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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奥林匹克运动的经济复生，是和体育营销业的产业和发展并行的。
各大公司都愿意付出极大的代价来和奥运五环建联系。
这就是奥林匹克品牌的魅力。
    当现代奥运会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把古希腊格言“更快、更高、更强”确定为奥林匹克格言，
吸纳为奥林匹克格言，吸纳为奥林匹克运动精髓的进候，奥林匹克品牌的愿景就得到了解读。
当顾拜旦在1914年的巴黎奥林匹克代表大会上展示出奥运会会旗和五环图案的时候，奥林匹克品牌标
识便渐渐成为了最让人熟知的品牌标识。
而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则展现了奥林匹克品牌的活力。
    品牌意味着差异，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市场独占，意味着行业中某种垄断优势。
品牌观念是体育组织的软件系统，它决定了组织在什么样的水平上运行。
我国的体育组织就像面对WTO的民族企业一样，必须学会培育品牌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全书分为6章。
第一章导论：奥林区克品牌营销，提出了品牌研究是营销学发展的新进展，总结了品牌的概念化过程
及特点，指出了品牌研究的方向；第二章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林匹克品牌，阐明了奥林匹克品牌的内
涵、定义、内部分工及其存在的各种方式。
第三章奥林匹克品牌的组织管理及中、美、澳三国间的比较，总结了国际奥委会、奥运会组委会和部
分国家奥委会组织结构和权益分配。
第四章奥林匹克品牌的营销管理及中、美、澳三国间的比较，从门票、电视转播、赞助商活动、品牌
传播活动、特许计划和火炬传递几方面阐述了如何开展品牌营销。
第五章奥林匹克品牌的法律保护及中、美、澳三国间的比较，总结了奥林匹克运动在过去20年来所获
得的核心成就，保护奥林匹克品牌权益、树立品牌形象。
第六章尾声：奥林匹克品牌的发展与中国奥林匹克品牌的未来之路，探讨了奥林匹克品牌的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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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从视觉系统、语言系统和知识系统三个方面分析了奥林匹克品牌的存在方式，并对中国在这一领
域的操作提出一系列很有价值的建议。
对中国奥林匹克品牌的塑造、管理、营销、保护等提出的建议具有很好的实用性和操作性，填补了相
关研究的空白。
本书归纳、界定了奥林匹克品牌的概念、内涵；揭示了奥林匹克品牌三种存在方式(视觉系统、语言系
统和知识系统)，系统分析了奥林匹克品牌营销的组织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的实际，提出了中国
奥委会实施品牌化战略的对策建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奥林匹克品牌-中.美.澳三国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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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