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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运会对武汉市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 

蔡欣宇 李鑫 胡威 杨晓龙 廖述航 陈艳林 

(武汉体育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以经济学、管理学和体育学等为理论基础,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研究了军运会对武汉市城

市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军运会的举办会促进武汉市经济发展;提升武汉市基础设施水平,优化城市风貌;

推动武汉市体育产业发展;提升武汉市知名度,打响城市品牌等有利影响。针对军运会对武汉市城市发展的启示和借

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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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于 2019 年 10 月 27 日在中国武汉完美落幕,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国际军事赛事,也是继北京

奥运会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作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军人运动会的承办城市,武汉,向世界展现了它的形

象与综合实力。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席赫尔维·皮奇里洛,评价武汉军运会为“历史上空前的成功赛事”,而武汉也通过这一

国际体育盛会在各方面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本文通过搭建军运会对武汉市城市发展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恰当可行的基本

分析模型,并结合军运会实际设计了调查问卷,进行了问卷的发放、数据的采集和实地的考察,多维度理论和实证分析了军运会对

武汉市城市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建议,以此来为今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提供一些参考。 

1 武汉和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2015年 5月中国成功申办 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武汉市获得承办权。自成功申办军运会以来,进入“武汉时间”已四年的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实现了“给世界一个最赞的军运会”的承诺。 

武汉,湖北省的省会城市,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区位优势突出,科教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 

武汉也是中国四大科教中心城市之一,高校云集,人才济济。军运会的很多赛事都在武汉高校内举行,涉及的志愿者服务也多

由高校师生承担。作为一届国际体育赛事,志愿者数量是衡量一座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武汉大学生,就是此次军运会志愿者

的主力军,服务于来自世界各国的参赛选手和游客。 

武汉全城涌动体育浪潮。自第六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在武汉开幕以来,武汉每年都要申办和承办 15 次以上全球性、洲际性、

全国性体育比赛。除了汤尤杯、全国智力运动会、篮球世界杯、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等大赛之外,号称武汉“五马”的“汉马”武

汉马拉松、“水马”武汉水上马拉松、“赛马”武汉国际赛马节、“天马”世界飞行者大会、“铁马”中国汽摩运动大会,更让

武汉体育赛事近年来渐成品牌,武汉作为一座“运动之城”正在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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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于 2019年 10月 18日至 2019年 10月 27日在中国武汉举行。为期 10天的赛事包含射击、游泳、田

径、篮球等 27个大项、329个小项,来自 109个国家的近万名军人报名参赛。这是世界军人运动会历史上规模最大、参赛人员最

多的一次运动会,也是中国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 

武汉军运会是我国首次承办的综合性国际军事赛事,是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承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影响最广的国际盛

会。对标世界一流,看齐奥运标准,不仅如此,武汉军运会也创造了军运会史上的多项“第一”:竞赛项目为历届最多,举办规模为

历届最大,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城市举办了所有的比赛项目,历史上第一次集中新建运动员村。 

2 军运会对武汉市城市发展的影响分析 

2.1有利影响方面 

2.1.1促进武汉市经济发展 

武汉作为祖国的地理中心,多年来经过不断地发展,越来越具有战略中心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此次军运会的举办,给武汉这一

座新一线城市带来巨大的发展潜力,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这座城市,自然会吸引大量的投资者发现其经济价值进行大规模投资,

从而推动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消费,最终推动城市的经济发展。 

武汉市是中部地区唯一一个 GDP 突破万亿的城市。军运会筹办期间,武汉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据相关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武汉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6223.21亿元,比去年增长 7.4%。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 9855.34亿元,比上

年增长 8.2%。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24.25万人,比上年增长 10.7%。 

2016 年,武汉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 2517.44 亿元,2017 年为 2686.34 亿元,2018 年为 2780.01 亿元,2019 年为 2966.27

亿元。军运会筹办期间,武汉市逐年增加的房地产投资额,为武汉军运会的举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 2019年全年房地产开发

投资额比上年增长 6.7%。全市房屋施工面积 13556.46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5.3%。其中,本年新开工面积 3430.84 万平方米,

增长 10.4%。全年房屋竣工面积 697.50万平方米,增长 52.1%。 

2019 年,武汉市全年旅游总人数 31898.31 万人,比上年增长 10.8%;旅游总收入 3570.79 亿元,同比上一年度增长 12.9%。军

运会的举办促进了武汉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增加了武汉地区旅游业的收入。 

军运会举办期间,餐饮、住宿、门票、旅游等各方面都给武汉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入。与此同时,军运会也给武汉带来了间

接的经济效益。军运会的举办在一定程度上给武汉储备了人才,提高了市民的核心凝聚力,提高了武汉的软实力。在军运会的影

响下,越来越多的中外投资商会投资武汉,推动武汉的经济发展,从而提供给市民供更多的岗位,提高就业率。 

2.1.2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优化城市风貌 

军运会的举办使得武汉市城市建设不断完善,城市的风貌也不断更新。本次军运会的举办是武汉市“办赛事”与“建城市”

相结合的一次体验。这次建设的成果有道路洁化、立面美化、景观亮化、水体净化、生态绿化等,不断地推动城市外貌改变,同

时融入了现代化大都市的发展元素,发展过程以最生态的,最具武汉民族文化特点的形式,展现出现代化、生态化、民族化的美丽

武汉。 

2019 年,武汉市全市建成区绿地面积 25866.47 公顷,比上年增加 3458.24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0.19 平方米,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达 40.02%。全年新增绿地 650万平方米,新建绿道 303.44 公里,新建公园 3 个。相比于前三年,武汉市的绿化覆盖率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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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上升,军运会的举办为武汉市的绿化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 

2019年年末,武汉市轨道交通线路长 389公里,比上年增长 9.9%。地铁 2号线南延线、蔡甸线、8号线三期开通试运营,全年

地铁运营总里程 339 公里,增长 11.5%。武汉轨道交通总通车里程跃居中国城市前列,城市快速路通车总里程达 281 公里,221 条

军运会保障线路道路破损等问题整治完毕,更有利于今后人们的出行。 

在军运会筹办期间,武汉市对部分场馆进行了全面的建设整改,对污水进行了处理,扩大了城市绿化面积,也对旅游景点进行

了美化。不断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风貌,让武汉这座城市焕然一新。 

2.1.3推动体育产业发展 

军运会的筹办,使得武汉地区的体育场馆建设、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同时也刺激了市民对体育产品的需求,促进了体

育产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基础设施建设结束后,场馆进入了赛前预赛阶段,很多场馆开始吸引市民前来观看,为军运会期间场馆门票的购买打下基

础。在预赛前,赛场需要进行大量体育产品的购置,这使得武汉市的体育产品及体育相关消费快速增长。军运会的举办,势必会消

耗大量的体育用品,高质量的赛事也必须配套高质量的体育产品。军运会的服装、体育用具等需求量的增大,带动了体育产业的

消费额。军运会也吸引了更多人参与体育运动,购买相关的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从多个方面共同促进了武汉市体育产业的发展。 

2019 年年末,武汉市共有体育场馆 158个,等级运动员发展人数 439 人。全年举办国际国内赛事活动 21 场,我市运动员共获

得 4个世界冠军,3个全国冠军。武汉市成功举办了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109个国家 9308名军体健儿同台竞技,赛事规模、竞

技水平创历届之最,全年体育彩票销售额 32.78亿元。 

2.1.4提升城市知名度,打响城市品牌 

军运会是中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国际军事赛事,也是继北京奥运会、南京青奥会后,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

它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市民的关注,向人们展示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及其内涵,融合军运会拼搏精神、砺剑精神、

军队特色和争创一流的追求,展示了敢于挑战自我、敢于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武汉人民积极参与,默默奉献,向世界人民展现了

富有凝聚力、饱含积极热情的武汉人民,同时也展现了武汉市的人文风光。 

武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春秋战国以来,武汉一直是中国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是近代中国重要

的经济中心,被誉为“东方芝加哥”,从古至今,武汉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悠久的黄鹤楼、有悠久楚文化韵味的省博物馆、武

大的樱花、“两江四堤八林带,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武汉十里江滩……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数不胜数的英雄故事,这些无不向世

界人民展示着武汉的独特风光。军运会的吉祥物、纪念品的设置,从武汉的历史、文化等多方面融合,弘扬了汉文化,让世界更好

的了解中国武汉,打响城市品牌。 

2.2后续发挥其优势方面 

2.2.1赛后场馆利用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比赛项目对应安排在 33个场馆中,另外建有 1个运动员村、1个媒体中心,共计 35个场馆设施项目。

尽管 35个场馆中有 13处场馆分布在 11所高校,但场馆设施建设依旧是重大工程。35处比赛场馆及设施,包含新建 13个,维修改

造 17 个,临时设施 5 个。同时场馆建设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体育场馆的建设规模一般都很大,军运会结束后,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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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如何利用,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纵观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发展历史,可见高效利用赛后场馆是世界性难题。 

大型体育赛事往往会面临着赛后体育场馆利用不充分的问题,场馆建设时资金投入大,赛后维护费用高,管理复杂,使得大型

体育赛事场馆在赛后很容易陷入经营困境,导致赛后场馆闲置。 

2.2.2合理利用各方投入 

武汉军运会是我国首次承办的综合性国际军事赛事,是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承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盛会。为把军

运会办成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精彩纷呈、非凡卓越的国际体育盛会,武汉市做出了巨大投入。除了赛事运作本身的成本外,还

要投入大量资金修建体育场馆,改善基础设施,增强城市功能保障,如推进汉江大道快速路、黄家湖大道等 44 个基础设施配套项

目建设等。 

近年来随着大型体育赛事规模的不断扩大,体育赛事的举办成本也越来越高昂,举办地政府要投入大量资金作为赛事运作成

本。因此需要合理各方投入,以提高资本利用效率。 

3 启示和借鉴 

3.1灵活利用现有资源,提高赛后场馆利用率 

充分利用举办城市原有的体育场馆资源,如大学校园场馆,将比赛项目安排在高校体育场馆内,在此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既

节省了资源,节约了新建场馆开支,又利用承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机会提升了高校的体育硬件设施建设水平,并能有效降低赛

后场馆闲置的风险。 

有选择性地建设临时设施。临时设施具有临时性,设计的时候可以简化;临时设施具有灵活性,非永久性建筑,可根据需要进

行布置;临时设施具有环保性,对环境的破坏较小,使用完可进行拆除;临时设施具有经济性,如果场馆都按永久设施的要求来进

行建设,需要投入的资金和人力相当大,临时设施可以减少人力、财力,并且可以重复利用,降低成本。 

至于新建的场馆,赛后可将场馆用于承办高水平国际体育赛事,也可用于专业训练、教学培训、国防教育和群众性文体活动,

形成多功能多元文化的体育休闲娱乐文化中心。同时,可以将体育场馆与其他产业相结合,如商业、旅游业,从而提高场馆的利用

率。也可以培养、引进优秀的体育管理方面的人才,对体育场馆实行更加专业化的管理。 

此外,军运村和军运会场馆建设要与城市规划和产业配套结合起来,为军运会赛后利用创造条件,留下空间。要学习借鉴国内

外成功经验,采取多种经营方式,拓展场馆功能,提高场馆利用率,为市民百姓做好服务,将 35个军运会场馆设施、217条保障线路

长久造福于民。 

3.2多方面分担政府办赛的财政经济压力 

增加政府对于体育赛事支出的透明度,例如明确关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赛事举办的相关性方面的切割,避免不清楚地动用

人力、物力、财力,避免不准确的财政支出。要公开账目,广受监督,避免“打肿脸充胖子”的情况发生,减少隐形支出。 

加强政府对体育赛事的政策性支持,促进中国体育赛事加快市场化和产业化。引入商业化和社会化途径,积极吸纳社会资金,

分担政府办赛的财政经济压力。例如加大宣传吸引企业投资赞助,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来承担一部分的场馆、设施费用,从而缓解

政府财政压力,发挥大型体育赛事的正向经济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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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调动城市内企业的积极性,让中小企业参与赛后城市的持续发展。对赛时集中新建的各类保障建筑设施进行改造,投入

商业市场。视情况改变体育场馆的经营性质,从非营利性转变为营利性。例如引入职业体育俱乐部,承接大型演唱会、招聘会,接

受城市居民到体育场馆进行有偿健身活动等,提高场馆使用效率,实现场馆多元化经营。构建财政回本、企业盈利、市民有地方

运动的多赢机制,积极利用赛会遗产辐射经济,鼓励市民积极参与体育运动,提高身体素质,从而减少政府的医疗保障支出,缓解

财政压力。 

3.3科学规划减少城市负荷 

政府要时刻关注城市居民的权益,对可能会出现的矛盾进行预判,并做好预防措施。例如在赛事举办期间新增公共交通路线,

车辆限号通行;对市场进行实时的监管,发现有不合理的抬价、不符合市场规则的行为要及时整治。在做好赛事筹备工作的同

时,“办好一个会,搞活一座城”,努力做到双赢。同时发挥城市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城市软实力。 

加强安保工作的科学化管理。视举办城市、举办国家的社会治安,以及体育赛事的规模、性质,做出合理的判断。安排充足

而不冗余的警力保障社会治安,既要保证赛事的安全举办,又要使市民、观众在无心理负担的情况下轻松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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