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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与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以澳门标志性体育赛事为例探讨标志性体育

赛事对于澳门城市形象提升的路径。通过对 3 场澳门标志性体育赛事的定性比较分析结果发现，

澳门标志性体育赛事对于澳门城市形象的提升有“基础设施”“视觉形象”以及“文化形象”3 个

维度影响。据此 3 个维度提出提升澳门城市形象的路径：(1)加强城市基础建设，为赛事举办提供

硬件基础；(2)提升城市视觉形象，关注城市视觉系统设计；(3)加强体育文化传播，推进城市文化

形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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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others, as well as taking the 

iconic sports events in Macao as the cas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rovement path for Macao’s urban image. It is 

revealed by the results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iconic sports events in Macao that the 

enhancement of urban images of Macao is manifested in three dimensions of “infrastructure”, “visual image” and 

“cultural image”. In this regard, the paths to enhance the urban image of Macao are proposed as follows: (1) it is 

necessary to intensify the urban infrastructure for providing the hardware foundation for holding these events; (2)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urban visual image and to highlight the design of urban visual system; (3) it is necessary 

to intensify the spreading of sports culture an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cultur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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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体育赛事是实现

城市文化形象提升的重要举措[1]。依托举办体育赛事优

化城市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经济发展[2]，形成体育历史

文化遗产，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和文化软实力，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3]。 

澳门博彩旅游业居于四大支柱产业之首，以至于

一提到澳门，大众的刻板印象就是博彩业。标志性体

育赛事对澳门城市形象的塑造被遮蔽。澳门作为中西

方文化的交汇点，较早接触近代西方体育文化。16 世

纪中叶，现代西方体育经由葡萄牙流入澳门。18 世纪

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进驻澳门之后，赛马、划船、网

球等项目在澳门兴起。1990 年以来，澳门体育发展迅

速，群众体育十分活跃，竞技体育也逐步发展[4-5]。体

育赛事的成功举办能够给举办地的城市形象带来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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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澳门特区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引

进品牌体育赛事和培育本地化体育赛事。 

本研究选择了举办标志性体育赛事较多的澳门作

为研究对象，通过定性和定量结合的形式，更为客观

建构起标志性体育赛事对于城市形象提升的路径。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被广泛用于解决含有组

态现象相互依赖性以及复杂因果性的研究，它由 Ragin

于 1987 年提出[6]。该研究方法被社会学、管理学等社

会科学广泛采用。本研究之所以选择 fsQCA 作为分析

方法，一是既往关于体育赛事提升城市形象的研究以

及相关实地调研都表明，体育赛事提升城市形象是内

外部因素互动而引发的复杂社会现象。正因如此，要

探究体育赛事提升城市形象的机制与路径，仅基于单

一的前因变量间的独立作用或者多个变量之间的交互

作用的统计方法是不足以有效解释相关因素之间的联

动效应，而 QCA 方法立足于整体性视角出发，通过对

这一复杂现象的众多因素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进行分

析，从而弥补既往研究方法的不足[7]。二是体育赛事提

升城市形象的研究表明，可能会存在多条解释二者关

系路径的等效因果链，QCA 方法本身就有助于识别出

具有等效结果的前因组态情况，从而为理解不同前因

条件下导致效果的差异化，这也为进一步讨论条件间

的互补与替代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8]。 

1.2  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1)变量赋值说明。本研究的变量赋值采用 Likert-5

评分法邀请相关人员进行评测，所选取的调查对象都

来自澳门。研究小组通过调用社会资源，对多个体育

赛事期间的参与者进行访谈并邀请他们填写相关问

卷。研究遵循 QCA 对中小样本案例选择的原则，即保

证案例总体的充分同质性以及案例总体内的 大异质

性，以及达到案例数量和条件数量之间的平衡性。如

中等样本的分析中，通常选择 4~6 个前因条件[9]。因

此，研究选择调查了 2019 年澳门国际马拉松、澳门格

兰披治大赛车、澳门国际龙舟赛 3 场典型标志性体育

赛事，并随机邀请了观看赛事的游客、赛事志愿者等

进行问卷调查，每场发放 5 份问卷，回收 15 份问卷，

有效问卷共 15 份。 

2)结果变量。提升效果层面主要是考察标志性体

育赛事对城市形象的提升作用。有效果被赋值为 1，

无效果则被赋值为 0。 

3)前因变量。依据李川和杨志俊[10]的研究，研究

从城市建筑、城市布局、城市绿化、城市标志、政府

行为等角度出发，探讨了 12 个前因变量。 

4)变量描述性分析。本研究采用 SPSS 软件对于搜

集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见表 1)。获取的数据处于正态

分布，符合统计学中的建模要求。 

 

 

表 1  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T1 城市建筑 15 3 5 4.467 0.640 5 
T2 城市布局 15 2 5 3.867 0.834 4 
T3 城市绿化 15 3 5 4.267 0.704 4 
T4 城市道路 15 1 5 4.267 1.033 4 
T5 城市标志 15 3 5 4.467 0.640 5 
T6 城市环境 15 1 5 3.733 1.163 4 
T7 城市色彩 15 3 5 4.400 0.632 4 
T8 政府行为 15 2 5 3.800 0.941 4 
T9 城市关注度 15 3 5 4.533 0.640 5 
T10 城市文明 15 2 5 3.600 1.056 4 
T11 市民素质 15 2 5 4.267 0.884 4 
T12 城市认同 15 4 5 4.533 0.516 5 

 

数据校准与锚点确定。本研究采用直接校准程序，

将初始数据校准为 0~1 的 QCA 变量，此后再进行锚点

确认，从而确定数据的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的临界

值。确定变量锚点作为 QCA 方法的集合思想的体现[11]，

通过对案例集合关系的分析，研究需要对变量进行校

准，对原始测量进行解释。校准的本质是将变量转换

为集合，进而给予案例赋予集合隶属度的过程。本研

究将相关变量的锚点进行了确认，并将每个变量数据

用上下四分位点来分别作为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的

临界值，交叉点数值为上下四分位点数值的平均值，

由此 终确定了相关变量的锚点(见表 2)。 

 



 
第 6 期 黄振鹏，等：标志性体育赛事提升澳门城市形象的路径研究 81  

 

表 2  锚点确定值 

锚点 
变量类型 变量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T1 城市建筑 0.71 0.49 0.23 
T2 城市布局 0.85 0.71 0.32 
T3 城市绿化 0.73 0.52 0.23 
T4 城市道路 0.75 0.59 0.13 
T5 城市标志 0.72 0.53 0.33 
T6 城市环境 0.71 0.42 0.25 
T7 城市色彩 0.72 0.52 0.21 
T8 政府行为 0.76 0.58 0.24 
T9 城市关注度 0.81 0.52 0.27 
T10 城市文明 0.73 0.42 0.23 
T11 市民素质 0.81 0.63 0.27 

条件变量 

T12 城市认同 0.76 0.44 0.25 
结果变量 形象提升 0.78 0.51 0.34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研究对多个条件变量分别进行一致性和覆盖率分

析，其结果如表 3 所示。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模型

中的单个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 0.900 0，亦即说，在本

研究中并不存在某个单变量是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的必

要条件。此外，所有条件变量的覆盖率均大于 85%，

说明就单个变量对于结果的解释能力是充分的。 
 

表 3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T1 0.514 0.911 
T2 0.623 0.912 
T3 0.621 0.874 
T4 0.571 0.862 
T5 0.629 0.873 
T6 0.625 0.901 
T7 0.627 0.860 
T8 0.571 0.886 
T9 0.528 0.871 
T10 0.547 0.852 
T11 0.713 0.876 
T12 0.635 0.887 

 

2.2  计算模糊集并构建真值表 

研究采用 Fiss 的方法[12]，对出现模糊集隶属分数

0.5 所在的条件一栏增加 0.001，同时再确保计算后的

模糊集数值 大不超过 1。依据 QCA 研究方法的分析

步骤，同时根据本研究调查问卷使用的 Likert-5 量表，

借助 Poorkavoos 和 Duan 等[13]的研究计算模糊集。通过

模糊集的计算，研究构建出真值表(见表 4)。

 

表 4  真值表 1)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T11 T12 R 

1 0 1 1 0 0 1 1 1 0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0 1 1 0 1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0 0 1 1 1 0 1 1 0 

0 0 0 1 1 1 0 1 1 1 0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字母 T 表示题目的排名，如 T1 表示问题 1，后续以此类推，R 表示结果变量的赋值 

 

2.3  标志性体育赛事对于澳门城市形象提升的组态路径 

针对相应的组态分析，本研究依据 Fiss 提供的标

准以及 QCA 研究方法的普遍规则，将组态充分一致性

的阈值设定为 0.8，PRI 的一致性设定为 0.75，为保证

本研究组态充分性符合要求，将案例数阈值设定为 1。

通过运算，相关研究产生出 5 条路径(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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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组态结果 

编号 组态路径 原始覆盖率 净覆盖度 一致性 

1 T1*T3*T4*~T5*~T6*T7*T8*T9*T10*T11*~T12 0.631 814 0 0.090 900 0 0.875 0 
2 T1*~T2*T3*~T4*T6*T8*T9*T10*~T11*T12 0.636 364 0 0.545 455 0 0.875 0 
3 T1*~T2*T3*~T4*T5*~T6*~T8*T9*T10*T11*T12 0.090 909 1 0.090 909 1 0.666 7 
4 T1*T2*T3*T4*T5*~T6*~T7*T8*~T9*T10*T11*T12 0.090 909 1 0.090 909 1 0.666 7 
5 T1*~T2*~T3*T4*~T5*T6*T7*T8*T9*T10*~T11*T12 0.090 909 1 0.090 909 1 0.666 7 

 覆盖率 0.802 617 
 解决方案一致性 0.836 467 

 

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作为 QCA 研究的重要步

骤之一，本研究借鉴 Ragin、Leppänen 等[14]提出的调整

一致性阈值水平的形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将一致

性的门阀值从 0.8 提升到 0.85 后，并没有发现参数的

调整显著影响了组态数量、一致性、覆盖率等拟合参

数的实质性变化，因而研究认为当下的分析结果较为

可靠[15]。 

本次研究共计算出5 条路径，总体覆盖率为0.802 617，

这说明相关案例结果能够有效解释约 80.2%的标志性

体育赛事对于城市形象提升的问题。 

组态路径 1：标志性赛事提升城市形象的基础设

施依赖路径(见表 5)。该路径主要强调标志性体育赛事

提升城市建筑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提升城市园林绿化

程度、促进城市道路优化、增强城市标志在人们心中

的记忆、优化城市环境卫生、优化城市色彩、优化政

府行为、帮助城市获得更好关注度、提升城市文明程

度、提升市民素质、促进公众对城市的认同。其中优

化城市环境卫生、优化城市色彩、促进公众对城市认

同成为该路径非必要的变量。这说明在该路径中，需

要关注到该路径对于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如道路优化、

环境卫生等问题。同样，城市文明程度、市民素质等

问题也需要关注。该路径的可解释能力为案例的

87.5%，说明仍旧有一些因素未能被有效挖掘。 

组态路径 2：标志性体育赛事对城市形象提升的

视觉依赖路径(见表 5)。该路径强调提升城市建筑形

象、促进城市布局优化、提升城市园林绿化程度、促

进城市道路优化、优化城市环境卫生、优化政府行为、

城市获得更好关注度、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提升市民

素质、促进公众对城市认同等因素的作用。其中促进

城市布局优化、促进城市道路优化、促进城市绿化、

提升市民素质 4 个因素作为非必要条件。从该路径看，

标志性体育赛事对于城市形象提升需要注重城市建筑

形象，包括园林绿化程度、道路优化状况、环境卫生

等城市形象可视化的因素。该路径的可解释能力为案

例的 87.5%，说明仍有一些因素未能被有效挖掘。 

组态路径 3：标志性体育赛事对城市形象提升的

文化形象路径(见表 5)。该路径从标志性体育赛事对于

城市形象文化提升的路径出发，指出标志性体育赛事

能够提升城市建筑形象、促进城市布局优化、提升城

市园林绿化程度、促进城市道路优化、增强城市标志

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优化城市环境卫生、优化政府行

为、帮助城市活动获得更好关注度、提升城市文明程

度、提升市民素质、促进公众对城市认同。其中促进

城市布局优化、促进城市道路优化、优化城市环境卫

生、优化政府行为等因素作为非必要因素。文化形象

路径强调了标志性体育赛事对于城市形象提升的文化

维度，明确城市文明、市民素质以及城市认同对于城

市形象提升的作用与意义。此外，该路径的可解释能

力为案例的 66.67%，解释能力低于前两条路径。 

组态路径 4~5：标志性体育赛事对于城市形象提

升的混合路径(见表 5)。 后两条路径显示出了标志性

体育赛事对于城市形象提升的混合路径，这两条路径

的共同特征在于强调以优化政府行为基础，通过对城市

视觉形象、文化形象、市民素质等内容的共同关注，明确

标志性体育赛事对于城市形象的提升是一种复合作用。 

 

3  讨论 
由于澳门城市的历史文化、城市空间和基础设施、

体育氛围、体育产业结构、发展战略等因素影响，与

世界知名国际体育城市相比，标志性体育赛事的影响

力、规模等方面均存在短板和缺陷，在借鉴知名国际

体育城市举办标志性体育赛事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

据澳门的发展定位和实际情况，提出澳门标志性体育

赛事促进城市文化形象建设的策略。 

3.1  加强城市基础建设，为赛事举办提供硬件基础 

标志性体育赛事对于城市形象提升的影响首先在

于基础设施建设。承办相关体育赛事，需要推进相关

的基础设施建设。硬件场地作为举办体育赛事的基础，

一方面它能够为体育赛事提供必要的场所，另一方面

成功举办体育赛事后，相应的体育场馆会被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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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后其他赛事的举办地或是为旅游和展览提供硬

件基础。说明标志性体育赛事的场馆建筑在体育赛事

之后，本身也作为城市的记忆或标志，可以重复使用。

正因如此，更加需要重视标志性体育赛事的基础设施

建设，由于城市建筑的公共性特征，城市建筑的基础

设施一方面承担相应的场地功能，另一方面基础设施

也是人们感知城市形象的载体。与王昕[16]的研究成果

类似，城市建筑的视觉部分能够有效影响到人们对城

市形象的感知，且强化视觉信息系统的核心功能对感

知城市形象具有提升作用。由此可见，城市视觉形象

作为人们感知城市形象的首要内容，不仅要依靠相关

建筑以及城市绿化，还需要对城市道路进行优化。 

就体育赛事与澳门城市基础建设而言，本研究提

出“公共性”与“专业性”结合的想法。首先，将体

育赛事所需要的专业性基础设施进行扩建，以供赛事

活动时使用。其次，本研究认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公共

性和为生产服务与为生活服务的两重性并重，当体育

赛事活动举办完成后，将体育赛事的基础设施适当“公

共化”，成为城市居民都能够享有的公共基础设施，以

便于各位市民进行体育活动。 

3.2  提升城市视觉形象，关注城市视觉系统设计 

标志性体育赛事对于城市形象的提升，其基础在

于城市是被感知的存在，人们对于城市形象的第一感

受便是城市视觉形象。相较于其他感知方式，视觉感

知具有直观性和具有意义符号特征。有研究证明，当

人们在谈及城市形象时，首先浮现在大脑的多是城市

的标志性建筑物、建筑色彩、标志系统等方面，由此

可见，视觉因素在城市形象建设中具有直观效应[17]。 

由于城市视觉形象的重要性，研究提出提升澳门

城市视觉形象时，应该进行系统化的城市视觉系统设

计。澳门作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较早地区，澳门城市

形象具有多元化特征，标志性体育赛事的举办为澳门

的城市形象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要融入澳门

的多元文化的元素，另一方面要突出标志性体育赛事

建筑设施对于澳门城市文化的体现。因此，从文化多

元性角度出发，澳门的标志性体育赛事建筑应当综合

考虑当地文化与体育赛事文化的融合，从建筑物选址、

外观、功能乃至整个赛事的视觉系统都需要融入澳门

的特色文化。 

就体育赛事与城市视觉系统建设之间的关系路径

而言，本研究认为澳门城市视觉系统需要兼顾“地域

性”与“国际性”。首先，澳门作为中西交汇之地，经

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生长出具有澳门特色的城

市视觉，这包括“哪吒庙”在内的多个视觉地点。进

一步将这些视觉地点融入到整合澳门城市的视觉设计

中，从而发展出具有澳门特色的视觉系统，强调在体

育赛事期间澳门视觉系统的“地域性”。其次，将澳门

城市视觉系统进行推广，达到“国际性”。可将澳门体

育赛事做成周边产品，如吉祥物、体育建筑平面展示

等等，从而有效推广澳门体育赛事与城市视觉设计走

向国际化舞台。 

3.3  加强体育文化传播，推进城市文化形象建设 

体育赛事是城市文化形象建设的主要内容和载

体，通过提高体育赛事文化传播质量，帮助城市积极

建构自身特色文化形象。澳门应在充分借助其独特中

西融合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根据城市发展定位和城

市文化形象发展战略。利用中西文化风情特色的本土

化传统体育活动和国际品牌体育赛事，促进体育赛事

品牌和城市品牌协同发展，供给市民及游客需求相适

应的城市体育文化，凝练和创新属于澳门自身的体育

文化记忆与表达。 

加强体育部门、旅游部门以及文化部门的协调联

动，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体育赛事的支持和开发，

政府应加快建设促进体育赛事发展的扶持政策法规以

及相关的配套政策。澳门的体育社团在体育赛事中起

着重要作用，截至 2022 年 5 月，澳门体育总会共 45

个，具有总会特权的体育会 11 个，中国澳门体育暨奥

林匹克委员会 1 个。另外有 1 830 个体育会以社团形

式登记。澳门的标志性体育赛事活动基本由政府主办，

依托体育社团，与旅游活动结合起来，不仅推动旅游

和体育的发展，同时，扩大澳门社会内部各类社团的

交流与协调，加强不同阶层之间的沟通。通过广泛开

展各种大众体育活动，如大众康体日、澳门妇女体育

嘉年华、亲子运动日、世界步行日欢乐跑等活动，激

发市民体育热情，培育市民的体育意识，提高市民特

别是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科学性，营造健

康活力的大众体育氛围，促进全民健身运动开展，提

升城市活力。政府在处理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关

系，应推动两者共同协调发展，以体育赛事为载体，

推动体育的健身功能、文化功能、经济功能的有机整

合，促进澳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交流和社会和谐稳

定，市民身体素质提升和体育赛事氛围的营造。加强

体育文化传播力度，优化文化、体育和旅游资源的整

合，助力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塑造和提升澳

门城市文化形象。 

从社团推广的角度出发，需要注重推广的“层次

性”和“目的性”。首先，从社团的层次来看，澳门的

社团较多，且社团与旅游、汽车、体育等诸多“圈子”

都具有交往，通过社团将澳门的体育文化进行传播，

带动多个群体联动，达到澳门体育文化推广与城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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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建设双重发展的目的。其次，从社团工作的目的性

出发，可以长期聘用或者长期将推广澳门的任务进行

众包，邀请多种社团共同参与推广，可达到较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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