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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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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关爱体育、参与体育、享受体

育、消费体育作为一种时尚和新的理念，使体育产业逐渐成为具有广

阔前景的朝阳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体育赛事是体

育产业的核心产品，也是体育产业领域中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成功地组织与运作体育赛事，可以在满足人民群众对

高水平竞赛产品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促进大众体育消费的增长，

带动相关产业的赢利，对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积极的拉动作用。体

育赛事特有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和企业家的

共识。

目前，国内对体育赛事的认识大多停留在体育竞赛层面上，认为

体育竞赛是体育范畴的事情。而发达国家则把体育赛事看成是类似于

宗教典礼、传统仪式、文艺表演、宴会、展会等的特殊事件，并且认

为体育赛事运作除了有竞赛层面的因素，还涉及商业营销、策划、推

广、信息传播和沟通、人力资源管理、后勤、安全保卫、媒体与电视

转播、风险管理、法律程序等多方面的因素。

我国虽然已经成功地举办过第 11 届亚运会、第 21 届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2008 年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积累了许多

宝贵经验，但对体育赛事运作还缺乏基本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今后几

年，大型体育赛事接踵而至，如何向全世界展现一个成功和精彩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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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赛事，将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体育赛事管理实务论》一书是在长期的体育赛事管理教学实践、

总结、撰写的基础上形成的成果。本书的撰写思路是: 第一部分为理

论探索，围绕体育赛事管理的研究意义、目标确立、相关理念等基本

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二部分为实践运作，对体育赛事的项目管

理、竞赛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等具体运作程序

与方法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对我国体育赛事的运作现状进行了初步的

分析和初步的总结，以供借鉴。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

成果，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作者能力水平有限，书中不乏疏

漏不妥之处，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作 者
201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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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体育赛事管理的重要意义

第一节 体育赛事之于举办地的价值

伴随着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以及各地对奥运会

的争相申办，体育赛事这种特殊事件越发显得重要。与此同时，随着

公众对体育赛事关注程度的提高，体育赛事对举办地产生的影响也越

来越大。由于国内外体育体制的差异，造成国内外对体育赛事的理解

有所不同。国外重视并擅长从商业的角度去开发体育赛事，其目的是

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而国内则认为体育赛事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

必须考虑社会效益。虽然国内外认识赛事的切入角度不同，但所有的

体育赛事都会对举办地产生诸多方面的影响。

一、体育赛事对社会的影响

体育赛事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的影响是相互的。成功的

体育赛事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但也受到

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

( 一) 体育赛事对政治的影响

体育赛事从诞生之日起就或多或少地具有政治色彩。在宏观政治

层面，体育赛事被有意无意地用来推广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在

微观政治层面，体育赛事被用来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或实现组织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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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目标。拿奥运会这样最盛大的体育赛事来说，政治性更是不言而喻

的。在实践中，几乎每届现代奥运会都被政治事件“点缀”过。

许多奥运会主办地还利用奥运会作为改变政治形象的手段。如

1964 年东京奥运会和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主办国日本和联邦德国均

试图通过举办奥运会来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自身形象的遗留影响。

韩国也利用 1988 年汉城奥运会来获得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新地

位。大桢的研究表明，韩国把 1988 年奥运会看作是改变国际形象和消

除朝鲜战争遗留影响的历史机遇。达菲认为在经济前景不好时，澳大

利亚政府热心支持申办奥运会的重要原因是: 申办活动可以将媒体和

公众的注意力从诸如经济衰退这样的压力事件上转移开来。

许多国家的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体育赛事对政治的影响，体育赛事

能够提升政治家和政府管理下的城市和国家形象; 能够产生社会凝聚

力、自豪感和自信心，在社会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和政治家

是当今体育赛事这一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罗马帝国的皇帝发

现了竞技场能够转移批评，并且能够提高威望开始，精明的政治家们

一直对于能够使人民快乐并有利于维持其统治地位的赛事保持着敏锐

的观察力。

( 二) 体育赛事对经济的影响

体育赛事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双向驱动的关系: 体育赛事

一方面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吸收大量的社会经济投入;

另一方面，又通过自身特殊的 “生产”方式，产生经济效益，推动社

会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开始认识到体育赛事在提高举办城

市媒体曝光率、促进商贸交易活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经济收

入和提高地区生活质量方面的功能。以下以举办奥运会为例，分析各

举办地当时的经济受益情况。

奥运会对举办国的经济发展显示出直接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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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方面实现的: 参加奥运会的各种人员的参观与商业活动，通讯、

电子媒介等方面的投入，赞助者的广告，文化项目、展览等活动，奥

运会前的体育活动，奥运会场馆和奥运村的运营，外来观光者的开支，

当地居民与奥运会有关的开支，奥运会纪念品的生产与发售，政府收

入，对当地长期的益处等。

当然，大型的体育赛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负面

效应，从投资方面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是 “虹吸效应”，

即体育赛事的主办城市将其他地区的资金、人才吸引过来，从而导致

对其他地区经济资源的“抽夺”; 另一个是 “事后低谷效应”，如果举

办一次大型体育赛事的相关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大，那么在投资

期结束后，或者是赛事结束后，投资增长就可能突然失速，从而对经

济带来冲击。

( 三) 体育赛事对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产物。拉丁文 “文化”的原意为耕作、培

养、教育、发展、尊重等。18 世纪以后，文化含义逐步演变为个人素

质，整个社会的知识，思想方面的素养，艺术、学术作品的汇集，以

及引申为一定时代、一定地区的全部生活内容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

论认为，文化是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和自然与社会统一

的特殊表现，是人对人类创造力和才能发挥程度的鉴定。

雅典奥运会充分展现了希腊的文化魅力。充满想象力与历史感的

开幕式让世界对这个文明古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留下了深刻而美

好的印象。如雅典市长巴科扬尼斯所说: “成功不仅是因为一切都运作

得很好，而是因为希腊重新找回了最大和平盛会的精神真谛。雅典奥

运会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的因素。”想办成一届真正以人为本的奥运会是

雅典的奥运理想，正是从这种理想出发，雅典在展现自己历史文化魅

力的同时，传达着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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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和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会给举办地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

它不仅拓宽了大众的文化视野，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新鲜的思想和观

念。1997 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和墨尔本举办的超级相扑锦标赛，就将

日本的相扑运动以其强烈的宗教和文化特点介绍给了澳大利亚观众。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体育赛事的范畴，而成为一次有着特殊意义

的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文化交流。

研究表明，赛事举办地经常只注重体育赛事能带来 “感觉良好”

的方面，并且因为它会产生令人兴奋的效益，而使举办地居民做好了

忍受其带来的不便之处，同时期望其能够长期加快城市建设和改变城

市面貌。

但是，此类事件也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例如，1985 年在澳大

利亚一级方程式汽车大奖赛举办的 5 个星期里，交通事故人员伤亡数

与近 5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34%。这一数字暗示这可能是人们在公路上

效仿大奖赛上那种惊险刺激的驾车方式的结果。

二、体育赛事对就业和旅游业的影响

体育赛事能够提供工作机会和旅游机会，能够在吸引旅游者和延

长其停留时间方面扮演催化剂的作用。体育赛事的形象塑造能定位一

个营销市场，提供市场竞争优势。超大型体育赛事在城市面貌更新和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上会起到催化作用，给举办地带来经济利益。

( 一) 体育赛事对就业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筹办一次超大型体育赛事需要几年的

时间。兴建各种体育、交通、通讯、服务等设施会创造大量的新的

就业岗位，因此，体育赛事的举办可以带来巨大的商机和大量的就

业机会。

( 二) 体育赛事对旅游业的影响

体育赛事在旅游方面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效应就是吸引旅游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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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然环境外，其他诸如亲和性、服务态度和娱乐氛围等也是旅游者

非常关注的因素。根据甘恩 ( 1988 ) 的观点，在目的地将旅游者关注

的因素聚集起来更便于旅游促销。体育赛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旅游产

生的效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增加旅游者数量、支出及停留时间

大部分一般赛事通常只能吸引国内的一日游游客或周末游客，而

奥运会等超大型的体育赛事能够吸引大量的国外旅游者，对举办地的

入境旅游产生较大影响。

赛事的持续时间是影响旅游者支出和停留时间的一个因素。为期

一周的赛事显然比仅举办一天的赛事吸引游客过夜停留的能力要强。

研究发现，赛事持续 10 天左右并且跨越两个周末最为理想，这样的时

间长度足够创造纪念性效果，同时又可以为媒体和旅游者营造一种充

满紧迫感的氛围。

超大型体育赛事 ( 如奥运会) 的时间跨度比较大，通常会历经数

周或数月，具有利用前期组织和长期宣传以刺激更长停留和更多支出

的优势。小型比赛则不具备这种潜力，必须要依靠公共关系和集中的

赛前推广来吸引注意力。

2. 延展旅游季节，拓展旅游市场

旅游的季节性特点是许多地方的旅游业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借助

体育赛事能够在旅游淡季营造出新的旅游热点。利用赛事来延展旅游

季节的效果更加适用于主办地固定的周期性赛事，而像奥运会这种主

办地具有流动性的赛事，主办方通常将赛事举办时间安排在当地的旅

游高峰时期，反倒加剧了旅游的季节性差异。

3. 激活静态吸引物和设施

旅游吸引物是指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给旅游者以积极效益的旅

游地所有因素的总和。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和吸引游客的旅游政策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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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议、会展活动相辅相成。主办体育赛事将有以下激活作用:

◎在那些缺乏天然吸引物的地区，体育赛事将吸引体育旅游者，

而体育旅游者的支出和停留时间要高于其他类型的旅游者。

◎在那些天然吸引物和接待设施良好但使用率不足的地区，吸引

体育旅游者是扩大资源使用率的良好途径。

◎在那些天然吸引物良好但是接待设施短缺的地区，体育赛事旅

游能刺激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

三、体育赛事对自然环境和信息技术的影响

体育赛事对自然环境影响的重要性已经反映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操作中，国际奥委会 ( IOC ) 以及其单项体育组织和国家奥委会在

1992 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之后共同签署了 《地球宣言》，

使环境主题包含在了奥运会申办手册当中。1994 年，在奥林匹克运动

的百年纪念大会上，环境保护被列入《奥林匹克宪章》，成为体育与文

化之后的第三大纲领。

( 一) 体育赛事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1. 体育赛事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第一是规避了城市投资风险。承办奥运会和世界杯这种赛事的好

处，就是通过提供一个非常确定的外部需求，减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的风险。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的基

础设施水平，而城市基础设施的提供又取决于有没有有效的需求。一

般来讲，城市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是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逐渐出现

的。如果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慢于需求的增长，就会拖城市经济

发展的后腿，使城市丧失发展机会。如果城市基础设施提供超过真实

需求，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甚至是城市财务的破产。而体

育赛事的好处就是能够提供一个巨大的外部需求，使得超前提供的基

础设施成本的很大一部分被迅速收回，基础设施得以在本地需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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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的时候，有一个超前的发展，从而带动城市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在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里，确定性是最宝贵的资源。对于规模巨大的

基础设施投资来说尤其如此。

第二是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时，基础

设施通常可以改善主办社区的环境和设施，激发该社区作为东道主

的强烈动机。可以通过提高一个街区的地理位置和舒适度，来改善

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人们的消费内容是多方面

的，既有物质消费，也有服务和文化消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服务和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参加比赛和观看比赛就是人

们文化消费的组成部分，举办各种类型的体育赛事可以丰富人们的

消费内容和数量，提高人们的消费质量和水平。大型体育赛事是城

市复兴和扩大旅游基础设施的催化剂，举办大规模的赛事发展了基

础设施，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激励了人们的消费，提高了人们

的生活质量。

2. 体育赛事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良好的城市环境无疑是成功举办赛事的有力保障。主办地的环境

因素从申办赛事开始就会受到公众的关注，赛事管理者必须谨慎地考

虑举办赛事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冲击和影响。如人群流动和控制、噪音

水平、交通和停车等都是考虑的重点。其他主要问题还包括损耗、对

自然的破坏、当地各种遗产的保护等。

国际奥委会对主办地在环境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研究奥运会

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对奥运会会场和附近居民的负面影响要降到最

低限度: 保护自然环境和受到影响的生态系统; 供应商和承包商必须

遵守环保指导原则; 将比赛地点设在紧密的地区; 所有的比赛场地和

训练场地必须设置在奥运村 30 分钟以内的车程; 使用节能设计和材

料; 最大限度地使用可再生能源: 保护和重复利用水资源; 尽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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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避免浪费; 尽量使用无毒物质; 使用可重复利用的包装材料，在就

餐场所尽可能使用非一次性餐具和餐盘; 在所有的比赛场地使用可回

收垃圾箱; 尽量采用电子方式传输信息，辅之以纸张重复利用措施，

以便节约纸张; 观众只能乘公交车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场地。国际奥委

会的上述要求影响着各级体育赛事、各级地方政府，确保了环境和体

育赛事的协调发展。

“绿色奥运”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三大主题之一，是贯穿申办、

筹备和举办奥运会全过程的话题。 “绿色奥运”的构想是指把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相关设施的规划、建设与北京的环境建设有机结合，在

筹备奥运会期间所进行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都应当充分考虑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实现生态环境和区域功能的和谐统一，并通过一系列保

护生态、防治污染等措施使 2008 年北京的环境质量达到发达国家的城

市水平。为了使奥运会能在优美、洁净的环境中召开，让来自五大洲

的优秀运动员在北京创造优异的成绩，真正将 “绿色奥运”的构想变

为现实，北京市重新修订了 《2010 年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计划》，把

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时间由 2010 年提前到 2007 年。通过广泛使用清洁

能源、建设三大绿色屏障和实施 “绿色奥运行动计划”、“环境意识计

划”等措施来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在 “绿色奥运”的宏伟蓝图中，

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中心和主体育场所在地的奥林匹克公园将建成北京

市内规模最大的绿色生态园区。奥运村将通过地热等清洁能源取暖，

大规模使用太阳能照明系统，垃圾实现无害化处理等，使其成为一座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绿色家园。北京正努力构筑高标准的绿色生态

体系和林木绿地资源体系，并以扎扎实实的工作实现在申奥过程中作

出的庄严承诺。环境治理将从降低颗粒物污染、控制工业扬尘和机动

车污染入手，大力种草植树，将绿色延伸至京城的各个角落。到 2008

年奥运会举办之时，北京的绿地覆盖率将达到 48%，达到纽约、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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