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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型体育场馆经营研究》主要对体育场馆经营管理的相关概念进行了阐述，指出了当下体育场
馆经营管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以便参考。
针对高校体育场馆这一特殊物质实体，进行了对外开放的大胆设想和初步探究；针对后奥运这一特殊
时期，对体育场馆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此外，还介绍了体育场馆的管理体制、管理者必备的素质和体育场馆的经营管理模式。
最后，对体育场馆的经营管理的新发展、新策略进行了展望，为体育场馆未来的经营管理起到了抛砖
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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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峰（1977-）汉族，山东金乡人，中共党员，2002年7月考入成都体育学院，攻读体育教育训
练学专业研究生，2005年6月毕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同年7月留校任教。
现担任篮球主修、篮球专修、篮球普修等不同形式的教学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篮球教学理论与实践、新农村体育等。
主持和参与省厅级课题八项，主持校级课题四项，参编教材两部《高校篮球技战术教学与实战》（副
主编，人民体育出版社）、《篮球双语教材》（参编，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在体育核心期刊、中
文核心期刊、科技核心期刊及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十余篇。
2010年荣获成都体育学院“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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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承包制经营形式　　承包制是指体育场馆通过一定的合同契约对经营设施通过租赁、承包等形
式出让经营权而取得收入的经营形式。
承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寻找一个较有实力的经营者进行整体承包，经营者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费用
；另一种是对于不同体育设施、不同体育健身娱乐休闲项目进行分割进而承包给数个经营者。
例如，上海体育学院综合馆把乒乓球、台球、桑拿等项目的经营权承包给他人，上海八万人体育场曾
把极限运动承包给台湾一家极限运动公司。
　　承包过程中既可以采用协商的方式，也可以采用招标的方式。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招标方式更理想些，它既可以体现标的物在市场上的真实价值，又可以杜绝暗
箱操作和幕后交易。
　　承包制的优点在于体育场馆在管理上较轻松而且收入比较稳定。
其不足之处在于体育场馆对于承包者的经营行为难以进行有效监管和规范，一旦承包者违法违规，与
体育场馆发生纠纷，则矛盾较难协调，合同所规定的各条款也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发生的变故。
而且体育场馆担负着大量的社会公益性活动或比赛项目，容易与承包者的经营目标发生冲突。
　　3.合作经营形式　　合作经营是指体育场馆以土地、房屋或其他设施作为投资品，其他投资者以
现金、设备，管理等作为投资品合作经营某项体育业务的经营形式，合作经营的特点在于通过合作、
合资经营的方式来解决体育场馆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资金和管理经验缺乏等问题。
合作经营的双方（或多方）以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来明确各方的投资风险与收益，一般来说，利
润按股份比例分成。
合作经营形式营造了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
　　在合作对象的选择上，体育场馆应尽量选择在某一行业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进行合作，这样做
的好处在于可以利用这些知名企业的品牌和商誉来增加客源，不仅可以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还可以
扩大体育场馆在群众中的知名度。
　　4.直接经营形式　　直接经营是指体育场馆所有者亲自进行场馆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直接经营的优势在于：直接对体育经营项目进行开发，可以对体育场馆的各种设施、资源进行整体的
统筹规划，因而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优化。
体育场馆的直接经营也便于接待各种比赛和训练，不致造成冲突。
但直接经营的缺陷在于：资金的缺乏，特别是流动资金的缺乏，使各种经营项目启动较慢；所雇员工
和管理层次增加，会影响经营效率的提高。
　　5.委托经营形式　　在委托经营形式下，一般是由体育场馆产权所有者（一般是地方体育局）与
接受委托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企业）签订经营管理合同，明确他们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经营
者受产权所有者委托，作为体育场馆的法人代表，负责场馆的日常经营管理，对于体育场馆的重大战
略问题仍由产权所有者直接负责作出决策，体育场馆原有的职工要留用，但必须服从经营者的安排和
调度。
　　委托经营形式在欧美国家被普遍采用。
这种经营方式既发挥了体育场馆的各种功能，同时又解决了体育场馆，特别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体育
场馆由于使用率不高而造成的日常运作经费不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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