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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采用文献资料尧综合分析等方法袁针对上海市体育市场的特点尧断点和盲

点袁按照野一张网尧一套账尧一盘棋冶的设计理念袁梳理了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

理论框架和内涵袁讨论了构建全息型监管体系的逻辑关系尧功能架构和实施路径遥在

此基础上提出院构建体育市场事中事后全息型监管体系的理论模型袁包括编织三位

一体的监管网络尧使用信息共享的数据账本和建立协同共治的监管格局曰力求在事

前通过数据资源层识别风险袁 在事中通过平台服务层实时抓取市场主体经营数据袁
实现预判和应急处突袁在事后通过引入第三方的评估和联合惩戒袁提升监管效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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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nalys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the implication of operational and

post-oper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in sports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breakpoint and

blind spot of Shanghai sports market with the design concept of "a net, a set of accounts, a ches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t also discussed the logical rela-

tion, functional framework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onstructing holographic supervision system.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holographic operational and post-opera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of sports market, it has to weave a trinity supervision network, to use the data ledger of infor-

mation sharing and to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pattern. It must identify risks in advance

through the data resource layer, and capture the operation data of market entities in real time through

the platform service layer to realize the prediction and emergency response in the operational period.

It also shoul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upervision by introducing third party assessment and joint

punishment in the post-operation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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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育野十四五冶的奋斗目标是建设全球著名

体育城市袁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袁国内国际双循环互

促共进的战略导向下袁上海体育从办体育向管体育尧
从小体育向大体育尧从体育向野体育 +冶转变遥 上海市

体育产业总产出在 2019 年交出了 1 780.88 亿元的

野答卷冶[1]袁 其体育市场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逐步提

升袁如推行健身行业的合同示范文本体系尧建立体育

培训市场治理工作领导机制袁 以及市区体育部门体

育培训市场监管工作职责分工等遥 自 2020 年以来袁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袁市民对健康更重视袁体育市

场对环境更依赖袁体育产业对政策更敏感遥 尤其是袁
体育市场涌现出的新业态和新模式袁 给传统的体育

市场监管体系带来了监管信息不对称袁 监管对象流

动性大和事前查证易尧日常监管难的新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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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政府尧社会尧企业多主体的体育市场监管体

系袁是提高体育市场治理能力的必要前提和基础遥然
而袁从特大型城市体育治理的角度出发袁面对传统和

新兴体育市场多种业态齐驱并进的局面袁 仅依靠传

统的市场监管体系获取的数据是不够的袁 还需要体

育市场闭环结构中人尧 财尧 物等市场要素的特征数

据袁以及不同市场主体的经营数据尧状态数据和行为

数据袁才能实现现阶段体育市场监管事前防治尧事中

调控尧事后处理的治理效能遥
目前袁数字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袁为体育

市场监管提供了抓手遥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尧综合分析

等方法袁根据体育市场监管理论框架体系袁结合数字

技术的应用成果袁立足政府尧社会尧企业三大体育市场

主体的宏观视角袁系统剖析体育市场监管框架的运作

机理袁 探索基于数字技术体育市场的全息型监管体

系袁为上海市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监管改革提供参考遥

市场监管是指根据政府法令或法规袁 对市场主

体资格和运营过程进行监督管理的活动遥 传统监管

模式主要依赖监管人员开展现场的网格化检查 [2]袁
但面对体育市场服务产品丰富尧服务场景多样尧经营

模式复杂的现实袁以及体育市场的全范围尧全过程的

监管要求时袁传统监管模式暴露出效率低尧力度小尧
覆盖面窄的问题遥所以袁近年来国内专家学者对体育

市场监管提出了包括监管工具的创新试点 [3]尧加强

体育市场法制化建设 [4]尧强化体育信用的信息化建

设 [5]等建议遥 同时袁在野放管服冶的大背景下袁监管部

门和监管模式已在转变袁如院在监管体系方面吸纳社

会组织尧企业尧公众等主体参与袁形成主体间相互依

赖尧相互支持尧取长补短的监管体系 [6]曰在监管模式

方面以事前合理规划袁 事中加强服务尧 优化监管过

程袁事后明确责任尧处罚来进行多维度监管 [7-8]曰在监

管工具方面使用大数据袁实现各部门网络互联互通尧
信息共享 [9]曰在监管形式方面注重事中尧事后监管袁
强化企业信用约束等 [10-11]遥 因此袁对体育市场监管而

言袁不再是简单的拿来我用袁而是汲取各家之长袁构
建符合体育市场特点的监管体系遥

数字技术是指嵌入信息通信技术内或由信息通

信技术所支撑的产品与服务袁主要泛指移动互联网尧
物联网尧大数据尧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在内的诸多技

术[12-14]遥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

力袁尤其在赋予企业持续活力尧带动产业和社会全面

升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14-15]遥 目前袁
数字技术正在深度融入市场监管中袁如院在企业生产

过程的核心接入数据传感设备袁获取实时尧精准的生

产和运营信息曰在产业网链中构筑多点连接袁提高市

场分工体系的稳定性尧安全性曰在企业和产品进行信

息交叉比对时袁识别异常袁及时发现可能的违规违法

行为曰为市场尧消费者尧企业搭建沟通桥梁和构建评

价机制袁实施第三方监管袁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及企业

合规成本 [16-17]曰在市场监管模式创新和跨业务尧数据

融合监管方面提供数据驱动力和支撑力 [18]遥而且袁在
上海尧广东等地的 12 个自贸区均已经使用大数据手

段开展商业登记尧市场主体的信用监管袁如建设商事

信息共享和服务平台的信息交换枢纽 [19]袁通过野一网

通办冶 实现监管主体与市场主体的数据互联互通 [20]

等遥 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市场监管的有效工具遥

现阶段袁数字技术不仅提升了生产率袁还塑造了

经济社会形态[21-22]遥 从微观层面上袁数字技术影响着

企业的行为范式和业务模式 [15]袁从产业层面上袁数字

技术的应用对体育产业发展影响深远[23]遥自 2016 年袁
叶全民健身计划渊2016要2020 年冤曳渊国发也2016页37 号冤尧
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渊国办发也2019页40 号冤等多个

国家政策文件中袁 多次提到要加强数字技术在体育

产业中的应用 [24-28]遥 尤其体育文化休闲内容产业尧体
育信息产业尧 体育运动产业等跨行业交叉领域得益

于数字技术的渗透袁 已经改变了以往通过线下商品

形式交换体育产品尧服务尧劳务尧场所的情况曰另外出

现的数字体育袁 一方面提供了体育消费者的选择偏

好袁另一方面还拓展了体育市场的外延遥
野全息渊holographic冤冶原本指从物体发射的衍射

光能够重现袁 可引申指全部信息得以储存和可被重

新识别的属性[29]遥基于前述观点袁本文认为全息型的

体育市场监管体系袁 是指充分利用先进的智能数字

技术袁结合体育市场监管需求袁通过互联化尧物联化尧
感知化尧智能化手段袁采集尧整合尧分类尧分析尧预警尧
跟踪尧反馈体育市场主体行为尧性质和经营特征的信

息袁实现共享的监管格局遥全息型体育市场监管体系

将政府尧 企业尧 社会三大主体通过信息数据连接起

来袁跨越政府各部门之间及政府与企业尧其他公共组

织之间的鸿沟袁全面记录尧分析尧刻画体育市场主体

行为袁 为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数字化尧 全过

程尧全覆盖的数据监管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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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行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中袁 针对体育

市场主体的监管属于事前审批袁包括院企业的发起尧
设立尧登记尧合并尧股权增发等法律行为遥 目前袁针对

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监管的权威法律定义还未形成袁
但在法治理念下袁体育市场的事中事后监管应包含院
政府根据现行法律及行政法规袁 按其职能对市场主

体在设立后的经营尧管理尧销售等行为进行监管的法

律行为袁目的是规范市场行为尧维护经济秩序尧防止

经营风险和优化营商环境遥同时袁体育市场主体经营

活动中涉及的监管部门和领域较多袁如公安尧卫生健

康尧交通尧文旅尧知识产权尧财政尧环保尧住建尧海事尧
航空等遥 因此袁根据体育市场专业化尧消费群体差异

化尧消费场景多样化的特征袁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监管

应采取野纵到底尧横到边冶的交叉监管体系遥 野纵到底冶
是指对体育市场主体的资质尧业务尧行为尧服务的监管

应覆盖主体的准入尧经营袁直到退出的全过程袁野横到

边冶则是指不同监管机构之间野信息互换尧执法互助尧
监管互认冶的共治机制遥

通过天眼查尧大众点评等数据库的数据显示袁上
海市存续的体育企业达 5 646 家袁 有实体经营门店

的为 2 468 家渊统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冤袁见表 1袁其
经营内容分类包括院体育管理活动袁体育竞赛表演活

动袁体育健身休闲活动袁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袁体育

经纪与代理尧广告与会展尧表演与设计服务袁体育教

育与培训袁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袁其他体育服务袁体
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袁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尧
出租与贸易代理袁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所有 11 个大

类袁几乎覆盖了上海市 16 个市辖区遥
表 1上海市各区有实体经营门店的体育企业情况一览

在 叶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要曳渊沪府办

发也2020页12 号冤实施后袁体育市场的法治化营商环

境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被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遥
2020 年在叶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曳渊沪府令 30 号冤
颁布后袁野一网通办冶的体育赛事公示尧查询系统成为

了体育领域野放管服冶的改革重点曰同时袁上海市体育

局不断加强行业监管袁制定发布了叶上海市体育健身

行业会员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渊2021 版冤曳袁依法依规

开展体育健身行业单用途预付费消费卡和体育培训

市场监管 [30]曰成立了上海市体育局体育培训市场治

理工作领导小组袁 明确了市区体育部门体育培训市

场监管工作职责分工袁并在体育领域推广实施野证照

分离冶改革全覆盖袁归集 11 类电子证照[31]遥虽然上海

市在体育市场监管方面开展了非常有效的尝试袁但
受制于市场规模和监管机制袁 体育主管部门无法对

体育市场主体实行全口径监管袁 监管部门与人员的

规模也无法适应在宽松市场环境中企业数量和种类

的快速增长袁这就使监管矛盾更为突出遥

根据上述野纵到底尧横到边冶的监管体系袁目前上海

市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监管改革袁 还存在 3 个方面的不

足遥 一是标准化建设不足遥 野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冶[32]袁
这意味着上海市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监管改革必须在法

治体系下运行袁目前在没有上位监管立法的情况下袁体
育市场及行业的标准显得格外重要袁 这也映射出体育

市场的标准化建设问题亟待解决遥 二是监管理念创新

不足遥上海市现行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创新袁
大多是野自上而下冶的改革袁或将其他领域的监管创新

办法作为蓝本移植到体育中[12]遥尚处在发展初期的体育

市场袁如果简单地野套用模板冶和野拿来主义冶将抑制其

发展袁达不到以管促建的作用遥三是协同监管和信息化

水平不足遥 早期同质化的监管行政审批和不同职能部

门监管数据的非统一化袁造成监管信息互认困难袁难以

发挥信息化事中事后监管应有的震慑作用[33]遥

推动社会资本进入体育市场袁 借助市场内生力

量促进发展袁是野放冶的初衷遥 野开闸放水冶野放水养

鱼冶虽能加快体育市场的发展步伐袁但标准化建立迟

缓的体育市场可能存在野鱼龙混杂冶的风险遥因此袁在
上海市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袁
政府方面要根据体育市场的发展规律袁 构建顺应变

区域 数量 区域 数量

浦东 536 嘉定 132
闵行 313 黄浦 126
徐汇 223 虹口 108
长宁 194 松江 102
静安 191 青浦 43
普陀 174 奉贤 21
宝山 155 金山 6
杨浦 140 崇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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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监管体系袁尤其是在监管职能尧职权尧执法尧规则

的渐变过程中袁 要形成一套符合事中事后监管逻辑

的技术标准和操作办法遥 经营主体方面袁 政府要引

导尧联合一批优质主体袁共同制定符合体育市场高质

量发展的行业标准尧管理标准尧服务标准尧质量标准

和安全标准袁规范体育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遥再将上

述 2 种标准体系结合起来袁构建野纵到底尧横到边冶的
事中事后监管的标准体系袁用标准化来野育苗造林冶袁
实现野大带小袁小升高冶遥

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监管不再是简单的行政监

管袁而是培育尧监管尧优化尧更新整个体育市场遥 政府

要通过事中事后这一监管工具袁 实现体育市场标本

兼治尧应急谋远的管理目标遥对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上

海市体育市场而言袁 监管要着眼长期效益袁 应避免

野一刀切冶遥尤其是针对新兴的运动项目和经营模式袁
不应使用 野一律关停冶野先停再说冶 的监管办法遥 因

此袁在创新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的过程中袁一
是要深入推进市场监管标准化袁 引导市场主体的经

营行为曰二是要初步建立事中事后监管的范式袁实行

规范化尧流程化尧痕迹化监管曰三是要建立监管容错

机制尧先行先试尧以点带面袁对于成熟的体育服务产

品和业态要加大推行数字监管袁 对于新业态则采取

野成熟一个袁试点一个冶野一业一策冶野先易后难冶的原

则逐步推进事中事后监管袁 最终形成符合上海市体

育市场发展的监管模式和体系遥

数字技术对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的监管作用体现

在院短期来看袁可以破除体系分割袁再造审批流程袁优化

前台界面袁倒逼后台改革曰长期来看袁可以利用信息化

手段袁对内监察政府效能袁对外监管市场主体行为袁让
消费者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础上理性选择遥因此袁在提

升协同监管和信息化水平方面袁 要注重推进信息化与

监管业务的深度融合遥特别是针对传统监管的短板袁要
进一步加大信息系统整合尧信息资源共享尧信息数据互

认袁以整体性治理的视角搭建监管模型袁提高事中事后

监管的针对性尧及时性尧有效性袁构筑起部门协同尧多元

共治和服务于整个体育产业生态的监管体系遥

现阶段体育市场监管是社会共治的 野一张网冶袁

需要多部门协同尧社会支持和市场配合袁还需要构建

政府服务尧社会监督尧市场评价的监督体系 [34]遥 这种

三位一体的透明尧高效尧便捷的监管网络袁不仅要符

合体育市场野纵到底尧横向边冶的监管需要袁还要形成

上下联动尧内外互动尧多元参与的综合监管模式袁实
现资源共享尧协同运作尧主体全覆盖尧实时监控尧快速

反应的管理目标渊图 1冤遥

图 1 政府尧社会尧企业三位一体的监管格局

连接信息断点是编织这张网的关键袁 本文认为

需要由野先登记尧再备案尧后检查冶3 个阶段实现遥 原

因是袁在体育市场中存在主体性质尧形态和经营内容

的差异化袁应该让信息跑腿尧让野专业的人干专业的

事冶袁充分发挥各个监管部门的监管效能曰还要积极

引导社会和行业加入信息数据的更新尧 核对等工作

中袁确保数据标准规范遥 同时袁社会机构可以在制度

允许的范围内袁 进行数据挖掘和综合评估袁 研判趋

势尧预测风险袁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曰消费者

也能更充分了解信息袁并得到更优质的服务袁提升市

场监管的自动化尧透明度和便利性遥

体育市场虽然涉及服务业态较多袁 但一般认为

服务业品质是体育市场主体的核心竞争力遥因此袁全
息型监管体系要把服务品质尧市场口碑转化为指标袁
建立野一套账冶袁逐步形成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机制遥
这套账既要引入行业监管袁 在行业竞争的同时规范

自身行为袁还要加入利害关系监管袁即加入消费者或

消费者的监护人尧赡养人袁因为他们更有足够的动力

进行监管遥这套账既要包括体育市场主体的准入尧经
营尧 退出袁 还要包括经营主体行为与服务质量的跟

踪尧监督和管理袁并通过服务平台实现多维度尧自动尧
直接地接收和报送相关信息袁 能及时地反映企业运

行状态和安全风险遥同时袁这套账也是全息型监管体

系维护市场动态平衡的管理工具袁所以袁在标准的设

计时要体现放权与监管之间的动态平衡袁 增强不同

监管主体治理的协同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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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体制下袁 许多体育企业在取得经营性许

可后开始运营袁通常会出现两方面监督问题院一是在

企业后期运营中出现质量尧 安全或房屋场地租约等

问题袁可能造成消费者和投资者损失曰二是体育部门

无法有效掌握企业的所有信息袁 可能造成信息不对

称或缺少监管职权遥在协同共治的监管模式下袁首先

应由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此类法人信息发送至共享平

台袁 然后由系统根据经营的性质和内容找到匹配的

监管部门袁实施监管遥 如院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与芝麻信用签署合作协议袁 向芝麻信用提供企业的

信用信息袁 芝麻信用运用专业技术客观呈现企业信

用状况曰 上海市自贸区的监管新模式联合了上海市

会计协会尧上海市信用协会尧上海市现代服务业联合

会等社会力量袁 共同开展自贸区的公示尧 审计等工

作曰上海市体育局联合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尧上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尧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等

机构袁定制了叶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会员服务合同示

范文本曳等遥 所以袁在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与

机制建设中袁应形成由政府主导尧企业自治尧社会参

与的野一盘棋冶模式遥

构建基于数字技术的体育市场事中事后全息型

监管体系袁不是各自管理或单一治理袁而是遵循系统

化尧整体性的监管模式的内部逻辑袁将各主体有机地

结合遥这一逻辑关系的推演包括院一是要结合国内外

体育市场发展趋势和经验启示袁立足政府尧社会尧企
业三大主体的关系袁 构建上海市体育市场监管主体

关系框架曰二是要协调体育市场参与主体尧部门间的

职能分工和关系袁梳理不同发展要素的平台链接曰三
是要厘清上海市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监管的主体责

任尧技术要点曰四是要形成相互依存尧不可或缺尧有机

统一的监督体系袁每个部门都要发挥独特的作用袁并
形成巨大的监督力量遥

基于前述的内部逻辑袁政府不再是集权者袁而是

引领者曰企业不再是简单的守法自律者袁而是风险共

担者曰社会不仅是消费者袁更是公共事务的支持者遥
如图 2 所示袁 在上海市体育市场的三位一体监管体

系中袁行政机构被赋予了各种公共权力袁以确保对体

育行业的事中和事后进行监管遥 体育企业本身既是

经营者袁也是行业监管的参与者袁通过对各种信息的

了解袁能起到消除监管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遥而
在社会主体中袁由于自身强烈的维权意识袁消费者自

然成为事中事后的监管主力袁 其他社会组织也可以

作为智力支撑参与管理遥 最终形成了由政府尧社会尧
企业有机结合的上海市体育市场事中事后全息型监

管体系袁并有效运转遥

图 2 基于数字技术的体育市场事中事后全息型监管

体系的主体逻辑关系

随着体育市场的发展袁事中事后全息型监管的服

务和治理颗粒度将越来越精细遥而精细化管理依赖于

全息型监控服务平台袁该平台包含数据资源层尧平台

服务层尧共享应用层 3 个层次的功能袁见图 3遥

图 3 上海市体育市场事中事后全息型监管体系的结

构功能

从三大层次定位来看院 数据资源层是基于标准

化数据接口连接小型化终端检测设备或系统袁 与云

平台链接互传数据曰 平台服务层是超融合架构的大

数据中心和灵活云平台袁 通过数字技术和应用型智

能算法对数据资源进行分析利用袁 基于 SaaS&PaaS

实现对不同监管主体的信息服务袁控制风险曰共享应

用层是政府尧 企业尧 社会共同探讨监管数据分类模

型尧自动预警模型尧动态监控模型的服务载体袁为体

育市场注入活力遥
从三大层次功能来看院数据资源层以整合完整尧

全面的大数据库为目标袁 包括上海市相关政府部门

渊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尧教育委员会尧商务委员会尧
科学技术委员会尧公安局尧民政局尧财政局尧体育局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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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等冤的信息数据曰平台服务层以履行事中事后

监管功能为目标袁 包括在管理系统中嵌入各个监管

部门的子系统袁实现为企业和社会服务的目的遥因此

平台服务层由政府监管系统和对外服务系统组成袁
凭借这一核心层野上下共联尧左右互通冶袁提取和开发

各种数据袁实现多种应用功能曰共享应用层以实现事

中事后监管功能为目标袁 包括公开体育机构的设立

与终止尧评估结果尧信用记录等信息袁对涉及资金的

补贴和奖励项目的发放进行系统评估袁 通过智能化

野留痕冶解决体育服务质量标准问题袁如服务时间尧内
容尧对象等曰应用层能汇集标准化的数据袁通过第三

方机构梳理袁 形成完整尧 全面的便于交互使用的信

息袁助力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管遥

上海市体育市场事中事后全息型监管体系需要

符合多方共建尧多元共治的生态架构袁如图 4 所示遥
政府作为国家机构袁 处于上海市体育市场事中事后

全息型监管体系结构的顶层袁 可以自上而下监管各

个市场主体曰企业作为自控主体袁位于监管结构的中

层袁除了自我监督袁还要接受来自上层政府的监管与

指导遥社会和个人位于监管结构中的下层袁发挥着自

下而上的监督作用袁监管的效力较小遥符合市场生态

的监管方法和手段袁不仅包括行政监管尧法律约束尧
经济限制等传统监管手段袁还包括数据追踪尧交叉评

选尧行业互助等遥生态化的监管体系意味着更便捷的

数据汇集尧更主动的协同管理尧更高效的信息传递遥

图 4 上海市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监管一站式管理平台架构

按照野一张网冶信息共享尧监管互认的理论框架袁
数据共享是基础袁还要形成野共享即监管冶的新理念袁
首先将数据监管延伸至监管的各个环节袁 其次要完

善被监管主体的信用档案袁 最后在全息型监管平台

上实现信用数据共享遥以野双随机袁一公开冶的形式进

行监管袁实现野抽检一部分袁警示一大片袁规范全行

业冶的效果遥 同时袁依托全息型监管平台构建信用惩

戒机制袁引入市场力量参与联合惩戒袁例如银行与点

评类尧排名类互联网企业等对失信对象的特定行为进

行联合惩戒袁提高失信者的违法成本袁促进企业自治遥

依照管好野一套账冶的设计理念袁通过全息型监

管体系袁全面掌握市场主体类型尧行业类属尧信誉状

况尧等级规模尧经营方式尧违法违纪等指标数据袁构
建基于大数据的风险概率模型袁 确定风险概率算

法袁根据预警参数袁做到早发现尧早预警尧早处置遥 同

时袁在上海市体育局门户网站上实施企业信息公示

制度袁公示内容包括企业登记备案事项尧注册资本

缴付情况尧资产状况尧运营状况尧企业从业人数尧联
系方式等遥 未如实在全息型平台上申报的企业或者

存在违规行为的企业将被列入失信名单袁形成野一
处失信袁处处受限冶的联合惩戒机制袁增加失信成

本遥 对守信企业则以激励和帮扶为主袁促进企业守

法经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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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野一盘棋冶的设计理念袁建立集中尧分级尧分
散尧协作的全息型监管生态体系遥集中是指由相关行

政机构集中梳理政策文件尧监管指标袁协调相关部门

规划尧指导监管工作等遥分级是指由专门的监管部门

如交通尧消防尧卫生等主管部门袁依照各自职能梳理

监管指标遥分散是指由区级政府负责的属地监管袁将
管理终端野下沉冶到街道尧社区遥 协作是指野政企合

作尧管运分离冶的全息型监管平台的运营模式袁即政

府把体育市场事中事后全息型监管服务平台的技术

支持工作袁交由一家全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来承担袁
从采购工程向采购服务转变遥一方面袁突出政府在体

育市场监管的主体地位和引领作用袁 另一方面可以

加大社会监管的职能袁形成多元化社会监管模式遥联
合上海市体育总会尧各单项协会等体育社会组织尧上
海市体育产业基地以及各细分行业的龙头袁 为监管

指标制定尧数据收集分析尧资金托管和监管模式方面

提供支撑遥提升野第三种管理力量冶的社会监管效能袁
以政府服务外包为抓手袁以事中事后监管为重点袁以
数字化为手段袁提高市场监管透明度袁加之以信用评

价提升企业自治和诚信水平袁逐步向国际惯例看齐遥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代

表袁 上海市建设基于数字技术的体育市场事中事后

全息型监管体系袁符合上海体育的战略定位袁是新时

代背景下转变政府职能尧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尧提升社

会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遥 本文以系统化尧精细化尧生
态化的理念袁 重铸了体育市场事中事后监管的内在

逻辑和监管体系曰以数字技术作为突破口袁按照野一
张网尧一套账尧一盘棋冶的设计思路袁构建的上海市体

育市场事中事后全息型监管体系袁 可以实现数据收

集和风险识别袁在事中第一时间掌握尧预判尧处置风

险隐患曰在事后引入的评估和惩戒机制袁追踪提升监

管效果袁实时调整制度和力度袁进而促进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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