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一位来自北京的
体育迷在自己的抖音账号里

分享了在上海的一周：4 月 13
日在上海体育场看中超申花

和国安的“京沪大战”，4 月 14
日看海港队对山东队 ，4 月
19~21 日看 2024 赛季 F1 上海
站 。他感言 ，上海的重大国内
外体育赛事之多，使得这座城
市散发着巨大的吸引力。

翻开上海的体育赛事日

历 ， 体育赛事项目和场次之
多， 的确可以用 “目不暇接”
形容 。 常年举行的 ， 包括头
顶国际田联白金和金标头衔

的上海马拉松 、 上海半程马
拉松， ATP1000 上海大师赛、
F1 中国上海站， 射箭世界杯，
国际滑联四大洲花样滑冰锦

标赛， 中超联赛， CBA 联赛；
而新晋加入城市赛事日历的，
还有即将于 5 月 3 日开始的
环球马术冠军赛和 5 月中旬
开启的极限运动领域的奥运

资格赛 。 对于全球的优秀运
动员而言 ， 上海是他们实现
梦想的赛地 ； 而对于体育观
赛迷和爱好者而言 ， 上海是
见证体育精神和明星风采的

首选城市之一。
尽管成绩斐然，根据上海

体育大学联合国际体育经济

学会共同发布《2023 全球体育
城市指数》———上海位列全球

第四十七名，和伦敦、洛杉矶、
纽约 、东京 、巴黎和多哈等分
列全球前六的城市还有不小

的差距，那么在成为全球著名
体育赛事之城的征途上，上海
还有哪些方面是可以努力的？

笔者认为，首先上海应积
极引入和举办各类国际顶级

体育赛事。这不仅能够提升上
海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还
能够吸引更多的体育爱好者

和观众，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
的发展。通过与国际体育组织
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引进更
多具有影响力的赛事，可以为
上海打造体育赛事 IP 奠定坚
实的基础。

其次，上海在打造体育赛
事 IP 的过程中， 还应注重创
新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年轻
受众的感受和体验。 一方面，
上海应积极探索新的赛事形

式和模式， 不断推陈出新，为
观众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体

育盛宴 。另一方面 ，通过不断
优化赛事组织和运营方式，提
升赛事的质量和水平，确保赛
事的长期稳定发展。例如网球
上海大师赛等传统大型赛事

如何越办越好、 常办常新，是
主办方需要持续优化的选题。

第三，要注重大型赛事场
馆的建设，对赛事和区域发展
带来的积极影响。因为上海八
万人体育场已改建成专业的

足球场 ，所以 ，传统的国际田
联钻石联赛上海站今年移师

苏州举行，上海没有大型田径
赛事场地的短板显现，这不能
不说是一个遗憾 。同时 ，也有
一种声音认为，上海应该建设
像英国的温布利、西班牙的伯
纳乌这样的超级球场，足以容
纳并举办更大规模的国际赛

事。
固然，大型体育场馆需要

大资本投入，建设大量基础设
施， 需要进行综合的评判。从
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经济数

据层面 ， 不可能迅速收回成
本。 但举办国际重大赛事，能
很大提升城市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大型的体育场馆设施可
以更多地吸引受众，融入城市

的发展，进行更多元化的体育
运动。所以，上海在这方面，可
以有更全面的考量。

此外，上海还应加强体育
赛事的市场化运作。毕竟绝大
多数的体育赛事属于商业行

为 ，相比国内其他城市 ，上海
拥有交通 、基础设施 、人口方
面的天然优势，如果能让赛事
的主办方感到“有钱可赚”，也
无疑能提升上海体育赛事的

数量和质量 。笔者认为 ，这可
以通过引入商业化的运营模

式和机制， 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赛事的商业价值和盈利能

力。这包括与各类企业建立合
作关系，开发赛事衍生品和周
边产品，实现赛事的多元化收
益 。同时 ，上海还应加强赛事
的宣传和推广，提高赛事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观
众和赞助商。

■徐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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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值得好好看

时

中国也是全球创新版

图中的重要一极， 在 2023
年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

12 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中国办事处主任刘华介

绍，中国是全球知识产权活
动的重要贡献者，中国的专
利、商标、外观设计、植物新
品种申请量以及有效地理

标志数量等多个知识产权

指标位居全球首位

关税法新增加了货物

监管与税收相分离的模式，
即根据企业申报纳税情况，
通过后先放行，再根据原产
地、估价等原则确认应纳税
额，对提升通关速度 、提高
征管水平、便利对外贸易具
有积极意义。

———关税法将自今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北京国
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

表示，关税法的出台 ，将为
维护进出口秩序、规范关税
的征收和缴纳、保护纳税人
的合法权益等提供更坚实

的制度保障

智能工厂对整个京津

冀一体化的产业生态有非

常大带动性，一个汽车工厂
至少能带动 5~6 倍的周边
产业，因为很多大件需要实
现 50 公里周边配套。

———小米集团创始人

雷军表示，小米在北京建立
的标杆智能工厂，对于新型
工业化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福耀最近三四年没有

大的投资了 ， 这是不正常
的。 没有投资，怎么会有增
长呢？

———福耀玻璃董事长

曹德旺在股东大会上表示，
玻璃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福清、合肥两个项目投资近
百亿元是想清楚了才投的

比亚迪是目前中国最

大的电子代工厂，该板块一
年创造营收 1500 亿元左
右。

———比亚迪储能及新

型电池事业部副总经理王

皓宇介绍，比亚迪不仅是个
车企，华为 、小米等品牌的
手机及电子元器件都是比

亚迪生产的

“天工” 采用了独立自
主研发的全新人形机器人

运动技能学习方法———“基
于状态记忆的预测型强化

模仿学习”， 实现了全球首
例纯电驱全尺寸人形机器

人的拟人奔跑。
———全球首个纯电驱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天工”
发布，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
中心总经理熊友军介绍 ，
“天工” 具备开源开放性和

兼容扩展性， 达到更稳健、
更拟人、 更泛化的效果，可
进一步推动人形机器人规

模化商业应用

虽然钟薛高目前面临

诸多困难 ， 但我们努力改
变，负起责任的决心没有改
变。 励精图治，肩负起对员
工、伙伴和社会的责任。

———钟薛高创始人林

盛回应被限制高消费 ，称
“就是卖红薯也要把债还
上”

原本去年计划挣 2000
万元， 没想到年底挣了 1.4
亿，而且员工的工资是在持
续上涨的，很多店的员工薪
资普遍在 8000 元以上。

———胖东来超市靠细

致的服务和温暖的企业文

化持续走红，创始人于东来
称， 即便现在店里很忙，员
工的工作时间和放假也是

正常的

建议各地积极推动假

日竞赛，在全国假日安排的
基础上争相增加假日天数，
形成假日高地，作为吸引人
才安家落户的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国

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马亮表示，近期关于调休
的讨论热烈，期待政策会有
所回应 ■于玘珺

为加强劳动争议诉

源治理，推动解纷力量畅
通衔接。 近日，上海二中
院与上海市人社局共同

签署《关于加强诉源治理
和裁审衔接若干意见 》，
并发布十个劳动争议典

型案例。
这些案例中，不乏社

会上关注度较高、争议较
大的一些纠纷，法院对此
的判罚，呈现出“方向标”
的作用。

例如，周末“碎片式”
加班，是不少劳动者都普
遍遇到的现状。 那么，究
竟企业该不该支付加班

工资呢？
在一起相关案例中，

判决就明确为劳动者“撑
腰”。相关部门指出，随着
智能手机、 即时通讯、办
公软件的发展应用，传统
意义上的工作时间、工作
地点概念正不断模糊。从
实践情况来看，如“碎片
式”加班偶尔为之，用人
单位可以通过与劳动者

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如
成为常态，用人单位就要
积极采取措施充分保障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又例如，上班迟到遭

到企业“重罚”，是否合理
呢？

另一起相关案例中，
法院审理就指出，用人单
位可以通过规章制度规

定对劳动者扣除相应未

提供劳动时间对应的工

资部分，但用人单位行使
管理权要合理且善意。普
通用人单位不具备罚款

权，如果为了惩罚而扣除
多倍的工资，既有悖于法
律规定，也不符合情理。

还有意思的是一个

案例是，“网红”的劳动关
系如何确定？

对此， 法院认为，与
传统就业形态相比，“网
红” 具有更多的自主性。
因此，要综合审查双方权
利义务履行过程中的人

格从属性，以及经济从属
性来认定其劳动关系，这
对规范新业态用工管理

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当前，劳动人事争议

案件类型日益复杂，灵活
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用工

争议快速增长，劳动者诉
求也愈发趋多元，这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者

维权意识的提高。而对企
业而言，更是要“以人为
本”， 积极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携手共同发展。

■罗菁

让大型体育赛事，成为上海城市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