们应当保持

优势袁克服劣势袁抓住机遇袁直面挑战袁才能够为上海国际

知名体育城的建立奠定好坚实的基础遥
张玉超在研究中还揭示出如今上海体育发展所存在

的问题袁即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运动队伍袁缺乏具有群

众基础尧国际影响力的系列体育赛事袁体育场馆设施也有

待于进一步提高袁群众体育尧学校体育尧竞技体育发展失

衡袁体育事业法制建设不健全袁政府职能不明确袁职责比较

混乱[20]遥因此袁他提出应当要时刻关注市民的体育需求袁发
展体育民生工程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城市应成为上海

建设国际知名体育城市的核心理念曰加强体育文化建设和

上海市政府的体育公共服务职能曰应着力打造精品的体育

赛事袁提高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性曰完善体育产业发展政

策, 规范体育市场管理曰加快体育设施建设遥
不仅如此袁张颖慧等通过将上海与纽约尧伦敦尧墨尔本

的体育赛事发展比较与分析后发现袁上海与这些城市相比

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袁主要体现在院固定赛事较少袁
赛事的级别不高袁赛事本土化程度不高袁运动项目分布欠

合理袁赛事文化底蕴不够深厚 [21]遥因此袁应当在加强规划和

政策引导的同时袁 思考如何更好地发展群众体育赛事和本

土文化体育赛事袁处理赛事结构问题遥上海市应当积极借鉴

国外的成功经验袁但想要真正打造成为国际知名体育城袁与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相提并论袁还有许多任务亟待完成遥

自宋代以后袁江南经济就在全国占据重要位置遥 鸦片

战争后袁作为第一批开放的口岸和租界地袁上海率先接触

到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及体育运动遥 改革开放后袁上海更是

成为我国经济尧贸易中心袁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袁举办了众

多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袁并且袁市政府和体育局非常重视体

育事业的发展袁希望将上海打造成亚洲乃至世界知名体育

城市遥 上海体育的发展也始终是学者们重点研究的对象袁
主要是从现状尧问题和对策 3 个方面分析竞技赛事尧社区

体育尧全民健身活动等问题遥如今袁上海体育事业已经取得

了优秀成绩袁竞技赛事众多尧群众积极性高涨遥但与此同时

我们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袁就目前来说袁上海市在场馆利

用尧设施建设尧公共服务保障尧社区体育经营管理尧全民健

身活动开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遥
上海有建设国际体育城的政治支撑尧经济保障尧经验

积累尧群众基础和国际影响力等优势袁但是与西方体育发

达城市相比袁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遥因此袁应当尽快转变政

府主导模式尧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尧规范体育项目管理尧加快

场馆建设和利用率尧加强公共服务保障尧打造出知名本土

赛事尧加强文化建设尧发展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尧丰富市民

活动内容尧推动体育产业的良性发展遥 相信上海完全有能

力和实力建设成为一个国际知名体育城市袁为中国体育事

业的发展增添光辉的一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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