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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1987-2016 年有关我国体

育赛事研究的 7357 篇文献（注：经考证，国内第

一篇体育赛事文献为赵梦鱼、黎佳楹于 1987 年 1

月在《体育博览》上发表的《一九八七年体育赛

事展望》）。

1.2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为超星发现系统，同时参考

了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采用高级检索、

精确查找，在题名栏输入“体育赛事”，一共检索

到 7357 篇符合要求的文献（见表 1），统计时间

范围为 1987-2016 年，检索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6 日。

1.3 研究方法

1.3.1 文献计量法

利用文献计量法对统计的 7357 篇文献进行

分析，主要包括发文年度变化、发文类型、主要

载文期刊、高产作者、主要发文机构、研究主题、

高频关键词等方面。

1.3.2 历史研究法

采用历史研究法对体育赛事研究文献进行阶

段和时间划分，并论述每个时期的发文特点和阶

段特征。

2 我国体育赛事研究的基本情况

2.1 发文量年度变化

1987-2016 年 30 年 间 一 共 发 文 7357 篇， 其

中 1988 年 和 1991 年 没 有 文 献 发 表，1989 年、

1990 年、1992 年、1993 年、1994 年 均 只 有 1 篇

文献发表，1987 年和 1997 年发文量也较少，仅为

5 篇和 4 篇，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连续 3 年

发文均超过 800 篇，发文量相对较多。

2.2 发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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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1987-2016 年体育赛事研究文

献中有图书 86 本、期刊论文 3328 篇、学位论文

528 篇、 会 议 论 文 565 篇、 报 纸 2664 篇 和 其 他

文 献 186 篇， 分 别 占 总 文 献 的 1.16%、45.26%、

7.17%、7.67%、36.21% 和 2.53%。这表明目前我

国体育赛事研究主要以期刊论文和报纸文献为主。

2.3 主要载文期刊

主要载文期刊有《体育文化导刊》《上海体育

学院学报》和《体育时空》等期刊，分别为 82 篇、

69 篇和 67 篇，在前 20 名载文期刊中中文核心期

序号 年份 图书 期刊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报纸 其他 合计

1 1987 0 4 0 0 1 0 5

2 1988 0 0 0 0 0 0 0

3 1989 0 1 0 0 0 0 1

4 1990 0 1 0 0 0 0 1

5 1991 0 0 0 0 0 0 0

6 1992 0 1 0 0 0 0 1

7 1993 0 1 0 0 0 0 1

8 1994 0 0 0 0 1 0 1

9 1995 0 3 0 0 10 0 13

10 1996 0 1 0 0 11 1 13

11 1997 0 1 0 0 3 0 4

12 1998 0 5 0 0 13 1 19

13 1999 0 6 0 0 5 0 11

14 2000 0 8 0 0 4 1 13

15 2001 0 8 0 2 9 1 20

16 2002 1 18 1 1 7 8 36

17 2003 0 23 2 0 19 3 47

18 2004 1 27 5 11 19 4 67

19 2005 3 63 10 19 27 4 126

20 2006 8 123 15 27 39 10 222

21 2007 7 154 30 37 137 23 388

22 2008 8 180 44 52 134 15 433

23 2009 8 187 44 41 203 16 499

24 2010 6 233 57 52 224 11 583

25 2011 13 308 64 56 269 26 736

26 2012 6 308 66 54 285 11 730

27 2013 7 365 52 53 307 9 793

28 2014 8 352 49 41 366 21 837

29 2015 7 412 47 52 322 13 853

30 2016 3 535 42 67 249 8 904

合计（篇） — 86 3328 528 565 2664 186 7357

占比（%） — 1.16 45.26 7.17 7.67 36.21 2.53 100

表 1 1987-2016 年体育赛事研究文献基本情况

注：文献类型有图书、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和其他，其中其他主要包括信息咨询、科技成果、专利、法律法规

和视频等文献类型，统计时间为 2016-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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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有 10 种、体育类专业期刊 17 种，仅《商场现

代化》《现代电视技术》和《物流技术》为非体育

类期刊（见表 2）。这表明我国体育赛事理论研究

成果主要刊载在体育类专业期刊上且以体育类核

心期刊为主。

2.4 高产作者

近 30 年我国体育赛事研究发文量最多的作者

有黄海燕、张林、陈锡尧和李南筑等人，分别发

文 54 篇、40 篇、33 篇和 32 篇。其中以第一作者

身份发文最多的有黄海燕、李南筑、杨明和张林

等人，分别发文 29 篇、14 篇、13 篇和 12 篇，在

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以黄海燕和张林等人

为主，发文数量为 24 篇和 20 篇（见表 3）。这表

明我国体育赛事研究的高产作者偏少，主要集中

在少数几人。

2.5 主要发文机构

通过对我国体育赛事研究的发文机构进行统

计（见表 4），发现排名前 10 名的机构有上海体育

学院（435 篇）、北京体育大学（157 篇）和首都

体育学院（143 篇）等单位，通过排名不难发现

我国体育赛事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体育专业院校，

仅有苏州大学 1 所综合类院校上榜。此外，上海

体育学院成为我国体育赛事研究最主要的单位，

发文数量高出第 2 名北京体育大学和第 3 名首都

体育学院两者之和。这反映出上海体育学院在体

育赛事研究方面的雄厚实力，同时也说明上海体

育学院在体育赛事方面已经走在全国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前列，甚至可谓独树一帜、独领风骚。

2.6 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国体育赛事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图所示。

序号 作者 发文数量 序号 第一作者 发文数量 序号 核心期刊作者 发文数量

1 黄海燕 54 1 黄海燕 29 1 黄海燕 24

2 张林 40 2 李南筑 14 2 张林 20

3 陈锡尧 33 3 杨明 13 3 李南筑 13

4 李南筑 32 4 张林 12 4 朱洪军 9

5 王庆伟 17 5 王守恒 12 5 姚芹 8

6 钟秉枢 15 6 孔庆波 12 6 王跃 7

7 罗建英 14 7 李芳 11 7 陈元欣 6

8 姚芹 14 8 刘清早 11 8 李芳 6

9 杨明 13 9 陈锡尧 10 9 张玉超 5

10 沈佳 13 10 刘颖 9 10 沈建华 5

表 3 1987-2016 年体育赛事研究的高产作者

序号 名称 数量 序号 名称 数量

1 体育文化导刊（核） 82 11 体育与科学（核） 37

2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核） 69 12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核） 36

3 体育时空 67 13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核） 36

4 体育科研 49 14 浙江体育科学 33

5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49 15 文体用品与科技 32

6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核） 49 16 商场现代化 31

7 运动 44 17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核） 30

8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核） 39 18 体育世界 ( 学术版 ) 27

9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核） 38 19 现代电视技术 26

10 体育成人教育学刊 37 20 物流技术（核） 26

表 2 1987-2016 年体育赛事研究载文期刊前 20 名排名情况

注：（核）表示体育类核心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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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文单位
发文

数量
序号 发文单位

发文

数量

1 上海体育学院 435 6 沈阳体育学院 63

2 北京体育大学 157 7 成都体育学院 57

3 首都体育学院 143 8 广州体育学院 47

4 武汉体育学院 87 9 天津体育学院 43

5 西安体育学院 64 10 苏州大学 38

表 4 1987-2016 年体育赛事研究的主要发文机构
前 10 名排名情况

近 30 年我国体育赛事研究的主要内容结构图

3 我国体育赛事研究的阶段特征

笔者尝试性将我国体育赛事研究划分为 3 个

阶段和时期，分别为第一阶段（1987-1996 年）、

第二阶段（1997-2006 年）、第三阶段（2007-2016

年）。

3.1 第一阶段（1987-1996 年）：“蜗牛爬行”

我国体育赛事研究始于 1987 年，到目前为止

整整 30 年。第一阶段一共发表文献 36 篇，平均

每年仅有 3.6 篇，占总文献的 0.49%。这时期没有

图书、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文献发表，仅有 12

篇期刊论文、23 篇报纸和 1 项专利。相对体育赛

事研究文献总量而言，从数字上说这段时间发表

的文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个阶段文献增长十

分缓慢，处于一个低水平甚至是零增长状态，如

同“蜗牛爬行”。第一阶段的文献虽然量很少却弥

足珍贵，它是后续研究的起点和开始。

3.2 第二阶段（1997-2006 年）：“婴儿学步”

我国体育赛事研究第二阶段，也就是从 1997

年开始到 2006 年为止共发文 565 篇，这 10 年间

文献呈现动态上升的趋势，虽然 1999 年和 2000

年略有反复，但整体发文趋势是向上的。从 2002

年开始起有学位论文发表，2001 年开始有会议论

文刊登，期刊发文量逐年递增，这些都反映我国

体育赛事研究逐渐受到学者和大众的关注。相比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增幅高达 1469%，也就是说

这段时期文献总量相比第一阶段增长了将近 15 倍。

但是放到体育赛事研究的长河中，这段时期的文

献总量略有不足，仅占 7.68%。笔者将第二阶段形

象地比为“婴儿学步”，虽然很慢，但比蜗牛要快

一些。况且后 5 年发文总数明显高于前 5 年，正

如“婴儿学步”每月都在进步。

3.3 第三阶段（2007-2016 年）：“跃马扬鞭”

我国体育赛事研究的第三阶段是我国体育赛

事研究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也是我国体育赛事研

究文献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图书和学位论文等文

献大量问世。2007-2016 年这 10 年不仅是我国体

育赛事开展的活跃时段，也是体育赛事理论研究

的黄金时期，更是体育政策制定和颁布的密集区

域。正所谓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第三阶段研究文献逐年增加，而且基数较

大、增幅较高，累计发文 6756 篇，占到文献总量

的 91.83%。与第二阶段相比，第三阶段增幅高达

1096%，将近 11 倍，如同跃马扬鞭。

4 我国体育赛事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关键词能够较为直接地反映和概括一篇文章

的主题和内容 [1]，通过对关键词词频高低的统计，

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国体育赛事研究动态。笔者借

助超星发现学术辅助分析系统对统计的 7357 篇体

育赛事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提取和筛选（见表 5）。

4.1 我国体育赛事研究热点分析

由表 5 可知，我国体育赛事研究热点主要围

绕体育赛事、风险管理、城市发展、电视传播、

营销策略、体育产业、奥运会、运动竞赛、高校

体育、北京奥运会、志愿者、赛事赞助、竞技体

育、新媒体、项目管理和城市形象与品牌等领域

和方面展开，涉及到的内容大多与体育赛事息息

相关，如体育赛事的组织与管理、赛事营销、赛

事与城市发展、赛事服务、赛事赞助、大型体育

赛事（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项目管理等。

与此同时，不同阶段我国体育赛事研究热点

各有不同。第一阶段（1987-1996 年）的研究热

点主要是对北京亚运会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大

型体育赛事的研究，研究突出的是竞技体育和体

育竞赛，赛事宣传和赛事安全管理开始进入研究

视角。第二阶段（1997-2006 年）的研究热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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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大，涉及的领域随之增多，主要有电视传

播、风险预测、赛事营销、市场运作和市场开发、

项目管理等，体育经济和经纪公司以及赛事中介

等新鲜领域逐渐被研究者关注和探讨。第三阶段

（2007-2016 年）的研究热点日渐丰富，涉及的领

域和学科也随之增多，主要围绕体育赛事管理、

营销策略、体育产业、体育赛事运作与市场开发、

体育与城市发展、赛事评估等方面。

4.2 我国体育赛事研究趋势分析

近 些 年 来， 全 国 主 要 城 市 都 争 先 恐 后 举 办

体育赛事，欲将赛事打造成为城市名片，逐渐形

成 了 以 上 海、 北 京、 广 州、 深 圳 等 一 线 城 市 为

首，南京、天津、武汉等二三线城市紧随其后的

格 局 [2-3]。 根 据 2012 年 英 国 体 育 营 销 研 究 机 构

SPORTCAL 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是全球体育

盛事的中心国 [4]。最近 5 年来，我国城市马拉松

赛事呈现“井喷式”扩张趋势，马拉松锻炼人数

和参赛人数数以万计 [5]。与此同时，我国体育赛

事研究逐渐深入并呈现出如下趋势。

第一，理论研究紧随赛事实践发展，赛事管

理和赛事评估是其趋势。通过梳理我国体育赛事

研究历史，我国体育赛事理论研究始终环绕大型

体育赛事这一主线和脉络。因为诸如奥运会等大

型体育赛事是社会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和热

点，今后研究的趋势同样如此，将会围绕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 [6]、“一带一路”体育赛事 [7]、体育赛

事综合影响、体育赛事管理和运行以及赛事评估

等方面开展研究。

第二，体育赛事研究将逐渐系统化、体系化，

并有可能发展为一门学科。我国体育赛事研究从

1987 年到 2016 年正好 30 年，应该说早已建成一

门体育赛事学科，但是现实中体育赛事学科尚未

建立 [8]。不过，近年来我国体育赛事研究呈现系

统化、体系化的趋势，无论是研究方法、研究对

象，还是研究内容，亦或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

了巨大的进步 [9]，今后有望发展成为体育赛事学。

排序
1987-2016 年 1987-1996 年 1997-2006 年 2007-2016 年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1 体育赛事 2990 体育赛事 12 体育赛事 328 体育赛事 2650

2 大型体育赛事 931 学生运动会 3 大型体育赛事 74 大型体育赛事 857

3 风险管理 133 运动员 3 电视传播 33 风险管理 104

4 城市发展 85 新闻报道 1 风险管理 28 城市发展 83

5 电视传播 84 金牌 1 体育产业 16 营销策略 75

6 营销策略 81 电视转播 1 奥运会 13 体育产业 59

7 体育产业 76 汉城 1 体育比赛 13 北京奥运会 50

8 奥运会 65 羽毛球 1 赛事营销 11 电视转播 50

9 运动竞赛 58 亚运会 1 体育运动 10 高校体育 49

10 高校体育 54 奥运会 1 体育竞赛 10 志愿者 48

11 北京奥运会 53 职业化 1 赞助商 10 市场开发 48

12 志愿者 51 中国队 1 市场营销 9 运动竞赛 48

13 赞助 48 体育比赛 1 赛事运作 8 新媒体 42

14 竞技体育 45 运动竞赛 1 市场开发 8 竞技体育 40

15 新媒体 42 世界杯 1 体育赞助 8 赞助 35

16 体育比赛 42 体育产业 1 项目管理 8 广州亚运会 34

17 项目管理 38 公安系统 1 新闻服务 7 城市形象 33

18 城市形象 37 中国女排 1 体育经济 7 城市品牌 33

19 城市品牌 36 夏季奥运会 1 经纪公司 7 体育管理 33

20 广州亚运会 35 南朝鲜 1 突发事件 6 经济发展 29

表 5 1987-2016 年我国体育赛事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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