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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赛事网络视角的上海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建设
陈林华 1袁吴作好 2

摘 要院 利用文献分析法尧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袁在对体育城市概念及内涵特质分析的基

础上袁基于 2015 年的数据对国际赛事网络特征进行了研究袁得出如下结论院渊1冤不同的运动

项目赛事网络发达程度各异袁 普及程度和职业化程度越高的项目其国际赛事网络越发达曰
渊2冤国际化程度越高的城市所选择的赛事项目越具有国际代表性袁即赛事体系越健全尧赛事

网络越发达曰渊3冤城市国际赛事网络联系度的高低一是以举办的国际赛事数量为基础袁二还

取决于赛事网络的复杂程度曰渊4冤 举办城市按照其在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基本形成了核心尧半
核心和外围几种城市类型遥 最后袁为上海体育赛事选择提出了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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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methods of document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the paper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sports city and its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and the study of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the world event network based on the data of 2015. 1) Difference can be see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fferent sports event network. The higher the popularity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sport, the more

advanced of its world event network. 2) The higher degree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host city, the more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event it chooses, i.e., the more sound of the event system and more ad-

vanced of the event network. 3) The world event network connection degree depends on both the quantity of

the world event hosted and the degre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event network. 4) The host city types of the

core, the semi-core and periphery are formed according to their positions in the network. Finally,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 on choosing the sports event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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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发展时期和阶段袁上海体育有了新的定位和目

标袁即野到 2025 年袁基本实现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建设目

标袁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尧国内外重要

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尧充满活力的体育科技创新平台冶 [1]遥
何谓野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冶钥 如何理解其内涵和外延钥 国内

外是否存在类似的评价指标钥世界范围内有哪些对标城市

值得上海学习和借鉴钥上海的战略和路径又在哪里噎噎这

些都是上海体育发展亟待梳理的问题遥 本文旨在抛砖引

玉袁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进行简要剖析袁藉此引发更深刻

的思考遥

野体育城市冶一词较多地出现在国内外相关城市的战

略规划和媒体报道的文本中袁属于新闻词汇袁学术界尚未

形成体育城市概念的严格定义遥 对于体育城市概念的理

解袁可以从两个视角进行分析遥 一是从城市职能和专业化

视角袁即认为体育城市是指劳动力尧资金等要素投入不断

向体育产业部门集中且体育产业总产值在经济中占有较

大比例的城市袁 体育产业是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袁对
城市发展具有主导作用遥 二是从城市魅力和品牌视角袁认
为体育城市是指具备独特的体育要素禀赋尧浓厚的体育文

化沉淀尧相当的体育产业优势等差异化形象的城市袁此类

城市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关联的尧持续的尧值得信赖的个

性化承诺袁以获得他们的认同感效应和满意度遥因此袁体育

城市是良好城市品牌形象的缩影袁标志着城市的魅力和综

合竞争力遥由此看来袁前者可以称为体育产业城市袁后者为

体育品牌城市袁当然两者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关联性遥 上海

提出创建野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冶袁应该属于体育品牌城市的

范畴袁即将体育作为上海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袁通过体育

增加城市魅力袁将体育作为上海城市发展的一张名片[2]遥
国际体育城市的内涵特征是什么钥 从现有文献综合来

看袁国内学者对国际体育城市主要特征的观点如表 1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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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袁国内学者关于国际体育城市的特征表述综

合如下院渊1冤国际国内赛事数量多尧级别高尧影响大曰渊2冤具
有国际声誉的俱乐部和高水准运动员曰渊3冤 体育基础 渊设
施尧人才尧文化冤发达曰渊4冤体育经济有基础尧产业活力强曰
渊5冤城市开放度高尧国际声誉高遥

国际上关于体育城市的评价指标中袁最为权威的是英

国专业体育咨询机构 ArkSports 主导的全球顶级体育城市

评价[6]遥 以下是全球顶级体育城市评价指标遥
渊1冤重大赛事要要要前后 4 年中举办或将要举办的重大

体育赛事的数量与影响力袁为确保赛事成功举办所作出的

努力及影响遥
渊2冤体育组织要要要入驻的国际体育组织的总部或办事

机构的数量及重要性遥
渊3冤基础设施要要要城市公共交通便利性袁机场的便利

与效率袁其他重要活动的数量和重要性袁住宿的舒适度尧客
房数量和价格遥

渊4冤政府支持要要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体育赛事的

支持力度袁 明确通过建立官方机构来运作大型体育赛事袁
赛事策略的有效性遥

渊5冤遗产规划要要要赛事遗产规划的先进性尧成效和影响遥
渊6冤赛事安全要要要制定具体的安全规划袁排除明显的

恐怖袭击或其他安全危机遥
渊7冤城市环境要要要自然环境优势及污染袁市民生活质

量水平袁外来人口融入度遥
渊8冤公共利益要要要赛事的公众支持度袁场馆赛后利用

率袁市民体育参与率遥
渊9冤信息传播要要要赛事信息传播能力袁城市体育信

息的市民获得感袁 与相关组织和负责人取得联系的便

利性遥

表 2 则显示了 2008要2016 年 5 届入选前十名体育城

市的相关情况遥
表 2 5 届野全球顶级体育城市冶获得前十名城市情况表

从其评价指标和可操作性来看袁全球顶级体育城市评

价主要观测的是体育赛事相关指标袁评价过程主要是通过

国际评委的网络投票袁因此评委的选择尧评委的信息准确

率尧评委的主观判断也将对评价结果产生较大影响遥 从评

价结果来看袁当选历届前十名的城市绝大多数来自欧洲和

表 1 国内部分学者对国际体育城市主要特征的观点

年份 学者 主要观点 

2010 肖焕禹[3] 1． 在所处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权力中心，对周边地区具有极大的辐射作用； 

2． 拥有一定的经济规模； 

3． 国际重大体育赛事或活动的举办地，并具有优良的体育设施； 

4． 拥有一支或几支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体育竞赛队伍，体育传播媒体发达； 

5． 体育融入生活，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2010 鲍明晓[4] 1． 都是著名的世界城市； 

2． 经常举办或承办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顶级赛事； 

3． 都有一流的职业体育俱乐部或球队； 

4． 都是重要国际或国内体育组织总部所在地； 

5． 都有深厚的体育传统和浓郁的体育文化氛围； 

6． 都有世界级强势体育媒体； 

7． 市民都有参与体育锻炼和参看体育赛事的习惯和热情； 

8． 都对国际多元体育文化具有包容性； 

9． 体育消费活跃、体育市场健全、体育产业发达； 

10． 与体育配套的文化娱乐设施完善、丰富。 

2014 陈林华[5] 1． 以城市综合实力为基础，包括城市 GDP 总量、城市基础设施指数、国际金融中心指数、城市品牌形象影响

力、全球商业发达程度、城市空气质量情况、生活质量状况、国际友好城市数量； 

2． 以体育城市综合影响力为特征，包括体育城市综合实力、体育资源及品质、体育产业实力等。 

 

城市 

名称 

入选 

频次 

城市体育 

标签 

所在 

地域 

墨尔本 5 奥运城市 大洋洲 

伦敦 5 奥运城市 欧洲 

柏林 4 奥运城市 欧洲 

巴黎 4 奥运城市 欧洲 

悉尼 4 奥运城市 大洋洲 

纽约 4 俱乐部之都 北美洲 

东京 3 奥运城市 亚洲 

曼彻斯特 3 足球城市 欧洲 

马德里 2 足球城市 欧洲 

新加坡 2 青奥城市 亚洲 

温哥华 2 冬奥城市 北美洲 

哥本哈根 2 欧洲体育之都 欧洲 

洛杉矶 2 奥运城市 北美洲 

格拉斯哥 2 欧洲体育之都 欧洲 

北京 1 奥运城市 亚洲 

香港 1  亚洲 

迪拜 1  亚洲 

开普敦 1  非洲 

卡尔加里 1 冬奥城市 北美洲 

奥克兰 1 帆船之都 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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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袁 并且与英国有着密切地缘政治关系的城市居多袁
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主办机构存在一定的主观偏见遥

国际体育城市本质上是体育全球化和城市国际化进

程相融合的产物袁具备国际体育知名度高尧国际赛事网络

发达尧体育核心资源雄厚尧体育资源配置能力强尧体育产业

经济活力大等基本特征遥上海建设野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冶的
整体目标是由野一都尧一中心尧一平台冶3 个子目标组成袁充
分体现了野赛事核心尧产业基础尧创新驱动冶的发展思路袁
符合国际体育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遥

首先袁 体育赛事是体育所有最优秀部分的集中展现袁
因此袁体育城市首先必须与各种层次尧规模与类型的体育

赛事的举办关联在一起袁必须体现野赛事核心冶遥 从历史实

践来看袁大型体育赛事是在体育国际化以及全球城市治理

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产生的遥 一方面袁大型国际性体育赛事

被誉为野城市空间增长的利器冶 [7]袁对现代城市建设产生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曰另一方面袁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早已成

为以提高城市竞争力为目的的现代城市营销的工具之一遥
第二袁野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冶 首先必须是国际城市袁拥

有国际城市基本的功能和特征曰其次是在发展体育事业和

产业方面具有国际比较优势袁具备世界范围的体育影响力

和吸引力遥 因此袁野国内外重要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冶便是

基于产业基础的考虑袁一个没有产业活力的体育城市是没

有前途的袁也是名不副实的遥
第三袁野充满活力的体育科技创新平台冶关乎体育城市

的发展方向和动力袁一方面响应上海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冶建设目标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后发的优势

和赶超的路径袁突破了体育城市建设的传统思路遥如今袁体
育的智能制造尧智慧场馆尧大数据应用尧互联网 + 等概念

兴起袁体育的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大趋势袁智慧城市尧智慧体

育将极大地促进上海体育城市建设的进程遥

野体育城市冶最早并非来自学术概念袁自 19 世纪末以

来袁陆续有欧美城市提出建设野体育胜地冶野体育与科技之

城冶野体育城市冶的口号尧规划及相关实施行动 [5]遥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袁 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为了

摆脱城市面貌落后的形象袁 利用业余体育运动策略达成

野体育胜地冶的战略目标遥 19 世纪末袁巴塞罗那通过奥运会

的举办来营销城市袁树立野赛事城市冶的形象遥 还有赫尔辛

基尧谢菲尔德尧曼彻斯特等城市相继提出体育城市的建设

目标和规划袁 它们都是基于城市更新和城市营销的需要袁
具体情况见表 3遥

表 3 国外体育城市实践一览表

时期 城市 战略目标 策略 主要举措 成果 

19世纪 70

年代后期 

印第安纳波

利斯（美） 

 “体育胜地” 城市更新：业余体

育运动策略 

●建设赛车场，引进 Indy 500 

●举办 Pan Am Games, the Final Four 

等赛事 

●注重培育职业体育俱乐部 

●“业余体育之都”、“泛美运动中心” 

●最完备的赛车产业链 

●篮球名城 

1888 年 巴塞罗那 

（西班牙） 

 “赛事城市” 城市营销：将奥运

会作为城市战略的

重点 

●承办 1992 年夏季奥运会 

●“Barcelona 2000” 

●建设体育赛事的知识中心 

●不断寻求与国际组织的合作 

●奥运城市 

●足球名城 

●“富有魅力的服务导向型城市” 

20 世纪初 赫尔辛基 

（芬兰） 

“旅游目的地和会

议中心” 

“举办适合的国际

体育赛事” 

●获得 1940 年奥运会承办权 

●举办欧洲足球冠军联赛 

 

●扭转了世人印象中“一座靠紧北极圈、

寒冷而又物价极高城市”形象 

20世纪 80

年代末 

谢菲尔德 

（英国） 

“体育与科技之城” 城市转型：体育赛

事及科技服务 

●1991 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成立英国运动协会 

 

●国家体育产业城 

●英国首个“体育之都” 

20世纪 80

年代末 

曼彻斯特 

（英国） 

一座繁荣、现代而

又充满活力的国际

大都市 

城市差异化战略：

以体育和文化作为

区别标志 

●奥运会的申办 

●英联邦运动会承办 

●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 

●世界著名体育城市 

●足球名城 

●区域体育产业中心 

21 世纪初 迪拜 全球旅游目的地，

世界体育中心城市 

以航空业为引领，

只做第一不做第二 

●迪拜体育城建设 

●迪拜赛马世界杯 

●ATP 网球赛等顶级大赛 

●国际曲棍球协会驻扎 

●世界最贵的赛马节 

●奢华体育之都 

21 世纪初 新加坡 “将世界引人新加

坡”  

创新驱动、体育创

新能量和动感 

●F1 大奖赛唯一夜间站 

●举办奥委会全体会议 

●滨水体育活动中心建设 

●体育科技研发中心设立 

●国际体育创新中心 

 

近年 多哈 

（卡塔尔） 

亚洲体育中心城市 将体育作为城市

“软实力”的体现 

●Aspire 体育学院建设 

●2006 年亚运会举办 

●2019 年国际田联世锦赛 

●2022 足球世界杯 

●国际赛事中心 

●亚洲体育中心城市 

 

基于赛事网络视角的上海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建设

16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16年 第 37卷 第 4期

从表 3 可以看出袁进入 21 世纪以来袁随着亚洲城市的崛

起袁诸如迪拜尧新加坡尧多哈等亚洲城市纷纷提出体育发

展的宏伟愿景遥 它们将体育发展与城市发展相融合袁一
方面体育可以增加城市魅力袁是城市文化多样性尧国际

化的重要体现曰另一方面袁城市发展为体育发展提供了

条件和机会袁 体育发展反过来也要服务于城市发展大

局遥因此袁体育成为城市形象的重要标签之一袁城市主要

通过国际顶级赛会的举办来嵌入国际体育网络袁并通过

赛事网络来吸引和配置各类体育资源袁最终为城市发展

服务遥

体育城市的实践最早起源于欧美发达国家袁目前已逐渐

成为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转型升级的可选模式之一遥体育城

市的出现是体育国际化尧商业化尧产业化发展和城市国际化

相融合的产物袁它催生了城市体育产业经济袁孕育了城市体

育氛围尧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遥 当前袁在全球化背景下袁体育

城市的发展出现了网络化趋向遥 诸多的欧洲体育之都[6]尧美国

体育城市尧亚洲体育中心城市袁以及纽约尧伦敦尧巴黎尧东京等

全球性的体育大都会袁它们通过体育赛事的举办尧体育经贸

和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遥
按照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的观点袁 城市不能孤立地存

在袁城市之间的联系是野城市的第二本质冶 [8]遥 体育城市网

络也将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载体袁使得体育城市建设与发

展形成了一种新的跨地域尧跨国家尧跨大洲的地理现象遥根
据 Camagni渊1993冤提出的城市网络模式袁我们建构起从区

域体育城市尧国家体育城市到全球体育城市的 3 个层次嵌

套的等级式渊见图 1冤遥 可以看出袁3 个网络并不是平的尧单
一层次的系统袁而是由不同水平和垂直尺度的合作互动组

成的袁其包含 3 个层次的空间组织逻辑袁即地域渊国家冤尧
竞争性渊等级冤和网络渊合作冤遥

图 1 嵌套等级式的体育城市网络

根据嵌套等级式的体育城市网络袁我们将体育城市类

型分为 3 类袁很显然袁上海提出的野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冶应
该属于第一层次的网络袁即全球体育城市类型遥 这一类型

的体育城市包括伦敦尧纽约尧东京尧巴黎尧柏林等袁因此袁本
研究将选择上述 5 个城市作为上海要建设野全球著名体育

城市冶的对标城市展开进一步的研究遥

鉴于全球体育城市评价数据的可得性和评价的可操

作性袁以及上海建设野赛事之都冶的发展目标袁本研究选择

赛事数据作为观测指标袁接下来进行基于赛事网络的全球

体育城市评价遥
赛事网络这一概念源自于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理论与

实践袁指的是将国际赛事举办城市作为行动者袁它们通过

由于同类赛事的举办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尧经济和文

化纽带建立起链接袁最后形成具有一定结构关系的国际赛

事网络 [9]遥 正是由于这种野赛事网络冶的存在袁使得举办城

市获得正的外部效应袁即可以通过举办国际赛事成为国际

体育发展的节点城市并控制着全球体育网络中的高等级

体育赛事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遥赛事网络的存在也使得城市

决策者不再宥于城市体育存量的盲目扩大袁而可以更多地

关注城市体育流量袁将城市体育发展置于更加广阔的时空

下提升城市体育发展动态和联系的内涵遥

对于举办城市来讲袁 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涉及经济尧
技术尧文化尧人才尧服务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往来袁比如袁同
为奥运城市袁在申办尧筹备尧举办甚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都有可能存在上述要素的流动遥 因此袁在同一类型国际赛

事诸多举办城市之间袁就存在一定的联系袁如果我们把每

一个举办城市当作一个节点袁 并用连线把它们连接起来袁
它们就可以组成纷繁复杂的层级网络遥 因此袁城市国际体

育赛事网络的定义就是同类国际赛事渊本文重点关注同一

项目的国际赛事冤的各个举办城市之间所形成的复杂互动

的形式和结构遥本研究的基本观点是国际体育赛事是由网

络组成的袁其结构环境影响或制约着各个举办城市的决策

和行动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国际体育资源流动的渠道遥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维基百科中的国际性赛事以

及相关单项运动项目的国际体育联合会官方网站袁主要搜

集整理了 2015 年在全世界范围内举办的重要国际体育赛

事并建立了数据库遥我们邀请了相关运动项目的专家对赛

事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进行了核实袁基本达到本研究观测的

要求遥分析了 2015 年举办的各项重要国际赛事总计 335 项袁
涉及 65 个运动项目尧71 个国家的 464 个举办城市遥

将各运动项目的赛事数量进行排序袁 结果如图 2 所

示袁网球尧冰球尧排球尧方程式赛车尧高尔夫尧铁人三项尧多
项目渊综合冤尧足球尧田径尧摩托车依次位列国际赛事数量

最多的运动项目前十名袁此后依次为房车赛尧板球尧印第赛

车尧英式橄榄球尧航空和耐力赛车项目遥 以上海为例袁2015

年上海举办的国际赛事主要涉及房车尧高尔夫尧花样滑冰尧
方程式赛车尧赛车 (耐力)尧水球尧斯诺克尧田径等 8 项渊数
据中并没有涵盖上海 ATP1000 这项赛事袁ATP 赛事中仅

包括在伦敦举办的年终总决赛冤袁鉴于冰球尧板球尧印第赛

车尧英式橄榄球等项目的区域性和传统性袁上海尚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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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项目的发展基础袁 因此袁 建议上海适当考虑网球

渊ATP1000 之外的赛事如戴维斯杯或联合会杯冤尧足球渊如
U17 或 U20 世界杯冤尧铁人三项尧摩托车尧航空渊如红牛航

空竞速世锦赛冤等项目的国际性赛事遥

图 2 2015 年举办国际赛事最多的运动项目及赛事数量

从图 3 可知袁 在 2015 年所有举办国际赛事的国家中袁
美国城市主办国际性赛事的频次为 63 次袁第二位的英国城

市举办国际赛事的频次为 39 次袁仅仅约为美国的 1/2遥接下

来依次是日本尧加拿大尧中国尧俄罗斯尧法国尧意大利尧澳大利

亚尧德国等国家袁按照区域来看袁位于亚洲的日本尧中国尧韩
国尧阿联酋等国家的城市主办国际性赛事的频次一共才 61 次袁
不及美国一个国家袁 因此国际赛事主要举办国家依旧是欧

美等发达国家遥 中国一共举办了 21 项国际大赛袁其中大陆

地区仅举办其中的 16 项赛事袁 涉及的举办城市主要是上

海尧北京尧成都尧珠海尧苏州尧贵阳尧太仓等 7 个城市袁上海举

办 8 项占据半壁江山袁北京举办 3 项位列其次遥

图 3 2015 年排名前列的各国主办国际性赛事频次

从各城市举办的国际赛事频次来看袁伦敦当之无愧是

全球举办国际赛事数量最多的城市袁2015 年伦敦一共举

办了 16 项国际大赛袁接下来依次是上海尧东京尧蒙特利尔尧
纽约尧蒙特卡洛等城市袁举办频次均在 6～ 8 项之间遥 上海

以举办 8 项国际赛事仅次于伦敦排位第二袁一方面说明上

海在国际大赛的举办上力度较大袁积累了相当的国际赛事

数量和经验袁但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国际赛事选择的质

量袁以本研究的视角袁我们只有考察了各项国际赛事的网

络联系情况后才会给出答案袁数量多并不一定代表国际联

系度高遥

图 4 2015 年排名前列的城市举办国际赛事的频次

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袁体育已经为城市的发展注

入了强大的动力并在城市形象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遥上海

在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大多依赖标杆管理的理念袁一般以纽

约尧伦敦尧东京尧巴黎等世界性城市为对标进行国际赛事的

选择与举办遥从 2015 年纽约尧伦敦尧东京尧巴黎等世界城市

的国际赛事举办对比上可以看出袁上海举办的国际赛事数

量已经处于上游袁领先大多数对标城市遥从运动项目来看袁
6 个城市中 3 个以上城市都选择了的赛事项目为高尔夫尧
马拉松尧田径尧网球尧耐力赛车和方程式赛车渊见表 4冤袁因
此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袁建议上海在国际马拉松尧网球等

项目的国际赛事质量和影响力上进行提升遥
表 4 2015 年部分城市国际赛事举办的情况

将 2015 年国际赛事 464 个举办城市建立赛事网络关

系矩阵袁可以计算出每个城市与其它城市的总联系袁将各

项联系数据累计相加所得的和即为国际赛事总联系度遥发
现总联系度排行中袁伦敦尧蒙特利尔尧迈阿密尧墨尔本等城

市位居前列袁上海和北京分别位于第五和第六袁这一排序

甚至超过了纽约尧东京渊没有考虑到洲际尧地区和国内赛

事袁纽约是美国职业体育联赛的中心袁东京更是世界柔道尧
棒球运动等的中心及国内赛事的核心冤遥

举办 

城市 

赛事 

数量 
国际赛事项目 

纽约 6 高尔夫、篮球、马拉松、田径、网球、印地赛车 

伦敦 16 

板球、高尔夫、航空、马拉松、摩托车、皮划艇、

方程式赛车、耐力赛车、斯诺克、田径、铁人三项、

网球、英式橄榄球 

东京 7 
网球、棒球、花样滑冰、马拉松、排球、赛车运动

(耐力) 

巴黎 4 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赛、田径、网球 

柏林 3 田径、斯诺克、马拉松 

上海 8 
房车、高尔夫、花样滑冰、方程式赛车、耐力赛车、

水球、斯诺克、田径 

 

基于赛事网络视角的上海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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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赛事网络分析框架里袁讨论分析每个举办城市

在国际赛事网络中的重要性袁很重要的一个观测点就是城

市与城市之间的节点关系袁 节点数越多代表联系度越高袁
暗示城市在国际赛事网络中的中心度和地位越高遥 2015

年举办国际赛事数量较多的前 76 个城市一共产生了

1 609 个节点袁图 5 显示了排名前 20 位城市的国际赛事网

络节点情况遥可以看出袁伦敦作为全球赛事城市的核心尧蒙
特利尔主要作为冬季项目的核心袁 它们的节点数分别为

57 个和 50 个袁紧随其后的分别是迈阿密 44 个尧墨尔本 43

个袁上海 42 个略高于北京的 40 个袁说明上海在国际赛事

举办城市中处于较核心的地位遥

图 5 2015 年排名前列的城市国际赛事网络节点图

将举办赛事频次和节点数进行比对发现 渊见表 5冤袁
2015 年上海举办的国际赛事数量为 8 项袁 在伦敦之后位

列全球第二袁而在代表国际赛事网络地位的指标要要要节点

数排名中袁上海滑落至第五位袁落后于举办 6 项赛事的蒙

特利尔尧举办 4 项赛事的迈阿密和墨尔本遥因为袁上海举办

的国际水球尧斯诺克尧花样滑冰等项目的国际赛事网络并

不发达袁均不超过 6 个举办城市袁因此能与上海产生联系

的其它城市并不多袁所以虽然举办了 8 项国际赛事但赛事

节点数仅为 42 个袁也即与其他 42 个赛事举办城市产生联

系遥相反袁北京举办的冰球尧赛车和田径 3 个项目的赛事网

络非常发达袁冰球赛事有 35 项尧赛车有 29 项尧田径有 20

项袁 分别代表北京与其它 34 个冰球举办城市尧28 个赛车

举办城市尧19 个田径举办城市产生联系袁剔除重复的城市

一共有 40 个城市与北京产生联系遥
表 5 2015 年各城市举办国际赛事频次与节点数的比较

将赛事网络矩阵输入 netdraw 2.8 软件进行可视化处

理袁 就可以绘制出图 6 的总联系度排名前 15 名的城市所

组成的国际赛事网络图袁很直观地发现伦敦尧蒙特利尔尧迈
阿密尧墨尔本 4 个城市的网络连线最多并处于网络图的中

心位置袁而莫斯科则处于最边沿的位置袁仅仅与东京尧蒙特

利尔尧多伦多 3 个城市建立起赛事联系遥 与上海建立赛事

联系的城市有 9 个袁 与北京建立赛事联系的城市有 8 个袁
与这两个城市均建立了赛事联系的城市有纽约尧 新加坡尧
东京和蒙特卡洛 4 个城市遥

城市/项目 举办频次 排名 节点数量 排名 相对变化 

伦敦 16 1 57 1 ←0 

蒙特利尔 6 5（并列） 50 2 ↑3 

迈阿密 4 11（并列） 44 3 ↑8 

墨尔本 4 11（并列） 43 4 ↑7 

上海 8 2 42 5 ↓3 

北京 3 22（并列） 40 6 ↑16 

洛杉矶 5 9 38 7 ↑2 

蒙特卡洛 6 5（并列） 37 8 ↓3 

布宜若斯艾

利斯 
4 21 36 9 ↑12 

纽约 6 5（并列） 35 10 ↓5 

 

图 6 总联系度排名前 15 名的城市所组成的国际赛事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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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进一步通过 Pajek1 .02 软件来探索国家赛事

网络的层级结构袁将节点数靠前的 77 个主办城市数据

导入分析软件中袁并根据节点数多少将 77 个城市分为

3 个层级进行分层绘图 袁 选择 layout/kamada-kawai/free

进行能化布局袁结果输出图 7 的国际赛事网络结构图遥

从可视化能级图来看袁 基于 2015 年数据的国际赛事

网络基本形成了 3 个层级结构袁形成了核心层尧半核心层

和外围层的 3 种城市类型布局与体系遥 在这一体系中袁伦
敦尧纽约尧东京尧墨尔本尧上海等 14 个城市处于国际赛事网

络的核心圈层袁它们在国际赛事的发展中发挥着标杆引领

的作用曰柏林尧波士顿尧迪拜尧卡塔尔尧大阪等 41 个城市处

于国际赛事网络的半核心层袁它们在国际赛事的举办中发

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曰格拉斯哥尧圣彼得堡等 22 个城市处于

国际赛事网络的外围层袁它们在国际赛事的举办中发挥着

支撑作用袁支撑着国际赛事网络范围的进一步扩大遥

从 2015 年国际赛事网络结构和关系来观测其发展特

征袁首先袁不同的运动项目赛事网络发达程度各异袁越是普

及程度和职业化程度高的项目其国际赛事网络越发达袁如
网球尧方程式赛车尧高尔夫等项目职业化尧商业化程度越

高袁其国际赛事网络也越发达曰其次袁国际化程度越高的城

市所选择的赛事项目越具有国际代表性袁其国际赛事体系

越健全尧赛事网络越发达袁如纽约尧伦敦尧东京尧巴黎等城

市举办的年度国际赛事项目均有高尔夫尧马拉松尧田径尧网
球尧耐力赛车等袁并且这些城市均对网球赛事厚爱有加袁每
年举办两种以上的国际网球赛事袁形成了层级分明的网球

赛事体系曰第三袁国际赛事数量多并不一定代表城市在国

际赛事网络中的节点数就多尧网络联系就越多袁城市国际

赛事网络联系度的高低一是以举办的国际赛事数量为基

础袁二还取决于同类赛事体系即赛事网络的复杂性曰第四袁
国际赛事举办城市按照其在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渊也即节点

数冤基本形成了核心尧半核心和外围几种城市类型袁处于核

心地位的城市举办的国际赛事数量较多尧国际赛事网络节

点数最多袁也即代表该城市的国际体育竞争力最强遥
国际赛事网络发展特征可以给每一个城市的国际赛

事选择以启示遥 从城市赛事选择模式来讲袁根据国际赛事

网络的结构和模式袁可以选择参考赛事网络中的野点冶渊即举

办城市冤 和赛事网络中的 野线冶渊也即各运动项目的赛事冤遥
换句话说袁一是可以按照标杆管理的原则袁首先选择标杆城

市或对标城市袁 分析参考它们所举办的国际赛事的项目和

层级体系曰二是分析各运动项目形成的国际赛事子网络袁越
是结构复杂的赛事网络说明此项目国际化程度越高袁 举办

此类赛事可以使城市与更多的其它举办城市产生联系遥 从

具体城市来讲袁伦敦尧蒙特利尔尧迈阿密尧墨尔本等城市处于

国际赛事网络的核心袁 它们举办的国际赛事具有广泛代表

性袁赛事等级多尧数量大尧举办城市多尧国际赛事网络发达袁
有条件并且试图较大程度地融入进国际赛事网络的城市袁
可以以伦敦等城市作为标杆城市学习模仿遥项目选择方面袁
网球尧冰球尧F1尧高尔夫等项目国际赛事影响大尧分站多尧赛
事网络密集袁对城市国际赛事网络地位影响大遥

图 7 2015 年国际赛事网络举办城市体系

基于赛事网络视角的上海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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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型升级遥强调政府的引导和协调作用袁调动企业尧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积极性袁支持企业联合高等学校尧科研机构

建立产尧学尧研协同创新机制袁组建体育产尧学尧研协同创

新联盟袁建设全国领先的体育产业协同创新中心遥

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是上海在新的历史时期尧新的

形势和背景下提出的新目标袁这一目标与上海全球城市建

设一脉相承遥未来上海在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中要紧跟

全球第一梯队城市袁 从自身现有基础和城市定位出发袁以
野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尧 国内外重要的体育

资源配置中心尧充满活力的体育科技创新平台冶为重点袁积
极推进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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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为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袁在野国际

著名体育城市冶和野赛事之都冶的建设过程中袁国际体育赛

事的选择应该遵循一定的逻辑遥 20 世纪 90 年代袁上海国

际大赛的申办就是建立在标杆管理的逻辑上袁坚持以野纽
伦港冶为标杆进行赛事选择袁并在此逻辑下将上海国际大

赛定位于野国际单项顶级赛事冶 [10]袁这也是坚持了 20 多年

的上海办赛原则遥 那么在新的历史阶段下袁上海国际大赛

的举办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袁上海体育发展的目标也发

生了新的变化袁因此上海国际体育赛事的选择逻辑和依据

也应该有新的内容袁也即建立新的逻辑与依据袁只有这样

才能使上海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取得新的成就遥

国际赛事网络建立在城市体育流量和城市联系的基

础上袁一方面延续了标杆管理的办赛传统袁另一方面又使

得上海办赛思路有了更深层次的创新袁可以推动上海体育

向更高层次发展遥 通过国际赛事网络的横向和纵向分析袁
我们可以了解到国际上各项赛事的受欢迎程度尧举办城市

数量和特征袁 以及城市在国际赛事发展过程中的脉络尧举
办城市在国际赛事网络中的地位等袁它可以为城市赛事选

择提供较全面的参考依据袁因此袁国际赛事网络可以为上

海办赛逻辑提供新的视角袁可以成为上海国际赛事选择的

新逻辑和依据遥

通过 2015 年这一截面性的国际赛事网络分析袁 我们

建议上海国际赛事在具体赛事和项目选择方面从如下几

点展开工作院第一袁利用现有 ATP 品牌和场地资源举办国

际网球协会主办的其它赛事袁如网球联合会杯尧戴维斯杯

等赛事曰第二袁提升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的品牌和影响力袁力

争向世界六大马拉松赛看齐渊纽约尧伦敦尧波士顿尧东京尧
柏林尧芝加哥冤曰第三袁利用上海国际赛车场资源举办 mo-

torcycle Grand Prix袁与伦敦尧多哈尧吉隆坡尧巴塞罗那等城

市产生联系曰第四袁举办足球国际性赛事袁主要是以国家名

义申办足球世界杯或 U20尧U17 世界杯曰第五袁举办航空国

际性赛事 袁 如 Red Bull Air Race World Championship –

Shanghai袁 上海航空体育基础尚好袁 同类赛事举办城市由

伦敦尧拉斯维加斯尧阿布扎比尧布达佩斯等曰第六袁利用万

达体育的便利资源和条件袁举办世界铁人三项世界杯或系

列赛总决赛等曰最后袁在条件具备的基础上抓住机遇申办

奥林匹克运动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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