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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推动运动项

目产业高质量发展。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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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以资源禀

赋为依托，引导足球、冰雪、山地户外、水上、汽车摩

托车、航空等运动项目产业合理布局。”［1］体育产业

的本质是满足群众的体育消费需求，内核是具体运

动项目的产品和服务供给［2］。当前，国内关于“运动

项目产业发展”的研究主题主要有 3 类：一是，基于

历史演进的视角探究运动项目产业的发展源起［3-4］；

二是，研究当前我国运动项目产业发展的学理性问

题，如运动项目产业的特征及内涵［5-6］；三是，基于现

状调查探讨运动项目产业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应

对策略，该类研究通常聚焦于具体的运动项目，以

水上运动、冰雪运动、山地户外运动等项目为主［7-9］。

现有研究为探索运动项目产业的发展路径提供了较

为丰富的学理依据与现实素材，但运动项目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机制、路径仍有待阐明。对

此，本研究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探究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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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产业创新发展的理论意涵、动力机制与推进策

略，以期为促进我国运动项目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借鉴参考。

1　 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的理论意涵

“体育产业是以体育活动为中心的一系列相

关经济活动的总称，其外延包括竞赛表演、健身休

闲、体育中介、体育用品制造与销售、体育建筑等业

态”［10］。然而，不同运动项目的发展历史、规则、设

施、服务供给状况不同，产品的生产制造与销售情形

也不尽相同，竞赛组织管理、商业市场规模、科学技

术水平、社会根基厚度等影响产业发展质量的要素

也各具特征。因此，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

树立具体的运动项目产业思维。胡佳澍等［5］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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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项目产业”是指以某一具体运动项目及其相

关产品与服务为经营对象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是大

众对运动项目的需求发展到一定层次、增长到一定

规模后催生出的新兴产业形态。

如何理解这一论述中的“需求催生”或“需求牵

引”？以足球为例（表 1），20 世纪之前，经济学意义

上的足球产业是不存在的。足球运动从民间游戏发

展到现代体育，是满足“玩”的需求的自我满足，是

以自我需求为中心的创造；20 世纪以来，国际足联

以及欧洲各国的职业足球联赛，开始以“市场需求”

为牵引，打造更加吸引球迷观看和参与的“足球产

品与服务”，通过赛事门票销售、电视转播权开发、

赛事与俱乐部赞助、足球特许商品销售等商业活动，

完成产业迭代，这一阶段是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

的创造；21 世纪初以来，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足球产业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整合全产业链的发展

阶段，它的商业模式已经不仅仅是围绕比赛、门票、

赞助、特许商品销售等传统要素的资源配置活动，而

是适应现代人的需求、与现代科技结合、有更完整产

业链的创新发展。

表1　足球发展的阶段划分及标志性事件

Tab.1　The Stages and Iconic Events of Football Development

阶段 标志性事件 社会及市场需求 主要形态

公元前 206 年前后 蹴鞠的诞生 主要为练兵、贵族娱乐 非正式的运动项目

中世纪

至 19 世纪中叶

足球运动反复被禁止和允许；无组织

的城镇间对抗游戏
市民消遣、阶层对抗 松散、无规则的市民活动

19 世纪中叶

至 20 世纪初

现代足球规则的诞生；各地足球协会

的成立；正式足球赛事的举办

除了作为消遣游戏，还是国家民族、地

区对抗的政治舞台
有组织、有规则的比赛和项目推广

20 世纪初

至 21 世纪初

1904 年国际足联的成立；1930 年第一

届足球世界杯的举办；20 世纪 90 年代

欧洲职业足球联赛的商业化改革

在游戏消遣、国族对抗的基础上，有了

更强的“市场需求”，通过门票、电视转

播、赞助、特许商品等商业活动满足观

赛、参赛、市场推广的需求

组织内部完善、产品多元、以市场为

导向

21 世纪初

至今

2012 年通过门线回放技术使用决议；

2016 年允许 VAR 介入裁判工作

与现代科技结合、更为完整的相关产业

链，满足移动互联网时代消费者的心理

和社会需求

组织融合、产业链拓展、供给和需求

双力并展

就足球产业的发展历程而言，运动项目产业发

展是将相关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引入运动项目产

业的运行中，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用户需求

又促进运动项目自身发展的迭代创新。英国经济学

家弗里曼认为创新是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新制

度［11］，并从产品、技术、管理、流程、营销和组织方面

提出产业创新的方法［12］。基于此，本研究认为，运

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是指将运动项目的赛事、媒介

产品、社会活动等文化和创意成果，转化为具有高度

经济和市场价值的、满足人的需求的消费产品和服

务的过程，最终形成项目演化、技术供给与人的需求

紧密衔接的发展体系（图 1）。

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是与时俱进、动态的概

念。是从“运动项目自身产业创新”这一基本形态

到“运动项目产业链创新”这一高级形态的不断演

化。以足球为例：①在运动项目产业功能方面，“足

球项目自身的产业创新”主要是足球协会、足球俱

乐部等主体组织比赛、销售门票、售卖相关商品等生

图1　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的内涵阐释

Fig.1　Explan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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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功能的实现，随着时代的发展、需求的牵引，它

已经演化为服务性功能更强，能够满足消费者观看

足球赛事和参与足球运动的“足球产业链创新”这

一高级形态。②在运动项目产业特征方面，“足球

项目自身的产业创新”主要发生在产业内部，足球

经纪、足球场地建设与运营、足球赛事转播运营、足

球特许商品销售、足球博彩等领域的分工不断细化，

“足球产业链创新”这一高级形态则表现为产业外

融合的趋势，足球产业和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信息

产业等诸多产业互动增值，供需链接的复杂性大大

提高，效率也大大提升。③在动力机制上，“足球项

目自身的产业创新”主要是内生性发展，即供给推

动，强调的是提升足球组织内部治理的有效性，“足

球产业链创新”由内生性发展转向内生性和外生性

并举，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双力并展，这种由低级到

高级的形态变化，是受人的需求变化牵引，并随着技

术环境的改变而发生的。

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作为动态的概念，适用

于所有运动项目。足球产业因其商业化与职业化的

历史悠久、影响力广泛，已经实现了产业创新的高级

形态，并不断向更高级的形态发展演化；相比之下，

如古典式摔跤、卡巴迪等地域性运动项目，则处在项

目自身产业创新的初级形态；也有一些运动项目，

如跆拳道、街舞、冲浪，因为迎合了当代消费者的需

求而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差异，需要从动力机

制层面寻找答案。

2　 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

所谓动力机制，是为事物发展提供能量保证和

动力支持的机制，包含了动力引擎和传动系统两个

组成部分。首先，“人的需求”推动了运动项目产

业的创新实践和流程，是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的

“引擎”，渗透到每一个传动系统之中。其次，运动

项目产业创新发展还需要一系列的传动系统，让运

动项目产业在“人的需求”的牵引下实现完整供给

和迭代创新。关于创新发展的“传动系统”，也可以

理解为创新发展的外延，主要有以下 3 种代表性观

点：一是，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 5 种表现：引进新

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

应来源、实现产业的新组织［13］；二是，弗里曼强调新

方法、新制度的作用；三是，彼得·德鲁克提倡把社

会问题转化为商业机会的社会创新理念［14］。归纳

以上观点，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的“传动系统”主

要包括组织创新、商业创新、技术创新、社会创新等

4 个方面，它们相互叠加，共同回应“人的需求”（图

2）。为此，本研究将以足球产业的相关案例为主要

素材，讨论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的传动系统如何

运行、如何回应人的需求。

图2　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的“传动系统”

Fig.2　“Transmission System”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2.1　 组织创新的“催生”

纵观全球，体育组织具有以下 3 种特征：一是，

层级性，即存在着包括超国家组织、国家组织、基层

组织在内的多层级运行体系；二是，平衡性，即赛场

内的竞争平衡和赛场外的财务健康，竞争平衡是为

了保障体育赛事的观赏性，财务健康是为了控制体

育组织间的贫富差距；三是，适应性，即体育组织的

现行模式是不断适应外部环境，改进运行策略的结

果。我国运动项目产业是在“举国体制”背景下发

展起来的，其运行机制有独特的表征和内涵：

宏观上，我国运动项目产业组织创新主要表现

为体育治理部门间的协调融合，组织间管理机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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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和管理办法的实践创新。当前，我国运动项

目产业组织创新的根本动因在于社会需求的变化以

及由此带来的体育治理环境变化，过往“以竞技体

育为核心”的治理模式，顺应了“为国争光”的社会

需求，但也面临不断变化的时代挑战，在社会需求从

为国争光向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领

域拓展过程中，“发挥体育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

面广泛功能”的治理模式悄然出现。以往，运动项

目产业化的出发点是为了竞技项目的经费开源；如

今，运动项目产业化的出发点是推动项目被广泛参

与、扩大消费人口、提升产业质量、带动经济发展等。

微观上，我国运动项目产业组织创新的逻辑起

点是对竞技体育的功能认知以及对政府的角色认

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足球、篮球、排球、乒

乓球等项目职业联赛的逐步建立与深化，随着国外

职业体育赛事以“分站赛”或“媒体产品”的形式落

地中国，中国竞技体育呈现出多面化的发展格局，

政府在运动项目产业化、市场化、商业化进程中的

职能转变、认知变化和观念更新也在悄然发生。政

府角色塑造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

程［15］。随着治理环境的改变，运动项目产业组织创

新便聚焦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上，通过简政放

权、加强监管、优化服务，旨在实现扁平化组织变革，

释放运动项目发展活力，解决以往运动项目“偏重

锦标”“金牌至上”背后的深层次矛盾。

根据《意见》以及治理实践，我国运动项目产业

组织创新的重点领域集中在行业协会改革、赛事管

理服务、场馆运营管理等 3 个领域。这 3 个看似老

生常谈的话题，恰是影响运动项目产业组织创新的

“要害”。

第一，行业协会改革。国家层面的运动项目管

理中心与运动项目协会的关系疏离，与行政部门的

脱钩改革已经展开，去行政化和中介化的体育行业

协会独立性显著［16］。其中，足球改革是行业协会改

革的试验田。2015 年，国务院印发《中国足球改革

发展总体方案》，从明确定位和职能、调整组建中国

足球协会、优化领导机构、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健全

协会管理体系、加强党的领导等 6 个方面调整改革

中国足球协会［17］。足协的改革成为我国政府与行

业协会“机构分离、职能分离、资产财务分离、党建

外事等事项分离”的先行者［18］。然而，行业协会与

行政部门的“脱钩”不仅要摆脱长期以来对行政资

源的依赖惯性，还要面对新发展环境下“会员逻辑”

所衍生出的行业协会治理失范、自律缺失和市场化

行为异化等风险，还要面对行政依赖和侵犯公共利

益的市场行为等更加深层的阻力。

第二，赛事管理服务。2014 年以来，我国逐步

取消了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的行政审批。简政

放权在体育赛事治理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推动了体

育赛事商业化、社会化水平，丰富了体育赛事的层次

体系。然而，许多运动项目拥有极具 IP 价值的赛事

依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尚未释放，原因在于这些赛

事影响力大，行政部门因民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广

泛、放松管控将带来的社会风险，而放缓了体育赛事

的改革步伐。事实上，运动项目赛事资源垄断带来

的“既得利益”以及赛事体系和城市等级规模的不

匹配，才是制约体育赛事改革积极性的深层阻力，且

已经严重抑制了运动项目产业运行的活力。

第三，场馆运营管理。体育场馆是运动项目产

业发展的物质前提和空间基础。自 2022 年北京奥

运会以来，国内体育场馆供给数量进一步增长，场馆

多元服务进一步拓展，场馆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场

馆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但管理机制、管理体系中的

关键问题仍待解决［19］。在现行模式下，“编制内”人

员思维定式难以改变，缺乏危机感的怠慢姿态依然

存在，“编制外”的运营赛事、开拓市场的专业人才

匮乏，且职业发展前景也不明朗。一内一外的反差，

导致场地运营管理激发运动项目产业发展的能力和

潜力受阻。

总之，运动项目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但运

动项目的功能认知、政府的角色认同以及改革行动

尚未完全跟进。组织创新便是要解决如何趋利避

害，积极应对治理环境的变化，更好地满足人们愈发

多元的需求。我国运动项目产业需要把握社会力

量参与的节奏以及市场变化的脉搏，积极进行“放、

管、服”改革，为运动项目产业的商业创新、技术创

新、社会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2.2　 商业创新的“调节”

商业创新是满足市场需求、实现商业价值的关

键［20］。和组织创新强调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设计不

同，商业创新有明晰的工具属性和目标属性，更强调

经济效益。就企业而言，商业创新必须能够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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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利润；就城市而言，商业创新则意味着地方经

济发展和就业率的提升。在业余体育时代，商业创

新的命题并不存在，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伴随着媒

体体育的发展，商业创新成为运动项目产业发展的

基本脉络（图 3）。

B2B C2B

图3　运动项目产业商业创新的动力机制

Fig.3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ommercial innovation in sports industry

体育赞助是运动项目产业商业创新的传统典

范。体育赞助是存在于赞助商和体育组织之间的一

种商业关系，在这种 B2B（企业到企业）商业模式中，

赞助商提供资金、物资、服务等资源，体育组织向赞

助商授予同体育活动相联系的某些权力，以及回报

可作为商业效益的相关利益［21］。阿迪达斯对世界

杯的赞助是其中的典型案例，1970 年，国际足联首

次委任阿迪达斯为世界杯提供比赛用球，并将此球

命名为“电视之星”，世界杯的商业价值逐渐凸显。

1974 年，作为主要赞助商的阿迪达斯通过为冠军德

国队提供钉鞋而声名远扬。长期以来，阿迪达斯通

过商业赞助，获取使用世界杯官方标识、实施个性化

营销方案等权益，成为世界顶级运动品牌。随着职

业体育的商业价值被深入挖掘，体育赞助的内容被

深度开发、形式愈发多变。以曼联职业足球俱乐部

为例，2018 年，曼联官方宣布与佳能医疗系统公司

签订多年赞助协议，佳能不仅为曼联提供医疗设备

和人员培训，还通过产品及技术的升级来加强球员

心脏监测和健康检查。2022 年，高通宣布与曼联展

开“多年全球战略合作”，旨在为世界各地的球迷在

老特拉福德球场创造独特的活动和体验。近年来，

类似的体育赞助方式不胜枚举。赞助商并非着眼于

扩大品牌知名度的单一赞助目标，而是和体育组织

基于共同的商业诉求，搭建深度合作的商业平台。

数字体育是运动项目产业商业创新的新时代

命题。数字技术不仅为运动项目产业发展提供了

全新的技术环境，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

式和行为习惯，这引发了运动项目价值创造的“新

生态”。在现代意义的 C2B（消费者到企业）商业模

式中，商业工具的创新和客户关系的转变是核心议

题。近年来，随着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

数字技术的成熟运用，消费者的需求愈发清晰地呈

现在企业、媒体、体育组织面前，消费者在价值链上

的影响力日益增加，有效带动了 C2B 商业模式的升

级。2022 年，国际足联推出免费数字平台“FIFA+”，

提供世界各地的足球比赛直播、比赛信息、互动游

戏、新闻等，帮助不同类型的球迷更好地观看全球比

赛。商业工具的创新大幅优化了球迷的观赛体验，

为企业、媒体、体育组织的利润创造带来无限的可

能。2021 年，梅西从巴塞罗那俱乐部转会至巴黎圣

日耳曼俱乐部（PSG），以 PSG 球迷通行证为形式的

非同质化代币（NFT）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今的职

业体育中，已有将球迷需求作为球员转会衡量标准

的案例，客户关系的转变将在未来的职业体育中愈

发凸显。综上所述，商业工具的创新和客户关系的

转变皆紧密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这种商业模式打

破了企业、媒体、体育组织的边界，使其组织形式产

生重大变化，从而构建一个超越行业、组织乃至地域

的新商业体系［22］。

无论是传统的 B2B 商业模式，还是现代的 C2B

商业模式，运动项目产业商业创新的终极价值主张

便是建立互利共赢的商业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

的良好运作，是创造商业价值的“源头”、提高经济

效益的“发动机”。

2.3　 技术创新的“支撑”

技术创新指运用新的工具、技艺、设备，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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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服务供给方式发生改变［23］。运动项目产业

的技术创新并非体育内部原生的，而是外部引入的。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更

具个性化、多样化、人本化，对运动项目产业快速、长

期且稳定地发展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表 2）。

一方面，运动项目产业技术创新提高运动表现

水平，主要体现在竞赛装备、训练设备和医疗保障的

科技助力。①技术创新助力竞赛装备提高运动能

力。如阿迪达斯研发“奇钉”技术并应用于足球鞋

鞋钉，以此提高球鞋的抓地力、适应性及运动的转向

能力。诸如此类面向不同运动项目的竞赛装备在近

年来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②技术创新助力训练

设备提供科学评价。如 Playermaker（一家以色列初

创公司）设计的足球鞋上可穿戴运动传感器，用于跟

踪和分析球员身体、技术、战术和生物力学等各种指

标数据，通过人工智能算法生成报告，分析理解足球

运动中不可预测的情况，为教练和球员提供意见和

评价。③技术创新助力医疗保障的智能化服务。如

Rezzil 公司利用 VR 技术开发医疗设备，帮助球员在

受伤恢复的早期就进行“有球”训练。

另一方面，运动项目产业技术创新提高观赛体

验水平，主要体现在观赛场地和观赛设施的智慧化、

个性化服务。①技术创新助力观赛场地的智慧化建

设。如慕尼黑的安联足球场通过运用开放式物联网

操作系统，实现体育场馆的自动化管理，能够实时监

控电力、通风、供热、空调，通过维持适宜的温度为球

迷创造最佳的观赛体验。②技术创新给予观众全新

的体验视角。如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英国广播公

司为球迷提供 VR 看世界杯的服务，通过佩戴 VR 头

盔，使球迷“亲临”体育场观看球赛。

表2　运动项目产业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及案例整合

Tab.2　The supporting role and case integr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technology innovation

支撑作用 助力对象 创新目标 目标群体 案例

提高运动表现水平

竞赛装备 提高运动能力 消费者、运动员 阿迪达斯研发“奇钉”足球鞋

训练设备 提供科学评价 消费者、运动员 Playermaker公司设计可穿戴运动传感器

医疗保障 智能化服务 以运动员为主 Rezzil公司利用 VR 技术开发医疗设备

提高观赛体验水平
观赛场地 智慧化建设 消费者 安联球场运用开放式物联网操作系统

观赛设备 全新体验视角 消费者 英国广播公司提供 VR 看世界杯服务

需要强调的是，运动表现水平和观赛体验水平

的提高在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人的体育消费需求，这

与运动项目产业商业创新的价值主张趋向统一。正

因如此，技术创新与商业创新共同成为运动项目产

业创新发展的双核，技术创新所发挥的支撑作用使

二者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正是由于流媒体技术

的出现，导致传统的体育赛事电视转播商业模式被

颠覆，基于订阅、点击量、广告收入的新商业模式得

以出现。如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体育经纪、体育

博彩改变了原有的运行模式，出现了更精准、更广泛

的目标市场定位和相应的营销模式。从更深的层次

而言，技术创新改变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产消者”推动新商业模式出现，也推动

着新的组织形式变革。

2.4　 社会创新的“控制”

社会创新是一部分群体或个人针对未被满足的

社会需求，有意促成的能够更好解决社会问题、满足

社会需求的活动［24］。社会创新不是商业创新，而且

可以满足那些没有通过市场机制而得到满足的需

求［25］。当前，赞助商、职业体育俱乐部、行业协会、

职业体育联盟等都已意识到达成商业目标并不是唯

一的发展诉求，看到社会创新的巨大潜力，也意识到

社会创新可能引领运动项目产业的创新潮流。各组

织机构的社会创新保障了运动项目所在行业领域的

高质量、高标准、高规格，体现出组织机构自身的社

会责任，提高运动项目产业的格局。

首先，运动项目产业社会创新是以识别社会需

求为前提的服务活动。杰夫·摩根将社会创新分为

识别需求、开发新想法、创新评估和创新学习等 4 个

阶段［26］，识别需求既是创新流程的先驱动力，也是

创新价值的重要体现。如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由于

生活成本提高导致大量失业青年的出现，对此，街头

联盟（英国一所足球教育学院）为 16 ～ 25 岁的无业

低学历青年提供足球培训课程，培养他们的团队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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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工作技能，授予他们英国认可的正式学历，以此

应对失业危机。街头联盟这一积极的社会创新实践

正是由于准确地识别了不断更新的社会问题，将青

年就业视为治理目标，通过足球培训解决社会问题。

纵观现代足球发展的历史，其组织创新、商业创新、

技术创新都离不开社会根基，离不开对社会需求的

及时识别与应对。

其次，运动项目产业社会创新是以满足社会需

求为目标的行动策略（表 3）。①企业社会创新的行

动策略有助于形成经济主体间健康良好的网络关

系，也能够促进良好社会环境的形成，这些网络环

境为企业在其中开展价值创造活动提供了有利条

件［27］。阿迪达斯是企业社会创新的代表，由于 2021

年伦敦青少年谋杀案数量突破历史记录，阿迪达斯

联合英超阿森纳足球俱乐部在 2022 年推出项目“不

再见血（No More Red）”，旨在解决青少年暴力犯罪

对社会环境的消极影响，在整个项目中，阿迪达斯将

建造和翻新安全的足球场，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安

全空间、教育和发展机会。阿迪达斯通过社会创新

满足社会对控制青少年犯罪的需求，体现了良好的

企业社会责任。②体育组织愈发清晰地认识到运动

成绩和受欢迎程度不足以获得市场成功和领导地

位，组织形象的塑造成为市场上最重要的成功因素

之一［28］。国际足联在体育组织社会创新中做出表

率，2022 年，国际足联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发起环保

公益课堂，为当地青少年普及环保知识，启发他们通

过实际行动保护环境，以此应对未来的气候变化与

环境问题。③国际组织凭借运动项目的社会网络和

影响力，跨界整合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资源，创造

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实践模板［29］。“足球援助（Soccer Aid）”是一项为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募集善款的英国足球慈善赛，通过

邀请国际上不同运动项目的体坛明星组成世界明星

队和英格兰明星队，2022 年，该赛事为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募资 156 万英镑（约 13 116 324 元人民币），创

造了新的历史纪录。足球援助突破了运动项目的壁

垒，使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项目的职业运动员连结为

一个整体，共同致力于解决国际儿童的社会问题，为

其他运动项目的社会创新树立了标杆。

总体而言，社会创新对运动项目产业的创新发

展起着关键的控制作用。一方面，社会创新以识别

社会需求为前提、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确定了各主

体在产业外的合法性，从而被社会所接受；另一方

面，社会创新能够为各主体在产业内积累社会资本，

伴随着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交易成本得以进一步

降低。但运动项目产业不能因为社会创新而陷入

以牺牲商业目标为代价、过度追求社会价值的陷阱

之中，否则亦“本末倒置”，背离了创新发展的本质。

此外，不同运动项目的社会创新模式不同，不同组织

机构的社会创新方式也不同，社会创新对运动项目

产业创新发展的控制作用仍然存在诸多变数。

3　 我国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的推进策略

业界认为，目前国内的运动项目产业发展还处

于初级阶段，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巨大差距，围绕运动

项目的产业链条尚未形成，中国的运动项目产业发

展之路还任重道远［30］。如果说运动项目产业创新

发展以人的需求为“引擎”，以组织创新、商业创新、

技术创新、社会创新为“传动系统”，当现实推进处

理不当时，组织形式、商业模式、技术水平、社会根基

便会成为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的制约因素，人的

需求就难以被充分满足。本研究将足球产业推广至

更广泛的运动项目产业，探讨如何激活动力，消除阻

滞，推进我国运动项目产业的创新发展。

3.1　 把握以“人的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发展牵引点

“人的需求”导向是我国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

展的方向性要求，对运动项目产业的现实发展和未

来走向提供牵引。如何“识别需求”“把握需求”“满

足需求”，其落脚点还在于积极开展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31］。

一是，拓宽运动项目供给的覆盖面。由于自然

环境、人文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一些运动项目并未能

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对此，我国运动项目产

业应在地域上、文化上从受众的现实需求出发，讲

求项目供给时效，保障项目供给水平，如在 2022 年

表3　运动项目产业微观主体社会创新的行动策略

Tab.3　The action strategy of social innovation of micro-subject of 
sports industry

主体 活动主题 满足社会需求

阿迪达斯 不再见血 控制青少年暴力犯罪

国际足联 公益课堂 应对未来的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

英国社会组织 足球援助 筹集善款给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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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之际，人民群众对冰雪运动的需求与日

俱增，“北冰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冰雪

运动产业以“面”来广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

需求。二是，提高运动项目供给的精准度。由于年

龄、阶层、兴趣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群体对各运动项

目具有不同的需求。在数字化经济时代，大数据、物

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数字

技术在运动项目产业供给侧的应用，实现不同运动

项目的分类供给、分众供给、个性供给，以“点”精准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三是，增强运

动项目供给的灵活性。在互联网时代下，体育信息

传播的速度加快、面积增广、复杂性提高，导致人民

群众体育需求的更迭速度加快、不确定性增加、流变

性增强，这要求我国运动项目产业把握规律、掌握特

点，贯通运动项目的广泛供给与精准供给，增强运动

项目供给的灵活性，提供丰富化、对口化的产品与服

务，以“点面结合”的方式灵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体育需求。

在高质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下，进一步

处理好运动项目产业组织创新、商业创新、技术创

新、社会创新的具体环节，有助于切实实现运动项目

产业的内生外融、价值增值、供需并展。

3.2　 建构新型举国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关系

在“强政府、弱市场”的组织格局中，由于以竞

技体育为核心的“金牌至上”观念根深蒂固，政府难

以抽身投入体育产业的激活。“弱政府、强市场”倡

导的完全以市场配置资源为手段所导致的“市场失

灵”则又对体育产业造成巨大冲击。于是，伴随着

新型举国体制的提出，在“强政府、强市场”的组织

格局下，我国运动项目产业发展迎来关键契机。

新型举国体制是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优势和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优势有机结合，调动全

国的资源，集中力量实现国家利益的新机制［32］。在

新型举国体制的环境下，政府的主导地位并无质的

改变，是连结我国运动项目产业各层级的核心纽带。

职业化程度较高的运动项目往往具有多元的运营组

织、丰富的市场资源、多样的竞赛表演，需要政府简

政放权，将行政职能科学分类并赋予具备承接能力

的体育组织，在该类运动项目中重点划清同层级组

织的责权边界、协调上下层级组织的通力合作，将政

府角色从“执行者”转为“决策者”、从“实施者”转

为“监督者”、从“建构者”转为“规划者”［33］。职业

化程度较低的运动项目则往往以政府管辖为主并

对政府产生明显的资源依赖，要求政府明晰其根本

原因，是竞赛表演观赏性不强，还是群众基础较为

薄弱，亦或是商业空间未被充分开发等，政府应以

“挖掘竞赛表演的‘娱人’作用”“推广运动项目的文

化”“拓宽商业化路径”等方式分而治之，在此基础

之上，充分发挥该类运动项目上下层组织的主观能

动性，使其在职业化进程中寻找政府与市场之间的

平衡点。

归根结底，我国运动项目产业的组织创新不能

盲从国外现有的职业体育组织模式，而应树立新型

举国体制的制度自信，客观冷静地分析我国运动项

目产业管理体制的特点，以此探索适合我国现阶段

发展愿景及整体环境的组织创新之路。

3.3　 激活“赞助”与“消费”双轮驱动的商业模式

体育赞助仍然是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的“存

量”动力，需要资源主导的融合推进。我国运动项

目产业应深入挖掘赞助商和体育组织的商业合作方

式。首先，从赞助商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是为了转移

原有的品牌负面形象，另一方面是提升原有的品牌

正面形象［34］。而品牌正面形象的提升绝非仅仅依

靠购买冠名权、称号使用权、广告牌等方式就能够实

现，赞助商需要依靠自身的优势资源为体育组织提

供实质性的产品与服务，如提供科技产品、保障医疗

服务、优化观赛体验等，赞助商以此能够更为准确地

抓住目标受众的眼球，提高其赞助信息的传播效率。

其次，从体育组织的视角出发，除了维持运营成本

外，体育组织更需要以长远的目光思考如何提高竞

赛表演的观赏性，扩大竞赛表演的受众面，这就需要

来自不同行业的赞助商给予的实质性帮助。最后，

在以政府为主导的组织格局下，我国体育赞助可争

取政府支持，赞助商要准确把握政府通过赛事举办

对外展示城市建设水平、吸引外来游客与投资、提升

城市知名度等方面的需求［35］，以政府渠道大范围提

升品牌影响力，拓宽体育赞助的商业合作路径。

数字体育必然是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的“增

量”动力，需要业态主导的融合发展。数字经济时

代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运动项目产业建构以消费者

为中心的新商业模式，我国已涌现出一批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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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李宁”等企业为代表的体育用品制造业、以乐

刻运动为代表的体育健身培训业和以智慧体育场馆

为代表的体育场馆服务业，在数字经济的驱动下，它

们以消费者为中心，实现了个性化服务与定制化生

产。然而，作为上游产业的竞赛表演业，在国内却

迟迟未能建构 C2B 商业模式。运动员转会、教练员

聘用已然成为如今职业体育赛事的一大看点，与消

费者对竞赛表演观赏性的需求产生了紧密联系，这

就要求竞赛表演业需要逐步向 C2B 商业模式转型。

虽然我国部分运动项目的职业化程度不高，但当其

市场规模、商业运营、组织管理达到较高水准后，势

必要将消费者需求作为重要的考量标准，C2B 商业

模式的作用将在未来愈发突出。此外，消费者对不

同运动项目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不同，C2B 商业模式

并非需要建构在每个运动项目的整条产业链上，唯

有此，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商业模式才能够在我国得

到合理运用，我国运动项目产业的商业创新才能焕

发无限可能。

3.4　 打造以竞赛表演业为核心的运动项目产业技

术创新着力点

首先，我国体育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通过运用

数字技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性。以安踏体育

为例，2021 年的研发支出为 11.16 亿元，占总收入的

2.3%，同比上年下滑 0.2%，而国际知名品牌耐克、阿

迪达斯的研发费用占比一般在 10% 左右［36］，这充分

说明了目前我国体育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创新研发不

足，而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体育企业在开发应用新技

术、新工艺、新材料的情况下有效降低成本，从而助

力我国体育企业的创新研发。着眼于竞赛表演，体

育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创新无疑有利于为运动员提供

更具科技含量的竞赛装备与训练设备，进而促进运

动表现水平的提高。

其次，涉及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业的企业、媒体等

组织机构应通过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的观赛体验。

当前已有诸多数字技术能够为职业体育赛事打造

沉浸式的观赛体验，如体育赛事转播通过虚拟现实

（VR）技术，使观众沉浸在 360°的虚拟现场中；体育

赛事直播通过增强现实（AR）技术，为观众创建虚拟

地图从而提供高质量直播体验；赛事现场通过全息

影像技术，为观众呈现绝佳的视听盛宴。我国竞赛

表演业的相关组织机构应进一步拓展数字技术的应

用范围，将数字技术应用于职业体育赛事的各个环

节，全面提高职业体育赛事的观赛体验水平。

最后，政府应着力打造运动项目产业数字化转

型的支持平台。一方面，完善运动项目产业数字化

转型的顶层设计，根据不同运动项目对数字技术的

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制定相应标准，鼓励国内大型职

业体育赛事和数字信息类企业合作，为运动项目产

业技术创新的推进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

面，监管运动项目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基层执行力度，

政府可以通过简政放权、降低市场门槛、减少审批环

节等方式推动运动项目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去行

政化”并不意味着“去责任化”，政府应通过制定评

估方案、构建数据安全等方式加强监管，为数字技术

提高竞赛表演的观赏性提供保障。

3.5　 树立基于互惠和信任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发展

理念

运动项目产业能否实现社会创新取决于行为主

体的实际行动和社会的接受程度，而这从根本上依

赖于双方能否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关系。信任关系是

基于长期频繁互动，且涉及更为广泛、更为持久的实

体资源交换和情感支持［37］。当前，我国运动项目产

业的行为主体众多，阻碍社会创新的主要原因是部

分行为主体由于对利润的极端诉求，导致失信情况

时有发生，如俱乐部欠薪、体育仲裁的判决没有实际

威慑力、赛事赞助商的商业权利得不到保护等。对

此，我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制监管，运动项目

产业的行为主体应秉持着互惠原则，积极采取能动

策略，通过实际行动与社会建立关系型信任，从而体

现自身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基于互惠原则和信任关系，我国运动项目产业

要在法律层面、道德层面共同树立社会利益最大化

的发展理念。首先，必须遵守现有的法律法规。我

国部分有利己主义倾向的组织机构时常徘徊于法律

权威的边缘，这种行为极有可能对整个运动项目产

业造成恶劣影响，继而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

杜绝。其次，需要遵守社会道德。首当其冲的是提

供并生产对消费者负责的产品和服务，此外还要在

此过程中对发生交往的各利益相关者负责，否则就

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消费者侵权、合同欺诈等一

系列问题［38］。

应充分发挥运动项目自身优势，以社会大众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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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为导向，结合不同地区运动项目资源分布的特点，

发展运动项目公益事业。如在审批制度取消的背

景下，马拉松运动项目产业的办赛门槛大幅降低且

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可通过免费参赛的方式进一

步提高群众参与度，提高群众的身体素质；球类运

动项目产业可通过举办慈善赛的方式筹集资金，为

解决我国社会问题提供经费支持；冰雪运动项目产

业可在资源丰富地区开展一系列公益性冰雪运动服

务，促进冰雪运动的普及推广。维持运动项目的公

益属性就是维持运动项目产业长远发展的生命力，

是运动项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

4　 结语

“惟进取也，故曰新”！“进”是一个演化升级的

历程，是从“运动项目自身产业创新”这一基本形态

到“运动项目产业链创新”这一高级形态的不断演

化。中国体育从单纯的锦标、夺牌、争光功能进化到

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功能，运动项目

产业也已经成为民生产业，成为运动项目发展的新

形态。“取”是一种主动作为，运动项目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需要主动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其机制为：通

过组织创新的“催生”、商业创新的“调节”、技术创

新的“支撑”、社会创新的“控制”，满足人们的需求。

“新”是运动项目产业的创新发展，恰逢新时代的新

征程，需要把握以“人的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发展牵

引点，建构新型举国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关系，激活“深化体育赞助”和“消费者为中心”的双

轮驱动商业模式，打造以竞赛表演业为核心的运动

项目产业技术创新着力点，树立基于互惠和信任的

社会利益最大化发展理念。

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仍然是一个未尽之话

题。就长远而言，在明确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动

力机制的前提下，未来研究应重视运动项目产业创

新发展的水平监测评估，发挥好“指挥棒”的导向作

用，以深层次厘清创新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明晰

路径的选择，进而持续为运动项目产业创新发展的

进程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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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Implication， Dynamic Mechanism and Promoting Strategies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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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with regard to its important status and value of connotation，analyzed the structure relations and operation 
mode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from four aspects，including organization，business，technology，and 
society，and put forward the promoting strategie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industr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achievements 
of sports events，media products，social activities and other cultural and creative achievements into consumer products and 
services with high economic and market value that meet the needs of people. It is a constant evolution from the basic form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of sports events’ to the advanced form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of sports events chain’.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 event industry is ‘people’s demand’，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includes： the catalysis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the regulation of commercial innovation，the suppor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control of social innovation. The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industry is to grasp the traction point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guided by people’s demand，build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within the new nationwide sports system，activate the dual-wheel driven business model 
of sponsorship and consumer，build 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 for the sports industry with competition and performance 
as the core，and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maximizing social benefits based on mutual benefit and trust. 
Key words： sports indust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port events industry； football industry； digital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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