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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场馆运行是有效保障发生在多处或一处空间内的各种大型活动顺畅落实的管理服务过程。
它所包含的管理理念、组织模式、计划流程和过程监控等基本理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一旦被有
效实施，便能把工作人员培训成相关岗位上的专才，实现场馆运行的基本目标。
《场馆运行论:北京奥运会启示录》紧密结合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时场馆运行的成功实践，详举海内外
的典型案例，对上述基本理论做了不乏创见的充分阐述。
书中关于创立“大型活动运行设计学理论”的呼唤及其具体思路，不仅开阔了读者视野，而且彰显了
作者的学术激情。
包括非体育类的大型活动组织者在内，特别是需要多个活动场所同时提供统一规范服务的大型活动组
织者，他们将会从《场馆运行论:北京奥运会启示录》中读出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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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悠久历史与辉煌现实　第一节　奥林匹克运动的里程碑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向世人
宣告，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克雷文由衷赞叹，这是一届“有史
以来最伟大的残奥会”。
　第二节　北京奥运会的运行与管理　　办好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场馆建设是基础，场馆运行是关键
，场馆管理是根本。
第二章　大型活动与场馆运行　第一节　大型活动的要素分析　　组织任何大型活动，都是围绕满足
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展开的。
为此，活动策划者在活动举办之前首先要回答“5W-2M-1C”问题。
　第二节　大型活动的筹办载体　　大型活动有3种组织模式：公司运作组委会、政府运作组委会、
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组委会。
不同的组织模式反映了政府与市场不同的定位。
　第三节　大型活动的策划设计　　品牌是一种名称、名词、标记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其
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区别开来。
　第四节　大型活动的实际运行　　大型活动有两种管理方式：项目团队管理和场馆运行管理。
几十个场馆同时举行活动的时候，场馆运行有利于确保各场馆服务规范和标准的一致性。
第三章　场馆运行的管理理念　第一节　愿景共识，契约保障　　场馆运行明确具体的服务目标为利
益相关者所接受并共同追求，并通过签订一定形式的合同契约来提供场馆运行的制度保障。
　第二节　客户为本，贴近需求　　场馆运行紧紧围绕进入场馆的各类客户的需求来展开，并以满足
场馆内各类客户群的现场实际需要为第一信号。
　第三节　重心下移，团队主责　　大量的组织指挥工作由场馆管理团队按照已经编制并经测试、批
准的运行计划来实施，只有极少数问题或突发事件的决策报请上级做出决策。
　第四节　统一规范，测试磨合　　各个场馆中同类服务的服务标准基本一致、各类管理服务的政策
程序基本一致，并通过实战人员的备战磨合达到各个服务环节和工作流程的有机衔接。
　第五节　品牌保护，注重遗产　　大型活动能够周期性延续举办，关键在于通过场馆运行的具体实
践有效保护活动遗产和自有产权。
　第六节　项目管理，过程监控　　项目管理是场馆运行计划编制工作的主要工具和基本手段，过程
监控是分时间点和阶段性工作目标全方位监督控制组织管理效能和质量要求的措施。
第四章　场馆运行的组织模式　第一节　统一协调，经理负责　　大型活动组委会通过确定组委会指
挥中心和各场馆运行团队两层级组织架构，实现上下有机联动，组委会拥有十项职权，团队拥有9项
权力。
　第二节　专设团队，条专块统场馆运行包括活动场馆、配套场馆和服务场所的运行，同时也包括服
务于场馆运行的专项工作团队的运行，场馆团队的组织结构一般分为3个层级。
　第三节　双路报告，无缝衔接　　确定场馆运行的报告体系的基本原则包括：指挥层级少，组织构
架简单；统筹能力强，权力相对集中；沟通渠道畅，信息传递快捷。
　第四节　统配资源，效能监察　　统一采购调配各个场馆所需的运行资源，场馆团队统筹管理进入
场馆的资源；对资源的获得过程、方式和使用状况进行效能监察。
　第五节　内外整合，属地保障　　通过完善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建立起权责明确、人员融合的保
障体系，提供常态状况下的运行保障，提高紧急情况下的应急能力。
第五章　场馆运行的计划流程　第一节　聚焦客户，需求分析　　大型活动的组织过程，是以满足参
加活动的人群和利益相关者需求为基本出发点的，而满足各类客户的需要又是以编制和落实客户服务
计划为基础的。
　第二节　功能分区，客户分流　　将不同客户的活动范围限定在不同的活动区域内，形成互不干扰
并协调一致的人流、车流活动流线和空间。
　第三节　案例解剖，测试校正　　在一个典型的场馆中研究出场馆运行的基本规范、运行程序、管
理制度、服务标准等，由此确定出各个场馆通用的基本运行政策和服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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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提炼规范，统一推广通过案例解剖、测试校正形成的场馆运行规范，经过大型活动组委会
审定后，作为场馆运行的指导意见下达给各个场馆团队参照执行。
　第五节　遴选经理，早期介入　　场馆经理要真正行使起对团队的管理职责并按照统一的规范落实
场馆运行任务，就必须在场馆运行团队编制计划、组织测试演练阶段起到领导作用。
　第六节　注重细节，尊重个性　　各个场馆的基础条件、承担任务、周边环境等都有其特殊性，因
此场馆团队根据组委会的推广案例编制本场馆运行计划之时，尤其要在尊重个性上下工夫。
　第七节　扩充团队，演练磨合　　组建团队的“12321法则”，挖掘员工潜能、提升员工团队合作能
力和与客户沟通能力的“九型性格学”。
第六章　场馆运行的过程监控第七章　场馆运行的体验管理第八章　案例：第11届世界女子垒球锦标
赛场馆运行简介附录后记关于创立大型活动运行设计学理论的联想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场馆运行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