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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通过模式比较袁借鉴国际知名体育城市体育旅游互动融合经验袁沿循野全球城市位

序要省际效益规模组别要上海区位商和区县禀赋冶的基准分析袁剖析上海体育赛事与城市旅

游互动融合的制度性瓶颈和现实困境遥 通过野市场牵引力要空间向心力要结构量子力冶3 个

层面解析上海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融合机理遥 通过野两层三级四维冶评估体系袁即上海赛

事旅游市场系统层和变量层两个层次袁国际知名赛事尧国家优势赛事尧本地战略赛事 3 个级

别袁野需求结构要供给结构要产业结构要空间结构冶4 个维度袁汇总需求特征遥 通过逐步多元

回归袁评估不同级别赛事规模变化率的影响因素袁评价上海赛事旅游互动融合的经济效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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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model comparison and follow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interactive fusion of sports and

tourism in world-renowned sports citie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 and practical difficul-

ties of the interactive fusion of sport events and urban tourism in Shanghai in line with the benchmark analysis

of "ranking of the world cities -- scale of the inter-provincial benefits -- local business and districts advantages

of Shanghai". It tries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ve fusion mechanism of Shanghai's sport events and urban tourism

through the three levels of market traction, space centripetal force and structure quantum force. It summarizes

the requirement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wo levels, three grades and four dimensions", i.

e., the levels of system and variables of Shanghai sport events and tourism market; the grades of

world-renowned events, national priority events and local strategic events; the dimensions of requirement struc-

ture, supply structure, industry structure and space structure. It evaluat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size

change rate of different-level events and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interactive fusion of Shanghai's sport

events and tourism through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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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融合研究
何 丰 1袁张秀萍 2袁王 光 2

体育赛事是体育产业的皇冠袁更是上海城市发展的明

珠遥 一方面袁2014 年上海人均 GDP 达到 9.737 万元袁2015

年增至 10.31 万元遥 市民对体育赛事的关注和参与越来越

多遥 另一方面袁体育赛事的多重平台效应和多维关联效应袁
使国际性体育赛事争夺日益激烈袁门槛不断提高遥 赛事在

给上海相关行业或部门带来红利的同时袁承办方却惨淡经

营袁落入野几家欢乐袁一家愁冶的恶性循环遥 只有通过赛事旅

游良性互动袁进行赛事管理体制改革和组织创新袁才能释

放蕴藏在赛事旅游市场及其关联产业和区域的消费潜力遥
2005 年到 2014 年袁上海共举办国际性赛事 445 次袁全

国性赛事 626 次遥 F1 大奖赛尧ATP1000 网球大师赛尧国际

马拉松赛奠定了上海迈向 野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冶 的基石遥
2015 年袁上海举办国际性体育赛事 71 项袁全国性赛事 93

项曰从体育业态融合创新来看袁野虎扑冶体育在野互联网 +

体育冶板块内的影响力袁阿里体育 2015 年落户上海袁累积

了上海成为野体育科技创新平台尧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冶的潜

能遥 体育赛事作为吸引旅游客源的强大磁场袁能否实现与

上海城市旅游业互动融合钥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实现体育赛

事与城市旅游互动融合的模式有哪些钥如何促进上海体育

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融合钥这些就是本研究的出发点遥野将
上海建成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冶需要深化体育赛事与城市旅

游业的互动融合研究袁尤其是院渊1冤体育赛事如何实现与城

市旅游市场结构尧产品结构尧产业结构和布局结构的互动

融合曰渊2冤体育赛事如何实现与城市旅游投融资模式尧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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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和管理模式的互动融合曰渊3冤体育赛事如何实现与城市

旅游目的地要集散地要延伸地的互动融合等问题遥

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融合的理论基础袁因研究背

景和视角的不同袁 各有逻辑起点和侧重遥 叶体育产业发展

野十三五冶规划曳渊2016冤提出大力发展体育旅游袁制定体育

旅游发展纲要袁实施体育旅游精品示范工程袁编制国家体

育旅游重点项目名录遥支持和引导有条件的旅游景区拓展

体育旅游项目袁鼓励国内旅行社结合体育赛事活动设计开

发旅游项目和路线遥 从发展脉络上看袁体育赛事与城市旅

游互动融合主要体现为野体育旅游冶静态界定观和野体育 +冶
动态融合观两类遥

野体育旅游冶静态界定观出于静态比较分析目的袁将体

育旅游定义为以体育为基础袁在有限时间内外出旅游的活

动袁具有规则性尧竞争性尧参与性以及趣味性等特征[1,2]遥 体

育旅游作为新兴业态袁能够推动体育产业与文化尧旅游尧电
子信息等相关产业的复合经营[3]遥 概念界定是架构体育旅

游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袁体育旅游类别划分又是概念

界定的现实依据遥 从体育旅游市场细分的角度袁可分为休

闲体育旅游尧健身体育旅游尧体育观战旅游尧刺激体育旅

游尧竞技体育旅游等 [4]曰从体育旅游者行为的角度袁可分为

参与型体育旅游和观赏性体育旅游 [5]曰从旅游资源主体的

角度袁可分为体育康乐休闲目的地尧体育健身场渊馆冤尧民
族传统体育健身活动尧赛事与体育节庆遥 从体育旅游需求

和统计分类的角度袁分为观赏性体育旅游活动渊如观赏体

育赛事尧体育节尧体育表演等内容冤尧体验性体育旅游活动

渊如参与滑雪尧帆船尧漂流尧马拉松等运动冤尧景区体育旅游

活动渊如户外宿营尧徒步骑行尧汽车露营等冤 [6]遥 从体育旅游

理论研究框架体系的角度袁涵盖本质内涵研究尧市场载体

研究和利益相关者研究 [7]袁体育旅游的研究范畴应由野体
育旅游资源冶 拓展为野体育游憩资源冶袁体育旅游规划应细

化为体育旅游野专项游憩规划冶和野中高端业态规划冶遥
野体育 +冶动态融合观出于动态优化分析目的袁强调产

业链对接尧延伸与融合的过程和满足市场需求的结构性调

整袁野体育旅游冶或野旅游体育冶并不是两种产业对接的唯

一选项 [8]遥 从体育赛事的旅游需求和价值评估角度袁超大

型体育赛事因规模过大尧重赛率极低袁会给举办城市旅游

业带来负面影响 [9]遥 标志性体育赛事因城市名片效应和定

期举办袁会给举办城市旅游业带来正向影响遥 本地居民是

体育赛事的重要利益相关者袁更是区域性和地方性体育赛

事的受众主体袁对体育赛事在举办地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体

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业的互动融合影响深远 [10]遥
田静运用指标体系法评估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

的影响袁发现其宏观效应不明显袁微观效应在于人均铺装

道路面积和人均拥有公共体育设施面积的扩大袁 以及城

市旅游业的阶段性增长 [11]遥 Samuel Seongseop Kim尧Alas-

tair M. Morrsion 采用配对 T 检验评估日韩世界杯足球赛袁
发现体育赛事能够在短期内提高游客对赛事旅游地的形

象认知 [12]遥黄海燕将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归纳为影

响领域众多尧影响方式多样尧影响时效不一尧影响效果不同

4 个方面 [13]遥 卢长宝等基于共创价值视角分析了政府尧企
业与消费者在体育旅游创新上的综合作用[14]遥

F1 大奖赛中国站和网球大师杯等参观类休闲赛事 [15]

和苏州河国际龙舟赛等参与类景观赛事 [16]带动了上海旅

游产业融合化尧旅游空间一体化尧旅游产品衍生化尧旅游形

象差异化遥但上海与国际著名体育城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

距袁如固定赛事不多尧级别不高尧本土化不够尧职业体育俱

乐部实力不强 [17]遥
周良君认为管理体制的滞后性和随意性制约了上海体

育赛事的国际竞争力袁需要构建新型举国体制[18]遥 谢英将制

约因素分解为赛事资源优势不清尧 重点不突出尧 聚合力不

强尧开发主体单一尧市场化不足等方面[19]遥 卢长宝等[8]提出以

野需求要市场冶尧野资源要品牌冶尧野关联要创意冶尧野产业链要项

目冶为关键节点的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长效对接机制遥

运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渊CNKI冤尧国家旅游局和国

家体育总局官网尧 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发展报告渊2014要
2015冤等相关论文尧文件和图书文献袁围绕体育赛事尧城市

旅游尧体育旅游尧产城融合等研究视角袁梳理野体育旅游冶
静态界定观和野体育 +冶动态融合观的理论发展脉络袁明确

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袁 评述理论研究基础和发展前沿遥
依据已有相关研究文献和上海赛事旅游现实问题袁通过国

际比较尧省际分组尧区县差异分析袁厘清不同空间尺度赛事

旅游互动融合的发展趋势和市场潜力遥

运用 2005 至 2014 年上海市统计年鉴尧 旅游统计年鉴尧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尧上海体育年鉴和上海

市体育局网站的相关数据袁筛选影响大型体育赛事举办规模

的因素袁测算评价指标曰通过野两层三级四维冶评估体系袁梳理

上海赛事旅游市场细分的影响因子袁汇总需求特征遥

将 2005要2014 年上海举办的大型赛事数尧 国际赛事

数尧国内赛事数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袁将体育固定资产投

入比重尧地均 GDP尧交通网络密度尧服务接待能力作为解

释变量袁通过逐步多元回归袁评估不同级别赛事规模变化

率的影响因素遥

上海体育产业和体育消费市场发展有巨大的潜力袁但
体育产业占 GDP 的比重偏低尧市场主体错位或缺位尧体育

场馆设施供给不足尧产业集聚度和辐射力不强等袁导致上

海体育产业发展无法满足多元化尧 多层次的体育消费需

求遥 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业的互动融合袁只有围绕消费需

求变化袁厘清两个产业全方位交叉渗透与融合发展的整体

趋势和内在机理袁才能提供两大产业互动融合的优化路径

和科学对策遥

上海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融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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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袁上海体育及相关产业总产值超过 420 亿元袁
体育服务业在体育产业中的占比接近 50%遥 到 2020 年袁
上海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 1200 亿元袁体育产业增加值达

到 300 亿元袁体育服务业在体育产业中的占比超过 55%袁
体育服务业从业人员占体育产业人员总量的 80%以上遥
到 2025 年袁上海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 3000 亿元遥 体育产

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袁 体育

服务业增加值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 60%遥 到

2025 年袁上海要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尧世界一流的国际

体育赛事之都尧 国内外重要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和体育

科技创新平台遥

基于英国拉夫堡大学全球化和世界城市 渊GaWC袁
Globalization and Word Cities冤小组的统计袁上海在世界城

市的排名从 2004 年的第 23 位袁 上升至 2008 年的第 9

位袁2010 年进一步升至第 7 位袁 前 6 位依次为伦敦尧纽
约尧香港尧巴黎尧新加坡尧东京遥 在产业结构上袁上海服务

业占比为 60%袁远低于前六位世界城市渊表 1冤遥 除了创意

城市指标略高以外袁世界城市尧宜居城市尧世界金融中心

和城市竞争力五项指标均落后于伦敦尧纽约尧香港和新加

坡渊图 1冤遥欧美国家年人均体育消费远高于中国遥英国超

过 600 美元袁 德国为 470.4 美元袁 中国是 81.2 美元 渊图
2冤遥 体育产业在发达国家经济所占比重较高遥 据体育器

材网统计袁2013 年袁 美国体育产业总值为 4 350 亿美元袁
占 GDP 的 3%袁韩国占 2.95%袁英国尧德国和日本等都在

2%以上遥 2015 年袁全球体育产业总值为 15 000 亿美元袁
美国体育产业总值达到 5 000 亿美元袁 占全球体育产业

总值的 1/3遥 中国体育产业和体育消费市场起步晚袁但市

场潜能巨大遥依据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

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渊2014冤 的规划目标袁2025 年中国体

育产业总值超过 5 万亿袁 占 GDP 的比重从 0.5%要上升

到 1.3%遥 2025 年上海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 3 000 亿元袁
占全国的 6%遥

表 1 世界城市产业结构比较

注院香港为 2011 年份统计数据袁数据来源叶香港统计数字一览

2013曳曰新加坡为 2012 年份统计数据袁数据来源叶新加坡统计年

鉴 2013曳曰东京都为 2009 年份统计数据袁数据来源叶东京都统计

年鉴平成 23 年曳曰 大伦敦为 2010 年份统计数据袁 统计口径是

GVA袁数据来源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曰上海为 2012 年份统

计数据袁数据来源叶上海统计年鉴 2013曳遥

图 1 全球城市排名基础矩阵示意图

资料来源院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渊2015-2040冤纲要概要袁2016遥

图 2 中国与发达国家体育人均消费对比

数据来源 院http://www.chcan.com/about/about.aspx?TypeID=8&ID=

41882#pageTop

采用 1999要2011 年各省渊市尧区冤国内旅游流野规模位

序冶的平均值衡量国内旅游流的规模袁采用旅游流野流质指

数冶袁 即特定地域旅游流所带来的资金流规模与客流规模

的比例关系的平均值衡量国内旅游流的效益袁对比国内旅

游流质量差异渊见图 3冤遥

图 3 1999要2011 年四大类国内旅游流质量的省市分布图

资料来源院阎友兵袁贺文娟渊2013冤 [20]

城市 生产总值 制造业比重 服务业比重 

大伦敦 2 531.79 亿英镑 3.3% 91% 

香港 19 025.65 亿港元 1.6% 93.2% 

新加坡 3 455.61 亿新元 19.4% 74.9% 

东京都 852 016 亿日元 9% 84.9% 

上海 20 181.72 亿元 35.2% 60% 

 

世界城市

创意城市 宜居城市

城市竞争力 世界金融中心

伦敦
纽约
新加坡
香港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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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省市中袁江苏省的体育产业区位商最高袁均值为

1.29遥 广东位居第二袁2013 年以前体育产业专业化程度一

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袁 但 2014 年急跌至 0.63袁10 年间的均

值为 0.93遥 北京体育产业区位商的均值为 0.71袁居于第三

位袁 但经过近几年间的飞速增长袁2014 年已经超过江苏袁
跃居 5 省市之首遥 2004要2011 年袁北京体育产业区位商仅

徘徊在 0.46～ 0.53 之间袁2012要2014 年呈现井喷式增长袁
2012 年激增至 1.14 袁2014 年达到 1.22遥 浙江位居第四袁均
值为 0.86袁各年间波动不大遥 相形之下袁上海体育产业专

业化程度在 5 省市中排行垫底袁均值为 0.11袁2014 年进一

步衰落为 0.076袁表明上海体育产业发展缓慢袁难以供给本

地体育消费市场需求渊图 6冤遥 因广东省数据缺失袁对比两

省两市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袁 上海均值为

2 056 元袁居于首位遥北京为 2 018 元袁居于次位渊图 7冤遥 2014

年上海和北京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分别是 3 106 元

和 3 164 元袁 远高于江苏和浙江的 1 636 元和 1272 元袁表
明上海体育旅游本地市场需求旺盛袁消费倾向和支付能力

较高袁供给方面存在短板遥

国内体育赛事产业发展快车道的第一方阵主要包括

北京尧上海和广州袁共性瓶颈问题在于赛事与城市旅游互

动发展是单向的尧间歇性的遥 全球最大规模的体育赛事奥

以野流质指数 =1冶和野规模位序 =16冶为分割线袁依据

野规模要效益冶 两个维度袁 将各省市划分为 4 个类型袁上
海尧江苏尧浙江尧北京尧广东属于大规模尧高效益组别遥 这 5

个省市居民收入水平较高袁旅游需求旺盛袁城市旅游尧休闲

商务旅游尧乡村旅游等品类齐全袁旅游产品体系成熟尧产业

关联度较高袁具有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融合的市场潜

力遥 从上海旅游流量规模变化上看袁2010 年世博会诱发旅

客人数急剧增长袁 但旅游收入自 2012 年以来呈现下降趋

势渊图 4冤袁表明上海旅游产业需要与体育赛事互动融合袁
通过业态创新袁拓展产业增加值和范围经济遥

图 4 2005要2014 年上海旅游流量规模变化

数据来源院2006-2015 年上海统计年鉴遥

对比图 3 国内旅游流质量省际分布图第一象限内的

5 个省市袁上海星级宾馆数量仅次于北京袁总体规模高于

同为旅游中心集散地的杭州市尧广州市尧深圳市和南京市遥
但从增长趋势上看袁 上海星级宾馆数量呈现逐年萎缩状

态遥 除了 2007 年略有增加外袁从 2004 年至 2013 年 10 年

间袁星级宾馆减少了 95 个袁规模缩水了 26%渊图 5冤遥

图 5 2004要2013 年主要旅游中心集散地城市星级宾馆数

量变化对比

数据来源院历年各城市统计年鉴遥
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体育产业袁尤其是定期举办的标志

性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的旅游业和其他相关产业具有正

向溢出效应遥区位商是衡量地区间产业专业化程度的重要

指标袁当区位商大于 1 时袁表明该产业是地区专业化部门曰
当区位商小于或等于 1 时袁 表明该产业是地区自给型部

门遥用地区体育从业人数占本地区城镇文化尧体育尧娱乐产

业单位就业人员数的比重和全国体育从业人数占全国城

镇文化尧体育尧娱乐产业单位就业人员数的比重相除所得

的商袁计算并比较 5 个省市的 2005-2014 年十年间体育产

业区位商的变化渊表 2冤遥
表 2 2005要2014 年 5 个省市体育产业区位商对比

数据来源院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均值 

北京 0.470 0.515 0.452 0.514 0.510 0.530 0.507 1.144 1.222 1.218 0.708 

江苏 1.263 1.480 1.227 1.316 1.262 1.384 1.289 1.252 1.235 1.180 1.289 

浙江 0.870 0.985 0.869 0.970 0.855 0.845 0.799 0.804 0.857 0.750 0.860 

广东 0.923 1.137 1.032 0.936 0.899 0.841 0.938 0.912 1.044 0.630 0.929 

上海 0.119 0.137 0.136 0.118 0.118 0.111 0.099 0.104 0.096 0.076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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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5要2014 年五省市体育产业区位商序位变化

数据来源院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遥

图 7 2005要2014 年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数据来源院2006-2015 年上海尧北京尧江苏和浙江统计年鉴遥
运会在野直接要间接要引致冶影响路径下袁值得借鉴或警戒

的模式包括院渊1冤奥运旅游互动模式袁即悉尼 2000 年奥运

会曰渊2冤商业化盈利模式袁即洛杉矶 1984 年奥运会曰渊3冤景
气周期推进器模式袁即东京 1964 年奥运会与汉城 1988 年

奥运会曰渊4冤亏损无底洞模式袁即慕尼黑 1972 年和蒙特利

尔 1976 年奥运会袁前者未有效利用现有体育设施袁投巨资

新建体育场渊馆冤袁后者因预算与财务失误遥 可见袁体育赛

事与城市旅游互动融合是供需推拉机理尧 产业关联机理尧
空间集聚机理共同发生作用的系统遥

需求结构升级是推动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发展

的原动力遥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上海城市旅游需求涵盖居民游

憩需求尧旅游投资需求尧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尧海外

旅游者需求等遥 2005要2014 年 10 年间袁上海旅游人均消

费总额自 2010 年以后呈现整体下降趋势袁消费细分结构

中袁 仅门票费和娱乐费不断上涨袁 其他支出均呈下降趋

势遥 在野十一五冶期间袁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

电信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袁野十二五冶 期间在经营效率提

高和运营成本降低的双重作用下袁 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邮

电通信费和市内交通费袁2014 年比 2005 年分别下降了约

80%和 50%渊表 3冤遥 对比 2005 年和 2014 年上海旅游人均

消费构成袁购物尧住宿和餐饮占据人均花费的 70%遥 购物

消费始终占比最高袁 接近 39%袁 凸显了上海商业重镇和

野购物天堂冶的城市功能遥 餐饮和住宿在人均花费构成中

比重接近袁各占 15%左右遥 长途交通费比重保持在 12%左

右渊图 8冤遥
表 3 2005要2014 年上海旅游人均消费支出渊元冤

数据来源院2006要2015 年上海统计年鉴

图 8 2005 年和 2014 年上海旅游人均消费支出构成渊%冤

数据来源院2006 年和 2015 年上海统计年鉴遥
供给结构转型是拉动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发展

的杠杆力遥 涉及赛事旅游资源开发尧项目建设尧公共管理尧
产业配套尧境外供给等方面遥 在上海举办的大型国内外体

育赛事大多是政府牵头袁 通过财政拨款或利用行政资源袁
为上海市争取到大型体育赛事举办权袁城市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和旅游资源开发也以市级政府或区县政府为主要供

给者遥 承办大规模重要旅游活动袁短期内可能对同类产业

产生负面溢出效应遥 2010 年世博会期间袁上海体育赛事明

显少于其他年份袁世博会对体育赛事产生挤出效应渊图 9冤遥
长期内市场基础培育和旅游接待软硬件设施投入等对体

育赛事有挤入效应遥 世博会后袁因城市交通与场馆设施改

善以及城市名片效应等原因袁2011要2014 年上海举办体

育赛事数量比 2005要2009 年增加了 37%遥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长途交通费 176 174 165 156 168 139 128 133 122 132 

住宿费 219 211 234 206 224 168 137 145 139 148 

餐饮费 220 217 210 212 235 153 146 150 145 148 

购物费 553 536 650 609 596 453 519 572 508 406 

门票费 96 112 109 99 112 131 123 144 129 131 

娱乐费 30 47 46 42 57 42 34 38 39 39 

市内交通费 88 94 87 81 81 53 47 48 45 47 

邮电通信费 37 35 35 31 27 14 8 8 8 7 

总额 1419 1 426 1 536 1436 1 500 1153 1 142 1 238 1 135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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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上海各区县旅游赛事资源空间分布密度

注院※为上海市 A 级旅游景点数量分布密度和体育场地数量分布密度的均值袁括号内为中位数遥
数据来源院2014 年上海各区县和上海统计年鉴遥

区县 A 级景点数量/个 体育场地数量/个 区县面积/km2 景点/面积 体育场地/面积 
A 级景区数量 

空间分布密度 

体育场地数量 

空间分布密度 
浦东新区 19 8 504 1 210.41 0.01569716 7.025718558 1.118 1.157 

中心城区 17 11 527 289.44 0.058734107 39.82517966 4.184 6.558 

宝山区 6 1 953 270.99 0.022141038 7.206908004 1.577 1.187 
闵行区 3 3 808 370.75 0.008091706 10.27107215 0.576 1.691 

嘉定区 8 2 095 464.2 0.017233951 4.513140888 1.228 0.743 

金山区 7 1 750 586.05 0.011944373 2.986093337 0.851 0.492 
松江区 7 2 971 605.64 0.011558021 4.905554455 0.823 0.808 

青浦区 10 2 043 670.14 0.014922255 3.048616707 1.063 0.502 

奉贤区 5 2 088 687.39 0.007273891 3.037576921 0.518 0.500 
崇明县 7 1 766 1 185.49 0.005904731 1.489679373 0.421 0.245 

上海市 89 38 505 6340.5 0.014036748 6.072864916 1.236 (0.957)※ 1.388 (0.755) ※ 

 

数据来源院中国知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遥

赛事渊场馆冤尧景区渊点冤尧宾馆饭店等接待设施尧交通

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有规划兴建和同城化利用袁 引导赛事

旅游组织效率提高尧赛事旅游产业融合遥 图 10 左侧图中袁
左侧坐标轴标记体育业尧住宿和餐饮业固定投资额袁两者

整体波动趋势一致袁2005 年体育固定资本投入 8.71 亿

元袁是 10 年间的最大值曰2008 年仅投入 1.02 亿元袁为历

年最低遥 住宿和餐饮业固定投资均值是体育业的 6~7 倍遥
右侧坐标轴标记交通运输尧 仓储和邮政业固定资产投资

额袁2007要2009 年均超过 800 亿元袁 峰值出现在 2009 年

为 873.29 亿元遥 对比右侧图中的铁路运输业固定资产投

资袁 由 2007 年的 3.52 亿元剧增至 2008 年的 85.6 亿元遥
为缓解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袁2008 年中央政府投入

4 万亿元的一半以上用于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遥 2011 年

京沪高铁通车袁标志着长三角与环渤海城市群的时间距离

缩短袁 区域同城化效应带动了服务业产业链延伸和扩容袁
为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融合准备了供给结构转型的

杠杆遥

图 10 2005要2014 年上海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对比

数据来源院中国知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遥
上海赛事旅游企业和相关场馆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遥 为

了刻画上海各区县旅游赛事资源的空间分布结构差异袁分
别计算 A 级旅游景点数量分布密度和体育场地数量分布密

度袁前者的计算公式为本区县 A 级旅游景点占上海市 A 级

旅游景点的比重除以本区县面积占上海市面积的比重袁后
者的计算公式为本区县体育场地个数占上海市体育场地个

数的比重除以本区县面积占上海市面积的比重渊见表4冤遥

表 4 中袁空间分布密度的计算结果表明袁上海旅游赛

事资源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袁A 级景区密度为 4.184袁体育

场地密度为 6.558遥 体育场地密度明显高于 A 级景区袁原
因在于上海中心城区人口高度密集袁2014 年中心城区平

均人口密度为 2 6824 人 /km2袁 外围城区中人口密度最高

的宝山区仅为每平方公里 7 469 人 /km2袁体育场地除了旅

游会展等商业功能外袁也是中心城区居民主要的日常体育

游憩空间遥 在外围城区中袁体育场地密度较高的依次是闵

行区尧宝山区和浦东新区袁分别为 1.691尧1.187 和 1.157袁A

级景区密度较高的依次是宝山区尧嘉定区尧浦东新区和青

浦区袁分别为 1.577尧1.228尧1.118 和 1.063渊图 11冤遥 宝山

区尧嘉定区和青浦区的景区资源密度高于体育场地袁旅游

产业集聚度相对较高遥 闵行区体育场地密度是 A 级景区

密度的 3 倍袁体育产业集聚度相对较高遥 作为高科技园区

和金融中心聚集区袁 浦东新区在上海各区县中面积最大袁
占上海的 1/5袁景区和体育场地资源密度大体持平遥在上海

土地紧缺尧地价和房价飞涨的背景下袁具有旅游赛事企业

集聚野成本洼地冶和野创新融合高地冶的战略优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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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上海各区县 A 级景区和体育场地空间分布密度对比

数据来源院2014 年上海各区县和上海统计年鉴遥

由于经济联系复杂性日益增强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不断叠加袁只有厘清内在机理尧区分需求特征袁才能引致体

育赛事与城市旅游双向互动尧融合发展遥
首先袁从上海标志性赛事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路径和程

度来看袁F1 上海站尧网球大师赛尧汇丰冠军赛尧斯诺克大师

赛尧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尧环球马术冠军赛等品牌赛事袁除了

观赛门票收入外袁直接关联城市公共交通业尧铁路尧公路尧
水上尧航空运输业尧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尧文化尧体育事业和

娱乐业尧住宿业尧餐饮业等部门收益袁间接拉动城市固定资

产投资尧 就业率和税收水平遥 在产业关联和外溢效应上袁
2004要2015 年袁F1 中国大奖赛上海站观赛人数和举办当

月上海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的总体变动趋势一致袁2008要
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袁F1 中国大奖赛观赛人数下降

与当月上海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变化正相关渊图 12冤遥在赛

事企业价值链分解和盈利空间上袁 作为商业体育赛事袁F1

中国大奖赛无法获得奥运会或全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的

政府行政拨款袁也没有足球篮球等单项运动联赛所属协会

的资助遥 以 F1 中国大奖赛和野网球大师冶杯的运营方野上海

久事国际赛事管理有限公司冶2012 年的收入结构为例袁两
大赛事的票务收入占当年总收入的 28%袁 其余收入来源

于院赞助收入占 24%袁赛车场场地经营收入占 19%袁赛道冠

名收入占 9%袁电视转播销售权收入占 7%袁特许产品销售

收入占 3%[21]遥
其次袁从旅游产业链延伸和增加值构成来看袁旅游产

业对其他城市生活服务业具有明显的关联效应遥 对比

2005 年和 2014 年上海旅游产业增加值袁收益率增长最快

的是邮电通信业袁 由 2005 年的 4.58%增长到 2014 年的

41.24%遥 旅游商业由 17.47%增长到 41.24%遥 旅游宾渊旅冤
馆业尧餐饮业尧旅游运输业尧园林文化业和旅行社服务业的

增加值袁因受到自驾出行尧自助游和民宿等新型旅游方式

兴起而呈现下降趋势渊图 13冤遥

图 12 2004要2014F1 中国大奖赛观众人数与大赛举办当

月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相关性分析

数据来源院上海旅游年鉴尧上海旅游局政务网和上海久事赛事有

限公司遥

图 13 2005 年和 2014 年上海旅游产业增加值对比渊%冤

数据来源院2006 年和 2015 年上海统计年鉴遥
最后袁 从体育旅游向体育游憩产业变迁动力上看袁上

海本地居民休闲游憩需求强劲袁旅游人数构成变化叠加消

费支出倾向变化袁旅游需求变化冲击供给侧短板袁诱导旅

游供给结构升级遥自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以来袁上海市民在

本市旅游人数明显超过外地来沪旅游人数渊见图 14冤遥 根

据上海市统计局做出的 野2016 年市民市内旅游意愿调查

报告冶袁93.3%的受访市民在 2015 年内有市内旅游经历袁
其中 65.8%的受访市民一年内去过多次袁21.2%的受访市

民平均每月去一次袁6.3%的受访市民平均每周去一次遥

图 14 2005要2014 年上海旅游人数构成对比

数据来源院2006 年和 2015 年上海统计年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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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地居民体育游憩资源分类来看袁体育场地设施供

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结构型偏差遥 根据叶2014 年上海市全民

健身发展公告曳和叶上海市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

公报曳的相关数据袁上海市体育场地供给数量排名前 10 位

的体育场地依次是健身苑点尧篮球场渊馆冤尧乒乓球馆尧棋
牌房尧健身步道尧健身房渊馆冤尧小运动场尧室外网球场尧台
球房尧游泳馆遥 市民喜爱并急需的体育场地类型排名前 10

位的依次为健身步道尧健身苑点尧羽毛球馆尧游泳馆尧乒乓

球馆尧健身房渊馆冤尧综合性体育场尧多功能体育馆尧篮球场

渊馆冤尧 舞蹈房遥 从日常体育游憩空间需求弹性和偏好上

看袁社区体育场地尧单位体育场地因距离近和时间成本低袁
使用频率远高于大型体育场馆尧经营性健身会所和其他体

育场地遥在体育场地共享方面袁学校场地开放的时段尧时长

和场地类型与市民的需求存在差距遥 一方面袁中心城区学

校体育场地的教学区域分隔和灯光改造工程实施难度大曰
另一方面袁市民锻炼人群一定程度增加了学校卫生管理负

担遥在经营性健身会所方面袁设施维修状况较好袁但在场地

管理水平和场地交通情况上市民满意度较低遥从上海市民

体育健身组织发育程度来看袁团队规模较小袁10～ 30 人之

间的团队占到 84.4%袁 排名前 10 位的有组织健身项目依

次是健身操舞渊含踏板操等冤尧排舞尧广播操尧太极拳渊剑冤尧
健身气功尧乒乓球尧木兰拳渊剑尧扇冤尧体育舞蹈尧秧歌渊含海

派秧歌冤尧羽毛球遥中青年人群偏好的球类和路跑类社团或

俱乐部袁因组织形式较为松散袁尚未纳入政府统计序列遥

国际知名体育城市如纽约尧伦敦和墨尔本在体育赛事

与城市旅游互动融合尧联动经营方面经验丰富袁值得上海

借鉴的互动模式包括院渊1冤 职业化程度和喜闻乐见度高的

赛事规划模式袁使本土化程度高的赛事与城市旅游双向互

动尧 兼收并蓄曰渊2冤 赛事前要赛事中要赛事后的全程运作

模式袁使娱乐尧商业尧传媒和赛事旅游浑然一体尧相得益

彰曰渊3冤 国际顶级赛事为主的高级别赛事引进模式袁 使固

定赛事和一次性赛事组合搭配袁均衡客流尧淡季不淡曰渊4冤
野政府支持 + 专业性私营公司营运冶 的组织模式袁 使赛事

公司与当地的体育场馆尧组织尧政府尧赞助商尧观众和媒

体袁与当地的体育尧旅游尧商业和公园管理部门分工协作尧
有效有序遥

上海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业互动融合的总体思路概

括为野一城尧三带尧五中心冶遥 野一城冶即参照北京野国际重大

体育赛事中心冶和福建晋江市野全国体育赛事中心城市冶的
目标定位袁参考上海后工业化时代再城市化命题袁将上海

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和野亚洲体育赛事中心城市冶遥 野三
带冶即匹配产业层级尧空间功能和城市属性袁打造沿黄浦江

国内赛事旅游集聚带尧 沿苏州河本地赛事旅游集聚带尧沿
杭州湾国际赛事旅游集聚带袁规划野三沿冶各区的特色赛事

旅游项目尧设施和管理模式遥 野五中心冶即呼应上海 4 个中

心建设袁构建 5 个体育赛事中心院体育赛事举办中心尧赛事

传播中心尧赛事产权交易中心尧赛事服务中心尧赛事研究和

创意中心渊见图 15冤遥

图 15 上海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融合的总体思路

在野体育赛事要城市旅游冶关联引致的动态均衡模式

下袁从上海赛事旅游市场系统层和变量层两个层次袁从国

际知名赛事尧 国家优势赛事尧 本地战略赛事 3 个级别袁从
野需求结构要供给结构要产业结构要空间结构冶4 个维度袁
构建野两层三级四维冶评估体系袁汇总目标客源的需求特

征遥 体育赛事既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袁也是

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杠杆遥 局部均衡条件下袁体育赛事固

定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趋势袁通过与城市旅游互动融

合袁可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遥

4.2.1.1 体育固定资产投入比重

大型体育赛事袁特别是全国性和国际性体育赛事的举

办需要相关体育基础设施的支持袁城市对体育固定资产的

投入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城市对体育基础设施的重视

程度和体育赛事经济的发育程度遥为了剔除财政政策影响

的年份效应袁鉴于体育产业属于服务业中文化尧体育尧娱乐

业的范畴袁运用 2005要2014 年 10 年间的上海体育固定资

产投资额占全市文化尧体育尧娱乐业固定资本投资的比重袁
衡量上海体育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指标袁计算公式为院

体育固定资产投入比重 = 体育固定资产投资额 / 全

市文化尧体育尧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4.2.1.2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袁 通过 GDP 指

标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遥考虑到上海作

为直辖市占地规模大于省会城市袁 又小于各省的面积袁因
此运用地均 GDP 测算上海市经济发展水平袁 同时反映上

海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遥 每平方公里所创造的 GDP 总量

渊亿元冤即地均 GDP 越高袁说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袁反
过来袁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拥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袁更
国际化的社会环境袁更高的城市知名度等袁更易成为高级

别国际赛事的举办地袁计算公式为院
地均 GDP=GDP 总规模 / 上海市行政区划面积

上海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融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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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上海体育赛事规模变化率的影响因素

注院渊1冤 括号是稳健异方差的标准误差曰渊2冤*尧** 和 *** 分别代

表 10%尧5%和 1%显著性水平遥
4.2.2.2 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融合的经济效应分析

因被解释变量为对数值袁按照 ex-1 解释系数影响遥 从

大型体育赛事整体规模来看袁地均 GDP 每增加 1%袁上海

大型体育赛事规模有望增长 1.28 倍袁 且显著性水平达到

1%袁 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对上海赛

事产业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曰体育固定资产投入比重每增

加 1%袁上海大型体育赛事规模有望增长 1.8 倍曰服务接待

能力每提高 1%的体育赛事增长效应为 70.2%袁 且显著性

水平达到 5%袁表明体育设施建设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对

上海承办大型赛事具有推动性作用曰交通网络密度每增长

1%的体育赛事激励效应为 32.6%袁显著性水平达到 10%袁
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较强溢出效

应袁对上海大型赛事规模扩张具有辅助性作用遥
从国际体育赛事规模变化率来看袁交通网络密度对上

海举办国际赛事的影响效应最强袁显著性水平最高遥 因国

际赛事的参赛方尧宾客方尧管理方尧媒体方和观赛方来自世

界各地袁空间距离长尧时间成本高遥 依据贸易引力方程袁交
通便利度高的举办地减少了相对距离成本袁相应增强了举

办国际赛事的吸引力遥 地均 GDP 和服务接待能力分列影

响举办国际赛事影响因素的第二和第三位袁表明国际赛事

对举办地市场潜能和星级宾馆设施有较强依赖性遥体育固

定资产投入的 p 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袁因为成为国际赛事

举办地的入选底线是有足够的场馆渊地冤设施遥
从国内体育赛事规模变化率来看袁体育固定资产投入

比重和地均 GDP 的影响分列第一和第二袁 显著性水平达

到 1%袁 表明上海作为经济发达地区袁 对体育设施投入力

度较强袁成为国内大型赛事偏爱的举办地遥 服务接待能力

的影响位于第三位袁显著性水平达到 10%袁对承办国内赛

事有较强影响遥 交通网络密度的 p 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袁
系数为负袁表明上海人口密度较高袁客流量大袁密集的交通

网络在高峰期面临高昂的拥堵成本遥 在替代效应的影响

表 5 变量描述性统计

  样本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X1：体育固定资产投入比重 10 0.115 0.296 0.0858047 0.033 

X2：地均 GDP 10 2.5764 3.717 0.7636003 1.459 

X3：交通网络密度 10 1.8619 2.114 0.2382265 1.322 

解释变量 

X4：服务接待能力 10 3.09 4.8 0.9689055 1.8 

Y1：大型赛事规模 10 3.778125 4.043051 0.1975272 3.433987 

Y2：国际赛事规模 10 4.119503 4.356709 0.1964128 3.806663 

被解释变量（ln） 

Y3：国内赛事规模 10 4.659212 4.890349 0.1790298 4.41884 

 

（1） （2） （3） 
变量 

lnY1 lnY2 lnY3 

X1 1.0415**（0.1886） 0.4732（0.3991） 1.4654***（0.2061） 

X2 0.8252***（0.1022） 0.5340*（0.1229） 1.0279***（0.1393） 

X3 0.2822*（0.1386） 0.9151**（0.1880） -0.1135（0.1889） 

X4 0.5317**（0.1013） 0.4407**（0.0847） 0 .6007*（0.1379） 

观察值 10 10 10 

R2 0.9208 0.8663 0.9274 

 

4.2.1.3 交通通达度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会吸引本地尧全国乃至全球游客观

赛袁举办城市的交通便利度会对赛事举办地的选择产生影

响袁选取公路和铁路的运输线里程与上海市行政区划面积

的比值袁测算上海市交通通达度水平袁即交通网络密度遥交
通网络密度越大袁 即每平方公里拥有的交通运输线越长袁
交通通达度越好袁交通网络越发达袁计算公式为院

交通网络密度 = 交通运输线运营里程 / 上海市行政

区划面积

4.2.1.4 服务接待能力

大型赛事的城市品牌宣传效应会吸引更多国内外游

客集聚举办城市袁赛事举办城市对短时间内大量涌入的游

客的服务接待能力反过来决定了承办大型赛事的规模和

频度遥表征服务接待能力的指标包括服务质量尧服务设施尧
服务性价比等袁考虑到服务设施袁尤其是住宿和餐饮袁是服

务接待能力最基本尧更客观的指标袁进一步考虑到住宿对

游客尧参赛运动员尧教练员以及其他赛事管理和服务人员

是刚性需求袁以每百万游客渊即全国和国际游客袁不包括本

地游客冤拥有的星级酒店数量作为服务接待能力的代理变

量袁计算公式为院
服务接待能力 = 全国和国际游客数 / 上海市星级酒

店数量

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业的互动融合是拉动城市经济

发展的重要引擎袁运用 2005要2014 年上海市统计年鉴尧旅
游统计年鉴尧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尧上海

体育年鉴和上海市体育局网站的相关数据袁筛选影响大型

体育赛事举办规模的因素袁测算评价指标曰通过逐步多元

回归袁评估国内赛事尧国际赛事和总体赛事规模变化率的

影响因素遥
4.2.2.1 国内赛事尧 国际赛事和总体赛事规模变化率的影

响因素

将 2005-2014 年上海举办的大型赛事数尧 国际赛事

数尧 国内赛事数取对数后袁 分别记为 lnY1尧lnY2 和 lnY3袁
作为被解释变量遥 将体育固定资产投入比重渊X1冤尧地均

GDP渊X2冤尧交通网络密度渊X3冤尧服务接待能力渊X4冤作为

解释变量渊表 5冤袁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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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袁国内赛事可能向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周边城市分流遥

传统举国体制导致行政部门控制赛事供给主体袁市场

化水平低袁可持续性差曰僵化管理模式导致赛事旅游资源

分割尧亮点集聚区域缺乏曰金牌至上导致赛事规划对观赏

度高尧关联度强尧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重视不够遥以上海建

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尧消费需求升级为契机袁亟需构建重

组赛事旅游存量资源尧重燃增量亮点尧重塑野同城化冶空间

的赛事旅游新体系遥

建立对体育赛事外部效应的野反哺冶机制袁定期公开赛

事举办目录袁以品牌体育赛事为增长极袁拓展多层次的赛

事体系尧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尧多样化的运营模式袁打造黄浦

江滨江运动休闲带尧青浦淀山湖帆船尧嘉定汽车运动区和

奉贤滨海尧佘山登高尧临港新城体育休闲等赛事旅游特色

集聚区遥 强化市场机制配置民间资本和赛事资源功能袁深
化体育赛事分类管理制度改革袁催化政府从赛事供给主体

到赛事服务平台的职能转换遥借鉴国内外赛事旅游互动发

展经验袁以重塑空间尧调整结构尧完善功能为主线袁以整合

旅游资源袁加快产业融合袁创新赛事产品袁提升服务质量袁
完善产业体系袁促进区域联动为路径袁构建品牌主题鲜明尧
管理体制创新尧产业要素集聚尧规模效应凸现的上海赛事

旅游新战略遥

循序构建上海体育资源配置中心袁通过市场机制和产

业关联袁打造体育产权交易平台尧体育赛事资源平台尧智慧

体育服务平台袁提升赛事举办权与承办权尧场馆经营权尧无
形资产开发权的交易功能袁构建链接社区尧覆盖全市的野智
慧体育冶服务网络和野体育生活云冶遥 引入体育产业孵化器

和赛事旅游加速器袁培育体育企业市场竞争力袁培养体育

产业集团创新倾向袁培植体育总部经济袁吸引国际著名体

育组织尧体育集团尧体育学校在上海建立运营中心尧研发中

心尧销售中心尧教育培训中心遥针对不同年龄或收入人群赛

事旅游偏好袁促进时尚运动与传统体育的差异化发展和互

动式融合袁一方面袁开发路跑尧自行车尧网球尧游泳尧帆船尧
击剑尧赛车尧航空尧冰雪尧马术尧射击尧射箭尧极限尧房车露

营尧 电子竞技等时尚运动项目曰 另一方面袁 推广武术尧龙
舟尧舞龙舞狮等传统体育项目遥

野十三五冶时期袁上海旅游业的野三圈三带一岛冶景观布

局聚焦 野中心城旅游圈要郊区旅游圈要滨海临江旅游圈冶
野黄浦江要苏州河要沿长江及滨海水上旅游带冶 和崇明国

际生态旅游岛遥大型体育赛事因赛事特性尧地理区位尧周边

产业特色的不同形成 5 种赛事旅游野产城融合冶模式袁包括

单核外溢尧多核联动尧以核带面尧能量分层尧网格链态等遥

以 2025 年上海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为目标袁 在中

心城区袁依托上海体育场尧东方体育中心尧江湾体育场袁设
立国家级和市级体育产业基地尧示范项目袁打造以体育赛

事表演为主袁融合时尚娱乐尧会展旅游等的综合性体育城袁
发挥从单核外溢到多核联动的增长极效应遥

在郊区袁利用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袁发挥周末游和自

驾游的本地化市场潜能袁开发极限运动尧水上运动尧航空运

动尧马术运动等户外运动休闲产业袁规划建设崇明陈家镇

自行车尧长兴岛尧前滩尧南桥尧松江等体育主题公园袁发挥

以核带面的涓滴效应遥
在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袁通过长三角都市圈协同效应

整合赛事旅游的人才尧场馆渊地冤尧资金尧信息和项目袁发挥

能量分层尧网格链态的赛事旅游空间自组织效应遥

体制保障上袁遵循野国际知名赛事要国家优势赛事要
本地战略赛事相结合冶尧野固定赛事与一次性赛事相配合冶
野赛前尧赛中尧赛后相联合冶原则袁设立基于流程优化和信

息集成的赛事旅游管理机构袁整体规划尧组织协调与城市

定位相容尧规模和结构合理的赛事旅游群遥
机制保障上袁上海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业互动发展需

要八大机制保障袁即发展规划机制尧产品开发机制尧宣传营

销机制尧品牌建设机制尧人才保障机制尧技术融合与标准融

合机制尧贸易促进机制尧风险防范机制遥
法制保障上袁 梳理现有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袁 巩固并

进一步规范上海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业互动发展的法

制基础遥
税制保障上袁以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业互动融合为契

机袁在上海设立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试点尧扩大增值税

适用范围试点尧进行服务贸易出口退税试点等遥
规制保障上袁体育赛事从门票经济到赛事旅游集群经

济尧从面子工程到赛事旅游空间体系尧从粗放化要政绩化

到集约化要市场化的演变袁必然推动行政部门从野圈地尧扩
权尧管制冶到野融合尧协调尧服务冶袁从赛事承办地单打独斗

到跨区域联盟的规制变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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