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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育强市视角下的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

提升市民素质的纵贯研究（2008-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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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文献资料法尧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袁以 5 年为一个周期袁从 " 市民素质 " 的视

角研究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素质的影响遥 通过对比 2008 年和 2013 年国际体育大赛对

上海市民素质的影响结果袁显示院上海国际体育大赛的举办丰富了上海市民的精神生活袁提

升了市民的荣誉感和遵守日常行为规范的意识袁参与体育活动更加积极遥 还分析了 2008 年

和 2013 年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行为影响的差异袁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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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ways of literature study,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in Shanghai on the quality of the citizens from the angle of "citizens' quality"

based on a period of every five years. The result of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ffect of the world sports

events in 2008 and that of the events in 2013 on the citizens' quality shows that the world sports events in

Shanghai enrich the spiritual life of Shanghai people and enhance their sense of honor and the awareness of

observing everyday behavior. People take more active part in exercis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of

the effect of the world events in 2008 and 2013 on the citizens' behavior and puts forward the relative sugges-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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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今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袁体育是城

市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近年来袁上海成功举办了

一系列国际体育大赛袁跻身成为我国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

事最多的城市遥 叶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纲要曳明确提出了建设国际体育强市的目标袁全面

提升国际体育大赛的国际影响力尧提高赛事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袁将对上海国际体育强市目标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遥
提高上海市民的整体素质尧提升城市形象是上海建设

国际体育强市的重要方面遥国际体育强市不是一句简单的

口号袁也不仅是外界对城市的评价袁而是需要将该观念渗

透到每个市民的脑中遥因此国际体育强市建设应真正做到

为人民服务袁需要从市民的观念和行为两个方面出发遥 一

方面使市民认可野体育冶是上海的品牌袁由衷为上海体育的

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袁另一方面在行为上积极参与体育锻

炼袁将体育融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遥
本研究从时间纵向来看袁以 5 年为一个周期袁从野市民

素质冶的视角入手袁研究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素质的

提升作用袁 并通过与奥运前夕 2008 年 3 月的调研结果相

比较袁 提出奥运前后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提升作用袁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袁对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

及上海实现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定位袁将具有较强的现实

意义和较高的应用价值遥

查阅收集国内外有关该领域的文献袁 为较全面把

握解决该问题的有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袁 查阅了国内的

数据库袁 以及国外相关数据库袁 了解国内外的最新研

究成果遥

通过上海国际体育大赛的运作公司上海久事集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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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育学院体育赛事研究中心袁访谈内容主要包括问卷

调查内容的构成以及上海国际体育赛事对市民文化素质

的提升遥

问卷的设计是依据市民在观念和行为两个方面文化

素质的反映遥 问卷的发放为两个主要阶段袁第一个阶段是

2008 年袁第二个阶段是 2013 年遥 问卷的效度通过 13 名专

家对内容效度进行评分袁 最终内容效度比 CVR 指数进行

确认题项遥
上海市民的分层抽样调查袁样本基本与上海市民的总

体保持一致袁调查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的观念以及行

为的影响作用遥

同期群研究是纵贯研究中对同一群体随时间推移变

化而发生变化的研究遥 通过对比双截面数据院2008 年和

2013 年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素质的影响作用袁 分析

相关调查数据袁揭示奥运前后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不同群

体的上海市民素质的影响作用遥

市民素质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指标体系, 可以从不同的

视角去考察遥廖菲在叶人文奥运与市民素质曳一文中主要关

注的是市民的公共行为 , 主要包括公共卫生尧 公共秩序尧
公共交往和公共观赏 4 个方面袁指出公民素质尤其是公共

行为素质最为重要遥
通过提取文献的相关信息袁 尤其是在 2008 年对上海

市民的调研中得出的相关结论袁可发现大多文献对于市民

素质的研究主要反映在野市民文化素质冶方面遥 因此袁本研

究对市民素质的界定为市民文化素质袁将不再讨论文化素

质袁健康素质等方面遥
市民文化素质主要指的是观念和行为两个方面遥观念

和行为两个方面相互依存尧相互影响遥 在市民脑中所存在

的城市的精神文化通常以思想观念的形式存在袁主要是隐

性存在的市民的风俗习惯尧道德标准尧精神层次等价值观

念遥 这种观念指导着市民的日常行为规范袁影响着市民的

言行遥 而市民日常的行为规范以及其他人的行为袁反过来

会对市民观念有所影响袁趋同效应的存在使得观念发生变

化遥因此袁市民的观念和行为可反映为城市的精神文化袁具
体体现在市民的文化素质袁是城市的软实力的重要方面遥

试调研自 2008 年 1 月开始袁 共发放问卷 50 多份袁于
春节前结束后再次修改了问卷遥 正式调查时间从 2008 年

2 月中旬起共计 5 个星期袁选取上海市杨浦区尧宝山区尧松
江区尧普陀区尧徐汇区 5 个区作为发放区域袁且每个区平均

发放约为 200 份遥

正式调查共发放问卷 957 份袁 回收 932 份袁 回收率

97.3%遥问卷大多数题目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袁预防某些

被调查者依据惯性思考而缺乏耐性随意填写袁本问卷设

计了干扰选项袁来衡量问卷填写的有效性袁剔除随意填

写的无效问卷袁有效问卷共计 870 份袁有效回收率 91%遥
本文对上海市民的界定根据统计上对常住人口的统计袁
在上海居住一年以下的人群不在本文的统计分析范围

之内遥
最终本研究获取的样本数共计 626袁该调研样本的性

别尧年龄尧职业尧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分布与上海市总人口的

实际情况基本一致遥
2.2.1.1 性别

上海市总人口中的男女比例依据 2006 年 3 月份上海

市统计局公布的叶2005 年上海市 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

据公报曳袁 本次调研的样本分布与上海市的男女分布情况

基本一致袁其中男性占 52.64%遥
2.2.1.2 年龄

根据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中 7~59 岁的年龄比例遥
经对比分析 袁31 ~40 岁 尧51 ~60 岁年龄阶段的人群比例

与上海市的年龄情况基本一致 袁21 ~30 岁的人群比例

略高于上海市的 20 .49%袁而 41~50 岁的人群比例又略

低于上海市的 24 . 9 % 袁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对比对本

文的影响不大袁因此总体来看是基本一致的遥
2.2.1.3 职业

上海市的职业分类是根据叶2005 年上海统计年鉴曳的
数据得出的遥

样本中学生的比例和上海市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遥
样本中的机关尧事业单位和企业的比例渊66.6%冤高于上

海市的比例遥 本次调查的年龄阶段大部分为 7～ 60 岁袁
很大一部分退休在家的人员没有进入此次的调查范

围袁所以样本野赋闲在家冶的比例低于上海市的 23.5%遥
2.2.1.4 家庭人均月收入

采用叶2007 年上海统计年鉴曳的数据袁即为 2006年城

市居民家庭生活基本情况袁按照收入水平将城市居民分为

5 个组别院低收入户尧中等收入户尧中等收入户尧中等偏上

户尧高收入户袁且每个组都占所有居民住户的 20%遥 由于

2007 年的数据还未公布袁 考虑到通货膨胀以及收入的自

然增长袁因此样本中的上海市家庭人均月收入数据要略高

于 2006 年的实际情况遥

本文在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袁 通过访

谈体育管理学和体育社会学的专家袁初步列出国际体育

大赛对市民观念的影响各方面袁通过专家效度检验和试

调查发放后袁 再次修改大赛对市民观念的影响的方面袁
最终在问卷中供市民对影响程度进行选择袁得出的结果

如下遥
第一袁上海国际体育大赛的举办丰富了上海市民的精

神生活遥 野丰富精神生活袁陶冶情操冶对市民的思想观念的

影响综合得分遥遥领先袁 排在第一位袁57.5%的市民认为

大赛对丰富市民精神生活尧陶冶情操方面的影响较大或者

非常大袁 仅有 8.4%的市民认为大赛对市民的该方面的观

国际体育强市视角下的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提升市民素质的纵贯研究渊2008-2013 年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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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行为的影响 综合得分 排序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各类的体育活动 3.58 1 

待人文明礼貌，注重礼仪 3.57 2 

遵守社会公德和规范 3.53 3 

做人做事善于与别人团结合作 3.40 4 

尊重和接纳弱势群体 3.39 5 

与人交往诚实守信，友善对人 3.38 6 

在工作中勇于竞争，超越自己 3.35 7 

包容外来人和外来文化 3.32 8 

工作生活中艰苦奋斗，吃苦耐劳 3.31 9 

激发学习国际语言的热情 3.28 10 

成为某一项运动的爱好者 3.26 11 

 

念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遥反映了上海国际体育大赛的娱乐

体验性的文化特质袁得到了上海市人民的喜爱袁是他们陶

冶情操尧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遥 也说明了该类体育大赛已

被当作一种文化娱乐产品来精心包装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市民体育娱乐和审美的精神需求遥
第二袁上海国际体育大赛的举办提升了上海市民的荣

誉感遥 从野大赛对市民自身观念的影响冶的调查中袁野作为

上海市民的骄傲与自豪冶紧随其后袁排在第二位袁有 59.1%

的市民认为大赛对该观念的影响较大或者非常大 袁有

11.2%的市民认为大赛对市民的该方面的观念影响不大

或没有影响遥说明了上海国际体育大赛的举办极大地促进

了上海市民的自豪感和荣誉感遥只有在市民认同城市的基

础上才能形成较高层次的荣誉感遥 因此袁荣誉感形成同市

民素质提升一样袁是一个需长期慢慢积累的过程袁也是一

个由外而内的内化过程袁 最终市民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袁
从而影响到市民的行为遥

第三袁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的举办增强了市民的民族

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遥 一方面袁中国的竞技体育曾经是

作为我国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袁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袁
这种价值观在我国近一段时间仍具有较大的影响遥 另一

方面袁 体育比赛的确拥有其他文化活动难以比拟的集体

凝聚力遥
第四袁上海国际体育大赛的举办促使市民重视健身习

惯和健康生活方式遥大赛对市民关于重视健身习惯和健康

生活方式观念的影响可以直接从对市民行为的影响程度

上得到反映袁体现了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积极参与健身活

动的引导和示范作用遥 调查发现院市民认为大赛对市民积

极参加体育锻炼的影响很大或较大的比例为 54%袁并对部

分市民成为某一项体育运动的爱好者产生较大影响遥
第五袁市民从国际体育大赛中受到体育精神的感染和

鼓舞遥 除了观看国际体育大赛之外袁运动员也是体育精神

传播的很好的载体袁使市民得到体育精神的感染遥 在关于

市民对您最喜欢的体育名星的受访答案中可看出袁中国球

员甚至是上海本土的运动员如刘翔尧姚明受到了上海市民

的喜爱遥
关于上海市民对体育明星身上的哪种体育精神最喜

爱的问题中袁可以看出竞争拼搏精神遥遥领先袁排在第一

位袁 一方面反映了竞争性是体育比赛的重要文化特性袁另
外一方面反映出运动员敢于争先袁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对

市民的观念具有积极影响遥
第六袁重视社会责任袁提高主人翁意识遥虽然这个选项

按照市民的选择的综合得分排列靠后袁但是有与前几项相

近的得分遥 社会责任和主人翁意识袁是产生在对城市的认

同感和荣誉感的基础上袁不断提升自身的责任意识袁反映

了市民素质的提高遥
第七袁重视社会公德袁提高诚信意识遥市民通过对国际

体育大赛的体验袁国际体育大赛规范性的文化特征无形中

得以传播遥 体现了现代人们追求社会公平规范尧公平竞争

的精神诉求袁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遥

思想决定行为袁到底反映在市民大脑中的精神文化有

哪些部分体现在市民的行为中钥对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

民行为的影响进行了调研遥根据运用与上述的相同的赋值

计算方法渊综合得分的计算依据为院野影响很大冶=5袁野影响

较大冶=4袁野一般冶=3袁野影响不大冶=2袁野没有影响冶=1袁野未
选冶不计入遥 各行中的各项的百分率乘以相对应的分值的

加总即为各行的综合得分冤袁 得出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

民行为的影响排序如表 1遥
表 1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行为的影响渊2008 年冤

第一袁市民参与体育活动更加积极遥调查发现袁上海国

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行为的影响中野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各

类的体育活动冶遥遥领先排在第一位袁说明了上海国际体

育大赛的健身示范作用很大袁能有效激励市民参与健身活

动袁从而提高市民的身体素质遥
第二袁遵守社会公德和规范袁待人文明礼貌袁注重礼

仪遥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行为的影响中袁排在第二和

第三项可以说明上海国际体育大赛提升了市民遵守日常

行为规范的意识袁已经提高了市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袁间接

规范了市民的行为遥

在 2013 年截至 10 月 15 日袁共发放问卷 212 份遥 其

中通过问卷星网站合作发放 100 份袁另外通过街头随机

拦截调查 112 份遥 随机拦截调查的区域是所选取的杨浦

区尧宝山区尧松江区尧普陀区尧徐汇区 5 个区某些超市尧公
园尧商业中心等区域遥 按照 2008 年的处理办法袁被调查

者在问卷中野在上海居住时间冶的题目选择袁剔除选择野1

年以下冶的问卷数袁且将随意填写的无效问卷删除袁最终

获得有效问卷 144 份遥 根据上海市 2012 年统计年鉴袁该
调研样本的性别尧年龄尧职业尧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分布与

上海市总人口的实际情况基本一致遥

结果如表 2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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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观念的影响渊N=144冤

第一袁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的举办丰富了上海市民的精神

生活遥与 2008 年一样袁野上海国际体育大赛丰富了市民的精神

生活冶还是排序第一位遥 反映了上海国际体育大赛的文化性袁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的主要方面是通过丰富精神生活尧 陶冶情

操遥
第二袁上海国际体育大赛的举办对市民重视健身习惯

的影响遥与 2008 年的调研结果不同袁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

市民重视健身习惯的影响排序提前遥说明赛事成功举办使

得体育的功能和价值被更多的市民认可遥
第三袁 重视社会责任袁 提高主人翁意识等方面也较

2008 年排序提前袁说明上海国际体育大赛举办多年袁树立

了较好的品牌袁 有助于提升市民对于社会责任的关注袁更
体会到了主人翁的意识遥

运用与上述相同的赋值计算方法袁得出上海国际体育

大赛对市民行为的影响排序如下遥
第一袁市民参与体育活动更加积极遥 调查发现渊表 3冤袁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行为的影响中野积极参加体育锻

炼和各类的体育活动冶遥遥领先排在第一位袁是与上海国

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观念的影响中的野重视健身习惯和健康

的生活方式冶相对应的遥 说明了上海国际体育大赛的健身

示范作用很大袁能有效激励市民参与健身活动袁从而提高

市民的身体素质遥
表 3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行为的影响渊N=144冤

第二袁遵守社会公德和规范袁待人文明礼貌袁注重礼

仪遥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行为的影响中袁排在第二和

第三项可以说明上海国际体育大赛提升了市民遵守日常

行为规范的意识袁提高了市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袁间接规范

了市民的行为遥

鉴于两次调研样本数的差别袁无法有效地将两个样本

进行比对遥 随机从 2008 年样本渊N=626冤中抽取 144 份问

卷数据袁 因此两个配对样本 渊N=144冤 分别为 2008 年和

2013 年的截面数据遥
采用方差分析渊ANOVA冤和 T 检验等方法将对照组数

据通过 SPSS16 进行处理遥 首先对方差进行齐性检验袁采
用 LSD 法和 Tamhane爷s T2 法对 2008 年和 2013 年两个截

面数据进行均值的多重比较袁对上海市国际体育大赛对市

民素质的影响进行纵贯分析遥

2008 年至 2013 年 5 年间袁 市民对上海国际体育大赛

从逐渐熟识直到普遍认可遥对 5 年间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

市民观念影响追踪分析袁一方面可考察上海国际体育大赛

的社会效益袁另一方面为如何创新和完善办赛效率袁提升

市民的文明素质遥
通过对双截面数据的方差分析渊ANOVA冤袁考察 7 项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观念影响的方面袁可以得出 5 年

间的观念差异并不显著袁P 值均大于 0.05袁 且两组数据的

组间差异较小渊表 4冤遥
为进一步分析 2008 年和 2013 年两组数据的差别袁

通过 LSD 法和 Tamhane爷s T2 法多重比较的结果如表 5

所示袁可看出在野重视健身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冶方
面袁2008 年的均值远小于 2013 年袁因此袁经过 5 年上海

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观念的影响主要在于健身观念的

强化遥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社会效益的发挥作用并非是

短期效应袁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健身观念的宣传深

入人心遥

通过对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观念影响的方差分

析渊ANOVA冤袁考察 11 项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行为影

响的方面袁 可以得出在以下 3 方面 5 年间发生了显著变

化袁P 值均小于 0.05遥
第一袁 上海国际大赛对成为某一项运动的爱好者方

面袁2008 年组和 2013 年组存在着显著差异袁P 值为 0.003袁
小于 0.05渊表 6冤遥

为进一步分析两组的差异袁 可通过多重比较发现袁
2013 年组的均值大于 2008 年组的均值渊表 7冤袁说明 2013

年与 2008 年相比袁市民在成为一项运动爱好者的实践中袁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遥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行为的影响 综合得分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各类的体育活动 3.58 

待人文明礼貌，注重礼仪 3.57 

遵守社会公德和规范 3.53 

做人做事善于与别人团结合作 3.40 

包容外来人和外来文化 3.39 

成为某一项运动的爱好者 3.38 

在工作中勇于竞争，超越自己 3.35 

尊重和接纳弱势群体 3.32 

工作生活中艰苦奋斗，吃苦耐劳 3.31 

激发学习国际语言的热情 3.28 

与人交往诚实守信，友善对人 3.26 

 

大赛对本人的影响 综合得分 

丰富精神生活，陶冶情操 3.66 

重视健身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3.65 

作为上海市民的骄傲和自豪 3.63 

受到体育精神的感染和鼓舞 3.59 

重视社会责任，提高了主人翁意识 3.54 

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 3.42 

重视社会公德规范，提高诚信意识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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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观念影响的方差分析表渊2008 年和 2013 年冤

表 5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观念影响的多重比较渊2008 年和 2013 年冤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Sig. 

组间差异 0.755 1 0.755 0.770 0.381 

组内差异 279.385 285 0.980   

丰富精神生活，陶冶情操 

总计 280.139 286    

组间差异 0.067 1 0.067 0.059 0.808 

组内差异 318.784 285 1.119   

作为上海市民的骄傲和自豪 

总计 318.850 286    

组间差异 0.390 1 0.390 0.439 0.508 

组内差异 253.268 285 0.889   

受到体育精神的感染和鼓舞 

总计 253.659 286    

组间差异 0.344 1 0.344 0.396 0.530 

组内差异 131.160 151 0.869   

重视健身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总计 131.503 152    

组间差异 0.002 1 0.002 0.002 0.969 

组内差异 163.972 151 1.086   

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 

总计 163.974 152    

组间差异 0.368 1 0.368 0.373 0.542 

组内差异 148.861 151 0.986   

重视社会责任，提高了主人翁意识 

总计 149.229 152    

组间差异 0.041 1 0.041 0.033 0.856 

组内差异 187.972 151 1.245   

重视社会公德规范，提高诚信意识 

总计 188.013 152    

 

 95% 均值的置信区间 
内容 

 
样本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2008 144 2.33 1.031 0.086 2.16 2.50 

2013 143 2.23 0.947 0.079 2.07 2.39 

丰富精神生活，陶冶情操 

Total 287 2.28 0.990 0.058 2.17 2.40 

2008 144 2.35 1.162 0.097 2.16 2.55 

2013 144 2.38 0.941 0.079 2.23 2.54 

作为上海市民的骄傲和自豪 

Total 287 2.37 1.056 0.062 2.25 2.49 

2008 144 2.45 0.981 0.082 2.29 2.61 

2013 143 2.38 0.902 0.075 2.23 2.53 

受到体育精神的感染和鼓舞 

Total 287 2.41 0.942 0.056 2.31 2.52 

2008 144 2.35 0.920 0.077 2.20 2.51 

2013 9 2.56 1.130 0.377 1.69 3.42 

重视健身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Total 153 2.37 0.930 0.075 2.22 2.51 

2008 144 2.46 1.023 0.085 2.29 2.63 

2013 9 2.44 1.333 0.444 1.42 3.47 

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 

Total 153 2.46 1.039 0.084 2.29 2.62 

2008 144 2.65 0.985 0.082 2.49 2.81 

2013 9 2.44 1.130 0.377 1.58 3.31 

重视社会责任，提高了主人翁意识 

Total 153 2.64 0.991 0.080 2.48 2.80 

2008 144 2.74 1.122 0.093 2.55 2.92 

2013 9 2.67 1.000 0.333 1.90 3.44 

重视社会公德规范，提高诚信意识 

Total 153 2.73 1.112 0.090 2.55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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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袁上海国际大赛对市民包容外来人和外来文化方

面袁2008 年组和 2013 年组存在着显著差异袁P 值为 0.002袁
小于 0.05渊表 6冤遥

为进一步分析两组的差异袁 可通过多重比较发现袁
2013 年组的均值大于 2008 年组的均值渊表 7冤袁说明 2013

年与 2008 年相比袁市民在成为一项运动爱好者的实践中袁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遥

第三袁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尊重和接纳弱势群体

方面袁2013 年与 2008 年相比有所下降袁 两组存在着显著

差异袁P 值为 0.002袁小于 0.05袁且 2013 年组比 2008 年组

的均值小渊表 7冤遥
与上述两个方面不同袁随着时间的推移袁上海国际体

育大赛在对野尊重和接纳弱势群体冶方面有所下降袁可能的

原因在于特奥会是一次性举办的赛事袁经过 5 年袁野尊重和

接纳弱势群体冶该文化影响力有所减弱遥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文化素质的提升主要反映在

市民观念和行为两个方面遥具体体现在市民思想观念上院大
赛丰富了市民的精神生活袁陶冶情操曰使市民作为上海市民

感到骄傲和自豪曰 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身习惯等 8 个

方面遥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行为的影响体现在院积极参

与体育锻炼曰遵守社会公德和规范曰待人文明礼貌等遥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文化素质的提升主要反映

在市民观念和行为两个方面袁 与 2008 年相比袁2013 年上海

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文化素质的影响作用进一步提升遥 主

要提升的方面是院重视健身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曰丰富了

市民的精神生活袁陶冶情操曰重视社会责任袁提高主人翁意

识等遥

市民的观念关于 野重视健身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冶
方面袁2013 年较 2008 年进一步提升遥 而市民的行为如野成
为某一项运动的爱好者冶和野包容外来人和外来文化方面冶
2013 年较 2008 年显著提升遥 但 2013 年相较于 2008 年下

降的方面为野尊重和接纳弱势群体冶方面遥

表 6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观念影响的方差分析表渊2008 年和 2013 年冤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Sig. 

组间差异 12.702 1 12.702 9.873 0.002 

组内差异 366.657 285 1.287   

成为某一项运动的爱好者 

总计 379.359 286    

组间差异 9.559 1 9.559 8.737 0.003 

组内差异 311.800 285 1.094   

包容外来人和外来文化 

总计 321.359 286    

组间差异 8.340 1 8.340 6.742 0.010 

组内差异 351.310 284 1.237   

尊重和接纳弱势群体 

总计 359.650 285    

 
表 7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对市民观念影响的多重比较渊2008 年和 2013 年冤

 95% 均值的置信区间 内容 

 

 

 
样本 平均值 标准差 

下限 上限 

2008 143 2.41 1.140 0.095 2.22 2.60 

2013 144 2.83 1.128 0.094 2.65 3.02 

成为某一项运动的爱好者 

Total 287 2.62 1.152 0.068 2.49 2.76 

2008 143 2.44 1.011 0.085 2.27 2.61 

2013 144 2.81 1.079 0.090 2.63 2.98 

包容外来人和外来文化 

Total 287 2.62 1.060 0.063 2.50 2.75 

2008 144 2.75 1.174 0.098 2.56 2.94 

2013 142 2.41 1.046 0.088 2.23 2.58 

尊重和接纳弱势群体 

Total 286 2.58 1.123 0.066 2.45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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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体育大赛经历着野赛事选择申办冶到野强化赛

事品牌冶尧野提高办赛社会效益冶的过程袁从 2008 年前在甄

选并尝试举办符合上海城市形象的赛事阶段袁已经过渡到

如何将已有赛事品牌强化的过程遥因此在现阶段的工作重

点应该是提高办赛效益袁使现有的赛事发挥出更大的社会

效益遥 按照上海的城市精神文化来发展赛事袁并通过有机

整合目前已有的赛事品牌袁优势互补袁并且按照一年中的

不同时段来进行安排袁培育已有的赛事成为上海的城市品

牌袁将对国际体育强市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遥

国际体育大赛社会效益的显现是长期的过程袁应该在

重视经济效益的同时袁积极引导办赛机构重视赛事的社会

效益遥
通过政策引导袁对大型体育赛事的社会效益评估常态

化袁并对大型赛事的社会效益进行监控袁谨防只为经济利

益而忽略社会大众利益的事件发生遥

国际级别的上海国际体育赛事需真正做到落地亲民袁
让国际体育大赛文化得以广泛传播袁必须是市民亲身体验

到国际体育大赛遥首先必须促进更多人现场观看国际体育

大赛袁不断扩大赛事的影响力遥其次袁使更多的市民参与到

国际体育大赛相关或衍伸的各种文娱活动中去袁使市民真

正对国际体育大赛和运动项目了解和喜欢袁激发市民积极

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袁养成体育锻炼的健康生活遥再者袁促
进有运动习惯的体育爱好者参与到该项赛事的运动项目

中去袁成为这个运动项目的体育爱好者袁从而吸引更多的

人参与到运动中来遥

上海国际体育大赛作为全世界级别最高的赛事袁虽然

有一些国内知名的选手作为品牌宣传袁但是有些赛事的参

赛选手较少袁且大都是外国人遥因此袁必须在此基础上培育

出中国自己的选手袁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比赛遥 应设

计出与上海国际体育大赛接轨的相应赛事体系袁为甄选我

国优秀的选手提供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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