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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海市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

文化底蕴，逐渐成为国内外体育赛事的重要举办地。每

年超过 160项的国际国内体育赛事和数千场全民健身

及青少年赛事活动在这里上演，形成了成熟且多元化

的赛事布局。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是怎样深挖体育

赛事潜能，在激活赛事经济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呢？

打造自主品牌赛事框架

近年来，上海举办的顶级商业赛事不仅包括 F1中

国大奖赛、上海 ATP1000大师赛、环球马术冠军赛等，

还包括游泳世锦赛、花样滑冰世锦赛、篮球世界杯等国

际单项顶级赛事。此外，上海还拥有彰显城市特质的

“3+3+3+X”自主品牌赛事框架，涵盖了多个不同领域

的赛事活动。这些赛事包括上海马拉松、上海赛艇公开

赛、上海帆船公开赛等头部赛事，“三大球”明日之星系

列赛，上海超级杯、上海杯象棋大师公开赛等特色赛

事，以及各区、体育社会组织和企业创办的各具特色的

赛事。这些赛事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的体育文化生活，提

升了上海作为体育之城的形象。

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提升这些赛事的品牌价值，上

海总结多年办赛经验，制定了完整的国际一流赛事之

都建设技术引导标准———“上海赛事”品牌认定体系。

该体系将赛事分为“顶级赛事”“标志性赛事”和“培育

性赛事”3个等级，已有 19项赛事获得认定。这标志着

上海在赛事管理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上达到了新的高

度。

赛事经济评估促产业发展

为了确保赛事能够持续健康发展，上海还特别注

重对赛事经济效果的评估。通过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

专业评估工作，上海依据赛事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对

在沪举办的各类赛事进行全面数据分析。基于这些评

估数据，上海为赛事提供了相应的资金支持，从而形成

赛前认定、赛中评估、赛后扶持的全方位服务体系。

2023年的数据显示，上海共举办 118项国际国内

体育赛事，带动总计 37.13亿元的消费，其中核心消费

达 7.99亿元，相关消费高达 29.14亿元。赛事带来的直

接经济影响为 49.38亿元，间接经济影响包括 128.64

亿元的产出效应、4.25 亿元的税收效应以及 32268个

就业岗位的创造。

此外，上海还深入研究赛事对旅游业等关联产业

的拉动作用。数据显示，赛事对旅游产业“吃住行游购

娱”六大要素的拉动效应达到了 47.53亿元，占到总拉

动效应的 36.9%。特别是像上海 ATP1000大师赛、上海

马拉松这样的赛事，在拉动消费方面发挥了示范引领

作用，合计对旅游产业的拉动效应达到了 31.94亿元。

赛事带动经济与城市繁荣

作为这一创新管理模式的实际应用案例，2024年

5月在上海黄浦江畔举办的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是一个

典范。该赛事吸引了来自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460

名顶尖选手参赛，涵盖自由式小轮车、霹雳舞、滑板和

攀岩等 4个项目。赛事期间，共有 4.5万名观众到场观

赛，其中 11%来自境外，45%来自国内其他城市。

上海结合“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品牌活动，为此

次赛事配套举办了城市体育节，提前一个月开始预热

活动。从 4月 16日至 5月 15日，在上海及部分国内城

市推广赛事项目进入高校、商圈和社区，不仅提高了赛

事知名度，普及了相关运动知识，还有效促进了旅游和

消费的增长。赛事期间，黄浦滨江的比赛场地周围设立

了 5个“展玩圈”，以及 5场嘉年华表演和 16场主题活

动，让观众能够近距离感受 4项城市运动的魅力。邻近

赛场的运动启蒙区域则通过零基础运动体验、冠军互

动、科技 VR设备体验等方式，激发青少年的参与热

情。

据统计，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带来了 6.43亿元的

直接经济效益，以及 14.02亿元的间接经济效益。本地

观众平均每天消费 775元，主要花费在门票、餐饮和赛

事纪念品上；外地观众的日均消费额高达 3174元，涵

盖往返交通、住宿、门票、餐饮等多个方面。

一系列数据充分证明了上海在赛事经济管理和促

进城市繁荣方面取得的成功。上海通过创新赛事体系

管理和发挥赛事经济的“乘数效应”，不仅提升了赛事

本身的品质和影响力，更为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张月霞）

黄浦江风起浪涌 赛事经济共繁荣
上海创造赛事品牌体系激活经济“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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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月霞

体育赛事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着

力点”。当前，河北正在大力发展赛事经济，省体育局把

此项工作为体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和当前的头号工程来

抓。全省体育系统应准确把握体育赛事相关政策和现

实机遇，深化体育赛事内涵，创新打造赛事消费新场

景，研发体育赛事衍生产品，助推体育赛事成为促进消

费的新增长点和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凸显赛事特色，培育地域体育品牌。河北区位优势

独特，自然风光秀美,是国内唯一具有全地形地貌的省

份，具备发展户外运动和特色文化赛事得天独厚的资

源条件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可依托“特色项目 +体育赛

事”模式，举办符合赛事标准、具有各地特色的创新性

体育赛事，增强赛事活力、形成品牌效应，提升观众的

参与度和互动性。可依托“跟着赛事去旅行”、“户外在

河北”、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进乡村”，推

进体育赛事和文化旅游融合，举办具有地域特色的体

育赛事活动，在深化体育赛事内涵基础上，充分发挥其

辐射、引流和带动效应，推动体育、商贸流通、文化、旅

游等多业态深度融合，激发景区、街区、商圈活力，打造

赛事助力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举办新兴时尚赛事，吸引年轻人参与热情。针对年

轻人追求时尚、新鲜的特点，引进新兴潮流赛事，在年

轻人聚集的商圈、街区举办，如在公园、广场举办区克

球、板式网球等青年人喜爱的运动赛事，在商圈、街区

举办霹雳舞、滑板、运动攀岩等高人气赛事等。此外，积

极利用 5G网络、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举办多样

化的虚拟体育赛事活动，打造体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提升体育赛事的科技感和时尚感。可探索与大模型公

司、互联网公司合作，开发“运动 AI辅导员”“体育文创

数字藏馆”“虚拟体育竞赛”等终端应用，为用户提供不

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体育运动参与方式；通过引入 AR

体感、VR、数字运动、全息投影等技术，在商场、公园、

街头、景区、社区建设“体育赛事导览”“数字健身房”等

小而精美的数字化体育场地，以电子竞技、模拟运动、

智能互动、智慧健身等内容设备满足人们对体育生活

化、时尚化、个性化的需求。

研发衍生产品，提升体育赛事商业价值。体育赛事

衍生产品是连接体育与消费者、传递体育精神、增强赛

事体验的重要载体，应积极研发体育赛事衍生产品，以

延伸体育产业链、提升赛事商业价值、促进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通过深入挖掘赛事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

以“体育 +特色文化”方式研发打造体育赛事衍生产

品，赋予赛事衍生产品“高知识性”“高附加值”“高融合

性”等品质。以“体育 +个人 IP”方式赋予体育赛事衍生

产品独特魅力，围绕优秀运动员个人 IP设计、宣传、推

销相关体育器械和衍生产品，提升体育赛事衍生产品

的关注度、忠诚度。

找准“驱动力”与“着力点”

■石家庄五人制足球全国擂台赛人气火爆，成为体育赛事带动带火经济发展的典范。 石家庄市体育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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