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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上海建设辐射全球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是打造全球著名体育城市不可或

缺的重要支撑袁本文基于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袁按照野应当做什么-做得怎么样-未

来怎么做冶的逻辑思路袁研究上海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建设的功能定位和推进策略遥
发现院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建设要从集聚体育资源尧发展体育资源尧保障资源配置尧
发挥辐射作用四方面着手袁按照野完善制度环境-夯实资源基础-优化全球网络-提

升掌控能力冶的战略步骤推进袁并从努力推进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尧优化资源流通网

络尧优化相关营商服务和优化交易平台建设方面提出策略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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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n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for Shanghai to build a global sports resource allocation

center that influences the whole world.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study

analyzed the function orient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Shanghai sports resource allocation cen-

ter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what should be done, how it has been done, and how to do

it in the fu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resource allocation center should begin

with the four areas: gathering sports resource, developing sports resource, securing resource alloca-

tion and playing a radiative role. The construction should be promo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rate-

gic steps of "optimizin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 consolidating resource base - improving global

network - enhancing control ability".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by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

cation mode, resource circulation network, relevant business services and trading platfor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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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7 日袁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制

定叶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要曳渊以下简称叶纲
要曳冤袁为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作出战略部署袁为上

海未来体育发展擘画蓝图遥叶纲要曳提出了野一城一都

四中心冶的发展格局袁其中之一就是打造野辐射全球

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冶遥 事实上袁上海是国内第一个

提出打造体育资源配置中心的城市袁 早在 2015 年袁

上海市人民政府 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的实施意见曳就提出要打造野国内外重要的体育

资源配置中心冶遥随着 2017 年底上海建设野卓越的全

球城市冶目标锁定袁上海体育发展目标也与时俱进袁
野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冶的定位和内涵不断向野卓越的

全球城市冶靠拢袁发展目标和格局设计日益清晰袁因
此对上海体育资源配置的定位也再上台阶袁 要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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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全球的能力遥
历史表明袁 城市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取决于

城市全球性的资源配置能力 [1]袁同样袁行业资源配置

能力决定了城市在该行业的地位与发展前景遥 体育

资源作为为促进体育事业和产业发展而进行的人

力尧财力尧物力尧时间尧信息尧科技尧管理等有形和无

形投入的总和 [2-3]袁对上海体育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袁是全球著名体育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遥建
设 野辐射全球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冶 这一目标的提

出袁 一方面佐证了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体系的科

学性尧完整性尧合理性袁另一方面也引发学者深入思

考体育资源配置中心野做什么冶和野怎么做冶的问题遥

回答体育资源配置中心野做什么冶的问题袁需要

从理论层面厘清其基本特征遥

中心是野在某一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城市或地区冶[4]遥
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渊2006要2020 年冤曳认为国家中

心城市是在国际化和宏观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组织

地位袁在全国城镇化发展中发挥引导作用袁在交通尧
信息尧文化发展中发挥枢纽作用袁在体制改革中具有

领头羊地位的城市 [5]袁评价指标包含了经济实力尧创
新能力尧国际化程度和综合交通能力等维度遥从这个

意义上讲袁国家中心城市是一个功能性定位袁一方面

在综合功能上具有全国范围的中心性袁 另一方面要

具有国际性遥 2018 年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发布野国
家中心城市指数冶袁报告指出袁国家中心城市是野在一

些重大功能上能够起到决策尧控制尧管理尧服务全国

的城市冶遥 可见袁国家中心城市指数报告基本沿用了

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渊2006要2020 年冤曳对国家中心

城市的功能性界定袁不同之处在于袁中国社会科学院

的研究对专项功能测度进一步细化袁包括了政治尧金
融尧贸易尧科技尧文化尧教育尧医疗尧交通尧信息尧对外

交往等袁并分领域对中心城市进行排名遥 总体而言袁
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具备在国内不可替代的能力袁能
够在该领域起到野引擎冶作用袁并能在外向型经济与

国际交流中发挥引导作用遥因此袁上海提出打造体育

资源配置中心就必然要达到在体育资源配置上的不

可替代性袁引领全国体育资源配置能力发展袁并具备

一定的国际影响力遥

从理论的发展演变来看袁 资源配置的思想萌芽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袁柏拉图尧亚里士多德等哲学

家关于分工和财产保护的理念已经蕴含着对资源进

行具有目的性分配的思想遥威廉窑配第的劳动分工理

论及配第-克拉克理论解释了劳动力尧技术相关的一

般产业变动规则袁 为以优先配置资源为策略达到推

动某个产业发展的目的提供了理论依据袁 对现代资

源配置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遥亚当窑斯密揭示了劳动

力和教育资源配置对国家财富创造能力的影响袁大
卫窑李嘉图的分配论则更为关注技术资源配置的影

响力遥 其后袁资源配置逐步趋于系统化遥 马克思关于

价值规律的论述实际阐释了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袁
奠定了现代资源配置理论的前提遥 现代经济学家对

资源配置的概念界定基本趋同袁 即对经济活动中的

各种资源或投入要素在不同使用方向上进行选择性

分配 [6-7]袁以最大限度减少浪费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

化 [8]遥 可见袁资源配置既包含了各种资源袁即生产要

素的集聚袁 又包含了通过一定的机制或手段对资源

进行选择和分配遥
从功能结构上袁 体育资源配置中心首先要拥有

丰富的体育资源袁并能够持续不断地吸引尧汇聚各类

体育资源袁包括各类人才尧组织尧场馆设施尧体育赛事

等有形资源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源遥其次袁要能够促

进体育资源的发展遥 大多数资源在生产消费过程中

会被消耗尧退化尧替代尧消失遥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使

一些不可再生的实物资源得到替代袁 先进的管理技

术可以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效益的提升袁 高质量的主

体资源有着强大的磁场袁能够野招蜂引蝶冶袁吸引更多

的资源遥因此袁体育资源配置中心要具备先进的科技

水平袁拥有大量的优质主体袁从而可以不断突破自然

供给量的约束袁实现资源的野生长冶 [7]遥 再次袁要具备

完善的配置机制遥 资源的集聚和发展仅体现城市资

源的丰富程度袁 资源是否能够在不同使用方向上实

现最优分配取决于城市的资源配置机制袁 由资源配

置制度和资源配置渠道共同构成遥最后袁要具备辐射

功能遥体育涉及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袁与教育尧文化尧
医疗尧金融尧旅游尧传媒尧商业等诸多产业领域高度契

合 [9]袁体育资源配置要具备通过产业领域交叉融合

的辐射功能袁同时袁作为体育资源配置中心袁区域辐

射功能也不容忽视袁正是作为野中心冶的引领带动功

能的体现遥因此袁本文将上述四大功能总结为体育资

源配置的野四力冶院体育资源集聚力尧体育资源发展

力尧资源配置保障力和资源配置辐射力渊图 1冤遥 上海

辐射全球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建设应该从野四力冶出
发袁不断完善其功能遥

上海建设体育资源配置中心的功能定位与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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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功能结构图

对应体育资源配置中心野四力冶维度袁本文以上

海体育发展实践的成果和数据为依据袁 分析上海在

体育资源配置上野做得怎么样冶遥

体育资源集聚力是建设体育资源配置中心的基

础袁为资源配置提供了有形和无形资源储备遥
上海具备了一定的体育人力资源基础袁 但仍有

提升空间遥 根据上海市体育局 2019 年发布的叶体育

年鉴曳袁截至 2018 年底袁上海从事公共体育事业管理

和服务领域共计 4 973 人遥 上海近年来社会体育指

导员队伍日益壮大袁基本稳定在 6 万人以上袁占常驻

人口比例保持在 2.5译[10]袁 远超过全国 1.5译平均水

平遥 但上海体育产业从业人员不多袁叶2019 年上海统

计年鉴曳显示袁2016要2018 年袁上海文化尧体育和娱

乐业从业人员数基本稳定在 11 万人以上袁2018 年

为 11.59 万人袁其中体育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则更少遥
对比 201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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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提出的到 2020 年全国体育

产业从业人员突破 600 万人的目标袁 上海占比不超

过 1.8%袁可见袁从业人员数量有较大提升空间遥
场馆设施资源日益提升遥 根据叶2019 年上海全

民健身发展公告曳袁2019 年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38 m2遥 叶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要曳 提出到

2025 年袁要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6 m2 左右袁将提

前实现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提出的 2035 年全国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达 2.5 m2 的目标遥 近年来袁上海开展多

项大型体育场地设施新建或改建项目袁包括浦东足球

场尧上海市民体育公园尧野冰雪之星冶室内滑雪场尧徐家

汇体育公园等袁各种类型的场馆设施资源日益丰富遥
从资金投入来看袁由于市场化的投入缺乏统计数

据袁本文仅以上海各级政府体育部门年度支出和彩票

公益金数据作为分析对象袁从公共财力投入的角度分

析财力投入情况遥表 1 呈现了上海市体育局和各区体

育局的财政支出情况遥 2018 年上海各级政府体育总

支出超过 61 亿元袁行政运行支出超 8 000 万元袁体育

场馆支出超过 23 亿元袁群众体育支出超过 5 亿元遥

单位 总支出 / 万元 体育支出 / 万元 行政运行 / 万元 体育场馆 / 万元 群众体育 / 万元

上海市体育局 270 968.84 135 944.77 2 054.43 29 425.34 1 048.33

长宁区体育局 145 181.51 143 664.22 277.62 140 207.13 要
静安区体育局 21 222.43 18 793.85 534.99 1 266.82 16 992.04

黄浦区体育局 20 977.43 18 403.98 554.14 3 964.23 1 490.42

崇明区体育局 19 863.17 18 102.21 270.37 1 002.50 8 904.95

嘉定区体育局 19 069.91 18 064.02 249.44 13 561.23 1 450.03

松江区体育局 17 004.19 16 487.00 372.49 12 658.57 1 487.59

青浦区体育局 14 685.64 5 569.12 478.23 1 511.44 2 851.27

虹口区体育局 13 026.87 11 043.80 381.68 6 299.25 3 157.60

杨浦区体育局 11 832.17 9 953.79 326.58 2 369.92 2 826.19

徐汇区体育局 11 482.91 1 292.56 373.34 要 545.41

普陀区体育局 11 340.75 9 841.13 438.74 2 759.36 5 617.32

奉贤区体育局 10 126.18 9 289.59 467.47 4 289.10 1 836.79

金山区体育局 9 887.21 8 659.91 308.05 6 166.08 85.00

闵行区体育局 8 973.31 7 296.51 280.81 3 316.84 1 338.27

宝山区体育局 7 439.08 5 673.79 199.30 要 2 287.55

原浦东新区教育渊体育冤局 要 16 714.94 493.77 7 560.37 747.63

总支出 613 081.60 454 795.19 8 061.45 236 358.18 52 666.39

注院数据来源为上海市尧各区体育局年度财政支出决算表渊2018冤曰野要冶表示该条信息在相关报告中没有提供袁原浦东新区

教育渊体育冤局年度财政信息合并在教育局的财政信息中袁无法析出袁因此缺少年度总支出数据袁其余缺少数据均为各区

体育局在财政信息中未提供遥

表 1 2018 年上海市尧区体育局财政支出信息

人才、资本、
主体设施、赛事等

产业交叉融合
辐射区域和全球

优质主体
科技创新

制度政策
营商环境
配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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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彩票公益金是我国开展全民健身和体育设

施建设等体育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遥 表 2 呈现了自

有政府公告以来的公益金使用情况遥对照表 1 数据袁
体育彩票公益金数额不大袁但是一种重要的财力补充遥
表 2 2012要2019 年上海市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

注院 数据来源为上海市体育彩票网 2015要2019 年社会责

任报告袁 上海市财政局 2012要2014 年度上海市彩票公益

金筹集尧分配及使用情况公告遥
从赛事资源来看袁近年来袁上海举办的年度国际

顶级赛事数量基本稳定袁 上海 ATP1000 网球大师

赛尧F1 中国大奖赛尧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尧世界高尔

夫锦标赛-汇丰冠军赛等十余项赛事影响力日益增

长袁赛事规模尧赛事奖金尧国际顶级运动员参赛等情

况与同类型国际赛事趋于持平遥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

参赛名额一席难求遥中国坐标窑上海城市定向户外挑

战赛的品牌培育效果初显遥 这些品牌赛事对带动体

育及相关产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袁数据显示袁2019 年

上海共举办大型赛事 163 项袁其中 12 项重大体育赛

事共带来 30.9 亿元的直接消费袁相关产业拉动效应

超过 102 亿元 [11]遥 从服务市民体育活动需求角度来

看袁2019 年上海全市共举办业余联赛近 6 000 场袁参
赛人数达 330 万余人次袁 吸引共计 160 家企业和社

会团体参与办赛袁 对于培育体育文化尧 推进全民健

身尧活跃体育市场具有重大意义遥

体育资源发展力关系到资源集聚效果的放大和

提升袁 与体育科技创新能力和城市集聚的体育资源

质量密不可分遥
第一袁上海高校云集袁有利于扩充体育人力资源

储备遥 上海拥有上海体育学院尧上海交通大学尧华东

师范大学尧 华东理工大学尧 上海师范大学等高等学

校袁致力于体育人才培养尧体育科学研究袁不断培养

出体育教育尧运动训练尧体育管理等各类体育人才袁
充实体育人力资源库存遥以上海体育学院为例袁根据

其叶2018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曳提供的毕业

生就业人数和本市就业比例推算袁学校在 2018 年为

上海体育发展输送各类人才 1 026 人遥 根据最新的

上海交通大学尧华东师范大学尧华东理工大学尧上海

师范大学叶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曳显示袁它们为

上海体育发展输送人才数量分别约为 30 人尧97 人尧
33 人尧153 人袁可见袁仅本地院校体育专业每年培养

体育人才约 1 500 人袁尚不包含其他专业尧外地院校

进入上海体育领域工作的人才遥 伴随着海内外人才

就业尧 创业等各项人才引进和落户政策不断优化完

善袁上海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袁对体育人力

资源不断充实和品质提升具有促进作用遥
第二袁上海科技创新领域主体汇聚袁有利于推动

体育资源创新发展遥 上海拥有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

院尧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渊上海市反兴奋剂中心冤等
高水平体育产业尧运动科学研究机构和数十家高校袁
发挥政府体育行政管理智囊作用袁 通过项目化的研

究尧咨询服务为体育资源配置从制度尧技术等层面提

供保障遥 同时袁上海拥有大量的科技创新型企业袁截
至 2019 年底袁上海共有体育企业 22 482 家袁其中名

称中包含野体育科技冶或野智能冶等关键词的公司近

200 家袁从其业务范围来看袁它们聚焦体育领域的技

术开发尧转化尧转让尧咨询尧服务等袁涉及智能化体育

装备设计制造尧材料科技尧体育大数据尧电竞产品研

发尧体育用品研发尧多媒体工具研发运营尧新型运动

科技产品等遥通过科研院所和科技创新企业的研发袁
AI尧3D尧5G尧8K 等新兴技术不断被引入体育领域袁丰
富和革新体育资源要素袁 甚至对某些体育产业领域

带来颠覆性的创新效果遥
第三袁 上海国际体育品牌总部和优质体育实体

集聚遥比如阿迪达斯尧安踏尧新百伦尧迪卡侬等体育鞋

服品牌袁阿里体育尧五星体育等体育传媒翘楚袁上海

久事体育产业发展 渊集团冤 有限公司这样的体育场

馆尧赛事运营旗舰袁这些企业是体育产业链上举足轻

重的野链主冶企业袁它们的供应链尧营销链尧服务链等

业务链条串联起众多相关企业袁 发挥着强劲的凝聚

作用袁对于不断集聚体育人才尧技术尧服务资源袁打造

集约型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价值遥

资源配置保障力是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建设的关

键袁为体育资源实现科学配置尧提高效益的制度和技

术上的保障遥
从政策保障看袁 国家和上海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促进体育发展的重要文件袁尤其是自 2014 年叶国务

年份 实际使用公益金 / 亿元 全民健身 / 亿元 体育设施 / 亿元

2012 1.92 0.57 0.90

2013 2.40 0.60 1.30

2014 3.80 0.80 2.30

2015 4.60 2.10 0.90

2016 2.90 0.70 1.30

2017 3.25 0.70 2.14

2018 2.86 0.52 1.31

2019 3.25 1.07 1.02

上海建设体育资源配置中心的功能定位与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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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曳发布以来袁上海也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袁
规范和促进体育事业尧 体育产业的发展遥 如表 3 所

示袁据不完全统计袁2015 年至今袁上海市政府尧上海

市体育局共制定颁布了至少 14 项政策文件袁其中市

级政策文件 7 项袁多部门联合发文 1 项遥 其中叶关于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曳叶上海

市体育设施管理办法曳 等多项文件在发文时间上领

先于全国其他城市袁制度措施理念先进袁为诸多其他

省市所参考借鉴袁 可见上海体育资源配置的制度保

障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遥 此外袁上海市体育总会尧各
单项体育协会等在规范运动项目发展尧 竞技人才管

理等方面积极探索袁不断更新和完善相关制度文件袁
比如袁 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于 2018 年 11 月正

式发布 叶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 渊试
行冤曳袁在全国先试电竞运动员注册管理制度袁推动电

竞行业更加规范化发展遥
表 3 上海体育产业相关政策文件梳理渊2015要2020年冤

从营商环境看袁上海对标世界银行标准袁向世界

先进经济体学习袁 采取诸多措施打造一流的营商环

境遥 首先是不断优化制度性软环境袁先后制定尧实施

优化营商环境的三版改革方案袁2018要2019 年实施

164 项改革举措袁颁布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曳袁使涉及

企业服务的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尧透明遥发挥自贸试验

区先行先试的带头作用袁 深化与国际通行规则的衔

接袁不断完善投资尧贸易尧金融尧监管等规则体系遥 其

次袁不断优化完善电子政务服务袁建设智慧型服务政

府袁通过流程再造袁打破原来以部门管理为中心袁转
变为用户服务为中心的野一网通办冶服务体系袁大大

提高了涉及企业审批和企业服务的办理效率遥 根据

世界银行叶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曳袁中国营商环境提

升了 47 位袁目前全球排名第 31 位袁其中上海贡献权

重达到 55%袁 可见近年来上海营商环境改善效果显

著遥一流的营商环境成为上海集聚资源尧优化配置的

核心竞争力袁 包括体育产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均能够

获益遥
资源配置的另一个重要保障是配置渠道袁 是实

现体育资源配置的技术基础遥 上海不断完善联合产

权交易所体育产权交易平台建设袁2020 年初袁 上海

体育产权交易平台升格为长三角体育资源交易平

台袁 成为国内第一个得到多个省级政府部门认可和

支持的体育产权交易平台遥平台为体育产品评估尧体
育赛事招商尧体育产权出让尧体育人才交流等提供公

开尧透明尧规范尧高效的服务袁为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

入体育产业尧 实现体育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提供信息

共享和技术支持遥 自 2017 年以来袁上海定期举行每

年一度的体育产业资源配置峰会袁 集中推介国内外

优质体育产业组织尧体育产业项目袁组织专家论坛探

讨体育产业发展趋势等袁吸引诸多政府尧企业前来学

习尧招商尧融资尧寻求合作袁成为重要的体育资源配置

场景遥另外袁有着体育产业风向标之称的中国国际体

育用品博览会落户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袁 每年吸引超

过 1 400 家国内外体育领域展商参会袁 带来最新的

体育科技尧体育产品尧体育项目袁并组织数十项展馆

活动尧论坛交流和商贸洽谈会遥 2020 年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开辟体育用品及赛事专区袁吸引了 25 家全

球领先的体育企业和品牌参展遥 丰富的体育会展活

动为体育资源配置提供了展示和交易平台遥

资源配置辐射力是体育资源配置中心的必要特

征袁 也是优质的体育资源汇聚和优良的资源配置保

障的必然结果遥

序号 时间 颁布部门 文件名称 备注

1 2015 上海市人民政府 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

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曳
2 2016 上海市体育局 叶上海市促进体育发展财政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曳
3 2016 上海市人民政府 叶上海市全民建设实施计划

渊2016要2020 年冤曳
4 2017 上海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叶上海市体育产业发展实施

方案渊2016要2020 年冤曳
5 2018 上海市体育局 叶关于本市体育赛事活动组织

体系设置的若干规定渊试行冤曳
已失效

6 2018 上海市体育局 叶上海市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渊游泳冤经营许可实施办法曳
修订

7 2018 上海市体育局 叶上海市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渊攀岩冤经营许可实施办法曳
修订

8 2018 上海市体育局尧
发改委尧规土局尧
旅游局

叶上海市体育产业集聚区布

局规划渊2017要2020 年冤曳

9 2018 上海市人民政府 叶上海市体育设施管理办法曳
10 2018 上海市人民政府 叶关于加快本市体育产业创

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曳
11 2019 上海市体育局 叶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单用

途预付消费卡存量预收资金

余额管理实施办法曳
12 2020 上海市体育局 叶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曳
13 2020 上海市体育局 叶上海体育消费券配送管理

暂行办法曳
14 2020 上海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叶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

设纲要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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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辐射范围来看袁借助改革开放 40 年和浦东开

发开放 30 年来取得的成果袁 上海吸纳海外精华尧输
出民族精粹的能力不断提升遥经过长期努力袁上海体

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袁 国际国内影响力与日

俱增遥上海竞技体育人才辈出袁在奥运会等国际大赛

中表现优异袁涌现出姚明尧刘翔尧孙雯等众多国际著

名运动员遥 越来越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级体育

赛事在上海举办袁吸引着全球体育爱好者的目光遥阿
迪达斯尧安踏尧中央广播电视台长三角总台尧腾讯等

区域和跨国总部落户上海袁 大大提升了上海体育资

源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的能力 [12]遥
在长三角区域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与长三角

三省一市体育部门合作建立长三角体育资源交易

平台袁实现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信息尧资源尧平台的

共享共建袁共同开拓区域体育产业业务袁提升信息

交换尧资源整合尧项目流转尧项目孵化等功能袁为长

三角体育企业跨境并购尧 融资合作等提供专业服

务袁形成规则统一尧流程规范尧交易可靠尧运行高效

的长三角体育资本市场交易平台遥 2020 年 10 月袁长
三角三省一市体育部门联合印发叶长三角地区体育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曳袁 深化长三角体育

产业联盟建设袁鼓励各级政府尧体育协会尧体育企

业尧产学研机构等开展多领域跨区域合作袁形成协

同推进长三角体育产业发展合力袁搭建长三角体育

数据一体化中心袁 推动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

展遥 可见袁上海在促进长三角体育资源高效配置中

发挥重要作用遥
从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的角度袁 政策在产业融合

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外部推动作用遥 上海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 2018 年发布的叶关于加快本市体育产业

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曳 明确要求发展体育产业必须

坚持野协同联动袁融合发展冶袁即通过加强政府不同部

门之间尧 市区两级政府之间尧 跨省市政府之间的联

动袁推动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良性互动袁促进体育

与文化尧教育尧商贸尧旅游尧健康尧科技等产业融合袁
从而培育新需求尧新产品尧新业态遥另一方面袁上海在

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为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发挥了催

化作用遥高科技和新技术不断涌现袁不仅促进体育产

业的融合袁还带动了许多新兴的产业遥体育产业的各

类资源与其他产业进行互动袁产品尧技术尧人才尧项目

等要素在相关产业中扩散尧融合袁引发新产品尧新项

目尧新产业袁使体育产业技术创新周期缩短袁为体育

产业结构升级尧 增能提速的同时袁 创造出更多的商

机袁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袁最终将拉动体育产业及相

关产业整体的持续繁荣和发展[13]遥

上海体育资源集聚效果初显袁 但是仍旧存在短

板遥比如袁人力资源方面袁从体育产业从业人口尧社会

体育指导员配比尧 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人才质量和供

给等来看袁上海与纽约尧伦敦等体育发达城市仍旧存

在较大的差距[7]遥 从场馆设施来看袁上海大型体育场

馆数量不多袁与伦敦尧纽约等城市差距明显袁限制了

竞赛表演业尧职业体育的发展遥 从赛事资源来看袁上
海顶级体育赛事从数量上领跑国内城市袁但是在赛

事品牌打造尧社会经济效益和超大规模赛事举办上

仍有提升空间遥 从财力资源来看袁上海各级政府对

体育事业的财政投入总量与当年上海 GDP 总额

渊32 679.87 亿元冤比较袁占比不到 0.19%遥 可见袁上海

体育资源从规模和结构上来看袁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遥

上海目前采用的是政府主导尧 市场为辅的混合

型体育资源配置制度 [14]袁这与当前上海体育产业的

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遥体育既是重要的产业领域袁又
是关乎民生保障的公共服务内容袁 在当前市民参与

体育健身的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的情况下袁 政府

对体育资源配置的主导和调节作用不容忽视遥 政府

必须通过直接投入尧 购买服务等方式不断完善场地

设施尧健身活动尧文化宣传等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遥 但

从促进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的角度袁 市场化的

资源配置制度才更能够凸显资源配置效率袁因此袁实
现政府调节与市场配置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 [15]遥 尤

其是当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袁 能够保障市民

体育民生需求的情况下袁 市场应当在体育资源配置

中逐步发挥更大的作用遥 这就要求上海要建设完善

的法律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袁 通过法律法规的约束

和保障袁由市场决定体育资源在不同领域中的分配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体育产权交易平台真正投

入运营已有五年时间袁但是从目前运营情况来看袁纳
入交易平台的交易以赛事权益招商尧 场馆运营招商

为主袁其他类型的体育资源交易尚不多见遥交易平台

作为专业的第三方搭建的项目所有方与需求方的桥

梁袁在信息发布与获取尧实现项目保值增值尧防范操

作风险尧 提高合作成功概率等方面的优势尚未得到

市场的广泛认可遥这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尧
行业内对通过公开平台进行交易习惯尚未养成有

上海建设体育资源配置中心的功能定位与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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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袁 也与体育产权交易平台的宣传推广有着必然联

系袁交易平台还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宣传袁
提高体育产业组织尧 企业和相关产业企业对平台的

认识尧认可袁从而使平台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遥

基于上文分析袁 上海建设辐射全球的体育资源

配置中心从逻辑上可依次按照 野完善制度环境要夯

实资源基础要优化全球网络要提升掌控能力冶 四大

战略步骤加以推进遥 完善制度环境既包含城市整体

营商环境的不断完善袁 也包含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各

项制度措施的不断完善袁制度环境是吸引主体尧吸纳

资源的磁力源遥在公平公正尧服务优良的营商环境和

制度体系保障下袁上海将能够不断地充实体育组织尧
人才尧资本等资源储备袁同时体育赛事尧体育设施尧体
育技术等资源将随之得到提升遥通过体育赛事尧体育

人才尧 金融资本等在区域尧 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配

置袁体育资源配置的全球网络将不断构建完善袁通过

各种技术创新袁为资源信息高效共享尧资源配置顺利

实现提供基础遥 从而使得上海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

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和提升袁 掌控能力也将随之提

升袁即发展成为辐射全球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遥具体

该野怎么做冶袁本文给出四项野优化冶策略遥

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的决定因素袁
政府主导的或以政府调节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不符

合市场规律袁容易引发资源错配尧资源浪费等问题遥
因此袁 体育资源配置应当逐步从混合型配置向市场

为主的配置方式过渡袁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遥充分发

挥市场的作用需要政府一定的引导袁当前制度下袁政
府通过优惠政策尧 直接投资或购买服务引导资源配

置袁 未来政府直接投资和购买服务在推动体育资源

配置中的作用将逐渐弱化袁 优惠政策和资本选择将

发挥更大的作用遥以日本为例袁体育立国是日本的国

家战略袁除国家体育预算外袁日本政府还通过体育彩

票尧体育振兴基金等不断扩充财源袁为全体国民随时

随地享受运动环境提供物质保障[16]遥同时袁政府鼓励

民间体育基金会的发展袁 日本著名的笹川体育财团

成立近 30 年来致力于推广体育运动尧开展体育政策

研究尧关注弱势群体尧促进体育国际交流尧扶持体育

组织等袁通过总计 8 400 个项目和总计 50 亿日元的

支持袁为扩大日本的体育推广基础发挥了作用袁改善

体育生活环境[17]遥在政府对体育的高度重视下袁日本

的财团积极投入体育产业遥 比如软银集团注资诸多

体育企业和项目袁进军体育产业曰木下集团在资助乒

乓球国手张本智和尧投入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中袁形成

了企业发展与体育发展双赢的局面遥 但是资本介入

体育产业的过程需要专业的金融服务和技术支持袁
上海可以充分利用其国际金融中心优势袁 着力引进

和培育专业服务于体育资源配置的金融服务企业和

人才袁为体育领域的资源配置提供专业化尧高质量的

服务遥

体育资源内容丰富的本质决定了资源流通载体

和通道的丰富性遥 上海建设辐射全球的体育资源配

置中心必须要不断健全国际化的网络袁 实现内连外

通遥 这个网络构建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载体和技术实

现遥 比如袁举办国际关注度高的超大规模赛事遥 像伦

敦尧东京等城市把体育放在优先发展地位袁通过举办

奥运会完善城市体育设施尧促进市民体育参与尧培育

体育消费习惯等方式占据体育竞争的制高点袁 提高

城市综合实力和全球影响力遥 2018 年袁俄罗斯成功

举办世界杯袁改变了世界对这个野战斗民族冶的印象袁
西方媒体评价普京在世界杯上踢进了野外交球冶遥 另

外袁充分运用科技创新优势袁当前袁正迎来新一轮的

科技革命袁其中袁绿色健康科技的发展尧互联网加速

向万物互联推进尧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等与体育

产业发展尧社会公众体育行为息息相关袁必将给人们

的生活与工作带来巨大变化袁 充分利用好上海在上

述科技创新领域的积累和优势袁 打造体育资源配置

的技术平台和范本模型将能够对体育资源流通产生

积极影响遥另外袁充分发掘当前落户上海的区域和全

球总部型体育企业的野链主冶特质袁持续努力引进更

多体育企业总部袁 围绕这些总部企业打造体育产业

链袁 推动体育产业以跨国跨区域型企业为载体的价

值链重构和资源优化配置袁 形成体育产业集聚发展

格局遥 还有袁引进国际化体育组织遥 目前落户上海的

国际化体育组织只有国际体育仲裁院上海听证中心

一家袁而伦敦有 5 家袁国际体育组织往往掌握体育运

行的人才尧技术尧规则等核心要素袁对体育赛事尧人才

培养具有关键影响袁因此袁国际体育组织对人才尧项
目的集聚和配置能力不可小觑袁 是促进体育资源流

通的重要通道遥

资源配置的成本很多袁 包括信息获取尧 项目咨

询尧资产评估尧项目谈判尧融资成本尧交易成本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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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尧机会成本等袁市场潜力大尧营商环境好尧配置

成本低共同构成了对国际体育资源的吸引力和配

置力遥 强化上海在全球体育资源配置中的中心城市

功能就必须不断完善上海在体育领域的营商环境袁
帮助企业降低配置成本遥 包括院第一袁充分利用上海

国际化尧市场化程度高及自贸区建设优势袁大力扶

持各类体育产权交易中心发展袁鼓励社会资本与政

府合作建立体育资源交易平台袁为赛事招商尧场馆

经营尧竞技人才尧无形资产等各类体育资源公开流

转提供更优质的平台服务曰第二袁围绕体育事业尧体
育产业发展袁打造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机构尧投资咨

询公司尧运营管理企业等袁为体育资源配置提供专

业的配套咨询尧配套金融服务等曰第三袁完善人才政

策袁采取多种措施培养尧引进包括体育赛事运营尧职
业俱乐部管理尧体育市场开发等优秀体育人才袁提升

人才储备 [18]曰第四袁吸引国内外知名体育管理尧体育

经纪尧体育媒体等中介企业袁输入现代管理方法尧经
营方式及组织形式袁逐步构建政策尧机构尧人才尧技
术等重要体育资源组织协调机制袁形成体育资源管

理框架遥 通过人才能力提升尧专业团队建设尧服务效

率改进和交易平台优化等袁实现体育资源配置服务

功能延伸尧成本可控袁促进上海体育资源配置中心

作用的发挥遥

上海要实现辐射全球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建设

目标袁 抓住当前推进长三角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一

体化发展的契机袁 着力优化长三角体育资源交易平

台建设袁实现区域辐射力和影响力至关重要遥优化交

易平台建设可以从四方面着手遥 一是袁 创新交易产

品尧扩大交易范围遥进一步改变当前以公共体育资源

交易为主的格局袁结合上海体育会展集中的优势袁交
易平台主动出击袁建立与需求方或供应方的联系袁发
出主动邀约袁将更多市场化尧多元化尧时尚化的产品

引入平台进行交易袁增强平台的知晓度和活跃度遥二
是袁完善平台服务袁提升客户体验遥 充分运用互联网

技术袁推动全流程电子化交易袁为供需双方袁尤其是

响应方提供尽可能的便利袁节省其人尧财尧物尧时间成

本遥 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袁加强与相关交易平台尧市
场监管部门等的网络互通袁通过大数据加持袁实现对

供需双方的行为监管袁包括信用监管尧围标串标行为

监管等袁规避交易风险袁增强客户对平台的满意度和

信任度遥 三是袁提高平台建设效率袁完善交易平台内

部结构设计袁充实专业人才队伍袁在渠道开拓尧客户

关系尧信息发布尧项目评估尧项目跟踪等多个环节不

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效率遥四是袁完善体育资源价值评

估体系建设遥 体育资源种类繁多袁人才尧场馆尧赛事尧
技术等差异巨大袁不可能采取统一的价值评估标准袁
目前也尚未建立专业的价值评估标准袁政府对市场上

相关评估机构也缺乏资质要求和监管袁导致体育资源

交易过程高度依赖专家评估遥在此背景下袁一方面体

育资源交易平台要不断加强专家库建设袁 引进各领

域的专家袁加强专家培训和管理袁发挥专家在评估中

的专业性作用曰另一方面袁政府部门要着力推进体育

资源评估标准建设尧评估机构资质考核袁平台尧政府

双方合力为顺利推进体育资源配置提供前置保障遥

上海提出建设辐射全球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袁
对打造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具有基础性意义袁 体育资

源配置中心建设要从集聚体育资源尧发展体育资源尧
保障资源配置尧发挥辐射作用四方面着手袁按照野完
善制度环境要夯实资源基础要优化全球网络要提升

掌控能力冶等战略步骤推进袁尤其要努力推进优化资

源配置方式尧优化资源流通网络尧优化相关营商服务

和优化体育资源交易平台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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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内涵遥
与此同时袁上海体育要积极拓展国际市场袁树立

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野上海品牌冶遥发挥上海作为野一
带一路冶 桥头堡的优势效应袁 推动体育消费市场开

放遥 2020 年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次设立体

育用品及赛事专区袁 为市民的家庭体育消费升级提

供众多高端的新品首发袁还提供了赛事运营尧体育场

馆管理等服务首展袁 推动上海乃至全国体育产业链

升级遥 上海要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东道主的优

势袁以优质的展品带动产业升级尧消费升级袁释放体

育消费内需潜力遥 在此基础上袁畅通国际国内循环袁
布局更广阔的消费市场袁推动体育市场一体化袁打造

资源整合优势明显尧 辐射带动能力卓越的国际知名

体育消费中心遥

[1] 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体育学院.2019 年上海市体育赛

事影响力评估报告[R].2020-06-01.

[2] 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体育学院.2019 年上海全民健身

发展报告[R].2020-09-30.

[3] 旷实.中美体育产业对比院重现美国体育商业变现路径

[EB/OL] . ( 2016-04-27 ) [ 2020-11-01 ] . http : //www.199it .

com/archives/467252.html.

[4] 江小涓等.体育产业的经济学分析院国际经验及中国案

例[M].北京院中信出版社,2018:173-193.

[5] 上海文化研究中心 ,腾讯研究院 .引领未来消费袁首份

长三角数字文化消费报告发布[EB/OL].[2020-11-20].

https://new.qq.com/rain/a/20201120A09XAC00.

渊责任编辑院晏慧冤

渊上接第 22 页冤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