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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不止现在还有未来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各种数据都在告诉你这样一个事
实：中国电竞产业正高歌猛进，而上海
就是这个“中国电竞宇宙”的中心。

2020年，上海电竞游戏市场规模
预计将超过190亿元，在中国举办的国
内外电竞赛事中，几乎半数赛事都落
地上海，其中就包括刚刚落幕的顶级
赛事2020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S10）。
在上海注册的电竞俱乐部，占全国注
册数的约一半，在俱乐部总收入中也
占了差不多一半。另外，上海还是头
部俱乐部最聚集、培养出最多电竞选
手和对电竞行业人才最具吸引力的国
内城市。

以上种种皆有依托，都是来自
《2020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
告》中的数据。即便你没有玩过《英雄
联盟》，很可能也会对召唤师峡谷感到
眼熟。换到日常生活，未来，即便你没
有去现场看过电竞比赛，很可能也会
对身边的电竞场馆颇有耳闻。
去年8月，上海在2019全球电竞大

会上发布了《电竞场馆建设规范》和
《电竞场馆运营服务规范》，属全球首
创。目前，上海已新建或改造的35家
电竞场馆，便是以此为据，被划分为
A、B、C、D四类，按类别承办不同等级
规模的赛事。

有落地的赛事，有对口的场馆，
有众多的电竞企业和俱乐部，还是吸
引人才投奔的高地和“粉丝”们的聚
集地……以“全球电竞之都”为目标，
上海所依仗的不仅是决心和自信，更
有周至的政策扶持作为底气。

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
发展“十三五”规划》，其中明确指出电
竞将是重点发展的体育项目。同年，原
文化部在发文娱转型意见时，也特别
提到“支持打造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国
际性游戏游艺竞技赛事，带动行业发
展”。以2016年为始，到去年9月底，上
海可说是全国在发布相关政策上动作
最多的城市。

2017年12月，上海印发《关于加快
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
见》，提出要建设成为全球电竞之都。
2018年5月，上海印发《全力打响“上海
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
要推动更多以电竞为重点的游戏产业
资源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优
势。2018年11月，上海率先出台《上海
市电子竞技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
2019年6月，上海又出台了《促进电子
竞技产业健康发展20条意见》，提到力
争在三至五年内，全面建成“全球电竞
之都”。2020年4月，上海印发《上海市
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
（2020-2022年）》，也提到要进一步推
动电竞产业发展。
除了市级层面的政策扶持，各个

区也在积极行动。比如，静安区对区域
内电竞重大项目提供最高1000万支持
资金；杨浦区对电竞相关上市企业给
予350万现金奖励；入驻普陀区的一线
电竞战队俱乐部，每年最高可获得50
万元资助。而在今年浦东的集中签约
活动中，30个电竞重点项目一同落地，
预计到明年，这些项目的新增税将超
过10亿元。

“为什么总是上海？”这句感慨的
话，在很多场合都通用。心仪的海外表
演团体来国内演出，在少到金贵的几
个落地城市里，总有上海。高规格的赛
事或展会，亦是这里的常客。还有快要
数不过来的演唱会、动漫展、企业发
布、商业走秀等，它们也都对这座城市
青睐有加。
所以，为什么总是上海呢？为什么

连电竞也“爱”上了这座城市呢？
电竞产业的上游，繁花正盛。数据

显示，2019年上海移动游戏销售收入
达到523.9亿元，增长率达到33.2%，增
量超过130亿元，创历史新高；上海自

主研发网络游戏销售收入为697.6亿
元，比2018年增加超过百亿元。电竞产
业的下游，在年轻文化、体育文化、旅
游文化、商圈文化等的融合下，上海也
有非常适合电竞落地的土壤。
“如果把电竞产业放在文化产业

链上，我认为它处在的位置刚好是中
游，往上可以承接和反作用游戏等数
字内容产业，自身可以形成新兴业态
和很多人喜欢的电竞产品，往下也可
以促进直播、电视、旅游等其他产业。”
一位电竞行业从业者如是说。
而在更广泛的城市特征上，申城

也有着更沃腴的积淀。请记得上海的

另外一些头衔———这里是经济之都，
是赛事之都，是展会之都。同时，在国
内四通八达的高铁与民航网络中，在
连通世界的跨国航路中，上海都身处
国内城市的最拔尖之列。电竞领域众
多的企业与赞助商们，它们或总部就
在上海，或在此设有分支部门。

这不是单项测试，而是对城市聚
合力的综合考验。当空间集聚、产业主
体、资金扶持、产业上下游、人才培养
等多方面都得到有力支撑后，上海拿
到“高分”、获得青睐，便成了情理之中
的佳话。

Uzi（简自豪），中国电竞圈里的
“神”级选手，他没能抵住二型糖尿病
和严重手伤的磋磨，在23岁时宣告退
役。这是2020年里比较挑动关注者神
经的一件事。Uzi，他不会是最后一位
因伤因病而英年早退的电竞选手，不
过往来日看去，体育江湖传承已久的
“内功心法”，有可能助电竞这个新秀
门派打开新局面。

虽说立门立派的方式有些不同，
但有凭有据，电竞就是体育江湖中的
一员。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将电竞
列为第99个正式体育竞赛项，而等到
2008年，总局将电竞改批为第78个正
式体育竞赛项。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
将电竞纳为表演项目。所以，“出身背
景”这一点是明确的。
基础体能和运动康复，体育产业

中有它们的一桌席面，在上海体育学
院传媒与艺术学院院长杜友君看来，
未来这种影响力也会走进电竞领域。
“光打电竞不运动，这肯定是不鼓励
的。可靠的身体素质，良好的反应能力
和肢体协调能力，都会有助电竞选手
更上一层楼。同时，在电竞运动为自己
正名和继续发展的过程中，既然它与

生俱来更容易得到青少年的喜爱，就
更有必要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联起
来。”

有一种主观能量叫做“家长觉
得”，还有一种职场选择叫做“外热内
冷”———从生活实例和专业报告来看，
与电竞保持一定距离的并不仅仅是以
家长为代表的年长一派。
《上海青年电竞报告（2020）》显

示，虽然大部分青年看好电竞产业
（74.9%的受访青年对电竞产业的发展
前景持乐观态度），但真正愿意投身其
中的人还是比较少（76.1%的受访青年
对投身电竞行业持观望态度，仅10.3%
的人选择愿意投身）。
打游戏不等于电竞，生活不规律、

久坐不健康、玩物易丧志这样的负面
标签亦亟待刷新———电竞迎来行业新
风口的同时，也遇到了较以往更迫切
的升级需求。体育可以为其提供一个
名正言顺且向阳而生的契口，而身负
人才孵化重任的院校就是电竞产学研
链条中至关紧要的一处。
包括上海体育学院在内，目前沪

上已有12所院校开设电竞相关专业，
涉及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电竞解说、

电子竞技舞台设计等多个方向。但是，
在巨大的人才缺口面前，这份供给远
远不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去年发布
的《新职业———电子竞技员就业景气
现状分析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只有不到15%的电子竞技岗位处
于人力饱和状态，预测未来五年，电子
竞技员人才需求量将达到近200万
人。另一份报告则指出，未来五年，电
子竞技运营师人才需求量将达到近
150万人。

不同的专业报告，常会视具体情
况决定将“体育产业”和“电竞产业”进
行怎样的交集处理。但以全面发展论，
前者确实可供后者参详，比如已经成
功借鉴的NBA模式，又比如正在进一
步萌动的学科嫁接。
“运动康复、运动心理学、体育管

理和运营……上海体院已经有了要把
更多专业和电竞结合起来的想法，并
在对电竞感兴趣的年轻教师中做动
员，希望有更多专业力量一起来做这
件事。到时候，我们学校和电竞相关的
专业，就肯定不止一个电竞解说方向
了。”杜友君透露道。

体育新秀门派 终将江湖规矩江湖见

超级聚合力 左右逢源的城市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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