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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转型的本质是城市功能的提升和城市空间

的优化，其驱动力来自城市产业的持续升级［1］。城

市转型是伴随着城市发展而不断演进的过程。目

前，学界关于城市转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对城市转型基本理论问题探讨，如城市转型

的动因、内涵、战略［2-5］等；二是，对城市某领域转型

探讨，如城市经济转型、城市社会转型［6-7］等；三是，

对典型城市转型探讨，如来自上海、深圳的经验分

析［8-9］等。目前，学界关于体育产业与城市发展研

究主要呈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体育产业与城市互

动发展关系，如体育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与作

用［10］、城市体育消费升级与体育产业转型发展［11］；

二是，城市体育产业发展研究，如西部城市体育产

业发展战略［12］、城市体育产业竞争力分析［13］；三是，

体育产业与城市互动耦合，如体育产业与城市发展

的耦合演化［14］、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15］；四

是，体育产业相关业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如体育赛

事对城市经济的影响［16］、体育赛事对城市旅游业的

影响［17］、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的耦合演化［18］、体育

场馆促进城市更新的效应［19］、大型体育场馆空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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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对城市发展的影响［20］等。整体而言，关于体育产

业促进城市转型发展的相关研究较少。基于此，本

研究以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作用与策略为主

线，为体育产业更好地融入城市转型发展提供理论

参考。

1　体育产业的发展态势以及城市转型的内涵

1.1　体育产业的发展态势

近年来，体育产业呈现出规模显著提升、结构

显著优化、市场主体显著增强、消费基础显著壮大

等特征，体育产业迎来较快发展态势。①体育产业

规模显著提升。2015—2021 年体育产业总产出由

17 107 亿元，增长至 31 175 亿元［21-22］，年均增长率达

到 10.5%。②体育产业结构显著优化。2015—2021

柏景岚，任波：中国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作用与策略

柏景岚，任波.中国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作用与策略［J］.体育学研究，2023，37（1）：59-70.

学术论坛



《体育学研究》2023 年（第 37 卷）第 1 期

·60·

年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总产出占体育产业总产

出的比重由 65.7% 下降至 43.5%；体育用品及相关

产品制造增加值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由 50.2%

下降至 28.0%［21-22］，体育产业结构呈现优化升级态

势。③体育市场主体显著增强。2015—2019 年，全

国体育产业法人单位由 11.6 万个，增长至 28.9 万个，

年均增速达到 25.6%［23］。④体育消费基础显著壮大。

2015—2020 年，全国居民体育消费总规模由 1.0 万

亿元，增长至 1.8 万亿元［23］，年均增长率达到 12.5%，

增幅达 80.0%。整体而言，近年来体育产业良好的

发展态势，为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发展奠定了较

好基础。

1.2　城市转型的内涵

目前，学界对城市转型的内涵尚没有统一的认

识。一是，经济转型的观点。城市经济是国民经济

的主体，城市经济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城市经济转型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

寻求向多元发展模式转变［6，24］。早期研究大多探讨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城

市发展问题，即更多地偏向经济体制转型［2］。上述

观点把城市转型等同于经济体制转型，这显然与当

前城市转型的多元化内涵不符。二是，城市发展模

式转变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城市转型是城市发展

道路及发展模式的重大变革［25］，有学者认为城市转

型是城市发展阶段与发展模式的“重大的结构性转

变”［8］，还有学者认为城市转型是从传统线性增长

转变为精明增长的过程［26］。上述观点的一个共同

点是阐释了城市转型是一个阶段性的、重要的过程，

缺乏对城市转型的具体内涵和维度进行剖析。三

是，城市各领域的转变与发展。有学者认为城市转

型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城市各个领域发生的重大

变化［2］；有学者从转型发生的领域、转型所涉及的内

容，把城市转型划分为不同的类型［27］；还有学者把

城市转型划分为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生态转型 3

种类型［2，4，27］。

新时代赋予城市转型发展新的、更丰富的内涵。

以上述相关学者关于城市转型的观点为基础，城市

转型的内涵应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等 3 个层面转

型。其中，城市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产业转型，城市社

会转型包括人口、科技、文化、生产与生活等方面的

转型，城市生态转型包括生态环境、生态安全、生态

文明等方面的转型。通过厘清城市转型的内涵，可

为下文分析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发展提供理论支

撑。

1.3　新时代背景下体育产业与城市转型的内在

关联

体育与城市有着天然的联系，体育产业作为新

时代体育发展的重要经济形态，与城市转型发展密

切相关。探究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转

型的内在关联，有必要理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

市转型的阶段，以及体育产业在城市转型各阶段中

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第一阶段，1949—1977 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受到财政吃紧等多

重因素影响，提出了“重点建设，稳步推进”的城市

建设方针，将建设资金优先用于发展生产和一些城

市工业区建设。此阶段，由于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整

体较低，解决温饱问题是第一要务，体育产业尚不具

备发展条件，与城市转型的互动还没有形成。第二

阶段，1978—1989 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城

市建设新的定位是形成和完善多种功能［28］。此阶

段，体育产业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

制转化的过程，特别是 1984 年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育场馆开始探索以

体为主、多种经营新模式，开启了体育市场化发展的

新阶段，对促进城市功能拓展、推动城市转型发展注

入了活力。第三阶段，1990—2011 年，在高速城镇

化背景下，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土地进行市场化改

革，城市更新加快推进［28］。尤其是 1992 年党的十四

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体育产业开始探索市场化发展，以足

球为代表的职业化运动为城市转型发展提供动力。

第四阶段，2012 年至今，中国城镇化已从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中高速发展阶段，以提升质量为主线的城

市转型发展方向，更加注重城市内涵提升、产业升级

等方面问题［28］。此阶段对体育产业发展影响深远

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把全民健身

上升为国家战略，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其在城市经济、社会、生态转型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凸

显，助推城市转型发展；城市转型对改善城市基础

设施、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等具有积极作用，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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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产业发展创造良好基础条件（图 1）。

图1　新时代背景下体育产业与城市转型的内在关联

Fig.1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industry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2　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理论基础

从产业结构理论视角，赫希曼基准、收入弹性基

准、过密环境基准都是选择主导产业的基本标准。

主导产业是对一国经济增长、吸纳就业、改善民生有

较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其对城市转型的影响是全面

的。依托城市转型的内涵，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

可从体育产业促进城市的经济、社会以及生态转型

等 3 个方面展开。新时代体育产业潜力很大、前景

广阔，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俱佳的新兴

产业［29］。依据赫希曼基准、收入弹性基准、过密环

境基准，体育产业具有关联性强、收入弹性大、绿色

低碳等特征，能够有效发挥体育产业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进而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城市社

会转型、城市生态转型（图 2）。

图2　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理论基础

Fig.2　Theoretical basis of sports industry promoting urban transformation

2.1　赫希曼基准：体育产业促进城市经济转型的理

论基础

1958 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

略》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关联强度基准，也称赫希

曼基准［30］。基本内涵是某一产业的经济活动能够

通过产业之间相互关联效应影响其他产业的经济活

动。具体体现在关联强度较大的产业，能够通过前

向关联、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的波及效应，影响和带

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一般而言，制造中间产品的

产业因处于产品生产链的中间环节，其发展需要前

向和后向产品的支持，因而制造中间产品的产业与

前向和后向产品具有了较为广泛和密切的技术经济

联系，可产生集聚经济效应和乘数经济效应，进而带

动区域内相关联产业的发展，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

发展水平［31］ 。随着体育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在体

育产业迈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背景下，体育产

业具有的强关联性特征愈发凸显。一方面，体育产

业是中国的“五大幸福产业”［32］之一，具有与文化、

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融合性强、关联度大的现实

特征，进而扩展城市产业发展空间，优化城市产业结

构，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发展。体育产业快速发展，能

够把多样化、高品质、个性化、多层次的体育产品与

服务融入区域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

业，为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

体育产业是一个具有多业态的产业，不仅包含用品

制造业、健身休闲业、竞赛表演业等业态，也包括冰

雪运动、山地户外运动、水上运动等新兴产业，能够

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用品制造业是体育产业

中规模最大的业态，2021 年总规模占体育产业总规

模的 43.5%［22］；健身休闲业、竞赛表演业是体育主导

产业，国家提出到 2025 年总规模分别达到 3 万亿元、

2 万亿元；户外运动产业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国家提出到 2025 年总规模达到 3 万亿元。可见，

具有较强产业关联性的体育产业，能够对城市经济

增长带来正向效应。

2.2　收入弹性基准：体育产业促进城市社会转型的

理论基础

1957 年，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在《产业结

构与投资分配》一文中提出了规划产业结构的两个

基本准则，即“需求收入弹性基准”（又称“收入弹

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率基准”［30］。而某一产业

的需求收入弹性与大众的需求、社会收入等息息相

关，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城市社会转型发展态势。需

求收入弹性是指在价格不变的前提下，产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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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增加率与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之比，反映该产

业的产品社会需求随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提升

的趋势［31］。依据体育产业统计分类，体育产业既有

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内容，又有第二产业制造业的内

容，但其本质上是生活性服务业的组成部分。近年

来，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大力推动，大众的运

动健身意识显著增强，体育产品与服务呈现出较大

的需求收入弹性。从大众的收入增长来看，《中国

统计年鉴（2021）》显示，2015—2020 年，全国居民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1 966.2 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32 188.8 元，年均增长率 7.9%，增幅达到 46.5%。从

体育产业的需求增长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

示，2015—2021 年，健身休闲活动的增加值由 129.4

亿元，增长至 892 亿元，增幅达到 589.34%；竞赛表

演活动的增加值由 52.6 亿元，增长至 129 亿元，增幅

达到 145.25%［21-22］。可见，健身休闲业和竞赛表演

业作为体育产业的主导产业，其规模增长较快，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社会需求较大。此外，《2020 年全民

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2014—2020 年成年

人人均体育消费由 789.8 元，增长至 1 758.2 元，年均

增长率达到 14.3%，增幅达 122.6%。体育产业是体

育消费的基础，从体育消费需求的增长，进一步反映

出体育产业需求的旺盛。整体看，体育产业具有较

大的需求收入弹性，有利于促进大众消费需求升级，

改善大众生产与生活方式，推动城市社会转型。

2.3　过密环境基准：体育产业促进城市生态转型的

理论基础

1971 年，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提出了选择主导

产业的过密环境基准，这为体育产业促进城市生态

转型奠定了基础。过密环境基准要求选择能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强化社会防治、保护环境，并具有扩充

社会资本能力的产业作为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31］。

过密环境基准较多的关注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

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关系，将环境污染少、能源消耗低

的产业置于重要位置［30］。如果完全按照产业关联

度基准和需求收入弹性基准等经济标准选择国民经

济主导产业，将有可能走上先以环境破坏为代价来

发展经济，再以更大的代价治理环境破坏带来经济

社会损失的道路。体育产业是公认的绿色产业、低

碳产业，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符合过密环境基准对选

择国民经济优先发展主导产业的要求。如加快发展

健身休闲业，能够为大众提供健康的休闲产品与服

务；加快发展竞赛表演业，能够为大众提供优质的

赛事观赏服务；加快发展场馆服务业，能够为大众

提供便捷的运动休闲体验；加快发展体育培训业，

能够为不同年龄群体提供健身运动指导；加快发展

水上运动产业，能够为大众提供皮划艇、漂流等相关

产品与服务；加快发展冰雪运动产业，能够为大众

提供滑冰、滑雪等相关产品与服务；加快发展山地

户外运动产业，能够为大众提供自行车、露营等相关

产品与服务。即可认为，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特别是

户外运动产业）能够为践行“两山”理念，实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提供基础。整体而言，

体育产业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具有绿色低碳环保等

特点，能够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有效发挥

生态效益，促进城市生态转型发展。

3　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作用

以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理论基础为依托，

体育产业可从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等 3 个方面促进

城市转型。即通过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方面，促进城市经济转

型；通过促进居民生活方式转变、改善空间结构、吸

纳人口就业等方面，促进城市社会转型；通过促进

绿色发展、提供生态产品与服务、减少碳排放等方

面，促进城市生态转型（图 3）。

3.1　促进城市经济转型

3.1.1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有利于拉动城市经济增长

就西方体育产业发展的逻辑理路而言，体育产

业是纯粹市场化发展的经济形态，其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重达到 2% 以上，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

力量，也是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就我国

体育产业发展的逻辑理路而言，体育产业是计划经

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经济

形态，其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城市

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经济增长表现为整体规模的

扩张和产出能力的增长［33］。一方面，就体育产业对

城市经济规模扩张的影响而言。随着体育产业在城

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增强，能够提升城市整体

规模。另一方面，就体育产业对城市经济产出能力

的增长而言。近年来，随着体育产业总规模的不断

提升，体育产业对提升城市经济产出能力、拉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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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近年来，上海在

打造全球著名体育城市背景下，将体育作为城市软

实力和健康上海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赛事（F1 第

1000 站、ATP1000 网球大师赛、上海马拉松、高尔夫

世锦赛—汇丰冠军赛等）引领，为城市经济发展注

入活力［34］。《2021 年度上海市体育产业统计公告》

显示，2021 年上海市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当年全市

GDP 的比重为 1.4%，为城市经济增长贡献力量。

3.1.2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有利于促进城市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

就体育产业结构的构成而言，体育服务业与体

育制造业是体育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

服务业是体育产业的核心，其快速发展能够助推以

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体育制造业是体育产

业的重要业态，其通过科技创新、品牌培育等，增强

国际竞争力，能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作出积极贡献。

一般可用体育产业占服务业比重反映体育产业对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一方面，就体育产业、

服务业发展速度的视角而言。2015—2021 年，我国

体育产业增加值由 5 494 亿元，增长至 12 245 亿元，

年均增长率为 14.3%，增幅为 122.9%［21-22］；第三产业

增加值由 349 744.7 亿元，增长至 609 680 亿元，年均

增长率为 9.7%，增幅为 74.3%。可见，近 5 年体育产

业的增长速度快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另一方

面，就体育产业占服务业比重的视角而言。2015—

2021 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比重由 1.57%，增长至 2.01%。新时代体育产业是调

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35］。可见，近年来体育产业

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呈现出增长态势。整体而言，

体育产业的规模不断增长，对促进城市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3.1.3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有利于推动城市居民消费

结构升级

体育消费是居民消费的有机组成部分，体育消

费水平的提高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居民的消费结

构升级状况。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尚没有把体育

消费纳入统计范围，这里使用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

出间接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状况。《中国统计年鉴

（2020）》显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 2 382.8 元

提高至 3 328.0 元；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由 11.14%，增长至

11.86%。可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升级态势。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通过提供多样化体育产品与服

务，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进而推动居

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如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可有效

满足大众体育消费需求，促进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

级；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可培育健身休闲和竞赛表

演市场，带动城市空间不断扩容，增加多样化体育供

图3　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作用

Fig.3　The role of sports industry in promoting urba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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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扩大体育消费水平，促进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

级；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可改善城市居民的生产与

生活方式，促进体育逐渐融入居民的生活之中，以期

更好发挥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体育消

费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2020 年国家体育总局公

布了首批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名单，为推动体育

消费模式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新的可借鉴经验。

如浙江的宁波、绍兴、金华作为首批国家体育消费试

点城市，2020 年宁波、绍兴、金华等 3 市居民人均体

育消费为 2 684 元、2 575 元、2 802 元，占当年度人均

消费支出分别达到 7.8%、8.15%、9.1%。其中，3 市人

均体育消费水平已经达到欧美发达国家人均400 美

元以上的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36］。凸显出试

点城市体育消费对助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积极

作用。

3.2　促进城市社会转型

3.2.1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有利于促进城市居民生活

方式转变

体育融于城市生活实质上是体育与城市共生关

系的具体展现［37］。随着大众消费结构升级，大众对

运动健身的需求不断增长，体育产业在促进城市居

民生活方式转变方面的作用愈加突出。如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可通过加大体育赛事、全民健身、体育培

训等供给，促进城市居民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转

变；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可通过加大冰雪、水上、户

外、航空等运动项目的市场化发展，丰富体育产品与

服务的市场供给，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要，进

而促进大众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可通过促进体育与文化、旅游、商业、农业等业态

的融合，推动体育服务综合体、体育公园、体育特色

小镇、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等成为大众享受优质

生活的重要载体，促进居民生活方式转变。此外，随

着消费结构升级，大众对运动健康的需求增强，而加

快发展体育产业，能够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体育产

品与服务，对促进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转变具有现实

意义。整体而言，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有利于促进城

市居民生活方式转变，进而起到推动城市社会转型

发展的作用。体育承担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通过体育活动的参与来实现，

这也是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价值体现。体育场地设

施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2021 年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已经达到 2.41 m2［38］，为人们参与体育活动

提供了基础，也为人们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转变提

供了契机。

3.2.2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有利于改善城市空间结构

《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把“体育场地设

施建设”作为体育产业 11 个分业态之一。体育场

馆（地）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英美等发达

国家将体育场馆作为促进城市更新的重要工具［39］。

2015—2021 年，我国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总产出由

155.2 亿元，增长至 1 012 亿元，增幅达到 552.06%，

年均增长率达到 36.7%［21-22］，凸显出我国体育场地

设施建设业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对优化城市空

间结构起到了促进作用。体育场馆（地）特别是大型

体育场馆（地）作为城市举办体育赛事、大众参与全

民健身活动的物质载体，体育场馆（地）的空间布局

能够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40］。一方面，我国多数

体育场馆是由政府投资，为确保资金有效利用，政府

在布局体育场馆建设方面，往往考虑城市发展的区

位特征，即体育场馆选址建设参考城市发展规划进

行合理布局，这就将场馆空间布局与城市规划紧密

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体育场馆在城市规划引导下

合理布局，能够方便市民健身与观赛需要，并能较好

地与新城建设、旧城改造相结合，推动城市空间结

构优化。此外，城市体育服务综合体建设、城市社

区 15 min 健身圈、城市公园绿地以及城市空置场所

等“金边银角”逐渐被开发利用，对改善城市空间布

局与结构具有积极作用。此外，国发〔2014〕46 号文

提出，将体育设施用地纳入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并明确了新建居住区与社区、

老城区与已建成居住区的场地设施配套建设要求。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在国家土地政策允

许范围内，依法依规保障体育用地。为政策层面保

障体育设施用地供给、改善城市空间布局提供了有

力支撑。

3.2.3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有利于吸纳城市人口就业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扩容、产业结构优化

等，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为吸

纳体育产业从业人员提供了条件。《“十四五”体育

发展规划》指出，到 2025 年我国体育产业从业人员

数超过 800 万人。近年来，随着体育营商环境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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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向好，体育市场主体不断壮大。健身休闲教练人

员、体育市场经营管理人员、社会体育指导人员、体

育用品销售与设计人员、体育赛事运作人员、体育教

育培训人员、体育场馆运营人员、体育经纪与代理人

员等需求较大，对活跃城市体育消费市场，吸纳城

市人口就业具有较好推动作用。数据显示，2015—

2019 年，体育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不包括产业活动

单位、个体户从业人数）由 363.3 万人，增长至 505.1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8.6%，增幅为 39.0%；体育产业

吸纳就业人数（不包括产业活动单位、个体户从业人

数）占全国总就业人员比重由 0.47%，增长至 0.65%，

年均增长率为 8.4%，增幅为 38.3%［23］。体育产业法

人单位从业人员（是指从事体育经济活动的从业人

员，反映体育市场主体活跃程度）由 497.7 万人，增长

至 689.7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8.5%，增幅为 38.6%［41］。

随着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其具有较大的就业增长

潜力和空间，有望成为调整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

力量［23］。

3.3　促进城市生态转型

3.3.1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发展

体育产业是绿色产业，其加快发展有利于促进

城市绿色发展。如把体育用品制造业融入城市发展

之中，促进体育生产与加工、体育制造与运输、体育

运营与服务等方面的绿色低碳发展，能够提供绿色

体育制造产品与服务，助推城市绿色发展；把体育

场馆服务业融入城市发展之中，促进大型体育场馆、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场馆、简易式体育场馆、学校体育

场馆等高效利用，能够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夯实城市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助推城市绿色发展；把体育健

身休闲业融入城市发展之中，促进篮球、排球、足球

等日常健身休闲项目，冰雪、山地户外、水上等健身

休闲项目，武术、龙舟等传统健身休闲项目，击剑、高

尔夫等特色运动项目的绿色发展，能够提供绿色体

育健身休闲相关产品与服务，助推城市绿色发展；

把体育竞赛表演业融入城市发展之中，培育国内篮

球、足球、乒乓球等职业体育赛事，承办各类大型体

育赛事，发展各类群众性体育赛事等，能够发挥体育

赛事具有辐射范围大、产业关联性强等特征，提供绿

色体育竞赛表演相关产品与服务，助推城市绿色发

展。特别是重大体育赛事能够为城市绿色发展、低

碳转型提供动力。如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从低碳能

源（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满足赛事需求）、低碳场

馆（新建场馆满足绿色建筑等级要求）、低碳交通（赛

区基本采用清洁能源车辆）、低碳标准（建立低碳管

理核算标准）等方面，采取碳减排和碳中和措施，助

力实现北京冬奥会低碳目标。并通过发布“低碳冬

奥”微信小程序，记录用户低碳行为轨迹，引导社会

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促进城市全方位、深层

次绿色低碳发展。

3.3.2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有利于提供优质生态产品

与服务

体育产业具有绿色、环保、低碳等特征，可提供

优质生态的产品与服务。一是，体育产业多个分业

态快速发展，能够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与服务。一般

而言，健身休闲业和竞赛表演业是体育主导产业，具

有需求收入弹性大、产业关联度大等特征。加快发

展健身休闲业和竞赛表演业，能够提供优质生态的

健身休闲和竞赛表演等产品，体现出较大的需求收

入弹性；能够带动用品制造、场馆服务、体育中介等

相关产业发展，体现出较大的产业关联度，为促进城

市生态转型提供动力。体育用品制造业是体育产业

的重要业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加

快发展体育用品制造业，能够提供低碳体育服装产

品（如无氟环保型防水面料、聚乙烯转化面料等）、智

能化装备制造产品（如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等，为

大众提供优质生态体育产品与服务。二是，“体育 +”

不断推进，能够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与服务。体育产

业与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融合，能够产生体

育文化、体育旅游、体育健康、体育养老等产品与服

务，增强生态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助推城市生态转

型发展。三是，“+ 体育”不断深入，能够提供优质生

态产品与服务。在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加速融合背

景下，新型数字技术与体育产业融合，能够促进体育

产业数字化转型［42］，催生出绿色、健康、低碳的体育

产品与服务，推动城市生态转型发展。整体而言，加

快发展体育产业（包括内部分业态），能够提供优质

生态体育产品与服务，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3.3.3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有利于减少碳排放

体育产业具有的绿色低碳发展特征，能够减少

碳排放，加快实现碳排放达峰。大型体育场馆建设

与运营秉承绿色低碳发展，是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

减少碳排放的有力举措。如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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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建设过程中，低碳环保成为主要发力方向，绿色成

为北京冬奥会建设底色［43］。具体举措有：北京赛区

包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

首都滑冰馆等在内的所有 15 块冰都在积极实现精

彩奥运与赛后可利用目标；北京赛区大量利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场馆，并都具备冰场和夏季项目场地

双向转换的能力，成为奥运财富再利用的生动实践；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实现 100% 使用绿电，

使场馆在节能降耗、综合高效利用等方面实现突破；

国家速滑馆以及首都体育馆园区的 4 块冰面采用二

氧化碳跨临界直接制冷技术，其采用环保的制冰技

术，实现碳排放趋于零；五棵松冰水运动中心引进

溶液除湿系统，降低能耗约 50%。冬奥场馆建设过

程中采取的一系列低碳环保措施，为低碳奥运树立

了典范。此外，作为体育产业重要业态的健身休闲

业、体育培训业、体育传媒服务业等，都具有绿色低

碳的产业特征，其快速发展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促进

城市生态转型。

4　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策略

围绕城市转型包含的城市经济转型、城市社会

转型、城市生态转型等 3 个维度，体育产业促进城市

转型可从体育产业促进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等 3

个方面转型着手，提出相应发展策略（图 4）。

图4　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策略

Fig.4　Strategies of sports industry to promote urban transformation

4.1　打造区域体育产业集聚，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产业集聚是一种企业的空间集聚现象，而产业

集聚效应是产业集聚的功能和作用的体现［44］。产

业集聚对企业、产业、地区、国家的竞争优势的形成

和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较大促进作用，其能够给集

群内的企业和产业带来外部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效

应、地区分工专业化效应、产业创新效应以及资源配

置优化效应等［30］。如长三角地区是全国体育产业

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对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新动

能的贡献日渐突出，业已成为我国体育产业重要的

增长极。推进区域体育产业集聚，对提升城市发展

能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①产生外部经济效应。外

部经济效应是指产业集聚能够给集群内企业和产业

带来外部经济的作用。如产业集聚可使许多特定体

育企业和相关机构集中在一起，能够更好地满足集

群内企业对专业性技术、人才、劳动力、工厂机器设

备等多种要素和各种服务的需求，从而有效降低生

产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②产生规模经济效应。

产业集聚不仅可扩大相关产业的规模，而且可扩大

相应企业的规模。即区域产业集聚的过程也是相关

企业和产业规模扩大的过程，进而给相关企业和产

业带来规模收益，产生收益递增。③产生地区分工

专业化效应。体育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能够促使专

业分工高度化和集中化，实现地区专业化分工协作，

延长产业链，形成体育产业集群。④产生产业创新

效应。产业集聚促进集聚区内企业在技术、产品、组

织、管理等方面的创新，进而推动聚集区内的企业创

新组织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延伸产业技术链条

等。⑤产生资源配置优化效应。产业集聚本身就是

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方式，在集聚区内的企业能够

通过信息、技术、设备等资源的共享与交换，发挥区

位优势，并围绕核心产品生产相关联的衍生产品，实

现集聚区内的资源优化配置。综上所述，通过打造

区域体育产业集聚，有利于发挥外部经济、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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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应，对提升城市以及城市群的发展能级具有推

动作用。

4.2　推动体育主导产业发展，促进城市产业结构

升级

主导产业是指对某一产业结构系统的未来发展

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产业，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主导

产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效应，能够带动其他相关产业

的发展，进而引导整个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二是，

主导产业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能够提供多样化产

品与服务供给，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三是，主导产业

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能够带动产业技术创新与设备

升级，进而实现对需求的更大满足和对资源的更有

效利用［30］。在一般意义上，体育产业的主导产业是

健身休闲业和竞赛表演业，其具有关联效应强、市场

需求大、生产率高的特征，对推动体育产业发展、促

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就健

身休闲产业快速发展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而

言。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有利于促进城市产业结

构升级，可通过发展“专精特新”健身休闲企业，培

育健身休闲市场主体；通过优化健身休闲产业结构，

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就竞赛表

演产业快速发展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而言。

竞赛表演产业本质上也是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其快

速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可通过完

善竞赛表演产业链条、推进各类竞赛表演产业的标

准化制修订工作等，促进竞赛表演产业的规范化发

展；通过发展中小微体育赛事管理与运营企业、体

育中介与经纪人等，培育市场主体，发挥竞赛表演产

业在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中的积极作用，促进城市

产业结构升级。

4.3　多措并举提供体育有效供给，满足城市居民消

费需求

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居民消费结构升

级。而体育市场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可满足城市

居民消费需要，促进城市社会转型发展。①发展运

动项目产业。从产业发展角度，围绕运动项目产业

形成的产业链最具活力［45］。近年来，《冰雪运动发

展规划（2016—2025 年）》《马拉松运动产业发展规

划》等多个运动项目发展规划相继出台，为运动项

目市场化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也为市场提供多样

化运动项目产品与服务供给奠定了基础。②促进体

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体育产业具有融合性较强

的特点，促进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能够提供多

样化产品与服务供给，满足城市居民多样化消费需

求。③培育各类体育市场主体。体育市场主体反映

体育产业发展的活跃程度。通过给予中小微体育用

品制造企业、健身休闲服务企业、赛事运营企业财税

政策支持，引导与培育体育用品制造骨干企业、健身

休闲龙头企业、赛事运营企业发展，提供多元化产品

供给，满足城市居民多元化消费需求。④延伸体育

产业链。着重打造健身休闲产业链、智能体育产业

链、竞赛表演产业链、体育彩票产业链等［45］，打造体

育产业新的增长极，在发挥产业集群带来的经济效

益的基础上，有效满足大众体育需求，促进城市居民

的生活方式转变，助推城市社会转型发展。

4.4　推动体育产业融入城市整体规划，合理布局城

市空间结构

在 2025 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 5 万亿元的发展

目标引领下，体育公园、体育特色小镇等体育基础

设施，应积极融入城市整体规划，城市住建、规划等

职能部门有必要和体育部门一道，集体筹划，同向施

策，从理念、政策、落实等层面，推动体育产业链与城

市经济深度融合［46］。①推动城市体育公园建设融

入城市整体规划。体育公园是集生态功能、竞赛表

演、健身娱乐、旅游观光，融体育商业、体育科技等为

一体的体育主题休闲公园［47］。体育公园建设可以

整合城市体育场馆与生态资源，加强城市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可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城市基础

设施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可以重新调配城市社区

体育资源，盘活现有体育设施，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

质量，为城市转型发展提供契机。②推动体育特色

小镇建设融入城市整体规划。《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提出，打造 10 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小镇样板。体育特

色小镇融合体育、文化、养生、旅游等元素，能够发挥

生态、环保、养生等作用。在国家大力推进特色小

镇、小城镇建设的背景下，通过完善体育设施和配套

服务，创新体育特色小镇的综合开发与运营模式，赋

能城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③推动体育综合体建设

融入城市整体规划。城市服务综合体是以大型体育

建筑设施为基础，融商业、娱乐、休闲、体育等功能为

一体的聚集体。发展以体育休闲服务为主题的城市

综合体，或引导更多元素进入现有的城市综合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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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以人为本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公共体育服务

能力、建设和谐城市、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途

径和现实依托［48］。④推动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建设

融入城市整体规划。推进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建设，

是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本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的

有力举措。因此，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建设更好地

融入城市整体规划建设之中，有利于提升城市功能、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⑤推动体育场馆建设融入城市

整体规划。体育场馆（特别是大型体育场馆）是城市

举办体育赛事的物质载体，会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

设产生积极影响。将体育场馆的建设与空间布局有

效融入城市发展规划之中，能够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4.5　探索体育产业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促进城市

生态转型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49］。“十四五”时期，随着体育产业多个利好政策

相继释放，探索体育产业的绿色低碳发展路线，是促

进城市生态转型发展的有力抓手。①把绿色低碳发

展融入到体育场馆建设之中。依托绿色办奥、低碳

冬奥积累的经验，在低碳场馆建设、低碳能源应用、

清洁能源车辆应用、场馆运行能耗监测、碳排放智能

化管理等方面实现低碳场馆目标，为我国体育场馆

（特别是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实施与运营管理提供

有益参考，通过把绿色低碳发展融入体育场馆建设

运营全过程，为城市生态转型助力。②把绿色低碳

发展融入体育用品制造之中。我国是制造业大国，

体育用品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当前，我国体育用

品制造业仍是体育产业中规模最大的业态，把绿色

低碳发展融入体育用品制造全过程，需要改变过去

低端制造形象，促进体育用品从加工制造向品牌制

造、智能制造、创意设计、产品研发等方面转型，抓好

“微笑曲线”两端。③把绿色低碳发展融入大众体

育消费理念之中。通过培育绿色、低碳的体育消费

观念，有利于引导大众绿色低碳消费、促进城市生态

转型。④把绿色低碳发展融入体育科技创新之中。

科技创新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根本出路，也是走

向碳中和的终极解决方案［50］。我国体育科技创新

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要深入体育产业发展实践，推

进新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用［51］。把绿色低碳发展

融入体育科技创新之中，不仅能够改变大众生产生

活方式，而且能够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

4.6　推进体育产业数字化发展，促进城市数字化

转型

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人类文明从工业时代、

信息时代迈向智能时代的一个重要环节［52］，是充分

释放城市发展潜力，推动经济、社会、生态等转型的

有力举措。而体育产业数字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城

市数字化转型，为生态城市建设注入新活力。近年

来，体育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愈发重要。

如有城市围绕体育竞赛表演业，打造“体育赛事之

都”“体育赛事名城”；有城市围绕提升赛事影响力

和产业竞争力，打造“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等。体育

产业数字化发展主要体现在竞赛表演业、健身休闲

业等业态的数字化发展。①在竞赛表演业数字化发

展方面，网络数字技术赋能竞赛表演业，促使赛事生

产与传播效率提高、消费普惠性增强，进而形成内

容丰富、价格便宜、可及性强的数字化竞赛观赏产

品［53］，提高竞赛表演产业的发展质量与效益。②在

健身休闲业数字化发展方面。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与健身休闲业融合，能够提升

大众参与健身休闲活动的场馆预订效率，促进健身

休闲产业发展。③体育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数字经

济赋能体育制造业发展，能够推动流程的最优化、加

工的精细化、生产的智能化，增强体育制造业的全流

程数字化生产与服务能力。④场馆服务业数字化发

展。5G、VR/AR 赋能场馆服务业，能够催生出智慧

体育场馆新模式，进而实现体育场馆在运营系统、票

务接口等方面的数字化发展，促进体育场馆的全面

升级。⑤体育用品销售业数字化发展。一方面，数

字技术 + 体育用品销售业，能够催生出体育 O2O 新

型电商模式，通过整合线下市场需求信息，精准化生

产与销售，实现体育销售的线上与线下有效衔接，提

高体育用品供需匹配度；另一方面，数字技术 + 体育

用品销售业，能够催生出体育新零售模式，通过降低

运营成本、提高产品周转效率等，进而在供给端提升

体育用品销售额，在需求端提升大众购买精准度。

5　结语

近年来，随着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城市转型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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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体育产业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增强。

在此背景下，探究体育产业发展态势以及城市转型

内涵，分析体育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作用，并提出体

育产业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城市社会转型、城市生态

转型的策略，以期为“十四五”时期体育产业更好融

入城市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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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and Strategy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in Promoting Urban 
Transformation

BAI Jinglan1， REN Bo2

（1.School of Sports Industry and Leisure， Nanjing Sports Institute， Nanjing 210014，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ly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the city，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sports industry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ccording to Hirschman benchmark，

income elasticity benchmark and over dense environment benchmark，the sports industr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industrial relevance，large demand income elasticity，green and low-carbon. It can promote urb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urba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urban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economic，social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of the sports industry. The role of sports industry in promoting urban transformation is reflected in that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is conducive to stimulating urban economic growth，optimizing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promoting urb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It is 
conduciv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lifestyle，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urban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urban social transformation；It is also conducive to urban green development，high-quality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services，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urban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building regional sports industry cluster，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eading sports industry，taking multiple 
measures to provide effective sports supply，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into the overall urban planning，

exploring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path of sports industry，and promoting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Key words：sports industry；city transformation；economic transformation；social transformation；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