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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斯迈夫体育论
坛十周年年会推介会在山东省体育
局召开。本次推介会是斯迈夫十周
年年会规划中的全国20场推介会走
出北京的第一站。体育产业互联网
创新是斯迈夫体育论坛十周年年会
系列推介活动的核心。山东省体育
局给予了本次推介会极大的支持。

山东省作为体育大省一直走在
全国前列，对于体育产业在未来工
作中的定位，山东省体育局局长张
松林曾表示，山东能在竞技体育方
面走在前面，在体育产业方面也一
定要敢想敢干，拿出成绩。

斯迈夫的十周年选择了“启动
运动与大健康的万亿市场”为主题，
恰逢国务院对体育产业指导意见的
出台，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没有创
新，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将是一句空
话。

斯迈夫体育论坛2015年（江苏）
年会将全面升级，将以体育产业的
互联网创新为核心，进行体育与移
动互联网、体育与资本、体育与媒体
的全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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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体育存在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群众有健身的想法，但
却严重缺乏健身场所；另一方面，又有相当数量的体育场馆长期处于闲置状
态。这种矛盾的现象不仅屡受诟病，还成为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瓶颈。

眼下，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的
出台，这种情况有望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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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直指

体育场馆弊病

目前，中国各地公共体育场馆
已达110多万个，其中大量场馆因
结构布局不合理、管理体制不顺、
盈利模式欠缺等原因，未能得到充
分利用，只能靠财政拨款勉强维持
运营。一些场馆只好关门以节省人
工、水电、维修等开支。

这些问题的存在由来已久。因
此，在新出台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要积极推进场馆管理体育改革和
运营机制创新，引入和运用现代企
业制度，激发场馆活力。

《意见》直指国内体育场馆所
存在的弊病，并为此开出了药方。
面对这种利好政策，青岛国信文化
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阔
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这次改革
的力度太大了，这对所有从事体育
产业工作的公司和企业都是一种
利好消息。”

让丁阔感到自豪的是，将现代
企业制度引入体育场馆改革，创建
新的运营机制，是青岛体育中心早
在2006年就开始运作的事情了。

“一体化运作模式”

成就“青岛经验”

青岛体育中心是青岛国信发展（集团）
于2006年11月在迎办第11届全运会的背景
下接手建设的。2009年圆满完成全运会承
接保障任务后，青岛市政府把体育中心资
产作为资本金注入国信集团，由国信、青岛
市财政按照1:1比例出资，国信下属公司青
岛国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体育中
心的日常运营管理工作。

这种从建设到运营的一体化运作模式
在国内是独一家。如今，很多地方的体育场
馆都把青岛体育中心当成了学习的样板。

自从2009年的第11届全运会结束后，
青岛体育中心就在“以体为本，以商养体”
的指导思想下，为体育场馆的发展摸索新
的道路。他们在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和
组织相关赛事的前提下，又积极开发场馆
建设的商业价值。

青岛体育中心一年的维护费用大约在
1500万元左右，遇到需要强化维修的年份，
其维护费用能上升至3000多万元。因为在
前期建设中就考虑到了这些问题，所以，青
岛体育中心在后期的商业开发中走得比较
顺利。在摸索了几年后，他们在2013年度的
收入就达到了8000多万元。

如今经济效益好了，体育场馆反过来
再把盈利投入到全民健身中，场馆人气旺
了，继而又能带动商业开发，从而形成了一
个良性循环。

有些桎梏

还需要打破

其实不仅仅是青岛体育中心在场
馆运营方面有所突破，近两年，与他
们共同承担第11届全运会赛事重任
的济南奥体中心也在积极探索发展
之路。

今年以来，济南奥体中心重点推
动无形资产开发项目，在场馆冠名和
户外广告开发方面实现了新突破，形
成了开发新亮点。奥体中心“商业、体
育、文化、休闲”四大核心功能逐步突
显，商业运作模式成效显著。从2010年
至今，济南奥体中心年均收入也能达
到4000多万元。

虽然这些体育场馆在运营的过程
中让人看到了新的希望，但在发展的
过程中，因为受制于一些略显过时的
政策，他们的发展速度还是受到了一
定的限制。

从青岛方面传来的消息称，因为
很多赛事的举办都需要走行政审批的
步骤，2014年至今，青岛体育中心还没
有自己组织运营过一项大型赛事。“如
果那些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今后都能被
取消，那对我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青岛国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丁阔说：“2012年我们办羽毛球亚
锦赛的时候，收入了1000多万元，今年
没有赛事，这对我们都是损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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