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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体育赛事体系建设方案（2021—2025年）》正式出台

五年规划 谱写沪上体育春秋
近日，《上海市体育赛事

体系建设方案（2021—2025

年）》正式出台。

这份“5年方案”的发展
目标是： 围绕2025年基本建
成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目
标， 推动形成与之相匹配的
体育赛事体系， 以国际重大
赛事、 顶级商业性赛事和职
业联赛为引领的赛事格局更
加合理， 以重大体育场馆设
施和赛事集聚区为载体的空
间布局更加优化， 以全年赛
事、 假日和夜间赛事为主体
的时间安排更加科学， 以事
中事后监管和保障服务为重
点的支撑体系更加完善；体
育赛事供给更加丰富， 赛事
品牌和质量不断提升， 赛事
综合效应持续凸显； 国际性
赛事数量逐年递增，申办1至
2项与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相
匹配的顶级赛事， 创办3至5

项与城市特质相符的自主品
牌赛事， 重大体育赛事经济
影响超过1000亿元， 体育赛
事总体发展水平走在世界前
列， 达到与全球著名体育城
市相适应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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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岁末或年初，上海都会发
布本市新一年度的国际国内体育赛
事计划，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与情
况的变化，计划也会不时更新。如
今，随着《上海市体育赛事体系建设
方案（2021—2025年）》的出台，未来
的申城体育年历上将更能体现对全
年赛事的科学布局，并且会在假日
赛事与夜间赛事上发力，以求不断
扩大本市举办体育赛事的综合效
益。

在科学安排办赛时间方面，有
关部门将充分考虑本市的气候特点
和公共资源约束条件，根据办赛时
间规律，注重室内项目与室外项目、
冬季项目与夏季项目相结合，营造
“月月有亮点，周周有精彩”的办赛
氛围。
比如，4月、5月、9月、10月、11月，

这是上海气候较宜人的月份，适合
举办马拉松、自行车、赛车、网球等
各类参与性强、观赏度高的体育赛
事。同时，在7月至9月的夏令时段，
上海则可以依托本地丰富的江河湖
海资源，集中举办各类水上运动赛
事，打造水上赛事休闲季。
上个月，首届上海赛艇公开赛

在苏州河上成功举办，结合了水资
源的景观体育再度成为被沪上市民
热议的话题。而在未来，上海计划结
合“一江一河”建设规划，对水上赛
事空间进行合理开发。
比如，合理利用黄浦江水域及

沿江道路、船坞码头、工业遗址等沿
岸资源，结合地标建筑、天际线景
观，上海将培育与引进符合城市特
质的景观体育赛事。又比如，上海计
划发挥淀山湖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探索水上运动赛事联办、共办机
制，打造长三角体育赛事样板。同
时，滴水湖的休闲游憩功能也有望
得到进一步开发，目前的计划方向
是合理布局帆船、赛艇、皮划艇等精
品水上运动赛事，开展赛事旅游、水
上运动嘉年华等主题节庆活动。

在积极举办假日赛事方面，本
市将结合春节、元宵、端午、七夕、中
秋、重阳等传统节日习俗，支持举办
舞龙舞狮、龙舟、武术、登高等影响
力大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另外，结合
劳动节、国庆节、元旦“小长假”旅游
旺季，上海还可以大力发展观赏性
强、参与度高的品牌体育赛事。而在
寒暑假时段里，上海则鼓励举办多
梯度、多级别、多层次的青少年体育
赛事。

在大力发展夜间赛事方面，本
市则可依托体育场馆（地）设施，丰
富夜间体育赛事，优化观赛配套服
务，打造“国际范”“时尚潮”的夜间
体育赛事消费空间。另外，结合大型
体育赛事的举办节点，上海还支持
举办球迷嘉年华等夜间赛事相关活
动，并鼓励有条件的球迷组织在确
保安全、避免扰民的情况下开展夜
间观赛服务。

夜赛与水上成新重点
F1中国大奖赛、ATP1000网球大师

赛、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斯诺克
上海大师赛、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等
这些落户申城多年的国际顶级赛事，
早已成为“请进来”的成功案例。而如
今，在继续“请进来”的同时，上海也在
以打造国际级赛事IP为目标，逐步探
索赛事IP“走出去”模式，提升本土自
主品牌赛事的国际影响力。

按照“十四五”发展规划布局，上
海将借助筹办国际顶级赛事的契机，
在办好上海马拉松、国际滑联“上海超
级杯”、上海赛艇公开赛等自主品牌赛
事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彰显城市内涵
特质的自主品牌赛事。
本月初，“上海赛事”品牌认证申请

指南正式发布，这就是申城在建立体育
赛事品牌认证制度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借鉴国际经验，将认证制度建立起来
后，它会为上海的体育赛事品牌建设起
到夯实基础的作用。未来，本市将大力
扶持获得品牌认证的体育赛事发展，通
过优化体育赛事服务保障、整合体育赛
事营销推广、优先获取体育赛事专项资
金补助等方式给予相应支持。

除了上文中已提到的上海马拉
松、上海赛艇公开赛等自主品牌赛事，
本市还将以路跑、自行车、水上运动、
汽车运动等项目为重点，支持打造具
有长三角地域特点、融合新技术的自
主品牌赛事。
同时，为加强相关部门间的协同，

上海还会建立体育赛事综合服务机
制，通报赛事举办情况，协调赛事重大
事项，保障赛事有序运作。体育部门每
年年初向社会公布拟在本市举办的国

际性、全国性及全市性的体育赛事清
单，相关部门会根据各自职责对列入
清单的赛事开展指导和提供保障。

体育赛事的举办，需要有“放”也
有“收”。近年来，上海每年都会发布本
市的体育赛事影响力评估报告，未来
这部分围绕赛事评估而展开的工作将
被继续推进。

上海的体育赛事影响力评估体
系，会从专业度、关注度、贡献度等方
面构建体育赛事评估指标，全面系统
评估本市举办的体育赛事品质和综合
效应，并定期发布本市体育赛事影响
力评估报告。科学研判体育赛事申办
的宏观环境、资源条件、市场环境及综
合影响，全面评估本市申办、举办体育
赛事的必要性、可行性与风险性，提高
相关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在申城的版图上，可被称为“体育
地标”的所在正变得越来越多，比如徐
家汇体育公园、东方体育中心、浦东足
球场、上海国际赛车场、虹口足球场、
旗忠网球中心等。而在未来，这些体育
地标在经过新赋能的嬗变后，有望为
上海体育带来更多的集聚效应。
根据《上海市体育赛事体系建设

方案（2021—2025年）》，本市已在“促
进体育赛事集聚发展”上划了重点。

本市将依托徐家汇体育公园、东
方体育中心、市民体育公园等大型综

合性体育场馆，加快形成赛事集聚效
应，吸引国内外体育企业总部、国际体
育组织等机构落地上海，打造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核心区。

同时，本市还将依托浦东足球
场、上海国际赛车场、虹口足球场、国
际体操中心、旗忠网球中心、久事国际
马术中心、上海自行车馆等专业场馆
设施，举办多层次、多样化的体育赛
事，形成一批符合市场规律、具有市场
竞争力的体育赛事集聚区。

在给体育场馆添上新赋能的同

时，上海也会加强体育场馆的建设和
服务保障。未来，上海将遵循本市体育
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结合国土空间规
划，进一步改造或新建符合承办国际
大型体育赛事标准和要求的体育场馆
（地）设施，并完善体育及相关配套设
施服务功能。

同时，本市在体育场馆管理体制和
运营机制上的改革创新工作也会继续
推进，将通过委托运营管理等方式探索
体育场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健全
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场馆活力。

体育地标新赋能 集聚效应更可期

培育自主品牌 借鉴经验“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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