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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国际体育赛事之都”
■ 上海市体育局案例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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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是全球著名体育城
市建设的核心要素。近年来，上
海体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将赛事发展与提升城
市能级、核心竞争力和城市软实
力紧密衔接，持续丰富赛事供给、
优化赛事布局、提升赛事品质，形
成了“1+1+3+2”上海体育赛事管
理创新体系（以《上海市体育赛事
管理办法》为引领、以建设体育赛
事体系为重点、以“赛事认定—赛
事评估—赛事扶持”为手段、以体
育赛事监管和体育赛事管理数字
化平台建设为支撑），并以此实现
提升赛事品质、释放综合效益、完
善管理服务三大目标，整体推动
上海赛事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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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体育事业，加快推进全
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是上海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组
成部分。近年来，上海在建设国
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实践中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将推动赛事
发展与提升城市能级、核心竞争
力和城市软实力紧密衔接，走出
了一条体育为城市发展赋能、为
市民幸福加码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为上海推进体育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启示。

赛事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源
于创新之力。上海作为中国近代
体育的发源地之一，历来是一座
热爱运动、充满活力的城市，新时
代上海体育向“新”而行，需要以
创新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
能。上海以体育法治和标准化体
系建设为重点加强顶层设计，为
进一步拓展上海城市赛事发展格
局奠定了制度基础。以“赛事认
定—赛事评估—赛事扶持”为手
段，以体育赛事监管和赛事管理
数字化平台建设为支撑的“1+1+
3+2”体育赛事管理创新体系表
明，上海体育不仅持续追求“质”
的提升，而且坚持以制度创新赋
予“质”以新的内涵，有效助力了
城市发展能级提升。

赛事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彰
显格局之变。从数量偏少、主要
依靠引进国际品牌赛事，到赛事
数量质量显著提高，逐步构建凸
显上海城市内涵与特质的品牌赛
事，“3+3+3+X”上海自主品牌赛
事发展框架的形成彰显了上海体
育高质量发展的宽广格局，这一
格局的背后是上海迈向全球著名
体育城市进程中不断升级的国际
视野和国际思维，是坚持与国际
赛事名城和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对
标，持续激发体育服务城市核心
竞争力提升的不懈追求。

赛事高质量发展的新跨越蕴
涵向新之势。当前，上海依托重
大体育赛事促进“商旅文体”融合
发展，已成为推动城市更新提质、
赋能发展增效的重要途径，尤其
是随着办赛理念逐步由精英竞技
转向大众参与，从传统的单项赛
事向新型综合赛事转变，城市与
赛事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加速，充
分展现了大型体育赛事促进城市
生产、生活和生态日益向新的综
合效应。近年来，市民健身休闲
的活跃身影已成为“一江一河”沿
线的亮丽景观，体育赛事的跨越
式发展向全球展现上海推进创新
之城、人文之城和生态之城建设
的日常图景，体育日益成为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上海城市
精神的软实力平台。

面向未来，上海建设国际体
育赛事之都的求索之路提供了生
动的启示，那就是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设全球著
名体育城市，要在赛事策划、筹办
和管理中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
体，坚持以赛造景、以赛聚人，努
力实现体育与城市治理的良性循
环，让体育赛事成为城市居民宜
居宜乐的活力之源。
（作者为上海体育大学教授）

上海体育赛事的成长源于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在经历了萌芽、起步

和发展三个阶段之后，逐步走向成

熟。上海赛事总体呈现以下特征：一

是赛事发展格局逐渐清晰。一方面，

以单项顶级赛事为引领，推动商业赛

事与职业联赛共同发展，成为上海赛

事的发展主线。另一方面，建设和完

善与城市特质相契合的体育赛事体

系，成为上海赛事发展的主要目标。

二是赛事数量质量显著提高。在政

府部门、办赛主体、社会组织等多方

努力下，上海赛事数量稳步提升、赛

事组织运营成熟度显著提高、自主品

牌赛事培育能力持续增强。三是赛

事综合效益日益凸显。上海赛事在

提升城市国际形象、拉动城市经济、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以及提升城市治

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四是赛事管理水平大幅提升。

积极推动赛事“放管服”改革，颁布

《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实现从

体育部门办赛事向管理和服务赛事

的转变。2015年，上海市政府发布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实施意见》，提出用十年时间打

造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围绕这一目

标，上海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

注重顶层设计，激发
上海体育赛事新动能

一是加强体育法治建设。制定
发布上海体育第一部综合性法规《上

海市体育发展条例》，今年1月1日起
正式施行。《条例》既贯彻落实、全面

对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又立足上海、结合实际，强调问

题导向、发展导向，适度超前、务实管

用。《条例》名称突出发展，考虑的是

要立足发展、服务发展、保障发展，以

发展的办法推动解决本市体育发展

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法律层

面破解本市体育领域长期存在的瓶

颈痛点，构建完善本市体育法律规范

体系的“四梁八柱”，对上海体育事业

发展影响深远，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是加快推进体育标准化体系
建设。会同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制定
《关于加快推进体育标准化助力上海

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的意见》，发

布了《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服务规

范》《健身场馆服务质量要求》《健身

教练服务能力要求》等一批地方标

准，目前现行有效的体育领域地方标

准共有17项。体育纠纷多元化解决
机制不断健全，会同上海仲裁委员会

成立上海体育争端解决中心。行业

监管不断强化，印发《上海市体育类

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制定体育

类校外培训项目目录，推动体育培训

机构规范审批；发布《上海市体育健

身行业会员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三是强化赛事管理和服务。在
颁布《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基

础上，发布《上海市体育赛事品牌认

定体系》《上海市体育赛事评估体系》

《上海市体育赛事扶持办法》《上海市

体育赛事体系建设方案（2021—2025

年）》等一系列公共政策文件，提出一

系列体育赛事管理创新举措，构建

起以《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为

引领，以建设赛事体系为重点，以

“赛事认定—赛事评估—赛事扶持”

为手段，以体育赛事监管和赛事管

理数字化平台建设为支撑的“1+1+
3+2”上海体育赛事管理创新体系。
在实践中，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

导，发挥市场在体育赛事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市场主体地

位，同时强化政府规划引导、政策扶

持、监管服务等作用。主要做法是：

对常年在上海举办的体育赛事，依

据 赛 事 能 级 与 办 赛 效 果 分 为“P”
“H”“D”三类，从确认指标和预估指
标两个方面制定“上海赛事”品牌认

定评价维度；依据上海赛事影响力

评估指标体系，委托第三方对上年

度在上海举办的国际国内赛事进行

评估；在实施赛事资金扶持时，参照

品牌认定和赛事评估数据，使“认定

—评估—扶持”在赛事监管与服务

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把握战略机遇，开辟
体育赛事培育新赛道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高水平，

上海虽然每年举办国际赛事总量具

备一定竞争优势，但单项最高等级赛

事的举办数量与伦敦、巴黎等世界体

育名城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重大赛事

供给有待进一步丰富。上海虽然已

有F1中国大奖赛、上海ATP1000大
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国际

顶级赛事，但从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

市和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长

远需求来看，上海仍缺乏常年举办、

凸显城市内涵与特质的品牌赛事。

上海马拉松作为上海创办的首个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自主品牌赛事，

始于 1996年，迄今已成功举办 26
届。之后的二十多年，众多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单项赛事落户上海，遗憾的

是，自主品牌赛事上马“一枝独秀”。

直至2016年，借助上海举办世界花
样滑冰锦标赛的契机，在国际滑联支

持下，创办了上海超级杯，这是世界

范围内唯一融合花样滑冰、短道速滑

和队列滑三个项目的大奖赛，也是国

际滑联首次以城市命名的赛事。建

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城市自主品牌

赛事不可或缺，集中资源和力量培育

本土品牌赛事，成为上海加快建设国

际体育赛事之都的新赛道。

经过近几年的实践，逐步确立了

“3+3+3+X”的上海自主品牌赛事发
展框架。第一个“3”，是三个依托城
市景观培育的头部赛事：中国首个世

界田联白金标赛事上海马拉松、2021
年在苏州河上创办的上海赛艇公开

赛，以及今年新创办的上海帆船公开

赛；第二个“3”，是聚焦三大球发展的
明日之星系列赛，创办于2022年的
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2023年
落地的上海明日之星篮球争冠赛，还

有将于今年夏天举办的明日之星排

球赛；第三个“3”，是三个各具特色的

赛事，包括上海超级杯冰上赛事、创

办于2021年的上海杯象棋大师公开
赛，以及计划于今年9月落地的环上
海新城自行车赛。“X”是各区和协
会、企业等创办的各具特色的赛事，

包括各区的半马赛事，企业举办的路

跑、水上、自行车等赛事。在城市自

主品牌赛事的新赛道上，上海积极探

索，不断前行，这些在城市开放空间

举办的赛事已悄悄融入市民生活，既

是一项高水准的赛事，同时也像一个

嘉年华，为市民创造更加开放、包容、

共享的赛事环境，践行“人民城市”重

要理念。

放大溢出效应，实现
体育赛事发展新跨越

上海体育积极推动文体旅商展

联动，将体育赛事与上海旅游节、五

五购物节等重大节庆活动深度联动，

使体育赛事“流量”更好转化为文旅

消费“留量”，充分释放赛事经济效

益。2023年，全年共举办118项国际
国内重大赛事，19万人次参赛，129
万人次现场观赛，带动消费37.13亿
元，带来直接经济影响49.38亿元，相
关产业拉动效应达128.64亿元，赛事
经济效益显著。

上海赛艇公开赛是赛事与旅游

节庆联动的典范，2023年度赛事于上
海旅游节开幕当天举办，围绕“苏州

河+赛艇”这一王牌组合，举办一系列
特色活动，以赛事为线索，将城市地

标、旅游景区、重点商圈有机串联，激

发苏州河沿岸文旅资源的活力。依

托赛事举办展会活动，上海马拉松与

上海体博会经过多年发展，实现了赛

事与会展的双向赋能，形成了更高水

平的“体育+会展”发展模式。以上海
电竞大师赛为平台举办电竞产业发

展大会，2023年大会集聚了体育部
门、文旅部门、新闻媒体、行业协会、

知名高校、电竞俱乐部等各类主体，

“一赛一会”发展模式搭建了以电竞

赛事为核心的产业交流与合作平台，

提升了电竞产业集聚效应。上海马

拉松作为世界田联白金标赛事，2023
年在国内率先为海外参赛者提供个

性化旅行套餐，极大提升了海外参赛

者的参赛便捷性与体验感。上海马

拉松已成为国内其他城市跑者和海

外跑者的热门选择，2023年赛事有
12%外籍跑者，国内跑者中有1万人
来自上海以外的城市，赛事带来直接

经济影响达7.01亿元，拉动效应达
7.69亿元。2023年上海ATP1000大
师赛共吸引19万人次的观众现场观
赛，赛事的产出效应达39.72亿元，对
“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的拉动效应

达13.96亿元。
今年以来，上海体育积极推动文

体商旅展联动，利用国际大赛的回归

助力城市发展，进一步发挥赛事对于

消费的拉动效应。2024F1中国大奖
赛于4月19日至21日在上海国际赛
车场举行。作为配套活动首次打造

的格子旗音乐节上，黑豹乐队、黄子

韬、腾格尔、百大DJ小马丁等多组音

乐人轮番登场，奉上一场赛车文化、

潮流音乐多元融合的视听盛宴。打

造上海汽车文化节，推出“上赛道”

“嘉速度”系列文旅IP主题活动。产
品上，设计F1中国大奖赛20周年、
“中国周”系列特许产品等。5月3日
至5日，2024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在
上海久事国际马术中心举办，超过

22000人至现场观赛。上海环球马术
冠军赛是国际马术联合会旗下最高

级别的五星级马术障碍赛，同时也是

中国大陆有史以来举办的级别最高、

国际影响力最大、观赏性最强的马术

赛事。5月25日至26日，2024国际
汽联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上海站

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赛场之外，

文体旅商展深度联动：车迷村里为市

民备好了赛车展示、速度挑战、趣味

涂鸦等一系列互动体验活动；开赛

前，车手们在南翔老街和古猗园，漫

步古典园林，品尝美味小笼，感受了

一场不一样的Citywalk；另一支FE
劲旅捷豹车队则将新款战车直接搬

到了北外滩，上演了一场飞驰滨江的

都市快闪。

抓住四个着力点，
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

一是进一步满足广大市民群众
需求。赛事选择与布局应充分考虑
市民的喜爱程度。根据相关调研，网

球、水上、冰上、自行车、击剑、马术等

影响力较大、观赏性较强的赛事与上

海市民观赛需求及城市气质较为契

合，是未来赛事选择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上海积极推动相关项

目赛事及场馆设施落地。2024年2
月1日至4日，国际滑联四大洲花样
滑冰锦标赛在东方体育中心举办。

5月3日至5日，环球马术冠军赛在
新落成的上海国际马术中心举办。

世界赛艇锦标赛将于2025年9月在
上海水上运动中心举办。2026年，
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将

在新落成的上海自行车馆举办。全

球最大的室内滑雪场——耀雪冰雪

世界计划于年内开放。每年上海有

超过200万人次参与冰雪运动，该馆
建成后将成为市民“家门口的滑雪

胜地”。

二是以奥运战略为主线，全力申
办高级别重大赛事。以奥运战略为
主线，支持布局综合性赛事、世锦赛、

世界杯等高级别赛事。去年2月，经
中国奥委会推荐，上海启动首届奥运

会资格系列赛（OQS）申办工作。10
月12日，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上海和布达佩斯

获选为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主办城市。

“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 上海”于

2024年5月16日至19日在黄浦滨江
圆满举办，464名全球优秀选手云集
沪上，共同角逐150余张巴黎奥运会
入场券。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是《奥林

匹克2020+5议程》的一个重要项目，
是国际奥委会新设立的一项将体育

赛事与城市文化相结合的节日型系

列赛，比赛包括自由式小轮车、霹雳

舞、滑板和攀岩4个大项6个分项的
比赛。比赛期间，除了可以欣赏激烈

精彩的巅峰对决，每天还有融合音

乐、艺术、潮玩、街舞等元素的城市

嘉年华活动在赛场旁的时尚舞台活

力上演，更加凸显了这项赛事年轻、

时尚、新潮的特点。比赛日每天都

有主题活动，包括舞动青春斗Show
场、绿色再造衣时装秀、国潮非遗派

对、摇滚嘻哈潮音LiveHouse等。赛
事还配套举办了城市体育节活动。

4月16日，在赛事倒计时30天之时，
启动了城市体育节活动，在长三角地

区，乃至北京、深圳、武汉等全国多地

开展自由式小轮车、滑板、霹雳舞和

攀岩的比赛和活动，传播项目文化。

三是服务国家重点任务和全市
重点工作。赛事选择应充分考虑服
务国家重点任务和全市重点工作，使

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产生更加紧密

的关联，助力上海在激烈的全球城市

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在国

家重点任务方面，赛事布局应当与共

建“一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等战

略高度关联。在全市重点工作方面，

结合城市发展目标，有计划、有选择

地申办国际顶级综合性或单项赛事，

创办彰显城市内涵特质的自主品牌

赛事。

今年上海创办了环上海新城自

行车赛，又为上海城市自主品牌赛事

的“大家庭”新增一员。比赛拟于9
月举办，以自行车绕圈赛和公路赛为

主，骑行线路将覆盖嘉定、松江、青

浦、奉贤、南汇5个新城，充分展现新
城沿途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宣传

新城的发展变化，同时打造骑行运动

新场景。

四是充分利用现有自然与场馆
资源。“十四五”期间，上海体育场、浦
东足球场、上海自行车馆、国际马术

中心、国际体操中心等场馆建成或改

造完成，适时申办世界顶级足球赛事

及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世界马术

运动会等赛事将有效提升场馆的使

用效能。上海拥有别具城市特色的

自然景观，黄浦江45公里滨水公共
空间贯通开放、苏州河42公里黄金
水岸的品质提升，为体育赛事举办

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未来应当

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因

地制宜办人民满意的体育赛事。

2021年在苏州河上创办城市自
主品牌赛事上海赛艇公开赛，以赛

事为载体，展现苏州河的人文脉络

和治理成就。2024年，上海又创立
了上海帆船公开赛，二者与用脚步

丈量城市精彩的上海马拉松共同构

筑 起 上 海 城 市 景 观 头 部 赛 事“ 三

上”品牌。2024上海帆船公开赛于
3月26日至31日举行，首届赛事参
赛帆船数量为 35条 ILCA6级和 25
条J80级，共计300人参赛。除了紧
张刺激的帆船赛事，黄浦江畔虹口

滨江区域还配套打造了上帆赛事

村，设航海文化、航海互动、海洋公

益、休闲娱乐、拍照互动等板块，现

场设置比赛帆船陈列、帆船运动互

动体验等，并通过与中国航海博物

馆的联动，输出航海历史、航海物品

陈展，为市民提供近距离接触航海

帆船运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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