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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赛艇赛的经济社会效应评估：基于回归控制法的一个

短期分析 

Evalu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Shenyang Rowing 

Race: A Short-term Analysis Based on Regression Control 

Method 

徐恒逸 

摘要：本文利用回归控制法，构建 2010-2019年间十一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城市 GDP、产

业结构、居民消费和环境污染四个方面综合评估 2018 年沈阳市举办“中国沈阳国际赛艇公

开赛”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沈阳市 2018 年举办沈阳赛艇赛这一大型

体育赛事，显著促进了沈阳经济增长，提高其 GDP；推动其产业结构向服务化转型，沈阳市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显著上升；促进居民消费，沈阳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显著增

加；减少环境污染，沈阳市的工业烟尘排放量明显下降。本文的研究充分证明大型体育赛事

对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能产生重大积极作用，为我国未来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沈阳赛艇赛；回归控制法；处理效应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regression control method to construct panel data of eleven cities from 

2010 to 2019, and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Shenyang 

International Rowing Competition held in 2018 from four aspects: urban GDP,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henyang 

International Rowing Competition held in 2018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henyang and increases its urban GDP, drives the servic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argely increases the proportion of value-added of tertiary industry in GDP in Shenyang, promotes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significantly enlarges the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in 

Shenyang, reduc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apparently decreases Shenyang's industrial soot 

emis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fully proves that major sports events exert tremendously positive 

effects on China’s urb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high-

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Shenyang rowing race; regression control method; treatment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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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18年，沈阳首次举办“中国沈阳国际赛艇公开赛”（下文简称为“沈阳赛艇赛”），并

提出致力于培育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赛事 IP，迄今已连续举办四届。沈阳拥有浑河这一

城市中央的优质赛道，是中国赛艇队队员的人才输出地。2021年中国赛艇协会与沈阳合作，

不仅要将中国赛艇队训练安排在沈阳，而且要推出升级版赛事，提出要将沈阳赛艇赛打造成

国际顶级的百年赛事。 

赛艇作为新兴的水上运动，具有观赏性强、受关注度高等特点，可能会对举办地的经济

社会发展各方面产生影响。赵华（2020）认为，举办大型赛艇赛事对于发挥承办地自然生态

优势，带动当地的水上健身、娱乐、旅游服务，以及相关体育器材设施设备制造等产业的发

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国内学者如聂海峰等（2016）研究了不同等级的体育赛事对

我国带来的经济影响后发现，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能够有效促进主办城市的经济

增长，但规模相对较小的如全运会等，带来的经济增长作用则有限。这一研究强调需要从成

本收益的角度对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经济社会效应进行评估。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体育比赛具有两方面的经济属性。从直接属性来看，其具有商品

属性和产业关联性；从间接属性来看，则可以促进全民素质提高、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

凝聚力，进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等（范青亮和洪永淼，2021）。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体育联

赛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Fan et al.，2017），在这类大型的体育赛事筹办过程中，商业市

场是决定其举办地的重要因素之一（Baade & Matheson，2016）。举办大型体育赛事需要包

括道路交通、赛事场馆等基础设施的支持，并由此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赛事活动

也会刺激当地服务业的发展，并带动其他的关联产业，对于当地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提升作

用（Danniels et al.，2004）。Archer（1984）研究了举办大型体育活动对当地经济增长带

来的乘数效应，提出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民众对体育赛事的关注，有利于促进经济的持续增

长。Long（2012）在对于环法自行车赛的研究中发现，成功的体育赛事还能够对其举办城市

带来宣传效果，提升当地的经济声誉。 

尽管经济现象存在不可实验性，但利用当前主流的因果推断与识别方法和工具，可以在

观测数据的基础上，识别某一经济政策或重大事件发生后所带来的因果影响。这一方法目前

已经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社会科学领域。如 Card & Krueger（1994）

研究最低工资法对于美国就业的影响，Jacob & Lefgren（2004）利用教育改革数据，评估

公立学校开设暑期培训班对于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等。常见的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模型包括

双重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倾向匹配得分（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断点回归（Regression discontinuity）、合成控制（Synthetic Control Method）等方法。 

在此基础上，Hsiao et al.（2012）提出了“回归控制法”（Regression Control Method），

利用个体间的横截面相关，预测处理组如果未接受“处理”，会出现怎样的反事实结果；并

利用“1997年香港回归”这一重大事件为冲击点，评估对香港经济的因果影响。这一方法适

用于处理组对象较少的情况，并在现有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广泛运用。根据该方法，陈海强和

范云菲（2015）评估了融资融券交易制度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通过构造反事实波动率

路径，并与真实波动率进行比较，发现该制度的实行能够有效降低个股波动率。Ke et al.

（2017）基于 1990-2013的地级市数据，评估高铁建设对于中国经济建设所带来的影响，并

分析在不同地区存在的异质性情况。方诚和陈强（2021）以安庆市棚户区改造“房票”政策

为例，使用回归控制法分析发现此政策对房价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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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以沈阳为处理组，通过选取没有举办国家级赛艇赛事的，与沈阳尽可能相近的

十个东北城市为控制组，利用“回归控制法”，构造反事实路径，对 2018年沈阳赛艇赛所产

生的经济社会效应进行评估。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沈阳赛艇赛的概况及其

经济社会影响的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研究设计，第四部分实证分析结果，而第五部

分为简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沈阳赛艇赛概况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的

理论分析 

（一） 赛艇比赛与沈阳赛艇赛的基本情况 

赛艇比赛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18 世纪初，大批职业船民为了谋生，在英国的泰晤士

河上进行划船比赛；1715 年，为庆祝英国国王加冕，伦敦的职业水手首次举办赛艇比赛。

1829 年，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泰晤士河上进行赛艇比赛，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

早的正规赛艇比赛。我国最早的赛艇比赛举办于 1849 年，上海黄浦江见证了赛艇在我国的

起源。如今，赛艇产业蓬勃发展，正在逐渐的从一个小众贵族运动运动转型为大众化平民运

动。欧美国家研究数据表明，当人均 GDP达到 10000 美元时，赛艇冲浪等高端水上运动将步

入人们视野。截止至 2021年年底，中国人均 GDP已达到 12551 美元，以赛艇为代表的水上

运动或将迎来爆发期。中国政府也在大力推进赛艇产业的发展。中国赛艇协会定下赛艇行业

“十四五”规划以及未来十年发展目标，力求奥运会的赛艇奖牌数迎来新突破。 

沈阳市的赛艇产业在整个中国赛艇运动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沈阳市稳

步打造赛艇之都的名片，为我国输送大量赛艇人才。从 2018 年开始，在沈阳市政府和中国

赛艇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在沈阳国际赛艇中心举办的沈阳赛艇赛连续举办四届，并且逐步扩

大其规模、增强其影响力，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赛艇盛会。据统计，沈阳国际赛艇公开赛参

赛人数每届均超过 1500人，国内外有超过 30支代表队参赛。2021年 9月，“中国沈阳赛艇

运动发展指数”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以沈阳赛艇为切入点，基于中国赛艇运动的发展水平，

构建城市建设和赛艇比赛的综合评价体系，以相对科学的量化赛艇运动的发展现状，反映行

业动态，提供更具价值的决策参考。 

（二） 沈阳赛艇赛产生经济社会影响的理论分析 

理论方面，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第一，

从经济发展而言，沈阳赛艇赛这种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不仅是一项运动比赛，而且是一项文

旅结合的城市品牌活动。这能直接吸引大量外地运动员和游客前来沈阳消费，增加当地产品

和服务的消费总量。具体而言，外地运动员和游客的到来提升当地商贸、旅游和住宿餐饮等

服务业的需求规模，对本地居民消费也可能产生拉动作用，刺激当地第三产业发展。这一方

面是通过当地消费增长促进沈阳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是改变当地产业结构，促进城市产业

向服务化转型，提高沈阳第三产业占比。第二，赛艇赛事会拉动当地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

沈阳为赛艇赛专门投资建设相应的国际赛艇中心，并对浑河进行提升改造。投资建设比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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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场地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这些比赛场馆建设、比赛器械及用品购置

也直接提高沈阳经济增长。比赛配套设施和服务，例如相应的道路、交通、住宿餐饮等基础

设施的完善，都将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进一步促进沈阳的经济增长。第三，在社会影响方

面，赛艇比赛能促进当地政府加强环境污染治理。赛艇比赛通常在户外开放水域进行，因此

其对水域及大气的清洁程度有着高标准高要求，举办赛艇比赛能促进当地政府对水域的保养

清理和对烟尘排放的控制，从而促进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改善城市形象。第四，国际赛艇

赛事的举办也存在负面影响。一方面，赛艇比赛场地要求大，器械摆放密集，准备周期长，

会闲置大量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参赛人员的集中会制造生活垃圾和噪音，大量车辆会造成

比赛现场周围交通堵塞，进而短时间内增加有害气体排放，污染环境。 

总体而言，在理论分析层面，举办大型赛艇比赛到底是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环境，还是

抑制经济发展、污染环境，这存在一定的争议。而这恰恰是本文试图重点研究的问题，本文

通过回归控制法这一因果识别的工具，识别沈阳赛艇赛的举办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的

因果效应。 

 

三、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评估沈阳市在 2018 年举办沈阳赛艇赛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

为此本文试图拟合沈阳市在没有举办沈阳赛艇赛的情况下，GDP、产业结构、 居民消费、环

境污染四个方面的情况，然后将沈阳市举办沈阳赛艇赛的实际 GDP、产业结构、居民消费、

环境污染四方面指标值减去拟合得到的沈阳市反事实估计值，即为沈阳市举办沈阳赛艇赛所

产生的处理效应。 

由于常用的计量方法很难回答上述反事实问题，本文采用 Hsiao et al.（2012）提出

的“回归控制法”进行反事实分析。回归控制法的基本原理可以简要归结为：环境中不可观

测的“共同因子”会影响单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因此可以通过利用各横截面之间的相关性，

以没有举办国家级赛艇赛事的城市作为控制组样本，用这些控制组样本来拟合预测处理组，

本文中即举办沈阳赛艇赛的沈阳市没有举办该赛事情况下的反事实结果，并以此来估计沈阳

市举办该赛事的经济社会效应。 

借鉴李世杰、赵婷茹（2019）的做法，本文的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假设𝑌1𝑡
1 为沈阳市在𝑡时期举办沈阳赛艇赛后的结果变量，𝑌1𝑡

0为沈阳市在𝑡时期没有举办

赛艇赛事的结果变量，此时沈阳市的处理效应可以写为： 

𝛥1𝑡 = 𝑌1𝑡
1 − 𝑌1𝑡

0 (1) 

沈阳市在 2018 年开始举办沈阳赛艇赛，因此我们无法观测到沈阳市在 2018 年及以后

的结果变量𝑌1𝑡
0，因此无法直接计算𝛥1𝑡。 

基于 Hsiao et al.（2012）提出的回归控制法，可以构造处理组合理的控制组，并利

用控制组拟合沈阳市没有举办沈阳赛艇赛的反事实结果，基于因子模型，此时结果变量可以

写为： 

𝑌𝑖𝑡 = 𝛼𝑖 + 𝑏𝑖
′ + 𝑓𝑙 + +𝜀𝑖𝑡 (2) 

𝛼𝑖是异质性个体特征；𝑏𝑖
′是1 ∗ 𝐾维的随个体变化的系数，允许𝑏𝑖 ≠ 𝑏𝑗，即共同因子对于

各个城市的影响是不同的；𝑓𝑙是 K*1维的随时间变化的可观测或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𝜀𝑖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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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𝑖个城市的随机异质成分。通过控制组中其它城市的值𝑌𝑖𝑡
0 = (𝑌2𝑡

0 , 𝑌3𝑡
0 , 𝑌4𝑡

0 , ⋯ , 𝑌𝑛𝑡
0 )拟合沈阳市

没有举办沈阳赛艇赛的反事实值𝑌1𝑡
0，此时估计式可以写为： 

𝑌1𝑡
0̂ = �̂� + �̂�𝑌𝑖𝑡

0 (𝑡 ≥ 𝑇1 + 1; 𝑖 ≥ 2) (3) 

此时，𝛥1𝑡的估计式可以重新写为： 

𝛥1�̂� = 𝑌1𝑡
1 − 𝑌1𝑡

0̂ (𝑡 ≥ 𝑇1 + 1) (4) 

此时，𝛥1�̂�是𝛥1𝑡的一致估计量。 

 

（二） 数据来源与处理 

控制组的选择对于使用回归控制法进行经济效应评估至关重要。本文在控制组的选择上

首先关注城市的地理属性，沈阳位于东北地区，本文将控制组的选择范围划定在同属于东北

地区的地级市层面，即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地级市层面；其次本文所研究的核心问题

是评估沈阳市在 2018 年举办沈阳赛艇赛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因此本文选择人均 GDP作

为在东北地区地级市层面选择控制组城市的参考指标。基于上述两种考量，本文最终选出了

与沈阳同处东北地区、2018 年人均 GDP 最为接近、且没有举办国家级赛艇赛事的十个城市

作为控制组。具体所选择的十个城市如下：哈尔滨市、白山市、营口市、吉林市、辽源市、

抚顺市、盘锦市、长春市、大庆市、大连市。图 1 是十个控制组城市与沈阳市在 2018 年的

人均 GDP对比图。 

 
图 1 控制组城市与沈阳市在 2018 年的人均 GDP对比图 

 

本文利用回归控制法从四个方面对沈阳市举办沈阳赛艇赛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进行全面

评估，分别是城市 GDP、产业结构、居民消费和环境污染。具体来说，城市 GDP 方面选用的

具体指标是城市层面的年 GDP 值，产业结构方面选用的具体指标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

比重，居民消费方面选用的具体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境污染方面选用的具体指标

是工业烟尘排放量。本文所用到的所有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为了避免新冠疫情对本文评估产生有偏影响，本文不使用 2020 年后的数据；同时基于

控制组城市的选择，本文构建了 2011-2019年间，包含沈阳市与十个控制组城市的年度城市

面板数据。由于样本截止期只到 2019 年，所以本文的研究仅是对沈阳赛艇赛的一个初步的

短期分析。在利用回归控制法进行实证分析时，本文采用 lasso估计量选择次优模型，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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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AICC准则选择最优子集构造反事实路径。 

 

四、 实证分析结果 

（一） 沈阳赛艇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使用陈强和颜冠鹏在 2021年编写的 RCM命令包，利用 STATA16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根据 AICC准则、post-lasso OLS回归运算，本文在城市 GDP方面共选择了抚顺市、营口市

两个控制组城市作为最优子集进行拟合。post-lasso OLS回归结果参见表 1。 

表 1 使用 AICC准则选择最优子集的 post-lasso OLS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沈阳市 GDP R

2
=0.98 

回归系数 标准误 p值 

抚顺市 0.9775 0.6398 0.1870 

营口市 3.4431 0.6047 0.0020 

常数项 647.3897 366.2846 0.1370 

由表 1可知，回归方程拟合优度 R2=0.98，这表明选择的控制组城市对处理组具有较

好的拟合效果。根据 AICC准则选择的最终控制组，使用它们与沈阳市之间的相关关系，

将其在 2018 年及以后的城市 GDP数据代入计算，可以得到虚拟的沈阳市在 2018 年没有

举办沈阳赛艇赛的反事实预测值。图 2展示了沈阳市实际城市 GDP与反事实预测的对照

情况。 

 

图 2 沈阳市 GDP的实际值与反事实预测值对照图 



 9 / 23 

 

在图 2中，实线描绘的是沈阳市实际的 GDP数据结果，虚线表示的是沈阳市没有举办国

家级赛艇赛事的反事实预测结果。从图 2可知，在沈阳市 2018年举办沈阳赛艇赛之前，反

事实预测值与 GDP 实际值非常接近，甚至拐点处也实现了较好的拟合。关键点在于沈阳市

2018 年举办沈阳赛艇赛之后，城市 GDP 的实际值与预测值出现明显背离，此时沈阳市实际

GDP上升，但反事实预测值却明显下降，这说明沈阳市 2018年举办沈阳赛艇赛具有促进 GDP

增长的显著效应。 

通过将沈阳市 GDP 的实际值减去反事实预测值，本文可以得到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

市 GDP的处理效应。虽然 2018年处理效应约为-17亿元，但 2019年处理效应迅速上升到约

422亿元，两年平均值达到 202.574亿元，这相当于贡献了超过 3%的沈阳 GDP，对于沈阳经

济增长贡献卓越。图 3 描绘了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 GDP的处理效应图，可以更为直观的

说明在举办国家级赛艇赛事后，处理效应的迅速提升。 

表 2 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 GDP的处理效应 

时间 实际值 预测值 处理效应 

2018 6292.3980 6309.4910 -17.0933 

2019 6470.0000 6047.7590 422.2412 

均值 6381.1990 6178.6250 202.5740 

 

 

图 3 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 GDP的处理效应图 

 

沈阳市通过举办国家级赛艇赛事，显著增加了媒体关注度，通过保障赛事顺利举行的一

系列城建工作，城市形象得到显著提升，二者相互作用吸引到大量的国际国内旅游人数，推

动消费量的增加，展现出城市长期经济增长的积极信号（范青亮、洪永淼，2021），吸引到

更多的投资者投资本地。这也可以从一定角度解释为什么 2018年的处理效应为负、2019年

大幅增加且为正，说明沈阳举办国家级赛艇赛事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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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为进一步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通过安慰剂检验进行验证。通过随机选取控制组

中任一城市，假设该城市也举办了国家级赛艇赛事，利用回归控制法模拟出城市 GDP的反事

实预测值，估计在该情况下出现的处理效应。如果实际的政策效果与假定的政策效果之间的

差异足够大，即存在强的相互区别能力，则在统计上是可信的。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4 所

示。 

 

图 4 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 GDP 的处理效应安慰剂检验 

 

在图 4 中，黑色的线代表沈阳的处理效应，浅灰色的线代表控制组城市的安慰剂效应。

在2018年沈阳举办沈阳赛艇赛之前，沈阳市GDP的处理效应与其他城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但在 2018 年后，沈阳市 GDP 的处理效应处于控制组城市的上方（仅有一个处理效应变化剧

烈城市的处理效应位于沈阳市外部）。这表明沈阳市举办沈阳赛艇赛对城市 GDP 的促进作用

显著且稳健。 

 

（二） 沈阳赛艇赛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本文接着将产业结构设定为结果变量，检验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产业结构的因果影响。

根据 AICC准则、post-lasso OLS回归运算，本文在产业结构方面选择了控制组城市中的大

庆市作为最优子集进行拟合。post-lasso OLS回归结果参见表 3。 

表 3 使用 AICC准则选择最优子集的 post-lasso OLS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沈阳市产业结构 R

2
=0.87 

回归系数 标准误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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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 0.4868 0.0833 0.0020 

常数项 36.4926 1.8566 0.0000  

从表 3可知回归方程拟合优度 R2=0.87，体现出选择的控制组城市对处理组具有较好

的拟合效果。根据 AICC 准则选择的最终控制组，使用控制组与处理组之间的相关关系，

将其在 2018 年及以后的产业机构数据代入计算，可以得到虚拟的沈阳市在 2018 年没有

举办沈阳赛艇赛的反事实预测值。图 5展示了沈阳市实际产业结构与反事实预测的对照

情况。 

 

图 5 沈阳市产业结构的实际值与反事实预测值对照图 

 

图 5 中实线描绘了沈阳市实际产业结构的数据结果，虚线表示的是沈阳市没有举办国

家级赛艇赛事的反事实预测结果。从图 5可知，沈阳市 2018 年举办沈阳赛艇赛之前反事实

预测值与产业结构实际值非常接近，但在 2018 年之后，产业结构的实际值与预测值出现显

著背离，此时沈阳市实际产业结构陡然上升，但反事实预测值却十分平缓，这说明沈阳市

2018 年举办沈阳赛艇赛显著促进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提高，产业结构向服务业

变化明显。 

将沈阳市产业结构的实际值减去反事实预测值可以得到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产业

结构的处理效应。2018 年的处理效应为 2.66%，2019 年则约为 6.55%，处理效应上升显著，

且两年平均值达到 4.6043%，显著提高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图 6是举办沈阳赛艇

赛对沈阳市产业结构的处理效应图，其直观体现了举办国家级赛艇赛事后处理效应的迅速提

升。 

表 4 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产业结构的处理效应 

时间 实际值 预测值 处理效应 

2018 58.1000 55.4400 2.6600 

2019 61.9400 55.3914 6.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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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60.0200 55.4157 4.6043 

 

 

图 6 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产业结构的处理效应图 

 

沈阳市通过举办国家级赛艇赛事，一方面为保障赛事顺利举办，发展大量关联第三产业，

另一方面通过赛事 IP 的打造，吸引大量国际国内游客，创造出相关市场需求，二者均促进

沈阳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我们可以关注到，2019 年的处理效应相较 2018 年显著提高，

说明沈阳举办国家级赛艇赛事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是持续加强的。 

进一步本文通过安慰剂检验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通过随机选取控制组中任一城市，

假设该城市也举办了国家级赛艇赛事，利用回归控制法模拟出城市产业结构的反事实预测

值，估计在该情况下出现的处理效应。如果实际的政策效果与假定的政策效果之间的差异足

够大，即存在强的相互区别能力，则在统计上是可信的。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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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产业结构的处理效应安慰剂检验 

 

图 7 中黑色的线代表沈阳的处理效应，浅灰色的线代表控制组城市的安慰剂效应。在

2018 年沈阳举办沈阳赛艇赛之前，沈阳市产业结构的处理效应与其他城市之间没有显著差

异，但在 2018 年后沈阳市产业结构的处理效应处于绝大多数控制组城市的上方（仅有两个

城市位于沈阳市外部）。这可以表明沈阳市举办沈阳赛艇赛对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是相

对稳健的。 

 

（三） 沈阳赛艇赛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接着将居民消费设定为结果变量，检验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居民消费的因果影响。

根据 AICC准则、post-lasso OLS回归运算，本文在居民消费方面共选择了大庆市、抚顺市

两个控制组城市作为最优子集进行拟合。post-lasso OLS回归结果参见表 5。 

表 5 使用 AICC准则选择最优子集的 post-lasso OLS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沈阳市居民消费 R

2
=0.99 

回归系数 标准误 p值 

大庆市 0.0934 1.6411 0.9570 

抚顺市 5.5550 2.5379 0.0800 

常数项 194.7509  202.6886  0.3810 

表 5中回归方程拟合优度 R
2
=0.99，说明选择的控制组城市对处理组具有较好的拟合

效果。根据 AICC 准则选择的最终控制组，使用控制组与处理组之间的相关关系，将其

在 2018 年及以后的居民消费数据代入计算，可以得到虚拟的沈阳市在 2018 年没有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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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赛艇赛的反事实预测值。图8展示了沈阳市实际居民消费与反事实预测的对照情况。 

 

 

图 8 沈阳市居民消费的实际值与反事实预测值对照图 

 

图 8 中实线是沈阳市实际居民消费的数据结果，虚线则是沈阳市没有举办国家级赛艇

赛事的反事实预测结果。从图 8可以明显看出，沈阳市 2018 年举办沈阳赛艇赛之前反事实

预测值与居民消费实际值非常接近，甚至在拐点部分也拟合的非常近似，居民消费的实际值

与预测值在 2018 年之后出现显著背离，此时沈阳市实际居民消费明显上升，与此同时反事

实预测值却出现下降，这说明沈阳市 2018年举办沈阳赛艇赛显著提高了沈阳市的居民消费，

如果没有举办沈阳赛艇赛甚至会使得沈阳市的居民消费出现明显下降。 

通过将沈阳市居民消费的实际值减去反事实预测值得到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居民

消费的处理效应。2018 年至 2019年，处理效应显著增加，2018 年处理效应为 253.6223亿

元，2019 年为 729.186 亿元，两年平均值达到 491.4042 亿元，沈阳市居民消费显著提高。

图 9 是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居民消费的处理效应图。 

表 6 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居民消费的处理效应 

时间 实际值 预测值 处理效应 

2018 4051.2310 3797.6090 253.6223 

2019 4479.5910 3750.4050 729.1860 

均值 4265.4110 3774.0070 491.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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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居民消费的处理效应图 

 

图 9 直观体现了沈阳市在举办国家级赛艇赛事后居民消费处理效应的显著提升，结合

前文的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迅速增长带来的消费增加惯性，另一方面随着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比的提高，居民消费实现迅猛增加。同时沈阳赛艇赛这一赛事 IP 吸引到的大量国际

国内游客为沈阳市居民消费的增加同样做出贡献。 

与前文做法一致，本节同样通过安慰剂检验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如图 10 所示，黑

色的线代表沈阳的处理效应，浅灰色的线代表控制组城市的安慰剂效应。在 2018 年沈阳举

办沈阳赛艇赛之前，沈阳市居民消费的处理效应与其他城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在 2018

年后沈阳市居民消费的处理效应处于控制组城市的外部。这表明沈阳市举办沈阳赛艇赛对居

民消费存在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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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居民消费的处理效应安慰剂检验 

 

（四） 沈阳赛艇赛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本文接着将环境污染设定为结果变量，检验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环境污染的因果影响。

根据 AICC准则、post-lasso OLS回归运算，本文在环境污染方面选择控制组城市中的辽源

市作为最优子集进行拟合。post-lasso OLS回归结果参见表 7。 

表 7 使用 AICC准则选择最优子集的 post-lasso OLS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沈阳市环境污染 R

2
=0.79 

回归系数 标准误 p值 

辽源市 3.0560 0.6505 0.0030 

常数项 2.0800 0.8383 0.0480 

表 7中回归方程拟合优度 R2=0.79，这表明选择的控制组城市对处理组具有较好的拟

合效果。根据 AICC 准则选择的最终控制组，使用控制组与处理组之间的相关关系，将

其在 2018年及以后的环境污染数据代入计算，可以得到虚拟的沈阳市在 2018 年没有举

办沈阳赛艇赛的反事实预测值。图 11 展示了沈阳市实际环境污染与反事实预测的对照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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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沈阳市环境污染的实际值与反事实预测值对照图 

 

图 11 中实线是沈阳市实际环境污染的数据结果，虚线则是沈阳市没有举办国家级赛艇

赛事的反事实预测结果。从图 11 可以看出沈阳市 2018 年举办沈阳赛艇赛之前反事实预测

值与环境污染实际值非常接近，但在 2018 年之后二者出现显著背离，此时沈阳市实际环境

污染数据显著下降，与此同时反事实预测值却出现上升，这说明沈阳市 2018 年举办沈阳赛

艇赛显著降低了沈阳市的环境污染。 

将沈阳市环境污染的实际值减去反事实预测值得到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环境污染

的处理效应。2018年至 2019年，处理效应的绝对值显著增加，2018年处理效应为减少 2.377

万吨工业烟尘排放量，2019年则为减少 3.373万吨，两年平均下降 2.875万吨。图 12是举

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环境污染的处理效应图。 

表 8 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环境污染的处理效应 

时间 实际值 预测值 处理效应 

2018 1.6451 4.0221 -2.377 

2019 1.2413 4.6143 -3.373 

均值 1.4432 4.3182 -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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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环境污染的处理效应图 

 

图 12 直观体现了沈阳市在举办国家级赛艇赛事后环境污染处理效应实现显著降低。举

办大型体育赛事是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赛艇赛事作为户外公

开水域赛事，对于环境的要求相对较高，这要求举办城市需要多方面对城市环境污染进行治

理。本文囿于数据可得性，选用的工业烟尘排放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体现出沈阳市为举办沈阳

赛艇赛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同前文做法一致，本节同样通过安慰剂检验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如图 13 所示，黑

色的线代表沈阳的处理效应，浅灰色的线代表控制组城市的安慰剂效应。在 2018 年沈阳举

办沈阳赛艇赛之前，沈阳市环境污染的处理效应与其他城市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 2018

年后沈阳市环境污染的处理效应显著处于控制组城市的外部。这表明沈阳市举办沈阳赛艇赛

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且稳健的降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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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举办沈阳赛艇赛对沈阳市环境污染的处理效应安慰剂检验 

 

五、 简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简要结论 

沈阳市于 2018 年开始举办并打造“中国沈阳国际赛艇公开赛”这一大型体育赛事 IP。

本文利用公开数据，构建了 2010-2019年间包含沈阳市与十个控制组城市的面板数据，从城

市 GDP、产业结构、居民消费和环境污染四个方面综合评估沈阳市在 2018 年举办沈阳赛艇

赛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本文利用回归控制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2018 年沈阳市举

办沈阳赛艇赛这一大型赛事，对城市 GDP存在显著的提高作用。此外，举办沈阳赛艇赛对产

业结构存在显著的调整作用，沈阳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显著上升。举办沈阳赛艇

赛同样促进了沈阳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证实举办沈阳赛艇赛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

的促进作用。在经济效应之外，举办沈阳赛艇赛还存在着明显的社会效应，得益于沈阳赛艇

赛的举办，沈阳市的工业烟尘排放量显著减少，环境污染得到明显改善。由于沈阳在 2018

年开始每年连续举办沈阳赛艇赛，所以上述结论不能仅被视为是 2018 年第一届沈阳赛艇赛

的因果效应，而应该被看作是 2018和 2019年连续举办沈阳赛艇赛所产生的因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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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量化评估了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社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基于上述研究

结论，本文针对性的提出大型体育赛事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第一、重视

体育赛事 IP 的打造，通过数字传媒等技术手段，加强大型体育赛事的社会关注度与影响力，

吸引国际国内游客，刺激旅游消费；第二、围绕大型体育赛事促进关联产业发展，将大型赛

事的举办转换成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是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

契机，应围绕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综合管理等方面实现城市面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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