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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体育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体育消费市场

活力持续增强，体育服务业发展持续加快。《关于加快

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大力发展健身休

闲产业，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断满足大众多元化的健身休闲需求，提升消费者的

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1］。此外，《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

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指

出，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

新动力，以更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2］。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公众的体育消费意识普遍

增强，体育消费不断升级，体育消费市场日益活跃，为

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体育健身娱乐业、

体育场地服务业、体育培训业的发展潜力持续释放［3］。

消费升级是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重要动力，为

体育服务业的有效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体育消费是体育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促

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助推器。学界针对

体育消费的研究颇多，但鲜有涉及在消费升级视域下

探讨体育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路径机

制问题的研究，这与体育消费持续升级、体育服务业

供需矛盾显现的现实背景背道而驰。事实上，体育产

业结构不合理、体育服务业发展效益不高等问题已经

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效推进相关研究进展对

体育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基

于体育服务业供需矛盾困境，本研究紧紧围绕“消费

升级背景下，如何推进体育服务业发展”这一问题展

开，从内部治理角度出发，探讨体育服务业发展的动

力机制、运行机制、路径机制。在明晰动力机制是推

进体育服务业发展的源泉因素，运行机制是推进体育

服务业发展的流程因素，路径机制是推进体育服务业

发展的策略因素的基础上，牢牢把握“动力机制是运

行机制的前提，路径机制是运行机制的保障和助推

器”这一逻辑关系。围绕消费政策、消费市场、消费需

求 3个方面挖掘体育服务业发展的动力因素，从体育

服务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融合及其创新层面探究体

育服务业发展的运行机制，从政策引导、技术支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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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刺激下深挖体育服务业发展的路径机制，为体育服

务业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思路。

1 消费升级视域下推进我国体育服务业发展的动力

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人们对体育服务的消费

意识显著增强，基于此，明晰推进体育服务业发展的

动力机制尤为必要。为促进体育服务业发展，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激励产业发展，促进产业供给，

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相关消费政策的制定与落

实为体育服务业的有效发展提供了动力，促进了消费

市场的开拓，从而激发了消费市场的活力。冰雪度假

区、各类休闲体育小镇等新兴体育服务产业不断形

成，进一步刺激了消费需求扩张，同时也推动了相关

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因此，本研究以消费政策、消费

市场、消费需求为动力因素，通过构建推进体育服务

业发展的闭环动力机制（图 1），为进一步探究推进体

育服务业发展的有效运行机制提供支撑。

图1消费升级视域下推进我国体育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图

Fig. 1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1.1 体育消费政策制定与落实

体育消费政策是政府权威部门制定的旨在促进

和提升体育消费而颁布和贯彻落实的一系列政策的

总和［4-5］，在引导和促进体育服务业健康发展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是促进体育消费

水平快速提升的内在动力，是我国体育服务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对于满足人民群众体育

消费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

推进体育服务业发展，离不开体育消费的拉动与

体育市场的开发作用。促进体育消费快速提升与体

育市场兴旺发展、推进体育服务业转型发展成为有效

满足体育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重要难题。《国务

院关于加快发展休闲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

意见》中提出，优化体育产业结构，促进融合发展，大力

培育健身休闲、竞赛表演、场馆服务、中介培训等体育

服务业，打造优质、精品的体育俱乐部、场馆和赛事，营

造良好的健身氛围［3］。在这一政策措施的推行下，社会

资本进入体育产业领域，根据消费者的健身休闲、竞赛

表演、场馆服务、户外运动等需求提供多样化的体育产

品和服务。通过建立完善的体育服务业体系，有效满

足消费者旺盛的消费需求，从而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

展。在发展场馆服务业方面，完善体育场馆布局，有效

盘活存量资源，在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建设小型

化、多样化的场地设施和场馆。在发展竞赛表演业方

面，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制度、打造

品牌赛事，有助于提高体育赛事服务业开展的便利性，

促进竞赛表演业快速发展，进而推动群众体育消费增

长。在发展健身休闲业方面，大力开展健身休闲项目、

传统体育项目有助于带动赛事消费的增长，促进相关

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行动计划

（2019—2020年）》提出，丰富体育消费业态，拓展体育

消费空间，优化体育消费环境，大力发展健身休闲消

费、积极引导竞赛观赏消费，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针对大力发展健身休闲消费方面，

推动水上运动、山地户外、马拉松、自行车等运动产业

发展，将其打造为新的消费热点。就发展竞赛观赏消

费而言，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赛事供给，因地制宜发挥地

区资源优势，积极打造优质、特色的品牌赛事，以满足

群众特色化、丰富化的观赛需求［6］。

在体育消费政策的落实方面，就发展场馆服务业

而言，借助 2022年北京冬奥会发展契机，实施“冰雪运

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大力推进冰雪场馆建设，以实

现冰雪体育消费提升。就发展竞赛表演业而言，中国

篮协推出《小篮球规则》、开展“篮协杯”小篮球联赛，

新浪体育打造的 3×3黄金联赛，多城市举办国际马拉

松赛事等，满足了消费者观赛体验和参与体验双重需

求。就发展健身休闲业而言，为不断丰富消费者的业

余生活，各类体育小镇、休闲度假区相继建成，使消费

者的度假、旅游、康养等多元需求得到了满足。为鼓

励和刺激群众参与体育消费，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鼓

励社会力量捐资设立基金会，制定相关优惠政策等，

为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经济上的支持［7］。此外，发

挥政府资金支持作用，建设体育服务业发展平台，通

过采取优惠措施和保障政策为体育服务业发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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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8］。在消费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下，健身休闲、竞赛

表演、场馆服务等体育服务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

机遇。

通过对上述政策进行解读，发现政策的有效制定

和落实不仅能促进体育消费的增长，更能为体育服务

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笔者认为相关体

育消费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正在推动我国体育消费和

体育服务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但由于对体育消费认

知不足、相关政策的推行和落实不均衡、体育服务业

发展的长效激励机制缺乏等问题，使得相关政策的落

实存在困难和挑战。因此，应从国家战略地位上进行

调整，加强体育消费政策的顶层设计，提升政策实施

的可行性，建立促进体育服务业发展的长效激励机

制，提高体育服务业的供给质量。

1.2 体育消费市场开拓与创新

体育消费市场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体育

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体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消

费市场的不断开拓与创新，推动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

需要进一步激发体育消费市场的活力。近年来，我国

体育市场业态不断更新丰富，居民参与体育消费的形

式也不再单一，倾向于服务型消费和体验型消费，拓

展了体育消费市场的发展空间［9］。除此之外，体育消

费人群逐渐增长，体育消费市场的规模逐渐扩大，刺

激了消费者需求的增长，进一步激发了体育消费市场

发展的活力［10］。

在政府各项政策的引导下，休闲健身、竞赛表演、

场馆服务等体育服务业快速发展，体育消费持续升

级，体育消费市场日益呈现出规范有序的状态。在休

闲健身产业方面，休闲健身市场蓬勃发展，体育小镇、

城市马拉松、健身跑、极限运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项

目呈现出井喷发展之势，拓宽了休闲健身消费市场。

此外，休闲健身产业依托自然、人文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武术、舞龙舞狮等传统体育项目，开发特色的体育

项目，扶持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项目，推进了体育

消费市场创新。在场馆服务业方面，积极鼓励社会资

本参与体育场馆建设，根据消费者实际需求，供给优

质的体育服务和产品。在场馆设施利用率方面，通过

对公共体育场馆、学校体育场馆实施免费或低收费开

放，大大提高了体育健身设施的使用率。在竞赛表演

业方面，大力发展多元化的体育赛事，积极打造有影

响力、高质量的品牌职业赛事，同时，鼓励举办高质量

的业余体育赛事，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举办群众性体育

赛事。此外，提升赛事的传播力度，通过运用新媒体

技术推进赛事传播，以增强群众的观赛体验效果。体

育消费市场的开拓与创新，为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提供

了强劲动力，在休闲健身、场馆服务、竞赛表演等各个

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果。不过，相较于西方发达国

家，我国体育服务业存在消费动力不足、产业结构不

平衡问题［11］，因此，我国体育服务业应在市场动力的

助推下，不断寻求新的转型发展思路。

1.3 体育消费需求转变与升级

体育消费需求是人们参与体育消费行为的动因，

体育消费升级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表现［12-14］。在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人们的体育消费从注重量的满

足转变为追求质的提高，逐渐倾向于个性化与多样化

的服务型消费［15］。体育消费需求对体育产业尤其是

体育服务业的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在消费升级背景

下，以健身、娱乐和观赏为主的体育服务消费成为新

的消费热点，逐渐呈现规模化发展趋势。消费升级多

元化发展，将引领休闲健身、竞赛表演、场馆服务、中

介培训等相关体育服务业迅速增长，并呈现出产业融

合发展的趋势。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我国消费者的

体育消费意识和消费需求不断升级，逐渐由“实物型”

消费为主向“体验型”消费为主转变［16］。

在休闲健身业方面，随着休闲健身产业的推广，人

们对于休闲健身消费的观念由单一的体育消费模式逐

渐转变为“体育+旅游”的消费模式，并且逐渐由参与健

身跑、自行车等休闲性运动向极限运动、水上运动等娱

乐性、体验性强的运动项目转变。对于部分消费者而

言，在体育消费的过程中，区域自然、人文等资源因素

对体育服务消费需求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少数民

族地区的消费者，会倾向于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传

统体育项目。在竞赛表演业方面，随着赛事供给持续

加快，丰富多样化的体育赛事逐渐兴起，人们对于体育

赛事的消费模式逐渐由“观看体验”模式向“参与体验”

模式转变。随着人们对于体验消费需求的升级，也逐

渐倾向于NBA、世界杯等品牌体育赛事的消费。在场

馆服务业方面，随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增

强，将更多的闲暇时间积极投身于体育锻炼。在体育

参与的过程中，人们对于场馆服务的内容、质量等方面

的需求持续升级［15］，如随着人们对于体育的认知逐渐

提高，开始由健身路径模式向健身房模式转变，并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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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参与向寻求私人教练指导转变。由此，说明消费

需求升级是场馆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2 消费升级视域下推进我国体育服务业发展的运行

机制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

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

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3个重要文件均明确指出，“协调推进体育产业与

文化、旅游、电子信息、养老、文化、教育培训、医疗等

相关产业互动、融合、创新发展，大力吸引社会投资，

完善健身消费、税费价格政策。”［3，7-8］综合而言，体育

服务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融合与创新发展是顺应时

代潮流、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加快产

业融合进程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因此，本研究在动力机制的推动下，以产业互动、产业

融合、产业创新为运行要素，通过构建推进体育服务

业发展的闭环运行机制（图 2），发现了有效推进体育

服务业运行发展的理论框架，为进一步探究推进体育

服务业发展的路径机制提供重要支撑。

图2消费升级视域下推进我国体育服务业发展的运行机制图

Fig. 2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2.1 体育服务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

虽然目前体育服务业消费持续增长，但是体育服

务业与其他相关行业高度依存、相互渗透，逐渐形成

了内生性分工、互动的机制过程，从而导致业态发展

不充分、不均衡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体

育服务业的持续健康发展［17-18］。因此，建立体育服务

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发展机制，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和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消

费升级影响下推进我国体育服务业与相关产业互动

运行，应以产业合作为基础，通过联结相关产业消费

内容，以促进产业有效发展。实质上，体育服务业与

相关产业的互动是将共性的产业集合起来的过程，形

成彼此共有的紧密互动关系，这对于适应消费升级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有助于完善体育服务业产业链，发

挥体育服务业的辐射力。具体而言，产业间内部结构

上的功能互动、分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并

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消费升级动力下提高

了产业的供给质量。目前，体育服务业逐渐与旅游、

文化等产业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关系，为产业的融合发

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在休闲健身产业方面，冰雪体育产业通过在借鉴

旅游产业运营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打造集休闲、度假、

健身为一体的冰雪体育小镇，形成了产业间的共建、

共生、共享的发展模式，推进了产业的快速发展。在

场馆服务业方面，通过建设综合性的大型体育场馆，

并赋予场馆相应的文化内涵，充分发挥场馆服务、旅

游、观光、休闲、文化教化等多样化功能。因此，场馆

服务与文化产业的互动是推进产业融合的重要体现，

有助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在竞赛表演业方面，通

过打造高端的品牌赛事，如 CBA、城市马拉松等赛事

的举办，带动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增强竞赛表演业与

城市旅游业的互动性，促进产业的共同发展，在资源

要素流动和市场驱动下实现产业优化发展。

2.2 体育服务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

基于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互动趋于明显，提出产

业融合发展的运行模式，为体育服务业创新发展提供

支持。产业融合是产业领域价值增长和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不仅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催生新型产业

业态，还能提升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效能、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19-20］。产业融合主要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

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由于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相互

渗透而产生的产业边界模糊化的经济现象［21-22］。

对国内外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的研究进行

梳理，发现相关研究主要从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

合发展机制、融合发展模式以及融合发展路径等方面

展开探讨。如在产业融合发展机制方面，有研究指

出，产业间高度关联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技

术创新与消费需求提高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初始驱动

力，政策的变化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外部推力［20，22-23］；在

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方面，有研究指出，体育产业与相

关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主要有渗透型融合、重组型融

合 、延 伸 型 融 合 、交 叉 型 融 合 以 及 综 合 型 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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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20，24］；在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方面，有研究指出，体

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路径主要有技术融合

路径、业务融合路径、市场融合路径、产品融合路径以

及生产融合路径等［23，25］。体育服务业具有高渗透性、

交叉性、延伸性等特质，其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机制主

要是指相关产业的各类服务要素与体育资源或体育

服务要素在开放的产业系统内通过非线性的网络互

动关系，打破原有单一系统的线性平衡，利用制度、管

理、技术等层面的创新手段，从而实现技术、产品、服

务以及市场等要素的融合发展［22］。因此，要想实现体

育服务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其首要任务应厘清

产业互动、产业融合与产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准确把

握三者之间的逻辑脉络与演进规律。在消费不断升

级的背景下，体育服务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是产业融

合的前提条件，产业融合是产业互动的结果，产业融

合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产业的高度关联与互动是体育服务业与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的前提条件。体育服务业与相关产业之

间由于高度的渗透性和关联性，推动了体育服务业与

相关产业在产品、服务、业务以及市场等不断进行互

动，导致体育服务业与相关产业之间的边界模糊化，

从而实现了产业的融合发展并催生出各种新型产业

业态［20，22］。如随着消费的不断升级，人们在休闲娱乐、

社会交往等方面的需求日益高涨，催生了体育旅游业

的发展壮大；随着国内老龄人口数量的逐渐增加，部

分老年人在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等方面的需求日益高

涨，催生了体育康养业的发展壮大。此外，体育服务

业与高新技术、教育培训、文化、安保服务等产业的融

合趋势逐渐加快，由于以上产业均与体育服务业具有

高度的关联性，使其与体育服务业在平台、市场与载

体等方面不断实现资源的互动和共享，从而提升了资

源的相互利用效率［20，22］。相关产业为体育服务业提供

了较好的平台和载体，体育服务业为相关产业提供了

更广的需求和利润空间，从而形成了体育服务业与相

关产业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融合发展局面［22］。

制度渗透、模式更新、产品融合、市场互动是体育

服务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的内在动力。如在制度渗透方

面，为了充分发挥体育服务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带动作用

和溢出效用，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制度措施来推动体育服

务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并取得了诸多建设性成

果，但仍存在部分制度遗留问题［26］。我国体育服务业发

展方式所面临的根本性制度约束是政府职能越位，同时

政绩考核本位、市场监管缺位以及支撑措施失位等制度

约束也严重阻碍了我国体育服务业的发展［26］。为破解

现有体育服务业发展方式所面临的制度约束，政府将推

进“放管服”改革作为未来我国体育管理改革的根本方

向，通过全面梳理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关于体育服务业的

管理权限，从合作治理的角度分析哪些权利“适合放”

“放给谁”“如何放”等问题；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和行

政处罚体系，切实管好体育社会组织、规范体育服务业

市场、监督被放权机关；通过制定体育行政“优化服务”

战略，也切实服务好体育社会组织、体育服务业市场以

及被放权机关。在产品融合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促使体育服务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体育

服务业的各类资源与其他相关产业资源在产品、服务、

技术、市场等方面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催生部分新型产

业业态，加速了体育服务业的技术创新周期。同时，随

着高新技术在体育服务业中的不断应用，促使高新技术

在体育服务业中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宽，更好地满足了不

同消费者的多种需求，实现了开拓新市场、获得更大利

润空间的目的，直接或间接带动了体育服务业与相关产

业的共同发展。在模式更新方面，随着我国体育服务业

的快速发展，体育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逐渐

提升，人们对体育服务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愿

意花费时间、金钱、精力参与体育消费或体育运动，这从

思想认识上转变了以往人们对“体育就是竞技体育”的

刻板印象，也从模式更新方面直接推动了体育服务业与

相关产业的快速融合。在市场互动方面，随着人们对身

体健康、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等需求的不断提升，传统的

“三从一大的竞技体育训练方式”或“因健康问题被动参

与体育锻炼的形式”已不再适应当下人们参与体育消费

或运动的需求，人们参与体育消费或运动的目的逐渐转

向以体验、学习、度假等需求为主，而体育服务的参与

性、刺激性、冒险性等特点恰好迎合了该群体的潜在需

求，加上相关产业的教育性、观赏性、趣味性等特点，催

生了体育旅游业、体育康养业、体育教育培训业等相关

新型产业业态，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多种需求，加快了

体育服务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速度与进程。

2.3 体育服务业发展创新

社会发展需要创新，供需矛盾的解决需要创新。

体育服务业开放创新是发展的关键，主要通过创新供

给内容和供给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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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体育服务业发展创新在供给内容层面，应以

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体育服务。

具体而言，在休闲健身业方面，积极打造体育特色小

镇、体育综合体等产业载体，优化体育服务质量；在竞

赛表演业方面，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打造高端精品赛

事，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内容；在场馆服务业方面，积极

建设功能性强的公共体育场馆，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内

容，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体育消费需求。在供给方

式层面，消费者对于体育服务业消费的认知逐渐增

强，思想观念逐渐由将体育作为非必需品向必需品跨

越，开始投身于健身舞蹈、健身操、瑜伽等运动中，对

体育消费的投入也在逐渐提升。然而，新冠肺炎疫情

使线下体育消费模式的发展受阻，迫使体育服务业不

断在供给方式上创新，构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体育

消费模式，满足体育消费人群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在

休闲健身产业领域，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消费模式表现

较为突出，主要通过线上体育培训、直播健身等方式

开展智能体育。针对学生人群，借助互联网、直播、视

频等线上与线下互动教学方式开展体育教学，不仅丰

富了教学内容，还提高了教学过程的趣味性；针对体

育运动爱好者，通过利用Keep等运动APP为消费者构

建参与互动的空间，满足消费者在家锻炼的需求，通

过推进体育传媒、电子竞技等数字化体育产品服务内

容创新，开拓广阔的消费市场。因此，推进体育服务

业发展创新应以科技为支撑，在供给内容和供给方式

上实现创新，以市场需求为主导，借助科技力量，完善

体育服务业的供给体系。营造良好的体育服务业创

新环境，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3 消费升级视域下推进我国体育服务业发展的路径

机制

消费政策的有效实施，可以通过净化市场消费环

境和稳固消费秩序来实现，既促进体育服务消费提

升［27］，又利于体育各产业之间的互动。体育服务业作

为融合性最高的产业门类，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在

技术支撑下，其内部资源不断整合，不仅可以促进内

部结构优化发展，还能促进体育产业稳步发展。在需

求升级下，体育服务业出现了很多拉动力较强的消费

增长点，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为消费市场增加了活力。因此，在政策引导、技术支

撑、需求刺激的共同作用下，构建推进体育服务业发

展的闭环路径机制，为体育服务业的运行机制提供保

障，以整合体育服务业资源，完善体育服务业体系，优

化体育服务业内容。

图3 消费升级视域下推进体育服务业发展的路径机制图

Fig. 3 The path mechanism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3.1 政策引导下整合体育服务业资源

在消费政策的引导下，体育服务业资源实现外部

整合。体育服务业发挥融合性强的特点，在发挥市场

资源配置的作用下，与其他产业不断形成关联，通过

整合各方资源促进内部增长，进而不断推动相关产业

的发展。在体育服务业中，休闲健身、竞赛表演、场

馆服务等消费热点的出现可以聚合更多的资源，通过

有效将体育服务业资源进行外部整合，形成“政府+
市场+消费者”多元参与的供给局面，不断增强体育

服务业的消费活力。因而在政策的引导下整合体育

服务业资源，既有利于提高体育服务业资源的利用效

率［28］，又有利于提升产业的竞争力，通过产业间资源

的深度利用可以促进产业链的完善、商业模式更新，

最终实现产业利益最大化。在“体育+”工程的实施

下，推进休闲健身、竞赛表演、场馆服务与文化、旅

游、康养、互联网、金融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新型的

体育服务消费业态，拓展体育消费空间。事实上，体

育小镇、冰雪旅游、城市马拉松运动就是休闲健身

业+旅游业融合发展的体现，足球、篮球等职业赛事

的举办则是竞赛表演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体现，而公

共体育场馆、冰雪场馆建设是场馆服务业+旅游业融

合发展的体现。为有效实现体育服务业外部资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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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应逐渐将各个业态的资源与相关产业资源进行整

合，通过多元业态融合发展，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与升级。

在政策优势作用下，体育服务业作为核心产业，

通过充分利用资源的集聚与整合优势作用，与相关产

业逐渐实现互动融合发展，以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达

到促进产业有效发展的根本目的。随着人们消费水

平的不断提升，对于休闲健身、竞赛表演、场馆服务等

体育服务业的需求逐渐增强，但对于各个要素的消费

存在差异，致使体育服务业内部业态呈现非均衡发展

趋势，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且整体供给水平无法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29］，因此，促进体育服务业内部资源

有效整合迫在眉睫。在政策引导作用下，通过有效发

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将体

育服务业内部的休闲健身、竞赛表演、场馆服务等资

源进行整合，将不合理与发展不充分的资源要素进行

优化，同时充分利用优势、特色的资源要素，实现资源

利用的最大化。事实上，通过将体育服务业内部业态

的资源进行整合，既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有利

于产业功能最大化的实现。

体育服务业中每个产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应在政

策的引导下注重不同特点的产业之间的利益融合，加

强体育服务业内部消费增长点的带动作用，将不同业

态的资源进行整合，通过互动关系实现资源流转，使

产业结构趋于完善。如通过将特色化大型体育场馆

和高端品牌赛事融合，实现场馆服务业+竞赛表演业

融合发展；通过举办城市马拉松赛事，实现休闲健身

业+竞赛表演业融合发展。在体育服务业内部资源整

合的过程中，发现相关消费政策对体育服务业发展的

引导作用不强，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也限制

了体育服务业发展。因此，在政策的引导下，应遵循

市场配置最优化原则，将产业内部资源充分整合，以

实现体育服务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最大化发展。

因而，未来体育服务业发展模式应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为目标，促进相关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打造“休闲健

身+竞赛表演+场馆服务”多元产业融合的发展局面。

3.2 技术支撑下完善体育服务业体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红利带来的强大

驱动力正不断冲击着传统的体育服务产业。“互联

网+”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发

展主题，利用移动互联网和科学技术推进体育服务产

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在万物互联时

代，“互联网+体育”新业态也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习

惯、思维方式和对体育的认知等［30］，给体育消费者带

来了更多的参与感［31］。因此，应大力推动“互联网+体
育”的创新路径发展机制，积极推进智能互联、大数据

等技术在体育服务领域的普遍应用，实现科学技术在

体育服务中发挥规模化效益，推动相关产业业态融合

发展，实现技术支持下体育服务业更好的运行。完善

科技与体育竞赛表演业、健身休闲业、体育培训业、场

馆服务业等领域有效联合发展，可以吸引社会资本对

体育服务业发展的支持，有效推动体育服务业向市场

化、专业化快速发展。在技术支持下，体育服务业供

给逐渐转型升级，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实现重塑、优

化，消费市场良性循环运行。

体育服务业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应顺应市场的

发展需求，强化市场化运作机制，通过多元供给方式，

提供丰富化、多样化的体育服务产品和服务［32］。在互

联网、新媒体技术支持下，推进体育服务消费信息化、

数字化、网络化，完善体育服务业体系，实现体育服务

业的有效发展。首先，应紧密依靠技术作用，推动健

身休闲、竞赛表演、场馆服务、中介培训等产业协同发

展，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然而，在新冠肺炎疫

情下，健身休闲、竞赛表演、体育培训、体育旅游等体

育服务业深受打击，这表明目前体育服务业抵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不足，与科技融合的程度不够，线上与线

下结合发展模式不成熟，发展效益不高。而如何在此

背景下重振体育服务业发展信心成为目前的重要任

务。因此，在休闲健身业领域，可以通过借助互联网

平台，利用运动APP开展线上与线下结合，以获得良

好的运动参与体验。在体育培训领域，通过体育线上

教学和培训模式展开教学，借助线上平台实时对消费

者的身体机能指标进行评估，可以有效反馈锻炼效

果。因而，在 5G、大数据、智能互联等的助力下，体育

服务业将发挥规模化效益，体育服务消费市场规模化

发展。科技对体育服务业的渗透力逐渐增强，有助于

推进健身休闲、竞赛表演、体育培训、体育旅游等业态

协调发展，逐渐拓展新的产品与服务功能，以完善体

育服务业体系。

3.3 需求刺激下优化体育服务业内容

尽管体育服务业发展日益兴旺，但其供给质量不

高、供给内容不足，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于健身休闲、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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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表演、体育培训、体育旅游等业态的多元化、个性化

的消费需求，因此，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出发，提出优

化体育服务业内容，是解决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径［33-34］。

在不同消费需求的刺激下，体育服务业需要不断地提

高服务质量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不仅有利于完善供

需关系，而且还能够促进体育服务业路径机制创新。

相较于其他产业，体育服务业的潜在需求更大，优化

体育服务业内容不仅可以完善产业结构，而且能有效

满足人们的体育需求。体育服务业的服务内容大部

分是以无形的商品形式存在，通常借助体育场馆等平

台进行商品交换，优化体育服务业内容有助于促进体

育消费，激发人们的潜在需求［35］。

在竞赛表演业方面，随着人们休闲娱乐需求的

不断增强，既为竞赛表演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

也为竞赛表演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电子竞技

业是竞赛表演业的分支产业，具有竞赛表演和娱乐

休闲功能，目前越来越吸引着大量的消费者参与其

中，为促进电子竞技产业的转型发展，应在赛事转

播、场馆设施等方面提高质量，同时，丰富、优化服务

内容，以促进产业消费持续提升［36-37］。在体育培训

业方面，尽管目前体育培训产业发展迅猛，但新冠肺

炎疫情使体育培训业深受影响，无法满足消费者的

体育培训需求。在此境况下，由于线下培训受阻，可

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利用互联网平台实施线上培

训方式，推进培训工作顺利进行，同时，在线上严格

监督、评估、及时反馈，以保证训练效果。在健身休

闲业方面，体育小镇、城市马拉松赛事正如火如荼地

开展，人们不断投身于体育旅游中，刺激了体育消费

的增长。在体育消费需求转变下，健身休闲业应主

动寻求转型，重塑商业模式。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举

办体育消费节日活动和发放体育消费劵以吸引消费

者参与体育消费，以拉动体育服务消费增长。在政

策、科技支持下，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重点实施线

上与线下融合发展模式，营造良好的体育服务消费

环境，引导和培育消费者线上的消费观念，不断丰富

和优化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参与体验［27］。此外，积极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供给，推动健身休闲、竞赛表演、

体育培训等内部业态深度融合，有效发挥市场资源

配置的作用，优化体育服务业内容和方式，促进体育

服务行业业态进一步升级。

4 结语

体育消费是体育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消费升

级为体育服务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内在源泉。基于

“消费升级背景下如何推进体育服务业发展”问题，从

动力机制、运行机制、路径机制 3个方面展开，通过体

育消费政策制定与落实、体育消费市场开拓与创新、

体育消费需求转变与升级动力因素的分析，梳理了体

育服务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融合及其创新的运行机

制，进一步探寻了“政策引导下整合体育服务业资源、

技术支撑下完善体育服务业体系、需求刺激下优化体

育服务业内容”发展路径。在消费升级的现实背景

下，研究以理论深化为前提，探索体育服务业优化发

展机理，对体育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

此，本研究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均实现了有效突破，为

体育产业消费与发展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后续研究可从消费者微观行为视角切入，探究体育服

务业消费提升的影响因素，此外，可以具体深入剖析

体育服务业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路径机制的机理

与内涵，深挖体育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内容，以有效推

进体育服务业领域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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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ZHANG Ruilin1，2，LI Ling3，WENG Yin3

（1.Jilin Sport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2，China；2.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Sports Goods ，Leling

253600，China；School of P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061，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it is of profou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to explore a wa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Closely combining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sports service industry，focusing on the issue of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t in the context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ynamic mechanisms of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ports consumption policies，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sports consumption marke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ports consumption demand. Then，it studies the path mechanism on the basis of

effectively sorting out the interaction，integration，innovation and other operational mechanisms between the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related industries. It also integrates the resources of the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policies，

improves the system under technical support，optimizes the contents of the services under demand stimulation，and explores the

action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It aims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through the

key dynamic mechanism，and gradually form a new form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under the path mechanism.

Key words：：consumption upgrading；sports services industry；dynamic mechanism；operation mechanism；path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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