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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体育赛事由于其自身固有的一些特点，及其在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的一些

新特点，而具有众多、相当特殊、并且仍在不断增加的风险。在体育赛事活动中

把握机会、降低风险或者减少风险损失，是赛事成功的重要保证。本文将定性研

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把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看作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系统，分别

从赛事风险识别、赛事风险分析以及赛事风险策略选择这三个方面以层次分析法

(AHP)为主要工具研究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

层次分析法为体育赛事风险分析和风险控制措施的选择提供了有力的量化

工具。在对赛事风险充分识别的基础上建立风险影响因素层级结构，通过构造判

断矩阵并对矩阵求解，得出的层次总排序结果可以使管理者明确赛事风险各影响

因素的相对大小，从而将精力集中于应对那些主要的风险因素上。

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在风险识别阶段，识别体育赛事风险的各影响因素，

从而为风险分析和风险控制提供研究基础；在风险分析阶段，运用AHP衡量赛事

风险的各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从而为赛事风险控制奠定基础，使得赛事风

险管理者能够将精力集中在那些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上面；在风险控制阶段，针对

不同的风险因素实施不同的风险策略，集中精力应对最主要的风险因素。由于体

育赛事的风险纷繁复杂，运用AHP在对赛事风险充分识别的基础上建立风险影响

因素层级结构，通过构造判断矩阵并对矩阵求解，衡量赛事风险的各影响因素的

相对重要程度，得出层次排序结果，提出赛事风险主因素。

本文以网球赛事为例，将赛事风险分为四类：1、突发事件风险，主要包括：

自然灾害(地震、沙尘暴等)，传染疾病(如sARS)，国内外局势动荡等；2、

组织管理风险，主要包括：人员风险、财务风险、场地器材风险、时间风险和信

息风险等；3、市场营销风险，主要包括：门票销售风险、赞助权风险、特许标

志使用权风险和赛事转播权风险；4、其它风险，主要包括：天气变化风险，政

策法规变化风险，大牌球员退赛风险等。研究表明：对网球赛事风险影响较大的

因素有：人员的组织管理风险、时间风险、门票风险、天气变化风险等；在文中

对以上风险因素逐一做了应对分析。而信息风险、特许标志使用权风险、政策法

规突变风险、赛事转播权风险、国内外局势风险等，对赛事基本上构不成什么威

胁。

关键词；AHP；体育赛事；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应对



ABSTRACT

Spons吖cnts llave incre鹤in四y a lot ofriskes becau∞ofits illll部ent c：h盯：越eristics，

and也e new developmem stage of i忸new ch龇ac吲stics．It’s Vefy imp(．nant for

sportseveIltst0砌1cetlle risk锄di忸loss器勰血evefyoppomlllitycom％by．hltllis

pap％wim quaIi枷ve research锄d quantitative rese锄旭sports“eIIts risk

maIlagcmcIlt we他stlldicd丘Dm three fields 1墩e riSk idellti矗cation'risk孤alysis aIld

fisk resp0Ilsewi也meAHP嬲tllemaintoolforresearch．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is a pow曲l tool f．or spons ev∞ts risk analysis

and risk comrol me够ures．Full recognition oftlle risks is Very imponent b私ed on tlle

1liefarchy of—sk factors．By cons仇l幽g tlle m撕x s01ution Ranl(ing reslllts can be

drawn so mat tlle to“levd m锄age侣豫cc de盯risk factors in me rel撕、，c magllitllde

ofnleilIlpa以删ch will如cus伽coping谢m恤majof risk缸tors．
11璩contem of tlle p印er incIude：risk ideIltification stage，to identi毋sporting

cv锄ts ofme risk fhcto埽fbr tlle risk姐alysis锄d risk con包rol researdh b勰e；hl tcrIns

of inv髂tnl朋t risk aIlalysis ph嬲e’AHP mea∞re of me risk cvents affccting me

rdative imponaIlce of fhctors，in order f．or tlle e咖t lay tlle旬眦dation for riSk

con臼．ol，mal(e tlle e、r翎t risk m柚agers to foc璐tlleir ene晒鼹on me moSt iIIlportallt

risk鼬。瑙above；me risk con仃ol stage’Wim dif衔e11t riSk facto墙in di侬棚lt risk

strategy，should 001lcennme on me most imponant risk fhcto培．

B嬲ed on tlle既ampIe of t明llis match部，me event will be divided into follr

c砷e90ri鹤of risk：觚unforeseen eVent risk includillg：natllral dis嬲ters(eanhquakes，

sandsto衄s，etc．)，infectious dise舔嚣(鲫ch勰SARS)，volatile sitIlation at home and

炯ad，ctc．2．dsk maIlageIIl髓t，induding：perso衄d risk，financial risI【，risk venues

cquipm锄t，time and risk infbmation risks 3．Markcting risks include：risl【s ticket

sal器，sp01lsorshjp rights risks，Cllanered si印s risl(s肌d tlle fi曲t to llse race

bmadc鹤mlg ri曲ts riSk 4，otller risks include：chang韶ill the wea也er risl(’polici韶

柚d reglllatio璐change risks，tlle big game playe螺re仃eat risl(s．Research show8：

tcIlIlis match酷more risk facto硌：tlle risk m锄ag锄eIlt’time r!isks，risl(s tickets，

weather risks：Ill tlle text of e细ch of tlle a_bove risk facto碍should d0 tlle aIlalvsis．

111fomation risk，me conc部sionaire the right to砸e si伊塔risI【s，polici鼯觚d

regIllations mutation risk nle ri曲t to bmadcast tlle“cIlt risI【'risI【s oftlle sitIlation at

home a11d abroad，llle ev锄ts do not constitute她y tI鹏at b勰ically．

Key霄ord8：AHP：Sports Events：Risk Identification：Risk Analysis：Risk

ResDonse



首都体育学院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本论文所用方法、手段及数据、材料真实可靠，研究工作是在导师

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无任何剽窃他人成果行为。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

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

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

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豫每勃日期：易p]年6月-『日作者签名： I哿参豹 日期：易p]年6月7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

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首

都体育学院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

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请在以下相应方框内打“√”)：

l、保密口，在一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2、不保密口。

作者签名：％囊-象 日期：认司年6月_7日

导师签名：

日期：1％月7日



1前言

1．1选题依据

目前，从总的趋势来看，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很多领域都在从“决定论”向“选

择论”的方向发展，使得有些“硬”科学出现“软化”的倾向；与此同时，过去无法进

行运算的“软科学”逐渐向程序化发展。产生这种趋势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某些事物

之间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和某些信息的不确定性(包括随机性、模糊性、和未确知性)

正在得到普遍的承认并逐步得到正确的处理。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人们也认识到，在人类

社会中，人对事物的发展也能够更积极更主动地参与，而不像从前那样束手无策。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体育赛事的需求表现得日

益突出，各类体育赛事络绎不绝。体育赛事由于其自身固有的一些特点，及其在新的发

展阶段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而具有更多的和相当特殊的，并且仍在不断增加的风险。

对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研究属于对赛事项目不确定性的研究，属于软科学的研究范

畴，相应的体育赛事风险管理则是一种包含多类学科的综合管理活动。政府和赞助商的

投资着眼于预期的收益，而又不可避免的承担着相应的风险，一旦风险产生，将可能带

来重大损失。因此，在赛事活动中把握机会、降低风险或者减少风险损失，成为体育赛

事成功的重要保证。 ．

由于风险来源于事物的不确定性，因而赛事风险与赛事管理者掌握的信息程度高度

相关。虽然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些因素是管理者可以把握、消除或回避的，这样，

对赛事风险的评价以及与之相关的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应对便成为赛事管理者一

项重要的工作内容。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国内对体育赛事的研究有升温的势头，其中

不乏对赛事风险管理的研究。但是大多数研究者只是对已发生事件进行定性描述。而由

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体育赛事的规模开始不断扩大，赛事所必需的经费日益膨胀，所

牵涉的人员同益增多，所包含的环节日益复杂。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能定性认识赛事风险，

还要进行定量分析，尽可能将各风险因子量化，找出内在规律，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的分析方法，能将难以定量的总目标进一步分解，利用可精确化、定量化的子目标系统

解决问题，并且能有效地测度子目标定量判断的一致性，是一种有效地处理不易定量化

变量下的多准则决策手段。体育赛事中的风险多种多样、纷繁复杂，利用AHP可以将复

杂的问题分解成递阶层次结构，然后在比原问题简单得多的层次上逐步分析；可以将人

的主观判断用数量形式表达和处理；可以同时处理可定量和不易定量因素。



1．2研究目的、意义

拓展体育赛事管理的学科体系，从管理学角度对赛事风险识别、评价和应对提出框

架，对未来赛事进行技术支持。

从具体赛事中提取数据进行定性分析，指导体育赛事的风险管理活动，争取对今后

举办的各项体育赛事甚至北京2008年奥运会能够有所裨益。

1．3研究任务

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把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看作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系

统，分别从赛事风险识别、赛事风险分析以及赛事风险策略选择这三个方面以层次分析

法(AHP)为主要工具研究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

1．4文献综述

1．4．1风险与风险管理

关于风险方面的研究，美国是发源地，德、法、日等发达国家的风险管理都是在美

国理论体系下发展起来的。1952年和1963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可威茨及他的学生威

廉夏普分别在风险研究领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两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

的scott E．Harrington和Gregory R．Niehaus在研究风险管理与保险关系的基础上，

研究了如何将保险运用于风险管理方面1。sergio Focordi和C．B．Chapman2从实际运

用出发，注重风险管理与实际相结合，结合具体项目研究风险管理的方法和评价模型。

总之，学术界关于风险管理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对三个问题的讨论

上。其一是关于风险的定义，即什么是风险目前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其二是关于

风险管理的概念及其内涵的讨论，由于对风险定义的不同导致了对风险管理概念的界定

并不完全一致，但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实施风险管理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结

论；其三是关于风险分析的方法研究与探讨方面。

1．4．1．1关于风险的定义

风险一词在现实生活中被经常提到，但要对风险下一准确地定义在理论界存在很大

的分歧。按照普通人的理解，风险无疑是坏的，是避之而唯恐不及的，通常人们对风险

的理解是“可能发生的问题”。韦伯字典中将风险定义为“遭到伤害或损失的可能性”；

《新华字典》中对风险的定义就是“可能发生的危险和灾祸，在经济生活中特指投资或

利润可能回收不回来”。但对这一概念，在学术界仍然没有形成一致公认的定义，但大

致可以分为两类观点。

1
scott E．H抓{n鲫，orcgory IL NieIla啷著，陈秉正等译：风险管理与保嘲M】清华人学}}I版社：2001lo

2
cIIapm柚C．B．：Fu伽re d“elopm舶t{II—sk锄alysis techniqII嚣明Int廿Ilati蛐aI J姗aI ofP叫ect

M∞ag∞∞‘1989，515，230一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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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点则认为风险是“损害发生的可能性”(Haynesl)；美国的cooper D．F和

ctlap髓n C．B在《大项目风险分析》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是：“风险是由于从事某项特

定活动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经济或财务的损失，自然破坏或损伤的可能性”。

2这种观点下的不确定性，是指人们对每次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在认识上或估计上的差别，

包括：生产与否不确定，发生时间不确定，发生状况不确定性以及发生结果之程度不确

定。这些观点下的风险概念都只是将风险与损失相联系，而没有将风险与有利的一方面

相联系，认为风险是指出现的后果与目标发生的负偏离，即风险可能会导致损失。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风险不只是指损失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包括盈利的不确定性。

e．小阿瑟．威廉斯和迈克尔·L·史密斯在《风险管理与保险》这一合著中将风险定义为

“在给定情况下和特定时间内，．那些可能发生的结果间的差异”3。差异越大，风险越

大；反之，差异越小，风险越小。若有多种结果，则每一结果有其相应的概率。如果只

有一种结果，则无风险可言。这种观点下的风险是与不确定性相联系却又相互区别的概

念。也就是说，风险表示各种可能性结果与期望值之间的差异。事件出现的结果可能比

期望值大，也可能比期望值小。以收益率为例，那么风险既包括了比预期收益率高的可

能性，又包括了比收益率低的可能性。这实际上表示风险代表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

是风险意味着机会(opportunity)，表示行动结果积极的一面(比预期收益率高)：另一方

面意味着威胁(threat)，表示行动结果消极的一面(比预期收益率低)4。

从上述关于风险定义的两种观点可以看出，第一种观点则主要强调风险的负面影

响，认为风险是一种相对期望结果而言的损失；而第二种观点下的风险定义强调的是风

险与不确定性的关系，风险是指对预期结果的偏离，这种偏离不仅包括正向(一般认为

是“好”的偏离)，也包括负向(一般认为是“坏”的偏离)。因此，常常把前一种观点

下的风险定义称为狭义风险，后一种定义下的风险定义称为广义风险。

综上所述，所谓风险是指人们对未来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而可能导致的结果与预期

目标发生的偏离程度。这里的结果与不确定性相对应，包括J下反两种可能，结果与预期

目标的偏离越大，对于负偏差，意味着威胁越大；对于正偏差，则意味着机会越大。在

实际的经营活动中，人们对于风险所带来的意外损失比对风险所带来的意外收益更加关

切。所以，本文所界定的风险主要是风险对期望结果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风险管理的目

的也是侧重于减少可能的损失。

1．4．1．2关于风险管理的概念

从对风险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广义上的风险概念不只是指损失的不确定性，而且还

‘转弓I自周慧玲编译：风险管理学[M】武汉测绘科技人学Ⅲ版社1996
2
CooperD．B卸d cIl印m甜，c．B．：Risk Allalysis衙LargePmjccts：Mdhods种dCa鲻【M】w1％N删Y研k1987

3 c小阿瑟威廉斯，迈克尔·L·史街斯著，马从辉等译：风险管理与保险【M]北京经济科学小版社·2000．5
4 D州dHills∞：E】【taldingd峙一sI【pI㈣tom锄agcopportIIni石髂【J】In咖l撕onalJoumal ofP叫cctM锄ag硼朋t20
(2002)23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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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盈利的不确定性。而狭义上的风险概念则只强调损失的不确定性。对风险定义的不

同理解导致了风险管理概念上的不同。

从广义的风险概念出发，风险管理不仅仅强调对可能出现的损失的管理，也包括对

可能出现的盈利的管理。比如项目管理学会(PMI)对风险管理的概念定义为：风险管理

是针对项目风险的系统性的识别、分析并做出反应的过程。风险管理旨在使影响目标的

那些积极事项的概率和结果最大化，也包括使影响目标实现的那些消极事项发生的概率

和结果最小化1。

但一般对风险管理的定义都是从狭义风险的概念出发，比如willi鲫s和

Reins[1964]对风险管理的定义是：通过对风险的鉴定、衡量和控制以最少的成本而使

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达到最小程度的管理方法。我国台湾学者邓家驹[1987]认为风险管理

是一种应用科学，在基本理念上，风险管理在于调整(1)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各种结果；

(2)为确定未来结果所需支付的代价的大小，风险管理的重心就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

处于这个平衡点的性质是我们的投入代价并非最低，面对的风险也不是最小，但是在两

者的组合下，就整体而言，却是最经济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位置2。

无论风险管理的定义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来说，对于风险管理的程序和步骤都是

一致的，即风险管理都要通过风险识别、风险评价、风险控制来予以实现。风险识别是

风险管理的首要环节，是风险控制的基础，只有认识风险，才能对其进行控制；风险评

价是对风险水平的分析和测量，包括测量各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和损失的规模和严重

性，风险评价是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对风险的进一步深化；风险控制则是在前两步基础

上针对风险的特性，采用不同的方法比如保险、套期保值、多元化投资等方法将风险水

平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

总之，风险管理是管理主体对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有效控制风险，以

最低成本实现最大安全保障的方法。它是对项目中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风险进行全面

防范、回避、减少及应变处理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和，目的是保证经济实体的经营安

全和稳定发展。

1．4．1．3风险分析的方法

风险分析与评价是风险管理链条中最核心的一个环节，进行风险分析就是在风险识

别的基础上，建立问题的系统模型，对风险因素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并估算出各风险

发生的概率及其可能导致的损失大小，从而找到该项目的关键风险，为重点处置这些风

险提供科学依据，以保障项目的顺利进行。

1．4．1．3．1单一风险的衡量

1
Pmject M咖gement Institutc=A Guide to lIle P喇cct M鲫agmcnt Body ofl(Il刚edg已2000．

2转引自刘斌：企业投费风险管理研究【D】天津人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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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风险可以从定性的角度和定量的角度来予以衡量。

(1)从定性的角度，可以把风险划分为多个不同程度的等级，比如大、中、小或高、

中、低等。每个风险级别都有自己的风险特征，包括发生的频率以及发生后产生的严重

性。一个有效的描述风险级别的工具是“心图”‘，如下图所示：

产
重
稷
攫

菇

低

严霞但不经常发生 严重而且经常发生

苓严熏也不经常麓生 不严重题经常发生

低

图1

(资料来源：刘伟华译：

发生频率
巍

风险级别心图

《风险管理》中信出版社，2002年9月，P12)

心图一般是一个轴代表风险导致后果的严重程度，另一个轴代表风险发生的频率，

因此风险可以被划分为四个分区，对于不同的分区可以评定为不同的风险等级。比如对

那些发生频率低而且其发生后所带来的严重程度低的风险可以归为低风险处理；而对于

那些经常发生而且其发生后所带来的影响很大的话，则可以将其认定为高风险。

(2)从定量的角度来衡量风险的大小。通常以实际结果与人们对该结果的期望值

之间的离差来衡量某一事件的风险程度的大小。离差可以有三种形式：方差、标准差、

方差系数。

因为风险是指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所以收益的期望值E(X)用数学方法表示即为：

刚，。降毛鼠’ ⋯

＼￡．对《x)dx
(附注：公式l中表示项目A的概率分布属于离散型分布，n表示有n种结果，x·表

示事件A第i种可能性的取值，PI表示x。发生的概率；下式表示事件A的概率分布属于

连续型分布，f(x)是其概率密度函数。下同)

刘伟华(译)：风险管理[M】中信出版社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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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事件A的风险则可以用方差D(X)来衡量：

掣，。》一2所
恒?。删2删出

6-扣两

(2)

因此常常采用标准差6来衡量风险的大小：

(3)

标准差可以作为衡量预期收益变动的绝对标准。即标准差越大，风险就越高。

另外，人们还通过方差系数(CV)(也被称为风险度)来衡量相对风险的大小：

Cv拳南 (4)

方差系数表示每单位期望收益中所含的风险量。方差系数越大，表明风险也越大。

1_4．1．3．2项目总风险的衡量和分析

一个项目总是面临很多种不同的风险，但是项目总风险6不再仅仅是各个风险简

单的加总，而应该通过以下公式得到1：

6摹
其巾，艿让-毛^6j6I

(5)

公式5中，6。是因素j和因素k的协方差，r。是因素j和因素k之问的相关系

数，6，是因素j的标准差，6。是因素k的标准差。若j=k时，相关系数为1。

从公式5中可以看出，要求出项目的总风险，不但需要知道项目各个因素的标准差，

而且还要知道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这就给实际操作增加了难度，因此，理论界开发

出很多种不同的分析工具来衡量项目的总风险。这些工具主要包括概率树法、蒙特卡罗

模拟法、人工神经网络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

(1)概率树法2。概率树是一种用图形或图表的方式来组织一个项目产生现金流序列

1詹姆斯．范霍恩：现代企业财务管理【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10
2

A．HacI|fa'M Jadamus．Hacufa'锄dAKocot：蹦sk柚alysisihinves缸n锄t appmi鼢l based伽dlcM∞tcC刊o simul撕∞

鼬niquc[J】．The Eu删Ph删cal Jo哪al B．200l 20．55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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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当某项目未来可能的现金流量与前些期的结果有关时，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具体

的把这些可能的现金流量列出来。这样就可以分析与时期有关、随时间变化的现金流量

了。例如，如果某项目在第一期恰好有一个好的现金流量，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期也有可

能有好的现金流量。然而，虽然经常是一期发生的事情与下一期发生的事情有联系，但

事实却往往不是如此。

(2)蒙特卡罗模拟法1。蒙特卡洛方法是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日益得到广泛使用的重要

方法，使用于问题比较复杂，要求精度较高的场合，特别是对少数几个可行方案实行精

选比较时更为重要。蒙特卡罗模拟按照变量的分布随机选取数值，模拟项目的投资过程，

通过大量的独立的反复计算，得到多个模拟结果，再根据统计原理计算各种统计量，如

均值、方差等，从而对项目投资收益与风险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估计。蒙特卡罗模拟本质

上是一种随机产生实验样本的方法，模拟结果的统计特征是通过样本体现出来的，充分

多的模拟样本量是模拟结果可信的保证。但模拟样本过多，成本会相应增加。因此，重

要的问题是如何决定模拟次数，其关键问题是利用什么指标来判断模拟的样本量己经足

以使模拟结果达到预定的置信度。

(3)人工神经网络分析法2。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是一门崭

新的信息处理科学。人下神经网络是一类模拟生物神经系统结构，由大量处理单元组成

的非线性自适应动态系统，它具有学习能力，记忆能力，计算能力以及智能处理功能，

在不同程度和层次上模仿人脑的信息处理机理。神经网络具有非线性，非局域性，非定

常性，非凸性等特点。神经网络把结构和算法统一为一体的系统，可以看作是硬件和软

件的结合体。神经网络的应用己渗透到模式识别、自动控制、图像处理、非线性优化、

经济预测等很多领域。人工神经网络用于投资风险评价主要是通过神经网络的学习与训

练，利用一系列评价指标，对投资项目的风险进行评价，力求摆脱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

充分利用专家的知识和经验，为有关决策者提供支持。但是要训练出一个反应良好的神

经网络，需要大量的历史样本以供网络学习，而企业的一个投资项目的环境往往都是全

新的，这就使得根据历史样本确立的人工神经网络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4)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T．L．Satty

于70年代中期提出的，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能将难以定量的总目标

进一步分解，利用可精确化、定量化的子目标系统解决问题，并且能有效地测度子目标

定量判断的一致性。层次分析法本质上是一种决策思维方式，通过一定模式使决策思维

过程规范化，它适用于定性与定量因素相结合的决策问题。层次分析法把复杂的问题分

解为各个组成因素，将这些因素按照支配关系分组用以形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通过

I丸H掀Ira，M Jad枷u量-HacIHa'柏dAKocoI：Risk锄al”isihinv髂tIIl酬叩pmi鞲lba$cd伽tllcM硼把CarIo鲥mul砒i∞
tcchniqII《_，】．ne Eu∞pⅢPhy《∞l JⅫmaI B．2001．20．551·553

2张俊玲等：工程项目风险评价模型研究【j】基建优化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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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比较判断的方式确定每一层次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在递阶层次结构内进行

合成以得到决策因素相对于目标的重要性的总顺序。层次分析法体现了人们决策思维的

基本特征：分解、判断、综合。因此，自层次分析法问世以来，它受到了人们，特别是

决策者的欢迎。

决策过程中，往往需要利用数学模型去抽象和简化复杂的问题，进而对问题进行系

统分析。然而实际的决策问题，特别是赛事项目领域的决策问题中，通常含有大量无法

定量表示的因素，造成所建立的数学模型无法反映所有因素的作用。因此，数学模型在

实际决策过程中的有效性就紧密地依赖决策者对各种因素的定量测度能力。并且在利用

模型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决策者有时为简化假设而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因素。这些被忽略

的因素往往是决策者必须计量和掌握的起控制作用的因素。在决策的过程中，应用层次

分析法就能够不再使用简化假设的方法去适应定量化的模型，决策者可以根据问题本身

所固有的复杂性加以处理。决策者应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的模型能够包含和计量全部有形

与无形，可以定量测定的和只能定性研究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方法里将会允许不同和冲

突的客观存在，使决策者能够按照客观问题的本来面目加以决策。由于层次分析法通常

采用两两比较判断的输入方式，使决策者能够较为容易的处理尚未有效地定量化的因

素。目前，层次分析法在很多领域里己经得到了应用，在这些领域里决策者们对层次分

析法的简单、自然的成对比较方法及其通俗的形式感到方便。当然，由于将决策者的定

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结合起来，误差肯定是要存在的。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研究一致性，

及对不一致性所造成结果进行估计来加以解决。这样对那些含有一般的技术手段无法处

理的不能定量测度的因素的决策问题，层次分析法提供了一条建立测度并进行决策的有

效途径1。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排序的原理，即最终将各方法(或措施)排出优劣次序，作

为决策的依据。具体可描述为：层次分析法首先将决策的问题看作受事件因素影响的大

系统，这些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因素可以按照它们之间的隶属关系排成从高到低的若

干层次，叫做构造递阶层次结构。然后请专家、学者、权威人士对各因素两两比较重要

性，再利用数学方法，对各因素层层排序，最后对排序结果进行分析，辅助进行决策2。

由于层次分析法具有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优点，它将人的主观判断用数量形式

表达出来并进行科学处理，因此，更能适合复杂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能较准确地反

映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同时，这一方法虽然有深刻的理论基础，但表现形式非常简单，

容易被人理解、接受，因此，这一方法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最近几年，理论界开始研究层次分析法在风险分析中的应用，而且主要集中在工程

1王莲芬，许树柏．层次分析法哼f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帅
‘

2萨蒂．T L层次分析法在资源分配、管理和冲突分析中的应用【M】．许树柏等译，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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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企业的项目管理方面。丁香乾，石硕运用AHP方法建立的投资风险层级结构主要用

于项目总风险的衡量方面‘；王军武，王林运用层次分析法主要应用于房地产风险的分

析与评价方面2；钟登华，张建设，曹广品则通过建立不同的层次结构模型，将层次分

析法应用于工程项目风险分析，实现了风险因素的排序、系统总风险的评价，并首次通

过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风险响应措施的选择3。因此，目前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赛事风险

进行系统性的研究还不深入。因此，本文将以层次分析法作为本文主要的分析工具，对

体育赛事风险管理问题予以探讨。

1．4．2体育赛事风险管理

通常，体育赛事都是在一定时间、一定预算范围内，为达到预定目标而成立的一个

临时性的组织完成的一项一次性的工作任务，具有一次性和独特性的特点。较之其他重

复性生产和经营活动，体育赛事由于存在缺乏历史资料或资料可比性相对较差的现实困

难，根据历史资料进行风险预测的难度相对较大。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

发展，体育赛事的规模开始不断扩人，赛事所必需的经费日益膨胀，所牵涉的人员日益

增多，所包含的环节日益复杂。经费膨胀、人员增多、环节复杂，必然导致赛事的不确

定因素和不可控因素增加，从而赛事的风险不断增加。体育赛事运作模式的不断商业化

和赛事产权的不断明晰，使得赛事相关主体必须自负盈亏，从而使进行赛事风险管理，

降低赛事风险成本成为必需。

进入市场经济后，体育赛事从纯粹的公共产品，开始逐渐转变为私人产品，商业赛

事开始大量出现。这类赛事的运作特点在于：赛事所需要的经营要素是按照经济求利原

则向市场取得的，经营成果也是按照市场求利原则向市场提供的，换句话说，赛事的一

切经营活动都直接或问接地处于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之中。赛事承办者作为

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也同时成为一个真正的风险主体。寻求风险防范的

措施和对策，降低风险成本必然成为赛事承办者经营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日益

受到的重视。而有效的风险管理是建立在对各种具体风险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因而

认识各种风险，了解其产生的原因及可能导致的后果，对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具有基础

性的作用。

2005年国务院《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速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指出：“积极开

发体育竞赛表演市场，结合体育竞赛制度的改革和群众观赏高水平竞赛的需求，积极引

导和规范体育竞赛的经营活动。”体育赛事是体育产业核心产品，也是体育产业领域中

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赛事经营情况将直接影响体育产业的发展，

1丁香乾，石碗：层次分析法在项目风险管理中的麻用【J】．中国海洋人学学报2004，I

2王军武，王林：基于AHP的房地产项日风险分析【_l】．国外建材科技2004

3钟琶华，张建设，曾广品：基于AHP韵-T程项目风险分析方法【J】天津人学学报2002．3

4王守恒。叶庆晖．北京体育赛事管理与营销研究报告委员会．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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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经营环境、票务、名人效应、赛事推迟和取消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风险。因此，加

速体育产业的发展其核心在于体育赛事举办水平的提高，举办体育赛事是一个系统工

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是其中～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中国正抓紧时间“热身”，诚然，有些赛事获

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和成功，但像中国网球公开赛开幕式因大雨被迫取消和比赛延期、

知名球员在赛事开始前和赛事初期退出比赛给赛事主办方带来巨大损失等事件却也不

胜枚举。如果在举办该类体育赛事前进行充分的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加强风险管理，

有些损失是可以避免的。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深刻，对体育领域

也是如此，随着诸如女足世界杯等许多重要赛事的易地、推迟或取消，人们认识到，被

寄予厚望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也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因此对体育赛事活动进行风险

管理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1。

1．4．3我国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

1．4．3．1我国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研究的开始

。我国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是随着我国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实践逐步发展

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风险管理”科学的引入，加大了对体育赛事中风

险的重视程度。一些学者开始将风险管理的相关原理及方法移植到体育领域或体育赛事

的组织经营领域，加以研究和运用。最早出现的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是张超慧2001

年发表于《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上的《论体育经营风险与风险管理》。该文对体育经营

的风险及风险管理的特点与方法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提出加强体育经营管理人员风险意

识与法律责任感的培养是我国体育行业规范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对于在体育经营中

树立风险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1．4．3．2对体育赛事风险分类的研究

肖锋等(2004)在《体育科研》上发表的文章《重大体育赛事风险特点与风险管理

初探》中将重大体育赛事的运作风险分为：自然风险、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和组织管理

风险。段菊芳在其硕士论文《大型体育赛事风险管理》(2004)中将风险分为两大类：

组织管理风险和市场营销风险。组织管理风险依据管理要素的不同可进一步分为：人员

风险、财务风险、场地器材风险、时间风险、信息风险。市场营销风险依据营销客体的

不同又可进一步分为：门票营销风险、赞助权营销风险、特许标志使用权营销风险、赛

事转播权营销风险。同时指出为了更正确、有效地实施对大型体育赛事中各种风险的管

理，避免损失而增加收益，适宜依据大型体育赛事中各具体风险的风险因素及风险结果，

将风险分为两大类：纯粹风险和意愿风险。

董杰，刘新立等．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突发事件的风险管理．体育与科学．2005'26(1)：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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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对体育赛事风险管理对策的研究

凌平等2003年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文章<论体育运动的风险与体育

保险》中分析了竞技运动中存在的各类风险，提出处理体育风险传统有效的措施之——

体育保险。肖锋(2004)提出了赛事的风险管理方法主要有三种：损失规避、损失转移、

损失控制。张奇智等在其文章《浅谈体育赛事风险管理中常用的风险控制工具》(2004)

中并提出体育赛事风险管理中常用的风险控制工具有：避免风险、损失控制、风险转嫁

(非保险和购买保险两种)。李国胜等(2005)提出，体育赛事的风险防范与控制对策

有：风险规避、风险预防、风险降低、风险转移等措施，较为可行的做法是通过风险的

评估进行投保而转移风险。可以看出，采用最多的对策为通过保险的方式进行风险转移。

1．4．3．4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风险管理的研究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对奥运会相关理论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其中

不乏对奥运会风险管理的研究。董杰等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突发事件的风险管理》

(2005)中指出风险管理措施：全面贯彻《奥林匹克宪章》精神、安全管理、保险、制

定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计划、设置突发事件的管理机构、进行有关人员的培训和确保传

播渠道的畅通等。凌平等在《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风险管理》(2004)中提出了对于

风险的监控及防范措施：避免、减缓、分散、转移。张国威在其文章《2008年北京奥运

会所面临的风险及其化解对策》(2001)中介绍了奥运会主办者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十种，

提出解决风险的措施分为两部分：其一，借鉴国外经验，其二，国内保险方案的选择。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前人对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的研究，多为对已发生事件的定性描

述，没有通过科学评价和决策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实例。大多学者的研究仅限于理论层

面上，没有结合具体赛事进行实证，得出的结论也没有应用到具体的赛事管理实践当中。

而且所阅论文中没有针对某一具体赛事进行实证分析的情况，对赛事的指导作用针对性

不强。

2研究对象及方法

2．1研究对象

体育赛事、网球赛事及其风险因素。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查寻了国家体育局信息研究所电子服务系统、首都体育学院图书馆数据库检索、国

家图书馆、清华同方全文数据库、国内外相关理论文献和专著共182篇，收集了风险管

理、体育赛事风险管理和用AIIP进行风险分析评价方法等详细资料，收集了影响体育赛

事的各类风险因素和因子。



2．2．2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研究的需要，以专家学者、网球竞赛部门管理者为调查对象设计了1套问卷。

经过lO名专家对问卷内容和结构进行的两轮效度评价和修改，进行调查。从专家反馈

结果来看，问卷所列内容和结构能够满足本研究的要求，具备有效性。

问卷《网球赛事风险调查表》调查目的是征求专家对网球赛事各风险类和风险因子

的评价意见。发放了15份，回收13份，回收率为86．7％。对上述回收问卷进行整理，

具有较高的可靠性，符合研究要求。

2．2．3专家访谈法

为征求对体育赛事风险管理研究的看法和建议，更好的了解网球赛事中存在的各类

风险因子及其重要度，从2005年9月开始，先后在2005年、200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

2006年国际女子网球挑战赛和各类专业、业余网球赛事中走访了有关专家、国家体育

总局和北京市运动竞赛管理中心网球项目负责人以及多名国际级和国家级裁判员，就网

球赛事的风险类、风险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以及赛事风险的控制措施等具体内容进行

了意见征询。

2．2．4层次分析法(AHP)

运用AHP在对赛事风险充分识别的基础上建立风险影响因素层级结构，通过构造判

断矩阵并对矩阵求解，衡量赛事风险的各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得出层次排序结果，

提出赛事风险主因素。

在进行判断矩阵求解、进行一致性检验、层次总排序、整体一致性检验时使用office

excel 2003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2．2．5逻辑分析法

在对调查结果分析以及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赛事风险各因子的识别与应对环

节进行了概括性的归纳和分析。

3结果与讨论

3．1体育赛事风险识别

3．1．1风险识别的定义

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首要环节，是风险控制的基础，只有认识风险，才能对其进

行控制。风险识别可定义为系统地、持续地鉴别、归类和评估项目风险重要性的过程，

是管理者根据获取的大量信息资料及在赛事进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迹象，运用职业判断

对风险的种类和大小做出辨别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增强识别风险的能力，了解风险的

性质、原因及后果，为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打下良好的基础。

12



风险如果不能被识别，它就不能被控制，转移或者管理。因而风险识别是风险分析

和采取措施前的一个必须步骤1。风险识别集中体育赛事管理的注意力于风险的探测和

控制上，是一个有益的过程，它会找出需要做深入设计和调查工作的领域。同时，风险

识别也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因为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程序可供利用。它严重依赖于关键

管理人员的经验和洞察力。虽然风险识别的基础是历史数据、经验和洞察力，但是因为

每一个体育赛事不同，即使在类似的赛事中，类似的风险也不一定重复发生。因此，每

一项赛事都应该独立的进行风险识别。而且关键的风险必须被识别，否则的话将会给赛

事的成功进行带来麻烦。如果非关键的风险被识别、分析和处理，反而关键的风险没有

被考虑，这对整个赛事风险管理将会有很大的影响。

3．1．2赛事风险识别过程

体育赛事风险识别实质上是人们对于赛事风险的观察方式，主观性较大，主要立足

于数据的搜集、分析和预测上。所有风险识别的技艺都依赖于历史信息和所涉及人员的

任何类似的预先经验。但无论采用哪种风险识别技巧，都要求组织者首先应该做好赛事

风险的资料收集工作，这不仅包括要收集有关体育赛事的资料，还要收集赛事举办环境

方面的资料。

对所查阅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并结合对有关专家的走访和对2005年和2006年

在北京举办的几项网球赛事的实地调研可以将赛事的风险分为四类：突发事件风险、组

织管理风险、市场营销风险和其它风险。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具有较强破坏力或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事件针对不同的

对象，突发事件可能会有一些更明确的限定，例如2003年5月9口温家宝总理签署国

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就将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明确界定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在体育赛事的组织管理过程中，赛事承办者要面临一系列的管理风险。依据管理学

基本原理，管理要素包括人、财、物、时间、信息。所谓管理，实质上就是对这五个要

素的调配和协调。而组织管理风险，实质上就是在对上述五个管理要素进行管理的过程

中产生的风险，以及上述五个要素给赛事承办者带来的风险。

人是任何组织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因此对人的控制是组织管理过程中一项比

较复杂和困难的任务。一般而言，一项体育赛事的参与人员包括：运动员、教练员、裁

判员、官员、观众、志愿者、赛事管理人员和赞助商和其他工作人员等。如何组织好这

些身份各异而人数众多的参与者，避免风险的发生，是赛事承办者必须面临的一个巨大

考验。

孔德军，刘冬松．建设项目中的风险识别方法阴．基建优化．2002．8



财务风险是指赛会所从事的与货币有关的或者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活动中存在风

险。概括地说，赛事财务活动包括筹(融)资活动、资金回收活动。由此，赛事财务风险

相应地表现为筹资、资金回收等财务活动的未来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而产

生筹资风险、资金回收风险。在进行外汇资金结算中，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赛会还有可

能面I临外汇风险。

“物”的风险主要是指场地器材风险。场地器材是进行体育赛事不可或缺的硬件条

件。通常场地器材风险结果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场地器材自身安全风险——场地器材

自身处于危险之中，即一切与体育赛事有关的建筑物、仪器设备、体育器械等各种财产

在建筑、安装、维修和使用期间由于意外事故、自然灾害或人为损坏，．发生损毁、灭失

等；场地器材导致他人危险的风险，即场地器材由于设计、使用等的不合理而给他人造

成危险。例如体育场通道设计过于狭窄，致使观众在入、出场时因拥挤而发生伤亡；场

地内未配备足量的安全保障设旌如灭火器、安全通道提示灯等，从而在危险发生时，观

众缺乏足够的救援设施，而导致伤亡进一步扩大；由于体育场馆质量问题，看台发生坍

塌，导致观众伤亡；看台坐席设计不合理，提供过多站席，而为球迷骚乱提供可能；场

地设计不符合技术要求，防护网过低，而导致飞球伤人；赛事器材由于质量低下或设计

不合理而导致运动员受伤等等。

通常赛事的时间风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赛事的时机选择；二是赛事的时间

安排。赛事时机选择不当可能导致比赛不能按时正常举行，即使照常举办的比赛，也可

能因为天气影响，降低比赛的精彩程度和观众的参与热情，甚至可能因为恶劣的天气状

况而增加比赛意外事故的发生；在赛事频繁时段举办比赛，或者同其他赛事同时举办，

则可能面临赛事场馆、器材、参赛运动员、裁判员等生产资源和观众、赞助商、媒体等

消费资源的激烈竞争，从而可能导致资源获得难度增大，和资源成本提高的风险；在没

有进行必要的宣传，赛事的市场接受度，包括观众、媒体、广告商、赞助商对赛事的认

可和接受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仓促上马，则有可能使赛事承办者面l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如同其他重大活动发生冲突，则有可能面临被取缔的风险，如赛事与某些重大政治活动

同时举行，则赛事有可能因为气氛与政治活动不协调或者因赛事的重大集会可能给政治

活动带来安全隐患而被取缔，1992年北京职业拳击拳王争霸赛因为选择在第14届全国

代表大会期间举办而被取消即是一例。时间安排，是指对赛事中的各项具体工作任务的

时间编排。时间安排如果不精确，没有明确规定赛事中各项任务或活动的明确起、止时

间，则无法统一各关系方的行为时间，导致整个赛事活动的混乱。而时间安排如果过于

紧凑、精确，缺乏弹性，则一旦发生意外事故，不但发生意外的工作无法按时完成，与

之相联系的一系列工作也可能受到影响，产生恶性循环。而且时间安排如果过于紧张，

缺乏弹性，还可能会对工作人员造成极强的心理压力，影响正常上作水平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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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传输与交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沟通)在管理的任何时候都十分重要，

缺乏有效的信息传输和交换，任何管理行为都无法有效实施。

体育赛事的市场营销是指通过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分销策略和促销策略的营销组

合的制定和实施及其他营销方式的运用，实现体育赛事及其衍生产品的交易，从而满足

体育赛事价值补偿以及盈利的需要。体育赛事市场营销风险则是指山于各种营销策略的

实施，以及赛事组织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使得体育赛事及其衍生产品的销售结果产生不

确定性。通常，体育赛事市场营销客体包括：比赛门票、比赛赞助权、比赛特许使用权

和比赛电视转播权。四种不同的客体，由于客体产品性质的不同，其针对的营销对象不

同，采取的营销策略不同，而面临不同的风险。因此，本文对大型体育赛事市场营销风

险的分析，是基于赛事营销客体种类，而将市场营销风险分为门票营销风险、赞助权营

销风险、特许标志使用权营销风险和赛事转播权营销风险四类。

除了上述三类风险因素，将其它的风险因子归为其它风险，主要包括：天气变化对

赛事进程的影响，政策法规的变化对赛事的影响，大牌球员突然退赛对赛事声誉和门票

收入的影响等。

3．2体育赛事风险分析

本节是在上一节对风险识别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体育赛事风险进行分析。

在体育赛事风险分析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各个风险因素的风险重要度的排序，明

确各个因素对总风险的影响程度。运用层次分析法，可以比较理想的解决这个问题。

运用层次分析法，首先就要根据风险识别的结果依据问题的需要建立风险的递阶层

次结构；然后通过专家对各层中两两因素针对上一层特定因素的比较，构造判断矩阵；

然后依据判断矩阵进行层次单排序并作一致性检验；最后进行层次总排序并作整体一致

性检验。

3．2．1建立风险因素重要度排序层次结构

目标层(A)的确定。在风险因素重要度排序层次结构中，最高层即目标层应为风险

因素重要度。

准则层(B)的确定。因为风险是概率和损失的函数，因此在第二层中准则层中要考

虑风险因素发生的概率，风险发生的损失。另外，通常风险分析中，对风险因素的风险

度排序仅考虑风险概率和风险损失两项内容，但是这样会带来一定的评价偏差和风险响

应误导。对于能够进行有效控制(预防、转移、补偿及分担)的风险因素与不可有效控制

的风险因素，所采取的风险减免措旋会有较大的区别。因此，在风险因素排序时，风险

因素的不可控制性应该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价准则。基于以上原因的考虑，在第二层次准

则中，应该把风险因素的不可控制性作为与风险概率和风险损失一个等级的评价准则。

所以，在第二层的准则层中应该包括风险概率、风险损失和风险的不可控性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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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准则层(c)是影响体育赛事的一级风险因子即风险类。主要包括突发事件风险、

组织管理风险、市场营销风险、其它风险四个主要的变量。

最后一层因素层(D)是影响体育赛事的二级风险因子即各风险因素，如下图最后一

层所示从左到右依次为D卜D15。这些具体因素通过影响上一层四个主要变量对赛事总

风险施加影响。这些因素的取舍由风险识别过程给出。根据上一节对体育赛事风险因素

的分析，本文建立的风险因素重要度排序层次结构如图2所示。

风险因素重要度A／＼
风险概率Bl 风险损失B2 不可控性B3

l突发事件风险c1 组织管理风险c2 市场营销风险c3 其它风险c4

．， 翌
‘|．

／
／

至≮ ＼
．|。 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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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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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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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传 国 人 财 场 时 信 fJ 赞 特 赛 天 戚 大

然 染 内 员 务 地 间 息 倒 助 许 审 气 策 牌

，火 疾 步} 器 极 标 转 变 法 球

害 病 周 利 插 化 搦 员

势 使 权 退

用 赛
权

图2 风险因素重要度排序层次结构

3．2．2构造判断矩阵

在建立风险因素重要度排序层次结构之后，就要对同一层次的各元素关于上一层次

中某一准则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从而构造判断矩阵。在建立递阶层次结构以后，上

下层次之间元素的隶属关系就被确定了。假定以上一层元素B为准则，所支配的下一层

元素为C。，C：，C。，c4，我们的目的就是按他们对于准则B的相对重要性赋于Ct，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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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相应的权重。在这一步中，对专家进行调查时要反复要求专家回答下列问题：针

对准则B，两个元素c。和C，哪一个更重要，重要多少，并且要求专家对两者的重要性程

度按照卜9标度予以赋值。在c层两两因素比较完之后，就会产生一个判断矩阵：

A=(a葶)●．．

因为判断矩阵具有正互反性，即；

a蓐>O鳓=l，咖铀=l

因此，对于一个有n个元素的判断矩阵，仅仅需要给出其上(或下)三角的n(n-1)／2

个元素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对于图2中所建立的风险因素重要度排序层次结构中的C

层而言，需要专家作4(4一1)／2=6个判断就可以了。

根据对网球赛事专家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对影响网球赛事的各风险因素进行两两

比较，得到八个判断矩阵，形式如表卜表8所示：

表l A—B判断矩阵

表1中B1对B1，B2对B2，B3对B3的值都是其自身与自身的比较，所以其取值当

然为1；B1对B2的值为1表示相比较B2，B1具有同等的重要性；B2对B3的值为3，

则表示相对于B3，B2稍微重要：B1对B3的值为2则表示相对于B3而言，B1比B3的

重要性介于同等重要与稍微重要之间；B3对B2的值为l／3来自于B2对B3的比较值3

的倒数，表示B2比B3稍微重要。以下表2一表9同理可得。不同的是在取值上，取值

为5表示两个元素相比较，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取值为7表示两者相比较，前者比后

者强烈重要；取值为9表示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取值为4，6，8表示前者与后者的比

较介于上述取值意义的中间状态。

表2 B卜C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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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B2一C判断矩阵

表5 C卜D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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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C4一D判断矩阵

3．2．3计算各层元素针对该层其它元素的相对权重

同样，以c层为例，首先，要根据4个要素c1，c2，c3，c4对于准则B的判断矩

阵，求出各因素对于准则B的相对权重w1，w2，w3，w4。计算权重的方法可以采用最

大特征值法、和法、根法、对数最小二乘法、以及最小二乘法。在实际当中应用最广泛

的是运用和法和根法求解相对权重。

然后，在计算出各影响因素的相对权重之后，还要进行一致性检验。因为在构造判

断矩阵的时候并不要求判断矩阵满足传递性和一致性的要求，即不要求判断矩阵满足等

式：

a{i+鳓芦a瓢

但是判断矩阵既是计算排序权向量的根据，那么要求判断矩阵有大体上的一致性是

应该的，出现“甲比乙极端重要；乙比丙极端重要；而丙比乙极端重要”的判断一般是

违反常识的。一个混乱的经不起推敲的判断矩阵有可能导致分析的失误。而且，采用和

法计算的权重向量只是一种近似算法，因此，当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过大时，这种近似

估计的可靠性程度就值得怀疑了。因此，就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如果判断

矩阵不满足一致性要求，就要对判断矩阵重新进行构造。

具体运用和法计算相对权重以及进行一致性检验的方法参见附录部分。

仍依前例，运用和法计算各层因素针对该层其它因素的相对权重，并对计算结果进

行一致性检验。计算结果及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从表9可以看出，所有的判断矩阵的CR值均小于0．1，这说明构造的判断矩阵是

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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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相对权重计算及检验结果

3．2．4各风险因素的重要度排序

通过一致性检验的判断矩阵，得到了各元素针对该层其它元素的相对权重。但建立

风险因素重要度排序层次结构的最终的目标是要得到各元素对于总目标的相对权重，特

别是要得到最底层中各因素对于总的赛事风险这一总目标的排序权重，即各因素的重要

度排序。从而针对不同要素的重要性程度，采取不同的风险控制措施。

计算各因素的重要度排序要自上而下，将单准则下的权重进行合成，并逐层进行总

的判断一致性检验。

具体计算各因素重要度的方法以及进行整体一致性检验的方法参见附录部分。

在图2中，由于第二层B对目标层A的单排序结果就是总排序结果，因此，应首先

计算c层因素对于目标层A的总排序，并进行整体性一致性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



表lO c层对于A层的重要度及检验

从表lO中可以看出，影响赛事风险的各类型风险来源的重要性程度的cR小于O．1，

即通过了一致性检验。从表中可以看出，影响投资总风险的主要风险类型在于组织管理

风险和市场营销风险，占到总风险权重将近7096，影响最小的风险类型是突发事件风险

和其它风险。然后计算D层对于目标层A的重要度指标，即影响赛事风险的各相关因素

对总风险的重要性程度，并进行整体一致性检验。结果如表11所示。

表11 D层对于A层的重要度及检验

0．3873 0．0662 C．I．：O．0125

0．4429 O．0688 R．I．=1．1618

0．1698 O．007l C．R．=0．0107

O．407l O．155l

O．2284 O．0544

0．0865 O．0560

O。1390 O，1157

O．1394 O．0541

O．3728 O．1096

O．3160 O．0719

0．2064 O．0337

0．1046 O．0165

0．7139 0．1059

0．098l O．0212

0．1708 O．0708

从表1l中可以看出，影响赛事风险的各风险因素的重要性程度的cR小于0．1，说

明层次总排序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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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ll中各风险因素的重要性程度重新整理并进行排序，如表12所示。

表12 各因素影响赛事风险的重要度排序结果

3．3体育赛事风险应对

3．3．1体育赛事风险应对分析

表12表明了各个因素影响赛事风险的重要程度。从中可以看出，影响网球赛事总

风险的十五个因素里边，其重要性程度超过10％的因素有四个，包括人员的组织管理风

险、时间风险、门票风险、天气变化风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人员的组织管理风险，占

赛事总风险的15．5％。也就是说，这四种风险因素决定了赛事总风险近50％的风险权重。

所以，管理者应该将注意力集中于这四类风险因素上。而排在最后五位的因素，包括信

息风险、特许标志使用权风险、政策法规突变风险、赛事转播权风险、国内外局势风险，

基本上都在5％左右水平，因此对赛事基本上构不成什么威胁。

3．3．2体育赛事主要风险应对措施

3．3．2．1对赛事人员的组织管理风险的应对

对于会构成违法行为的人员风险，赛事组委会可以通过寻求法律帮助减少风险带来

的损失。但是基于两个原因，法律救济对于上述风险的防范常常是不够的：一是，法律



责任的追究必须以违法行为的发生为前提，因此往往具有滞后性；二是，在许多情况下，

赛事人员的行为虽然不忠诚，但由于法律本身不完善或功能缺陷，在既有的法律规范框

架下，尚难以构成违法行为，法律帮助因而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以下两方面的防范手

段十分重要：

一是通过赛事组织纪律的制度设计，将有关人员的义务通过合同形式予以明确，一

旦违反这些义务，组委会可以依合同追究其责任，从而避免其不忠诚行为风险的发生。

但是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因此，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对上述人员的道

德素质考察和教育，选任时，对有既往劣迹者，应予慎重考虑，同时要重视道德教育，

增强上述人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另外，对于赛事人员的意外伤害危险，赛会可通过采

取体检或购买人身伤害保险等方法予以规避和转移。

3．3．2．2对赛事时间风险的应对

由于我国尚没有赛事取消险这一险种，赛事承办者无法通过购买保险转移风险，因

此在进行赛事时机选择时，充分考虑各种自然因素对赛事可能造成的影响，考虑其他赛

事和重大活动同本赛事之间的冲突，考虑赛事自身的特点而合理选择比赛时机，确保比

赛顺利举行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网球赛事的实际组织管理实践过程中，时间安排一般是通过制定赛事进度表来实

现的，赛事中的各项具体工作任务都是依据赛事进度表中的时问指令来统一进行的。因

此赛事进度表的正确与否，可行性大小将直接决定时间安排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以及赛事

时间风险的大小。而赛事进度表的正确与否，又与赛事进度表制定过程中的两项核心任

务一任务分解和时间估计有密切关系。任务分解，是将整个赛事分解成若干组成部分。
这项任务的关键在于，全面充分地挖掘出完成赛事所需的各个任务，从而保证为每项必

须的任务预留出工作时间。时间估计，是评定完成每个单项所需要的工作时段数，然后

统计出完成整个赛事组织活动所需时段数。在进行活动历时估算时，往往要依据一定的

假设条件和约束条件进行。假定条件就是各种假定被认为是真实、现实或确定的因素，

然而假定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风险。

因此为减少时间安排风险的发生，赛事承办者在进行赛事时间安排时要充分挖掘赛

事所蕴涵的各项工作任务，同时要尽可能准确的估测各项工作任务的历时，确保工作进

度安排表的正确性。

3．3．2．3对赛事门票风险的应对

体育赛事门票营销是对获得现场观看体育比赛表演的权利的营销。在体育比赛门票

营销过程中，由于采取的营销策略不当，或者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赛会通常会遭遇

到产品定位风险。如果在体育门票的产品定位策略上，采取低价格差异优势策略，虽然

可能有利于门票销售量的增长，进而增加赛会门票销售收入，但同时也要冒相当大的风



险。一方面低价格可能导致低质量的联想，从而削弱观众对比赛的兴趣，而无法达到通

过降低价格增加销售量的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因为通过实行低价格差异优势策略来实

现销售收入的增长，是依赖于门票销售量的大幅度增长，然而受体育场座位和赛事场次

的限制，门票销售量不可能无限增加。并且对体育赛事门票的需求属于软性需求，消费

者的消费需求不会随着门票价格的下跌而有大幅增长，也就是说，价格下跌并不能带来

销量的显著增长，从而使赛会门票销售收益增长面临一定风险。如果在体育门票的产品

定位策略上，采取高价格差异优势策略，一方面由于观众对高价高质理念的普遍认同，

可以提升赛事地位，吸引观众对赛事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单价提高，在销售量不变

的情况下，则可以增加赛会整体门票销售收入。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如果高价格大大超

出观众的承受能力，则有可能减少门票的销售数量，阻碍赛事门票销售收入的实现。例

如在2001深圳观澜湖高尔夫挑战赛中，由于邀请了泰戈．伍兹参赛，比赛承办费极其

高昂，必须依靠高价格门票(门票前元至万元不等)来保证收益的实现，因此赛事承办

者将起目标客户锁定为都市白领和社会高收入人群。针对这部分人群大多为商务人事、

追崇时尚和高品位、注重个人身份地位的特点，赛事承办者在进行心理和功能利益定位

时采取了突出赛事高水平明星参与、适合商业接待和时尚贵族的定位策略，从而极好地

满足了其目标客户的心理和功能需求，实现了预定的门票销售收入。反之，如果赛事承

办者采取大众参与、家庭聚会、平民化的心理和功能定位策略，恐怕就难以满足其目标

客户的心理和功能需求，而无法有效实现赛事门票的销售。

因此在制定体育赛事门票营销定位策略时，赛事组织者要充分考察目标客户的收入

水平、心理和功能需求，并结合赛事特点进行准确定位，才能有助于实现门票的销售。

3．3．2．4对赛事天气变化风险的应对

天气变化风险主要是指突然的下雨、刮风、沙尘等情况对赛事造成的延误或取消。

针对这一风险，除了在赛前做好天气预报工作之外，还要制定详细的风险预案，在特殊

情况出现时，能够及时调整赛程，安排好运动员、裁判员以及观众的去留，从而保障整

个赛事的顺利进行，将赛事的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失降到最低。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4．1．1基于体育赛事的风险纷繁复杂，可以运用AHP在对赛事风险充分识别的基础上建

立风险影响因素层级结构，通过构造判断矩阵并对矩阵求解，衡量赛事风险的各影响因

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得出层次排序结果，提出赛事风险主因素，使管理者明确赛事风险

各影响因素的相对大小，从而将精力集中于应对那些主要的风险因素上。

4．1．2经过对网球赛事的实证研究，得出对网球赛事风险影响较大的因素有：人员的组

织管理风险、时间风险、门票风险、天气变化风险等；而信息风险、特许标志使用权风



险、政策法规突变风险、赛事转播权风险、国内外局势风险，对赛事基本上构不成什么

威胁。
、

4．1．3对赛事人员的组织管理风险，除了可以通过寻求法律帮助以外，还可以通过制订

合同进行约束和进行道德素质考察和教育的形式进行应对，对于赛事人员的意外伤害危

险，赛会可通过采取体检或购买人身伤害保险等方法予以规避和转移；对于时问风险，

赛事承办者在进行赛事时间安排时要充分挖掘赛事所蕴涵的各项工作任务，同时要尽可

能准确的估测各项工作任务的历时，确保工作进度安排表的正确性；对于赛事门票风险，

要求赛事组织者在制定体育赛事门票营销定位策略时，要充分考察目标客户的收入水

平、心理和功能需求，并结合赛事特点进行准确定位，才能有助于实现门票的销售；对

于天气变化风险，除了在赛前做好天气预报工作之外，还要制定详细的风险预案，在特

殊情况出现时，能够及时调整赛程。

4．2建议

4．2．1建议在今后更多的体育赛事中尝试运用AHP方法迸行赛事风险管理，使该方法在

赛事风险管理的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完善，并能更好的指导实际工作。

4．2．2由于体育赛事的风险管理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以一人或几人之力很难做好这

项工作，只有在赛事决策者正确认识进行赛事风险管理必要性的基础上，通过赛事组委

会的协调，各部门联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好赛事的风险识别、分析与应对工作。

4．2．3为避免在运用AHP方法对赛事风险进行分析时所做的不必要的重复的数学运算，

建议开发这类风险管理软件，省去繁杂的运算工作，使赛事风险管理更为简单化，规范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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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件
附件1：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层次分析法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纳为“先分解后综合”，应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决策包括如下基本步
骤：

(1)建立层次结构；

(2)构造判断矩阵；

f3)层次单排序；

“)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

(5)层次总排序；
f6)整体一致性检验。

l建立层次结构

应用层次分析法进行综合评判决策时，首先建立决策问题的层次结构(Hi锄rchy)。层次结构是
应用层次分析法把复杂问题分解简化的关键，必须建立在对决策问题深刻分析和对决策目标以及决

策主体意l璺I的充分理解之上。层次结构的建立过程是首先确定决策目标，其次罗列出与该目标相关

的各种因素(也可以称为因素)，然后分析这些因素间的逻辑关系，最后绘制决箫的层次结构图，最
简单的层次结构如附图1所示。

目标屡；

准则层t

方豢层。

附圈l缀简单豹屡次结擒

这种层次结构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方寨层三部分，其中准则层根据问题的复杂程度又可以由

多层构成。层次分析法的最终目标G是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对各方案综合评判比较并选择最优方案。

各方案对于总目标G的优越性评分，称为方案的综合权重。求综合权重前，必须求解层次结构中的

局部权重。局部权重分为两类，一类是同层冈素对于上一层父冈索的相对重要性，称为冈素权重，
例如上图中因素Al。A2，⋯、An相对G的重要性；另一类是各方案就某因素而言的相对优越性，称

为方案权重，例如方案Pl。P2，⋯、Pm就因素A1的相对优越性。权重反映了多个比较量间的相对重

要性关系，采用归一化的向量来表示。权重的大小反映了该比较量相对其它比较量重要性的高低。

假设有两个鼍参与比较，二者若具有同等重要性，则可用向量(0．5，O．5)来表示其权重；若前者较

后者重要性较弱，则前者权重值比后者权重值小，例如权重向量为(0．45，O．55)。

整个层次分析法计算过程都是嗣绕层次结构图展开的，首先需要获得方案关于层次结构中最底
层因素的权重，其次再求得冈素问的权重，然后逐层向上计算备方案关于上一层因素的权重，直至

得剑各方案的综合权重。在计算权重之前需要首先获得各方案关于最底层冈素的数据，即方案冈素

决策表。

2构造判断矩阵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以后，就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中的相对评价方法对方案进行两两比较。长期

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决策者对事物两两比较的判断要比对多个事物同时比较的判断容易和准确得多。



因此，层次分析法在确定权重时一般都采用两两比较的方式。若有n个比较量，则让每一个量与其

他量分别进行共n-1次两两比较，第i个苗与第j个晕的比较结果记为粕，再加上与自身的比较结果
aii，可形成一个n．Il的方阵，称为判断矩阵。该矩阵中蕴含了比较量之间的权重关系，通过一些权
重求解算法可求出权重向量。因此，要得到层次结构中的局部权重，就必须首先逐层建立判断矩阵，

对应方案权重的判断矩阵称为方案判断矩阵，它是关于某个因素对各方案进行两两比较而形成的-

对应因素权重的判断矩阵称为因素判断矩阵。例如要得到附图l中因素Al，A2，⋯、An相对G的冈

素权重，就需要将Al，A2，⋯、A_-对G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比较结果可以形成一个n．n的判断矩

阵，再通过某种算法求得这n个因素相对于G的权重。准则层Ai对目标层G的判断矩阵可以表示

附袭1针对封括屡的准赋疆搿断矩阵

G 4 4 4 4

4 口lI 口Il 口l， 口h
●● ●●

4 4秘 口越 42， 口知
’● ●●

●● ●● ●● ●● ‘● ●● ●●

4 痒h 口iz 4攀 口角
●● ●●

●● ‘● ●● ●● ●● ●● ●●

4 口-l 口_i 口_ 口_

形成判断矩阵的过程也是数据标量化(或测度)的过程。标鲑化是指通过一定的标度体系，将各

种原始数据转换为可直接比较的规范化格式的过程。在决策表中的数据还无法直接比较，表中的定

性描述必须通过标餐化手段转换为规范化的定量数据；表中的定量数据虽己簧化，但其茸纲和数量
级还不统一，仍需规范化后才能比较。定鼙数据既可采用直接相比的办法进行处理，也可以让专家

进行两两比较得到定性评价后按定性数据处理。定性数据可用点值打分米表示。决策者在_Hj层次分

析法对备种冈索进行侧度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标度。根据所得判断矩阵的性质差异，可归纳为两

大类：互反性标度和互补性标度。互反性标度判断矩阵中关于对角线对称元素之积为l。互补性标度

判断矩阵中关于对角线对称元素之和为l，2或O，包括O．1-o．9标度，O-l标度和O-2标度等。虽然这

两类标度的性质不同，但二者之间可相互转换。

在传统的层次分析法中，l-9标度是最常_I}J的标量化方法，决策者通常都会选择互反性l-9标度

判断矩阵作为标量化方法。



跗表2屡次分析法l-9拆度打分规刚

等缀 语害描述程发 1．9标度

l 前者与霜者具餐同等重要性
～=l

2 箭尝比后者稍微重要 ～鹋

3 翦裔沈后者税显重要
％-5-

4 翁者耽詹者强烈重要
％=7

●

5 前者比后髫援蜗重要
％=9

注释 嘞的取值也可取上述各效的巾值2，4，6，8及其倒

数．

采用l-9标厦的判断矩阵具有以H生质：

r a盼=1 当两时
l
{a稍1／aii当i≠j时
f
L a许》o 奶=1，2⋯a

判断矩阵具有的这一性质，是我们对一个n个元素的判断矩阵仅需给出其上三角或下三角的

n(n-1)／2个判断就可以了。当判断矩阵具有传递性，即满足等式：

at●4t Iat

时，称判断矩阵为一致性矩阵。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要求判断矩阵满足这种传递性。
3层次单排序

层次单排序就是计算单一准则卜．元素相对权重。由各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羽I法

对于一个一致的判断矩阵，它的每一列归一化之后就是相应的权重向量。当判断矩阵不一致时

每一列归一化后近似于权重向量。因此和法计算的权重向量为：

％。昙猿㈨知棚
公式(限象一1)

(2)根法

如果将判断矩阵的各个列向量采用几何平均，然后归一化。得到的列向量就是权重向量。其公
式为：



嵋- 扭1，2，“．’n 公式(附录-2)

(3)特征根法

求解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最大特征根对应的特征向量就是权重向量。矩阵A的特征方程为：

K议=^j瀚

其中，入为矩阵A的特征值；

w为特征值入对应的特征向量。
通过以下公式：

阻一A×J|。o 箕中，I为攀位矩瘁。 公式(尉慷q)
求艇方程即可得比矩终A的特筑值^l，^2，⋯^曩．将最大特征值^m勰代网特征

方程。可以求出矩阵A的特征向覆砒从丽求出矩阵A中各元素的相对大小(即

拥对重要程度)．
’

4一致性检验

在计算出单准则下排序向量时。还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因为在构造判断矩阵时并不要求判

断具有一致性的要求。但是判断矩阵既然是计算排序权向量的根据，那么要求判断矩阵彳耿体上的
一致性是应该的。当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过大时，判断矩阵的可靠程度也就值得怀疑了。进行一致
性检验的步骤如下：

(1)计算一致性指标C．I．(co∞ist％cy index)

c．bk竺
露一l

公式(戳漾叫》

(2)依据附表3查找相应的平均一致性指标R．I．(r∽d∞ind％)

附表3疑。|。取值娩则(N为判断矩阵的阶数)

l N l 2 3 4 5 6 7 8 9

I&l O O 0§8 o-∞ 1．12 l。24 lj2 1．4l 1．45

(3)计算一致性比例C．＆(co∞ist∞cymdo)

f、lC盘．一兰 公式(跟录o)
R】．

当C．凡<O．1时，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当C．＆>o．1时，应该对判断矩阵作适当

修正。对于一阶、二阶矩阵总是一致的。此时c．R．=o。

为了检验一致性，必须计算矩阵的最大特征根A mⅡ。除了计算权重的方法(3)以外，和法和根

法下都要另行计算^％。这可以在求出w后，用公式：

3l



．!专燃。!粤进
刀留M 糟禽 批

公式(附椰)
求得，式中A表示判断矩阵；(Aw)i表示向量Aw的第i个向量。

5层次总排序
层次总排序就是计算各层元素对目标层的合成权重。合成权重的计算要自上而下，将层次单捧

序的结果进行合成。
假定已经算出第k．1层上雌1个元素相对于总目标的排序权重向量√“)，第k层上nk个元素对

第k-I层上第j个元素的层次单排序权重向是为Pj‘o气Pu∞，P2j(蛐，一％‘V，那么第k层上元素对总
目标的合成排序向量可以由下式给出：

I一

皑’一乏硝’哕啦 磷，2⋯一n 公式(附录叫)

第二层上元素对总目标的排序向量实际上就是单准则下的排序向量。

6整体一致性检验

同样的，要从上到下进行一致性检验。若以求出以k-l层上元素j为准则的一致性指标c．I弘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I．jI“，那么，k层的综合指标c．1．Ik)、＆I．‘k’以及一致性比例c．Rj埘应为：

c』．∞-(cJ．1．’，．．c．，．：：)¨，忙椰

尺J-‘”一㈣0’，．．RJ．=：抄辟∞

俐-筹

公式(附录一8)

公式(附籼)
公式(跗录一10>

当C．I乙(k)<0．1时，认为层次结构在k层水平以上的所有判断具有整体满意的一致性。



附件2网球赛事风险调查表

网球赛事风险评估表
性别——年龄——学历——职务工作单位——
填表说明：请根据您裁判的实际情况，评估网球赛事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应对措施(采用五级评判)，

请在相应空格内打“v／”。谢谢合作!

一级风险因子 二级风险因子
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单选题，请打“√”)

可能性很 可能性低 可能性一 可能性高 可能性
(风险类) (风险因素)

低l 般3 4 很高5

自然灾害

A突发事件风险 传染疾病(如SARS)

国内外局势

人员

财务

B组织管理风险 场地器材

时间 ．

信息

门票

赞助权
c市场营销风险

特许标志使川权

赛事转播权

天气变化

D其它风险 政策法规

大牌球员退赛

网球赛事风险专家判断矩阵
请两两对比，按风险发生的严重性填写l，3，5，7，9分数(仅填写下三角部分)，谢谢您的合作!

l一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与后者同样严重
卜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微严重
5一表示两个元索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严重
7_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严重瞅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严重
也可以取以上各数的中值2，4，6，8及其倒数



网球赛事风险因素重要度评价准贝q判断矩阵(仅填写下三角部分)

风险因素重要度 风险概率 风险损失 不可控性

风险概率 1

风险损失 l

不可控性 I

网球赛：事风险一级风险因子专家判断矩阵(仅填写下三角部分)
风险概率 A突发事件风险 B组织管理风险 c市场营销风险 D其它风险

A突发事件风险 l

B组织管理风险 1

c市场营销风险 l

D其它风险 I

风险损失 A突发事作风险 B组织管理风险 C市场营销风险 D其它风险

A突发事件风险 l

B组织管理风险 l

c市场营销风险 l

D其它风险 l

不可控性 A突发事件风险 B组织管理风险 c市场营销风险 D其它风险

A突发事件风险 I

B组织管理风险 I

c市场营销风险 l

D其它风险 1

网球赛事风险二级风险因子专家判断矩阵(仅填写下三角部分)
A自然风险两两对比

A2传染疾病(如
A突发事件风险 Al自然灾害 A3国内外局势

SARS)

A1自然火害 l

A2传染疾病(如SARS) l

A3国内外局势 1



B组

B1人 B3场地
B组织管理风险 B2财务 B4时间 B5信息

员 器材

B1人员 l

B2财务 l

B3场地器材 l

B4时间 l

B5信息 l

C市场营销风险两两对比

C3特许标志使
C市场营销风险 Cl门票 C2赞助权 c4赛事转播权

用权

Cl门票 l

C2赞助权 l

C3特许标志使用权 l

c4赛事转播权 l

D其它风险两两对比

D其它风险 D1天气变化 D2政策法规 D3大牌球员退赛

D1天气变化 I

D2政策法规 l

D3人牌球员退赛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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