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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体育赛事食品物流是赛事能否成功举办的关键。

将比赛所需要的生活物资安全、高效、快速、准确地运送到需

求处，是赛事食品物流体系构建的目标。因此，应该从赛事

物流需求的预测、赛事物流中心的选址，以及物流运作模式３

个方面着手，构建赛事物流安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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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体育比赛赛事物流，是指从体育赛事开始到结束，

将体育赛事所需物资，从各地供给到赛事需求地的实时动态

过程。广义上，赛事物流包含包装、运输、装卸、存储、配送、

加工等活动。内容上，赛事物流包括运动员器材与场馆设施

物流、媒体器材物流、生活供给物流。俗话说，“兵马未动，粮

草先行”。食品物流事故，对于任何国际体育赛事举办国的

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１］。为此，构建高效、快捷、安全、准确、

网络化的食品物流安全体系，需要从赛事物流需求预测、物

流配送中心选址、物流运作模式３个方面着手。

１　体育赛事食品物流的需求预测
　　按照发生的时间，赛事物流分为赛前物流需求、赛中物

流需求和赛后物流需求。赛前物流需求是指比赛前对于物

流的需求，其一般占据整个物流的５０％；赛中物流需求，是指

比赛过程中对物流的需求，及时准确是此阶段的核心要求；

赛后物流是指赛事结束后的物流需求，此阶段主要表现为赛

前物流的逆向过程。对于食品物流需求量的预测，主要集中

在赛中，因此本文以赛中食品物流为考察对象。任何大赛举

办期间，除了运动员，还包括游客及本市居民的需求，游客和

本市居民的食品需求主要由社会物流保障。本文的研究主

要限定于参赛人员的食品需求。

１．１　食品需求量的定性预测

　　所谓定性预测，指的是根据同类体育赛事近期举办的需

求量进行类推，得出目标体育赛事食品需求量。一般而言，

同样体育赛事的比赛规模和受众数量是相对稳定的，唯一需

要微调的在于赛事举办地点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差异，以

及当地政府对比赛重视程度及投入力度的差异。表１列举

了运动员及工作人员人数、肉类、海产品、水果蔬菜、饮用水

等５个指标，以雅典奥运会与悉尼奥运会为例，各种数据的

比例基本维持在１．４，尽管海产品和水果蔬菜的比例高于

１．４，但是考虑到雅典奥运会与悉尼奥运会的时差、国家之间

饮食习惯与气候的差异，上述的差别是可以接受的。以北京

奥运会和雅典奥运会为例，其运动员及工作人员的比例为

１．１，但是其他产品的比例基本高于１．１，最高的甚至达到

２．４，如果考虑到东方的饮食以蔬菜为主也就无足为奇了。

同时，为向世界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借机提升国际知

名度和形象，物资供应方面水涨船高也就在所难免。综上所

述，悉尼奥运会、雅典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在食物需求量方

面是等比例关系，完全符合事物需求的定性分析理论。

１．２　食品需求的定量预测

　　对于食品需求的定量预测，需要对食品的需求通过一定

的模型计算出平均数，然因赛事举办地、参赛人群、参赛比例

等差异，为求一个平均值，故采用加权移动平均法。加权移

动平均数，对于不同移动时期的数值给予不同对待。对近期

数据给予较大的权数，对较远的数据给予较小的权数，这样

就可以弥补简单移动平均数的不足，适用于受各种变量因素

影响的食品需求定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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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近年来各届奥运会人员与食物物流对比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ＯｌｙｍｐｉｃＧａｍ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ｆｏｏ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

历届奥运会
运动员及

工作人员

肉类／

（ｔ·ｄ－１）

海产品／

（ｔ·ｄ－１）

水果蔬菜／

（ｔ·ｄ－１）

饮用水／

（×１０４Ｌ）

悉尼 １．６万 ８５ ５０ １５０ １３０

雅典 ２．２万 １２０ ８５ ３００ ２００

北京 ２．５万 １７８ １００ ７１２ ３２０

悉尼／雅典／北京 １．０／１．４／１．６ １．０／１．４／２．１ １．０／１．７／２．０ １．０／２．０／４．７ １．０／１．５／


２．５

悉尼／北京 １．０／１．１ １．０／１．５ １．０／２．０ １．０／２．４ １．０／２．５

　　犉＝犠犾，狋－（狀＋１）＋犻犃狋－（狀＋１）＋犻犇犾，狋－（狀＋１）＋犻

（１）

　　式中：

　　犉———第狋届体育赛事第犾类生活物质的预测值；

　　犻———体育赛事序列项数（１，２，３…… ）；

　　狀———移动平均法中考虑的项数；

　　犇犾，狋－（狀＋１）＋犻———第狋－（狀＋１）＋犻届体育赛事第犾

生活物资的实际值；

　　犠犾，狋－（狀＋１）＋犻———第狋－（狀＋１）＋犻届体育赛事第犾

类生活物资的权重值；

　　犃狋－（狀＋１）＋犻———第狋届体育赛事人数时第狋－（狀＋１）＋犻

届人数的倍数。

　　为此，式（１）就可以用来对大型体育赛事的某些需求量

进行计算，其中移动项目和权重（狀，狑）是变量，当狀为恒值，

狑的具体值是利用德尔菲法对狑 值进行预测。假设狀＝２，

狑１＝０．４，狑２＝０．６；可知犪１＝１．６８７５，犃２＝１．２２７，故犉３＝

０．４×１．６８７５×８５＋０．６×１．２２７×１２０＝１４５．７１９ｔ，而实际

上北京奥运会的肉类供应量为１７８ｔ，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

例为１．２。究其原因，实际值与预测值之间的差距是因为举

办地经济状况、支持及重视力度、运动员及工作人员生活习

惯和饮食习惯的差异。

２　体育赛事食品物流的选址规划

　　体育赛事物流中心的选址，应该以实现赛事成功举办、

物流服务成本最低为目标［２］。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原则：

① 成本最低原则，其包括建设费用、运行费用；② 兼顾性原

则，要求兼顾赛事的临时性需要与城市的总体规划；③ 便利

性原则，便利运输，强化水路、铁路、公路和航空的多式联运；

④ 先进性原则，强调硬件与软件的配合，强调利用科学技

术，强化赛事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影响物流

中心选址的主要因素有３个：① 自然条件，充分考虑地质、水

文等自然条件因素。避免在常发生暴雨、暴雪之地、地质松

软，城市内涝、地形坡陡、地形狭长之处建立物流中心；而应

该在透风、环境优雅、交通便利之处建立物流中心。② 供需

因素，强调物流的方便性，坚持空运和公路运输的联运，保障

点对点的方便快捷。③ 城市因素，保障赛事场馆的建设与

城市总体规划相配套，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使物流中心的地

域分布与区域物流资源相适应［３］。具体而言，大型体育赛事

物流中心的选址工作，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２．１　外部性证成

　　由于外部性因素的客观性，其成为选址论证首先需要突

破的，如果外部性不能证成，则物流中心就无法确定。此时，

主要考量因素是城市交通设施条件、城市规划用地条件、具

体地块的地质、形状等、与周围场馆的平均距离分布、以及周

边的基础设置和附属设置是否完备。以交通条件为例，必须

兼顾多种交通方式，强调物流中心的中转和集散功能，保证

配送的及时有效。

２．２　内部性证成

　　内部性证成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① 物流业务需求量

的计算，这既包括对各个食品总量的需求，更包括各项物流

的具体流量，比如肉类的存储量、对各个场馆提供的肉量的

分配运输，应急储备与运输，以及对于浮动量的计算存储等；

② 物流运输成本的预估。在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的前提下，

对物流成本的控制并不是很重要，只是以尽量降低物流成本

为原则。以北京奥运会为例，由于其比赛场地具有集中性，

且都集中于北京中心，“拿地”成本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保障

运动会的顺利举办成为最关键因素。

２．３　具体地址的证成

　　通过外部性证成和内部性证成，选择一些备选方案，在

这些备选方案中，经过组委会、行业机构和社会的公开听证

咨询建议后，最终确定物流中心的地位。当然，这个地址的

选择，不是根据单一的因素决定，而是综合了所有的影响因

素后，综合平衡的结果。

３　食品物流运作模式规划

　　物流体系构建的最后一环是运作模式的规划，食品物流

运作模式大致有３种：物流配送区域划分、物流仓储系统规

划、物流配送规划。

３．１　配送区域划分

　　赛事物流服务的模式主要有３种：自我服务模式、供应

商服务模式、第三方物流模式。自我服务模式的优点在于可

掌握物流过程，却面临物流设施一次性使用的困境。供应商

提供服务方便快捷，但众多服务商层次不齐，管理不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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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物流模式是指由专业化的工作承赛事的物流。对于大

型体育赛事的食品物流而言，其具有特殊性，一般会选择供

应商配送的模式，即供应商在通过一定的机构和赛事主办方

的审查后，将食品物资直接配送到比赛场馆和生活场馆。

　　事实上，食品需求对于质量和时效要求比较严格，其必

然要求物流是“少量多次”，否则容易损害食品的新鲜。申言

之，食品需求个性化，主要在于需求主体数量众多、复杂、涉

及面广。此时，如果采用第三方物流的方式，食品必然经历

从生产商———供应商———第三方运输———主办方检验等繁

琐的流程，这种人为增加货物中转环节和在途运输时间必然

影响食品质量。若改由对食品属性更为了解的供应商提供

服务，各供应商可以根据配送的内容制定更专业化、更细化

的配送方案，既保证在途运输时间，又能够保障食品的

新鲜［４］。

３．２　仓储系统规划

　　仓储系统是为大型体系赛事所需要的物资进行存储和

保管，仓储系统既是物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应对

突发性事件的提前准备，起一个缓冲的作用。一般情况下，

一个体育赛事的仓储物流由物资、存储空间、工作人员、仓储

设备、工作指南和信息管理几个部分组成。相对而言，生活

物资（食品）和易消耗物资的存储需要放在首位，因为其实时

供应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会更高。按照上述分析，对于生活物

资（食品）采用供应商物流的方式也是为应急需要［５］，其必然

要求赛事主办方有一定的储备，以备不时之需。就比赛器材

而言，其需求量一般不会发生变动，通常是赛前租用，赛后归

还。而生活物资则不同，其贯穿于赛前、赛中、赛后，且随着

比赛的日期有所变化，为此，在仓储设计时，可参照１９９６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６０％的赛事物流需求的不确定性
［６］。对于

物流设备、作业流程及信息管理系统，则可以寻求专业物流

公司的帮助，要么租借、要么培训［７］、要么第三方劳务派遣。

　　事实上，对于生活资料（食品）的物流派送之所以选择供

应商派送，主要是基于食品的特殊性，供应商物流可以保障

其新鲜以及配送的专业化。而为应对不时之需又让主办方

自己建立仓储中心，这无疑与选择供应商配送的逻辑相违

背［８］。为此，可以考虑对仓储进行优化，建立供应商仓储机

制。但这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供应商的仓储条件必须符合

赛事的相关资质要求，具有一定的信息管理水平，要求其能

够根据赛事的进程，实时掌控赛事情况，及时填补库存。为

此，需要主办方和供应商之间精诚合作，在产品质量监控、库

存水平预测和信息共享方面展开合作。

３．３　配送规划

　　赛事物流的配送规划具体内容包括：为物资的运输提供

最优的运输路线、运输方式和相关的宏观调配。在赛事物流

配送中需要遵守几个原则：① 快速反应的要求。由于赛事

中存在大量未知因素，突发性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

配送系统必须为赛事提供快速的点对点服务；② 安全准确

的要求。在快速反应的同时，必须要做到配送物品的质量不

出问题，避免出现二次污染［９］；③ 经济性的要求。配送作为

服务必须以盈利为目的，如何在保证配送速度和质量的前提

下，实现经济性的要求，是考验企业生存能力的大问题。为

实现上述目的，应该设立对食品物流安全进行统一管理和协

调的领导机构，设立独立的食品物流安全卫生检测和消毒机

构，防止腐败变质和二次污染，建立完善的食品物流监督与

培训制度，形成人人注重食品安全的意识［１０］。

４　结语

　　大型体育赛事能否顺利召开，完善的赛事物流体系必不

可少。作为提供运动员、工作人员基本生活需要的食品物流

体系，则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如果一个体育赛事，不能从基

本生活上做好保障，则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大型赛事食品

物流体系的构建，应该从３个方面着手，赛事需求预测、物流

选址规划以及运作模式规划，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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