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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赛事公司办赛能力征信评估基本框架

1.1.主导思想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政府引导与服务意识，丰富非强制性管理工具。

提升行业发展质量，构建专业化、职业化、智能化的行业评估体系。

尊重市场运作规律，引导市场良性竞争，维护市场良好环境。

赛事运营行业发展模式内容 简介 细节举例 赛事公司办赛能力内容

赛事盈利模式 办赛投资回报
赛事招商手册

资产收支明细
赛事盈利能力

赛事组织实施模式 标准化办赛 办赛指导手册 赛事组织实施能力

赛事营销宣传模式 赛事品牌效应
媒体宣传活动

体育展示活动
赛事宣传营销能力

赛事市场容量 行业发展空间

行业景气指数

赛事目录限额

赛事审批门槛

赛事市场开发能力

赛事运营管理模式 办赛体制机制
商业性赛事管理体制

办赛协议/合同
赛事运营管理能力

赛事盈

利模式

赛事组

织实施

模式

赛事营

销宣传

模式

赛事市

场容量

赛事运

营管理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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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盈

利能力

赛事组

织实施

能力

赛事营

销宣传

能力

赛事市

场开发

能力

赛事运

营管理

能力

2. 赛事盈利能力征信评估框架

2.1.赛事盈利能力征信评估维度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企
业

政
府

服务政治

服务社会

经济收益 品牌价值

税源

2.2.赛事盈利能力征信评估内容

赛事盈利能力关键 企业能力评估 人才能力评估

利润源开发能力  
利润点挖掘能力  

利润杠杆设立能力  
利润人设定能力  

利润屏障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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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利润源开发能力

利润源类型 利润源举例 利润源开发能力评估

主要利润源 电视机构、观众、企业

辅助利润源 政府、传媒、电视机构、观众

潜在利润源 欲进入企业、意向观众、客户开发

2.2.2. 利润点挖掘能力

利润点（产品或服务） 实现方式
利润源（客户或

消费者）

利润点挖掘

能力评估

现场体验（经历）的 机会 出售门票 现场观众

体育赛事的传播功能 商业赞助等 赞助企业

体育赛事现场影像产品
电视转播权出售，网络

直播权等

电视机构，网络

媒体

知识产权商品
纪念品、工艺品、玩具

等
大众

围绕观众（潜在观众）的消费能力所带

来的可能的收益机会

赛场内的招商、相应活

动商业赞助等
相关企业

赛事信息资源出售 赛事报道权 媒体

丰富体验比赛（经历）的相关服务以及

相应的服务体验本身

提供食品、饮品、停车

服务等
现场观众

赛事空间销售
如赛场空间、印刷品空

间、网站空间
进入企业

2.2.3. 利润杠杆设立能力

赛事杠杆 赛事举例 举例说明
利润杠杆设立

能力评估

品牌 NBA
世界最高水平的篮球赛事定位、理念

等

明星 F1（舒马赫）
运动员明星是体育赛事产品的一部分

或者一类产品

核心产品 足球世界杯（竞赛）
竞赛产品的质量是赛事杠杆作用的核

心

赛事评估 职业赛事（数据）
一次赛事或既往的绩效评估是策动赛

事产品消费的有力证明

独特经营技术
NASCAR赛车（整体营

销计划）
防止客户（企业、观众等）流失技术

赛事商誉
奥运会（公益性、社会

性）

利用主观因素创造的社会和经济优势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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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点效应
中超联赛（电视转播之

于企业赞助）

一种产品的出售对另一产品出售产生

的效应性影响

2.2.4. 利润人设定能力

利润人设定内容 相关内容 利润人设定能力评估

主要能力
预见能力、创新能力、危机处

理能力、热爱、宽视野

职位 总裁、主席、组委会主席

主要业绩

2.2.5. 利润屏障设计能力

类型 作用特点 示例 利润屏障设计能力评估

品牌 独有性 足球世界杯

明星 唯一性 NBA、乔丹

产品特性难模仿性 F1、刺激性、极限性

技术 机密性 NBA、合同管理、壁垒设置、运作机密

独特价值 独特性 NASCAR、整体营销计划

资源控制 独占性 赛事对运动员、设施资源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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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赛事组织实施能力征信评估框架

3.1.赛事组织实施能力征信评估维度

合格 高标准

企
业

政
府

追求效果

高投入

合格达标

节约成本

3.2.赛事组织实施能力征信评估内容

3.2.1. 机构组建合理化

常规机构名称 机构组建理由与职责 机构组建合理化评估

办公室

竞赛组织

体育展示

场地器材

观众服务

新闻宣传

后勤接待

安全保卫

赛事组织实施能力关键 企业能力评估 人才能力评估

机构组建合理化  
人员配置正规化  
机构运行程序化  
硬件配置标准化  
赛程编排精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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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

市场开发

财务审计

志愿者管理

3.2.2. 人员配置正规化

工作机构名称 常规人员配置 人员配置正规化评估

组委会
名誉主席、主任、副主任、秘

书长、副秘书长、委员

办公室
主任、副主任、秘书处、志愿

服务、贵宾服务

竞赛组织

部长、副部长、竞赛总监、竞

赛副总监、竞赛总监助理、竞

赛办公室主管、场地主管、业

余赛管理、兴奋剂检测管理、

裁判组、兴奋剂检测组、通讯

组、公共器材组、计时计分组、

专家组、竞赛志愿者服务组、

赛场考察组、场地布置组、手

册编制组、

体育展示
部长、副部长、活动策划、体

育展示与活动执行

场地器材

观众服务 部长、副部长、活动管理

新闻宣传
部长、副部长、媒体服务、官

媒运行

后勤接待

部长、副部长、酒店及后勤服

务、竞赛团队行政接待、赞助

商团队与领导团队行政接待、

新闻团队行政接待

安全保卫

部长、副部长、安全保卫经理、

交通安全经理、安保主管若干、

证件管理经理、证件管理主管

医疗卫生

部长、副部长、医疗保障经理

若干（原则由聘请医疗专家担

任）

市场开发
部长、副部长、策划回报专员、

开发专员、特许经营

财务审计
部长、副部长、财务管理、法

务与采购管理

志愿者管理 部长、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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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机构运行程序化

常规机构名称 机构运行规则 机构运行程序化评估

办公室

竞赛组织

体育展示

场地器材

观众服务

新闻宣传

后勤接待

安全保卫

医疗卫生

市场开发

财务审计

志愿者管理

3.2.4. 硬件配置标准化

硬件名称 硬件配置标准
硬件配置标准化

评估

竞赛器材

应根据不同比赛项目的技术要求，使用符合规定的竞赛

器材。配置的器材要尽可能有利于运动队发挥成绩。根

据器材的新旧、整洁程度、数量及种类、电子显示设备

等情况给予评分。

场地布置
应根据不同比赛的技术要求，提供相适应的比赛赛场布

置。根据场地的整洁、舒适与美化给予评分。

场馆功能用房
应提供满足竞赛所需功能的所有功能房，配备相关器

材、物品与保障。

场馆卫生及景观
应保持场馆内外的整洁与卫生，对赛事的整体包装形象

（VI））在场馆内外体现。

3.2.5. 赛程编排精致化

程序名称 负责部门与工作内容 赛事编排精致化评估

开始（赛事概念）设计

可行性研究

任命委员会

下级委员会

选择场地

志愿者招募

发报名表

发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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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宣传

报名截止

安排裁判员

注册

销售门票

礼遇安排

赛事期

清场

汇报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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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赛事宣传营销能力征信评估框架

4.1.赛事宣传营销能力征信评估维度

商业性 公益性

企
业

政
府

城市营销

赛事影响力

带动地区经济

企业形象

地区营销

赛事价值

4.2.赛事宣传营销能力征信评估内容

4.2.1. 新闻宣传能力

新闻宣

传内容
具体内容 新闻宣传能力评估

赛前宣

传

赛事信息推广

组委会重视赛事宣传工作，制定赛前宣传工作方案和阶段性

工作计划，制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赛事氛围，充分宣传城市

和推介赛事，宣扬积极向上的精神。

宣传出版物
出版赛事宣传图文信息产品，赛事场分布图、平面图、赛事

手册、项目介绍、观众指南、城市宣传物等。

赛事宣传营销能力关键 企业能力评估 人才能力评估

新闻宣传能力  
赛事视觉形象识别系统（VI）

设计能力
 

体育展示设计能力  
相关活动融合能力  

城市营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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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中报

道

现场直播
现场直播的级别（全国性电视频道给予 40分；地方省级电视

频道给予 20分，地方地市级给予 10分。）

转播录播
转播录播的频道多，传播范围广，合作平台级别高，受众面

宽。

新闻报道
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的新闻报道，依据媒体、电台、电视的

新闻报道受众面给予打分，超过 1000万的最高给予 15分。

网络和新媒体

结合网络媒体自身的热度和知名度，以及新媒体转播赛事相

关信息的次数，网民用户的点击次数为依据，适度给分，点

击率超过五百万次的最高得 15分。

赛后总

结

总结表彰大会、论

坛
提升赛事精神，扩大赛事影响

4.2.2. 赛事视觉形象识别系统（VI）设计能力

赛事视觉形象识别系统 具体内容
赛事视觉形象识别系统设计能

力评估

赛事组织名称
赛事组织名称 包括赛事所有

者和赛事举办者等

赛事标志
赛事标志 包括标徽、会旗、会

歌、吉祥物、徽记等

赛事品牌
包括赛事使用的标准字体、

标准色、广告色彩与图案等

赛事标识
包括赛事标语、赛事专用字体

等

赛事景观
包括赛事场馆景观、举办地景

观、举办地国家概貌等

4.2.3. 体育展示设计能力

体育展示内容 具体内容 体育展示设计能力评估

视频表现

所有竞赛场馆的现场大屏幕播

放的视频内容，以及在记分屏

上显示的动画、图标和文字的

设计内容。

现场解说

在赛前介绍比赛双方的运动员

和比赛规则。

在每项比赛当中，解说员都要

尽量将现场情况解释给观众。

现场音乐

总开场音乐(体育展示标志音

乐)、运动员入场音乐 、裁判

员和运动员介绍音乐、信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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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音乐 、提示音音乐、颁奖仪

式系列音乐 、比赛结束音乐 、

观众退场音乐等。

现场表演与现场游戏

在比赛开场、退场和间歇期 ,
为了烘托赛场气氛进行的表演

以及现场观众在专人带领下所

进行的游戏活动。

4.2.4. 相关活动融合能力

相关活动类型 具体内容 相关活动融合能力评估

城市节庆活动

文化艺术表演活动

旅游活动

社会公益活动

商业营销活动

学术讲座

大型社交论坛

4.2.5. 城市营销能力

城市营销内容 具体内容 城市营销能力评估

城市知名人士营销

城市商业品牌营销

城市地域特色营销

城市民俗文化营销

城市形象标志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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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赛事市场开发能力征信评估框架

5.1.赛事市场开发能力征信评估维度

制约 鼓励

企
业

政
府

产业引导政策

市场需求强劲

安保力量分配

饱和市场

赛事审批制度

赛事目录限额

5.2.赛事市场开发能力征信评估内容

5.2.1. 体育明星包装能力

明星包装内容 具体内容 体育明星包装能力评估

外在形象类

身材
围度指标(如小腿围、手臂围、腰围)、长度指标(如身

高、腿长、臂长)、重量指标(如体重、身高体重比)
长相 五官、脸型、肤色、发型、文身、表情、气质

服饰
服装颜色、款式、质地、图案、鞋袜式样、品牌、颜

色、图案搭配、饰物

标志
联赛标志、俱乐部标志、球队标志、队员绰号、球队

绰号

技能形象类
技战术技能

得分、命中率、十佳球入选、最佳阵容入选、战术素

养表现

人际技能 激励自我和队友、协调关系、领导团队、解决冲突、

赛事市场开发能力关键 企业能力评估 人才能力评估

体育明星包装能力  
知识产权（IP）开发能力  

赞助市场开发能力  
体育产业驱动能力  
增值效应溢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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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人

概念技能
纵观全局、洞察机会、权衡得失、把握关键、描述前

景、拟定方案、执行决策、评估结果

品质形象类

个性特征
社交、友善、合作、自信、激情、想象力、信赖、表

现力、进取心、成功欲、主宰欲、永不言败

价值取向 拼搏、超越、挑战极限、实现自我价值、结果导向

目标追求
冠军或金牌、团队精神、职业威望、社会地位、物质

回报、个人综合排名和球队排名

成就形象类

个人成就

精彩动作、技战术指标、对球队贡献率、比赛关键作

用、球迷认可度和美誉度、球队认可度和美誉度、个

人职业成长

球队成就
球队胜率、球队成长与成熟、球队名次、球迷期望、

球队期望、球队最好成绩

社会成就

公众期望与评价、社会威望、媒体评价、公益事业参

与、规范遵从、职业精神、社会教化、篮球推广、爱

心奉献、篮球文化传承

品牌形象类

品牌资产
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誉度、品质认知度、品牌忠诚度、

品牌联想、专利保护

品牌定位
文化定位、情感定位、比附定位、形象定位、差异化

定位

价值表现
教育价值、诠释价值、宣传价值、符号价值、娱乐价

值、审美价值、规范价值、竞争价值、选择价值

设计风格
富于个性、新颖独特;简练明朗、通俗易记;符合美学原

理 ;体现时代精神, 融合传统

5.2.2. 知识产权（IP）开发能力

知识产权（IP）内容 具体内容 知识产权（IP）开发能力评估

广告权 广告收入

冠名权 冠名收入

门票 门票销售收入

衍生品销售 衍生品销售收入

赛事转播权 赛事转播权销售额

规则制定权

事主办方可以根据赛事项目的特点，

结合地区特点，在国内同行管理监督

许可下，自主设计各类比赛部分自主

设计项目的比赛规则。部分赛事项目

的通行规则，赛事主办方可以根据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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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区域特点适度修正。

项目开发权

赛事主办方拥有赛事赛事项目自主

增加比赛项目或赛事举办站点的自

主权力。

5.2.3. 赞助市场开发能力

赞助吸引内容 具体内容 赞助吸引能力评估

赞助对象预期表现

赞助对象的预期表现越好，则

人气越旺，知名度越高，可以

极大地提升明星代言产品的知

名度，扩大市场，促进销售，

增加收益

赞助品牌的知名度
好的赞助商形象可以提升客户

对产品质量的感知和忠诚度

企业规模和知名度：全国知名

企业、省内知名企业、一般企

业

防止埋伏营销

埋伏营销是非官方赞助商试图

通过预知赞助者与被赞助者之

间的联系以此获利

赞助曝光时间与效果

曝光时间越长，赞助的产品更

容易被消费者产生记忆关联，

这样可以扩大消费者市场，增

加收益，曝光效果越好

赞助持续时间

长期进行体育赞助会提高曝光

率，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记忆联

想，客户群体会对体育赞助商

们更为忠诚

赞助与营销的整合

赞助与其他营销活动进行整合

时将更为有效，无处不在的赞

助商赞助活动的专注程度对消

费者的知觉质量有显著的影

响。

5.2.4. 体育产业驱动能力

体育产业驱动内容 具体内容 体育产业驱动能力评估

体育管理活动

公共体育事务管理活动

体育社会组织管理活动

其他体育管理活动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职业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非职业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体育健身休闲活动 休闲健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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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文化活动

群众体育文化活动

民族民间体育活动

其他休闲健身活动

体育场馆服务
体育场馆

其他体育场地

体育中介服务

体育经纪与广告活动

体育经纪人

体育广告服务

体育活动的策划服务

其他相关体育中介服务

体育培训与教育

体育培训

体校及体育培训

其他体育培训

体育教育

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

体育出版物出版服务

体育影视及其他传媒服务

互联网体育服务

其他体育信息服务

其他与体育相关服务

体育旅游活动

体育健康服务

体育彩票服务

体育会展服务

体育金融与资产管理服务

体育科技与知识产权服务

其他未列明与体育相关服务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

体育用品制造

球类制造

体育器材及配件制造

训练健身器材制造

运动防护用具制造

其他体育用品制造

运动车、船、航空器等设备制造

特殊体育器械及配件制造

体育服装鞋帽制造

运动服装制造

运动鞋帽制造

体育游艺娱乐用品设备制造

其他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

贸易代理与出租

体育及相关产品销售

体育用品销售

运动服装销售

运动鞋帽销售

运动饮料营养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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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出版物销售

其他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综合销售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互联网销售

体育设备出租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贸易代理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室内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室外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5.2.5. 增值效应溢出能力

增值效应溢出内容 具体内容 增值效应溢出能力评估

基础设施建设

比赛场馆

交通设施

水电供应

通讯服务

安保系统等配套设施

现代服务业发展 餐饮、酒店、旅游等

建筑业发展 场馆建设、地产开发

金融业发展 博彩、保险

传媒业发展 广播、电视、网络等

科技创新水平提升

交通、安保、赛场硬件设施和软件

服务、体育科研等各个领域的科技

创新

带动地区就业

赛事的运营、管理、组织、营销、

公关等方面就业

相关产业的就业，尤其是交通、通

讯等基础设施的改造和修建，需要

大量的劳动力

促进国际、国内人文交流 国际性赛事与国内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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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赛事运营管理能力征信评估框架

6.1.赛事运营管理能力征信评估维度

自主性 控制力

企
业

政
府

影响力

获得协助

提供协助

自主办赛

6.2.赛事运营管理能力征信评估内容

6.2.1. 公司办赛资历

赛事公司办赛资历内容 具体内容 赛事公司办赛资历评估

赛事运营经历
曾经参与赛事的等级、规模、类型、

承担职能

财务状况
资金实力、资金周转情况、银行贷

款情况、资产负债情况

行业地位
行业知名度、行业影响力、行业竞

争力

社会地位
社会知名度、社会影响力、社会美

誉度

赛事运营管理能力关键 企业能力评估 人才能力评估

公司办赛资历  
公关合作能力  
风险管控能力  

无形资产管理能力  
多元利益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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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公关合作能力

公关协作内容 具体内容 公关协作能力评估

政府公关 保持与维护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系

行业公关 保持与维护同业内相关企业、组织的关系

社会公关 保持与维护同社会大众的关系，确保社会形象

政府合作 与政府有关部门相互协作的关系

行业合作 与行业内相关企业、协会组织的协作

6.2.3. 风险管控能力

风险管控内容 具体内容 风险管控能力评估

财产风险
用于体育比赛的场馆、设施和

器材等遭受损毁的风险

人身伤害风险

与赛事有关人员(如运动员、教

练员、观众、媒体工作者、赛

事工作人员等)因没有预见或

与意愿相反而遭受的身体损伤

风险

法律责任风险

由于违反责任而造成的有关损

失风险, 包括管理层个人决策

失误导致的失误性风险和诸多

不确定的客观因素而造成的非

决策失误性风险

赛事取消风险

由于各种原因(下雨、刮风、沙

尘暴、地震、政治因素等), 使
原定的体育比赛而不能按计划

进行的风险

伏击营销风险

通过一种方式与赛事关联从而

迷惑消费者，使他们相信伏击

营销者是官方赞助商;均认定

伏击营销的后果削减了官方赞

助商的利益

6.2.4. 无形资产管理能力

无形资产管理内容 具体内容 无形资产管理能力评估

商标权 无形资产回报率

无形资产保值增值率

无形资产增长速度

无形资产减值率

著作权

版权

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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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周转率

无形资产成本费用利润率

资产结构优化比率

团队创新、组织能力

技术装备更新水平

无形资产横向开发深度

行业或区域影响力

目标顾客或市场的认同程度

土地使用权

非专有技术

租赁权

特许经营权

转播权

土地使用权

发行权

顾客关系数据库

供应商关系数据库

6.2.5. 多元利益协调能力

多元利益协调内容 具体内容 多元利益协调能力评估

核心利益相关者

举办政府

所有权人

主办机构

主办社区

赞助商

潜在利益相关者

媒体

观众

参与者

边缘利益相关者

工作人员

志愿者

普通民众

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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