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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学理审视与实践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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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产业现代化是新发展阶段加快建成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方面。采用文献资料调研、逻辑分析等方

法，在对中国体育产业现代化发展进行“历史-理论-现实”逻辑检视的基础上，依据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

要义，结合体育产业的学理维度和实践经验，系统梳理了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内涵特征、目标任务、实践遵

循与推进路径。研究认为，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具有四个目标任务、七项实践遵循与四条推进路径： 1）目标

任务为产业基础现代化（实现体育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规模现代化（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产业结构现代

化（实现体育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形成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2）实践遵循为以守正创新与

系统观念为价值引领、以深化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加快体育消费生活化为核心工作、以深度推进产业融合为重

要方向，以技术与数据要素驱动为工具支撑、以适配性政策法规为运行保障、以绝对与相对度量为权衡标尺；3）推进

路径有以运动项目产业现代化内驱的内容型路径、以体育产业链现代化支撑的链条式路径、以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

聚力的整合型路径和以城乡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统筹的均衡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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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深刻地阐释

了中国式现代化，使得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进入新高度。体育强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均指出要在 2035 年建成

体育强国，《“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按照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部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 2035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这使得体育在迈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地位更加凸显、

挑战更加艰巨。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作为加快建设体育

强国的重要力量，推进体育产业现代化是体育强国建设

的重要方面。

有关体育产业现代化，学者们从体育强国、新发展格

局、新发展阶段、技术赋能视角对体育产业链现代化、现

代体育产业体系构建、体育市场监管体系现代化进行了

分析（蔡朋龙 等，2023；邵桂华 等，2022a；鲜一 等，2020；

许坚 等，2022），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有学者对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产业的发展趋势与变革路径（黄海

燕，2022a）、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孙辉 等，2023）、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戴红磊，2023）、数字经济助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王璇 等，2023）进行了创新性概括。

这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产业现代化产生一定

启迪，但从长远看，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仍缺乏较

为细致明确的内涵特征解析与实践指引探索。为此，研

究对中国体育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理论-现实”逻辑

进行检视，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本质要求与原则

遵循等为依据，厘清了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内涵

特征、目标任务、实践遵循，并基于国内外体育产业已有实

践，提出推进路径，旨在更好地指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

育产业现代化布局，助推体育强国建设。

1 中国体育产业现代化的逻辑检视 

1.1 历史逻辑：中国体育产业发展定位已由朝阳产业逐步

过渡到支柱性产业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始于改革开放以后，依托于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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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市场经济在体育领域的不断拓展深化，发展定位主要

经历了朝阳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重要力量—支柱性

产业的转变（图 1）。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体育部门在“以体

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指引下，开始涉及体育广告、体育

旅游、体育场馆租赁、体育健身娱乐、体育技术咨询服务

及培训等内容的体育经营活动。党的十四大以后，“体育

产业”一词开始明确地出现在体育部门的工作报告中（易

剑 东 ，2019）。 如 1992 年 ，《关 于 加 快 发 展 第 三 产 业 的 决

定》明 确 要 求 包 括 体 育 产 业 在 内 的 第 三 产 业 加 快 发 展 ；

1993 年 ，《关 于 培 育 体 育 市 场 加 快 体 育 产 业 化 进 程 的 意

见》和《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分别确定了体育“面向

市场、走向市场、以产业化为方向”和“将体育产业发展纳

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的发展思路。随后，1994 年的

职业足球联赛开赛和 1996 年的中体产业成功上市，标志

着我国体育产业开始通向了市场化改革之路，1995 年《体

育产业发展纲要（1995—2010 年）》首次确立了我国体育

产业发展的雏形体系，包括体育主体产业、体育相关产业

和体办产业三大类。而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

将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推向了世界舞台，我国体育市场

逐步涌现出了包括体育用品市场、体育培训市场、体育中

介市场、竞赛表演市场、健身娱乐市场、体育彩票市场和

体育旅游市场等业态（傅钢强 等，2021）。在全球化背景

下，国家为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

育强国的转变，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

导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

意见》，至此体育产业经历了成为国民经济的朝阳产业到

新的经济增长点再到重要力量的目标定位变迁（董红刚 

等，2021）。针对体育产业发展总体规模依然不大、活力

不强等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从细分业态角度出台了《关于

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体

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动

能开发提供了方向与指南。进入新时代，国家做出了由

经济高速发展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历史决断，国务

院办公厅就体育产业发展专门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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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

计局为科学界定体育产业的统计范围，建立体育产业统

计调查制度，就 2015 年《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优化出

台了《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十四五”体育发展规

划》更是明确了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由此，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迈入了由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向支柱

性产业转变的关键阶段，而这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现代

化追求目标实现接轨，标志着中国体育产业真正踏上了

现代化发展道路。

1.2 理论逻辑：新结构经济学成为中国体育产业现代化发

展的重要指导理论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根植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参考借鉴

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当前通过理论对体育产业发展

现象与规律加以分析与指导的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

体育产业属于中观概念，其发展受到宏观、中观与微

观经济学的深刻影响。虽然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对于我

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国情不同，使得

其对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指引也不能完全参考借鉴。结

构主义作为第一波发展经济学思潮，强调通过政府干预

来克服市场失灵，突出“有限政府”的作用。新自由主义

作为第二代发展经济学，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反对政府的

干预或调控，提倡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实

践证明，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为

什么落后，虽逻辑清晰，也很有说服力，但据此理论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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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体育产业现代化发展定位的演进历程

Figure 1. Evolving Rol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Industry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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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和实施结果普遍失败，呈现出“淮南为橘，淮北为

枳”的问题（林毅夫，2020）。为此，产生了第三代发展经

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不同于前两代发展经济学，

其是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得出的理论创新，本质

上来源于中国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原理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在了解现代经济增长

本质的基础上，采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

长的决定因素，即结构不断变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背

后的推动机理是什么？新结构经济学已成为指导中国及

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理论，也是中国体育产

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指导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

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产业、技术、市场规模、基础设施、风

险特性等都不一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不只

是量的差异，还有很多质的差异，因此适用于发达国家的

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并不适用，具体体现在最优金融

结构、人力资本投资、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经济开放

等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结构经济学是把要素

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以企业的自生能力为微观基

础，遵循比较优势是快速发展的处方，在产业升级和经济

发展过程中，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既要有“有效的市

场 ”，也 要 有“ 有 为 的 政 府 ”，两 者 协 同 配 合 ，共 同 发 挥 作

用。其中，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内生决定性主要表现在 2

个方面：1）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技术和企业自生能力；2）最

优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林毅夫，2017）。这具体到国家、

区域与省市的体育产业现代化发展上，同样需要注重要

素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及发挥有为政府和

有效市场的作用，在推进中需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

证思想，以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论指导，有选择性地参考现

代经济学理论和观点，以更好理解与把握中国体育产业

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例如，有学者基于“配第-克拉克定

律和包默尔病理说”，通过分析发达国家与中国体育产业

结构变迁数据，透析出体育用品制造业产值比重下降是

创新的结果，中国体育产业发展不可片面追求体育服务

业比重上升，而应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积极利用好产业技

术革命新契机（蔡朋龙 等，2022）。

1.3 现实逻辑：做大做强产业实力是中国体育产业现代化

发展的根本使命　

在明晰历史与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把握研究对象发展

的现实境况，是更好推进其持续健康发展的出发点与落

脚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内生于国家对体育事业的相关

战略要求，发展体育产业的最终目的是更好促进体育事

业的繁荣，而发展体育产业势必离不开体育消费，体育消

费取决于广大国民的体育需求释放，体育需求的开发利

用实际上是通过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动力、产业资

源、产业效益等得以显现与发展。

从整体角度看，2021 年末，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与增

加额分别为 3.12 万亿元和 1.22 万亿元，体育服务业增加值

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70%，与上年相比，体育竞

赛表演活动增加值增长 26.1%，体育健身休闲活动增加值

增 长 21.1%，体 育 教 育 与 培 训 增 加 值 增 长 11.4%，整 体 发

展 呈 向 好 趋 势 ，业 态 仍 在 高 速 增 长 阶 段（国 家 统 计 局 ，

2022）。从内部角度看，2021 年末，我国体育服务业总产

值占体育产业总产值的比重约为 53.3%（包含体育用品及

相关产品销售、出租与贸易代理总产值），但作为体育本

体产业的体育竞赛表演活动和体育健身休闲活动的总产

值与增加值占体育产业的总产值与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1.1% 与 1.1% 和 6.0% 与 7.3%，整体产值偏低，产业服务化

指数仍较低，支柱性产业链辐射效应仍不足；体育用品制

造业总产值与体育服务业总产值的比重约为 1∶1.14，整体

占比向好（国家统计局，2022）。体育用品制造业总产值

与体育服务业总产值的比重约为 1∶1.16，整体占比向好。

但据统计，2022 年安踏、李宁、361 度、特步等体育用品企

业研发支出占其各自营收比重的平均值仅为 2.7%（新华

网，2022），与耐克、阿迪达斯等发达国家体育用品企业研

发支出占比 10% 的差距还较大。说明了我国体育用品制

造业的“软化”发展还不够，从本质上解释了我国体育用

品制造业仍属于全球“U”型价值链的中间，即低端环节、

品牌效应较低、附加值不高的深层原因。基于此，效益转

化方面，2022 年末，体育产业发展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贡献率仅为 1.08%、对劳动者就业的贡献率还不足 1%（黄

海燕，2022b），结合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文化旅游支柱

性产业的数据参考，可发现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

仍较低。截至 2020 年底，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

为 37.2%，人 均 体 育 场 地 面 积 为 2.20 m2（国 家 体 育 总 局 ，

2021）；人均体育消费金额 1 330.4 元，占同期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比重达 4.1%（国家体育总局，2023），虽有较大

提升，但对比国外发达国家以及《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

战略要求，可发现其发展的社会效益还远远不够。而结

构规模的转化效益不足，也严重阻滞了体育产业整体质

量的提升。此外，从双循环的供需适配视角看，当体育企

业或市场的定位群体形成对某一产品服务的一种或多种

需求时，对应的体育企业或市场则能够提供相应的产品

服务或足够的资源要素来对需求进行精准化匹配（何继

新 等，2015）。而体育产业供给主体通常受到经营成本、

运营理念、市场定位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在实际

供给中常常出现总供给量小于总需求量、供给结构滞后

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供给质量与居民消费期望不匹配

等供给对需求的低效满足（马德浩，2021），甚至出现同质

竞争加剧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消

费外流并存的现实困境（王雪莉 等，2020），使得群众对体

育产品服务难以形成持续的高满足，如体育场地设施的

低效供给造成资源浪费、体育人才的低效服务阻断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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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参 与 需 求 等 ，这 均 使 得 体 育 产 业 的 可 持 续 性 投 资 、消

费、空间利用等内循环动力不足，出口的外循环力不高，

难以形成供需两端的合力作用，致使了体育产业发展的

效能不足。综合考量，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呈“有业态、无

体系”“有链条、不畅通”“有要素、不协同”等形态，今后应

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和顺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有效释放

国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培育国民体育消费习

惯，将做大做强产业实力作为中国体育产业现代化发展

的根本使命。

综上，从历史演进看，中国体育产业发展定位已步入

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但从理论与现实逻辑看，

中国体育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宏观、中观与微观理论还停

留于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浅显引入指导阶段，针对

体育产业特有的现代化指导理论体系还存在缺失；中国

体育产业现代化在产业基础、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

体系等方面的现实基础与国家经济现代化要求、中国人

民日益增长的现代化体育需求还存在适配不足问题。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指出，到 2035 年，体

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而在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如何理解、把握、推进体育产业现代化也成为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亟待进

行科学的学理审视与实践探索。

2 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内涵特征 

2.1 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内涵厘清　

厘清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需要明

晰中国式现代化、体育现代化、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内涵及

其逻辑关联。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新发展阶段这

一论域，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标志着我国进入

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华社，2021）。这与我国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求的“两步走”战略目标相对应，

说明了当前所倡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即新发展阶段的

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而这其中也必然包括体育产业等

的现代化发展（图 2）。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

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2022）。体育现代

化主要指用现代化的科技和方法促进体育领域中学校体

育、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全面发展（熊斗寅，1980）。在此

认识下，有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体育现代化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带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现代化，是

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在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阶段达到某一

高度的发展水平和状态（王家宏 等，2022a，2022b）。这具

体到新发展阶段即指在一定经济基础与美好生活的现代

化进程中，利用现代化的科技和方法，自觉理性地不断推

进体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且具有阶段性推进的水平状态

与动态过程。最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产业现代

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体育领域的重要场景内容，由中国

式现代化要求和体育产业现代化目标共同促成，其必然

存在继承、借鉴与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征，既具有产业

现代化是产业劳动资料、产业结构、产业管理、产业劳动

力、技术经济指标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过程的一般特性，

又具有体育产业现代化是反映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发

挥出不可或缺的地位、自身结构合理化、资源配置优化与

国际化程度高的特殊性。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

现代化的内涵，本研究将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定

义为：在一定经济基础与美好生活的现代化进程中，为使

体育产业各业态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利用技术与数据等创

新要素，不断推进体育产业特定战略目标阶段性实现的

水平状态与动态过程。

2020年 2035年 2050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成体育强国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体育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体育产业现代化道路

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外交

新发展阶段

2025年 2030年

阶段性目标

细分业态现代化

图 2 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道路的逻辑站位

Figure 2. The Logical Position of Sports Industry Modernization Path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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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特征要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

征，具体包含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基于

此，有学者纵观世界体育强国的发展道路，将中国式现代

化体育的特征概括为规模化、普惠性、全面性、可持续性

与包容性（邵桂华 等，2022b），具体可理解为体育人口规

模巨大的现代化、体育均衡发展的现代化、体育健康水平

的现代化、体育绿色发展的现代化和体育命运共同体的

现代化。而这具体到体育产业领域，则可以理解为体育

消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体育产业区域及城乡均衡

发展的现代化、体育产业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体育

产 业 绿 色 发 展 的 现 代 化 与 体 育 产 业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现 代

化，较好涵盖了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特征（刘

青，2022），其中，1）体育消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基

于我国 14 亿人口、4 亿中等收入群体和 4 亿经常参加体育

健身的人群，指出了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基本国情，揭示

了较大人口规模消费现代化是体育产业发展的特有优势

与艰巨任务；2）体育产业区域及城乡均衡发展的现代化

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异质性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公平性

要求，指明了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基本目标，明确了体育

产业在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与促进城乡充分且协调发

展，助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3）体育产业促

进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是基于人民对体育美好生活需要

的自我实现追求，凸显了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功能价值，

展现了体育实物型、观赏型、参与型消费对促成人在物质

与精神方面全面发展的独特功效；4）体育产业绿色发展

的现代化是基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绿色低碳的生态文

明观，重申了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可持续理念，通过发展

户外运动与体育旅游等，顺应了体育产业集约型发展的

要求及对“碳中和”“碳达峰”的世界性倡导；5）体育产业

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是基于全球治理中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现实诉求，确定了体育产业发展的国际趋向，厘清

了“两个大局”下体育产业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基本依规。

3 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目标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规划治理，是一个把中长期发展

规划和远景目标结合起来的有步骤的谋划过程（黄新华 

等，2022）。为此，在深刻理解体育产业现代化内涵特征

的基础上，梳理当前有关体育产业的学理分析维度（表 1），

参照域外现代化经验，整合与透析国家有关政策文件中

对体育产业的指引精神与定性＋定量战略目标，发现新发展

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包括实现体育产业基础

高级化、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实现体育产业结构

高度化与合理化、形成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

3.1 产业基础现代化：实现体育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基础能力是支撑和促进产业持续发展的各种因

素及环境条件的总和，包括政策环境、科技人才、市场环

境、基础设施等（魏婕 等，2021）。延伸到体育产业基础现

代化可理解为体育产业基础的高级化升级，具体指构筑

稳固而强大的体育实体企业实力，即不断优化体育市场

中人力、资本、土地、制度、技术与数据要素的基础服务能

力，逐步实现自主可控、安全高效，降低对国外体育产业

链供给体系的依赖，为体育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提供动态

适配的全方位支撑条件，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

值、更安全可靠的体育产业链供应链。这是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体育产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要求我国体育产

业不断壮大市场主体规模与增强生产要素实力。其一，

壮大市场主体规模的目标任务包括：1）引导国有体育企

业利用资产重组、股权投资等方式做大做强；2）培育不少

于 100 家营收超百亿、品牌知名度高、国际竞争力强、行业

带动性大的体育龙头企业；3）培育体育细分领域的中小

微“专精特新”企业、“瞪羚”企业与单项冠军企业，并做优

做强；4）巩固扩充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强化示范、辐射与带动

作用。其二，增强生产要素实力的目标任务包括：1）体育

产业高质量从业人员数量约占总就业人数的 3%，达到人

均体育服务人员分配合理化；2）建设更多规范性体育场

地设施，满足大众体育参与消费需求；3）坚持社会主义基

本 经 济 制 度 ，通 过 产 融 结 合 的 多 模 块 组 合 等（许 嘉 禾 ，

2020），创新国内外融资渠道，增强体育企业或集团投融

资效率；4）形成针对体育培训与赛事资本化运作等恶性

竞争的规制条例，如出台细分领域的更详实“黑白名单”

制度，构建优质体育市场营商环境；5）发挥技术与数据的

重要驱动力，形成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通过多业态、

多内容与多形式布局，提升体育产业链供应链应对外部

挑战与机遇的韧性。

3.2 产业规模现代化：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产业规模现代化可简单指某一产业规模及效益达到

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标准。支柱性产业指在一定时期

内，一国或某一区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较大份额，起着

支撑性作用，并具有发展规模大、市场扩张能力强、产业

表 1 有关体育产业的学理分析维度与归纳分类

Table 1 Theoretical Analysis Dimension and Inductive 

Classification Related to Sports Industry

现有学理分析维度

产业基础、产业动力

产业规模

产业结构、产业布局

产业管理、产业组织、产业主体、产业运行、产业划分

归纳分类

产业基础

产业规模

产业结构

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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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度强、技术密度高、经济效益好等特征的产业或产业

集（马晓燕，2005）。具体到体育产业规模现代化即体育

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体育产业现代化的显著表征。其目标任务为：1）到

2035 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将超过 8 万亿元，体育产业

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将超过 4%，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

产业（黄海燕，2020）；2）到 2035 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的人数比例将达到 45%，体育人口数约超 6.3 亿 ，使得

较大人口基数下体育消费的强大动力得以充分释放，体

育市场规模不断扩大；3）实现体育领域与医疗、卫生、旅

游、餐饮、康养、国际交流等领域的横纵向深度融合发展，

形成以体育为主导的国内外有效互动的关联效应；4）加

快高科技赋能体育竞赛表演样板成果向体育健身休闲领

域的普及性转化效率，实现体育企业商业模式与产品服

务供给的数字化转型，体育数字经济形成一定规模；5）我国

传统体育企业实现创新发展，供需链与价值链实现区域

内、跨区域、跨国界等的充分拓展，营业收入与从业人员

工资更加稳定，并形成规模效益。

3.3 产业结构现代化：实现体育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　

未来体育产业结构改变要靠体育服务业加快发展，而

不是降低制造业产出规模，体育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需

要 体 育 服 务 业 与 体 育 制 造 业 共 同 发 力（江 小 涓 ，2018）。

体育产业结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产业

现代化的内生要求，其目标任务应是实现体育产业结构

的高度化与合理化，即在现有资源条件和技术水平的约

束下，调整与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根

据现有需求结构和技术水平等条件科学配置生产要素，

使产业结构从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转变，产业间与产业

内的要素布局趋于协调且高关联的动态调整过程。这一

目标任务具体体现在由仅追求体育服务业占比高转向对

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与体育服务业的生活化转

型两个方面。其一，参考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定义（杨蕙

馨 等，2020），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指在现代信息

技术支撑下，体育制造企业对接生产性服务活动，推动制

造模式由单纯的生产性制造向服务型制造演变的过程。

通过优化体育企业软硬要素投入产出比例，旨在形成如

体育中介咨询、体育产品研发设计等的生产性服务业态，

形成如体育产品服务的智能化、平台化与定制化等服务

型制造业态，实现体育用品全产业链价值升级。其二，体

育服务业生活化转型又称生活性体育服务业，依据《生活

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体育服务业生活化可理解为

实现满足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体育服务活动，具体包括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电子竞技体育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服

务、体育教育与培训、体育出版物出版等覆盖全生命周期

的高品质和多样化生活性体育服务，通过内生型发展形

成长尾、规模效应等，真正发挥对体育产业的支撑作用。

3.4 产业体系现代化：形成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　

产业体系包括现行与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是

指代表生产、流通、组织与技术等未来发展方向的有国际

竞争力的新型产业体系（芮明杰，2018）。基于此，现代体

育产业体系指面向技术、需求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创新为

增长动力，聚集高端要素，从而更具高附加值、更可持续

发展、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动态的新型体育产业体系

（黄 海 燕 等 ，2022a）。 参 考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 的 基 本 内 容

（杜传忠，2022），体育产业体系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体育产业现代化的指导架构与框架内容，其目标

任务应是多元治理主体在不断创新与优化现行体育产业

构成要素及其结构的过程中，使体育产业在以实体经济

为基本着力点的基础上，通过新质生产力，形成生产要素

协同作用、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成果、产

业深度融合、绿色低碳转型、开放、共享的产业体系，发挥

现代化治理效能。1）产业发展实现协同化，即体育产业

发展中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协同，金融与科技创新协同，

共同建设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支撑体育实体经济发展。

2）产业发展实现数智化，即体育产业发展能够充分利用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生产要素、新技术创新成果，发挥数

据要素的驱动力，实现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全过

程赋能。3）产业发展实现融合化，即通过体育用品制造

业与体育服务业融合、体育产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融合、其他新业态与传统体育产业融合，形成数字体育产

业化与体育产业数字化等融合发展模式。4）产业发展实

现低碳化，即体育企业实现绿色经营，体育产业各细分业

态实现低碳发展。5）产业发展实现开放化与共享化，即

体育产业在政策、统计、标准、绩效与监管等方面的综合

能力能够及时高效顺应体育市场发展的多元化需求。

4 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实践遵循 

通过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凝练的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六个必须坚持”，中国式

现 代 化 前 进 道 路 上 的“ 五 个 重 大 原 则 ”和“ 九 个 本 质 要

求”，将三者要义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视域中，审

视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内涵特征，结合其目标

任务的艰巨性、动态性等，研究提出了新发展阶段体育产

业现代化的七项实践遵循（图 3）。

4.1 以守正创新与系统观念为体育产业现代化的价值引领　

守正创新作为科学态度，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金钥匙”，系统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

（韩 庆 祥 等 ，2022）。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多 次 强 调 ，惟 改 革 者

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提出，坚持系统观念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加

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必然要遵循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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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观念作为社会主

义各领域建设的重要方法论。这说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提升守正创新与系统观念的能力

尤为重要，使得坚持守正创新与系统观念成为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体育产业现代化的价值引领。基于体育产业发

展的特有指导理论体系缺失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国

内统一大市场的现实要求，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应

是在现有推进基础上体现“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

则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过程，需将前瞻性思考、全局性

谋 划 与 整 体 性 推 进 作 为 体 育 产 业 各 领 域 、各 阶 段 、各 区

域、各业态、各要素面临高质量发展要求又进行现代化布

局的现代性思想方法，如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建构体育

产业发展的特有理论体系、从多适配性解释角度增强体育

产业领域的理论预设（刘亮 等，2022）、系统论下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三维六类”支撑体系建设（王珺 等，2023）、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分析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体

育产业与体育消费互动的内在机制（任波，2022）等，旨在

为中国体育产业现代化提供系统性科学指引。

4.2 以深化高质量发展为体育产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为

指导，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顺应域外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增

长质量与国内追求经济更高水平发展的双重交互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 发 展 第 十 四 个 五 年 规 划 和 二○三 五 年 远 景 目 标 的 建

议》的说明中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作为重点问

题，要求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是以质量与效益优先

的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高质量发展作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均包含了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要义，高质

量 发 展 作 为 3 个“ 新 ”内 在 关 联 的 逻 辑 主 线（刘 志 彪 ，

2021），是一种与现实确定性存在距离或矛盾的动态未知

状态，而经济现代化作为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久目

标（唐亚林，2022），使得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必须

以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动力变革、效率变革与质量变

革持续深化高质量发展，构建体育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

新格局为首要任务。基于既要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显著

性进展，又要加快进行体育现代化建设的双重使命，新发

展阶段体育产业需在保持原有高质量发展一般性要义的

基础上，准确把握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特殊性规律，突

出“量质”协同规定性（钟倪 等，2023），并将其置于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在中国式现代化体育新坐标下对体育产

业的产业基础、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与产业体系等进行更

具广度、深度与力度的高质量建设，旨在为中国体育产业

现代化的长远布局提供坚实基础。

六个必须坚持

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

内涵特征 目标任务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实践遵循

五个重大原则 九个本质要求

经济领域：

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

……

经济领域：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

经济领域：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

以守正创新
与系统观念
为价值引领

以深化高质
量发展为首
要任务

以加快体育
消费生活化
为核心工作

以深度推进
产业融合为
重要方向

以技术与
数据要素
驱动为工
具支撑

以适配性
政策法规
为运行保障

以绝对与
相对度量
为权衡标尺

图 3 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实践遵循框架

Figure 3. The Practical Framework of Sports Industry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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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帅帅， 等： 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学理审视与实践图景

4.3 以加快体育消费生活化为体育产业现代化的核心工作　

从发达国家的体育实践经验看，体育生活化是一种现

代健康生活观念，其要求体育活动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

之 中 ，与 人 们 生 活 紧 密 结 合 ，成 为 与 日 常 生 活 中 衣 、食 、

住、行四大要素同样重要的第五大生活基本要素（黄美蓉 

等，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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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求，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热情，

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了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扩大内需

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更是突出全面促进消费，

加快消费提质升级，并就促进群众体育消费做出具体要

求。这说明了扩大体育消费对体育产业发展具有促进、

推动与拉动等基础作用，使得加快体育消费生活化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产业现代化的核心工作。基于

我国体育消费的需求引领性差，及其在人群、城乡与区域

等的异质性特征，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应以人的全面发

展即实现人的现代化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突出更全面、更

普惠、更细化的理念来满足人民对体育美好生活的需要，

通过将健康、智能、体验与时尚观念嵌入体育旅游、职业

赛事、全民健身活动等，激发体育消费潜力（赵胜国 等，

2023），结合资源优势灵活拓宽以运动项目为中心的消费

空间，催生覆盖全生命周期与全人群的体育消费“惯性模

式”，加快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向体育消费人口的规模

性转化，形成中国特色体育消费的生活方式，旨在为中国

体育产业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4.4 以深度推进产业融合为体育产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向　

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通过资

源、市场和技术等的相互渗透、交叉与重组，最终融合为

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包括知识、技术、

业务、产品及市场等融合方式（郭俊华 等，2023）。因具有

明显的乘数效应、倍增效应与扩散效应，已成为经济现代

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与现实选择。《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指

出，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体育实体经济

深 度 融 合 。《进 一 步 促 进 体 育 消 费 的 行 动 计 划（2019—

2020 年）》提出，要积极实施“体育＋”工程，推进体育与文

化 、旅 游 、养 老 、健 康 、教 育 、互 联 网 、金 融 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打 造 体 育 消 费 新 业 态 。《“ 十 四 五 ”体 育 发 展 规 划》强

调，加快形成以健身休闲业、竞赛表演业等为龙头、高端

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体育产业体系。党的二

十大报告更是强调，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

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可见产

业融合是促进传统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和全产业链高级化

的应然举措，使得深度推进产业融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体育产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基于我国体育竞赛

表演产业与体育健身休闲产业的产值不高、服务化指数

偏低、支柱性辐射效应不足等问题，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

应在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数字经济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等的战略要求下，围绕“体育＋”“＋体育”从三方面

进行融合突破。1）产业渗透即高新技术的渗透融合，要

求加快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对体育产业的渗透、融合，

以形成体育产业的新业态、新模式。2）产业交叉即产业

间的延伸融合，要求体育产业加强与文化、旅游等其他产

业 间 的 互 补 和 延 伸 ，以 实 现 产 业 间 的 集 群 式 融 合 发 展 。

3）产业重组即产业内部的重组融合，要求体育产业对其

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进行重组融合，以催生更具附

加值的新型体育产品或服务。

4.5 以技术与数据要素驱动为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工具支撑　

生产要素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充的，当经济

增长速度快于已知生产要素投入增长速度时，就预示着

可能有新的生产要素产生，并形成原生产要素所不能解

释的剩余产出（中国信通院，2023）。《关于构建更加完善

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要素纳入

我国市场配置中的新型生产要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加快培育统一的

技术和数据市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将技

术 与 数 据 列 为 助 力 我 国 经 济 现 代 化 发 展 的 重 要 驱 动 资

源，使得以技术与数据要素驱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工具支撑。基于我国体育产业的研

发设计投入低、智能化产品服务供给不力与价值链低端

锁定等问题，新发展阶段应加大体育企业在决策管理、业

务经营、流通与服务销售等全方位的“上云用数赋智”，利

用 平 台 、信 息 引 流 等 方 式 实 现 体 育 产 业 的 数 字 化 、网 络

化、智能化转型。同时，充分利用技术与数据要素的非稀

缺性、非均质性和非排他性，发挥其对人力、资本、土地等

传统要素资源的整合联动，借助数字经济赋能的高效逻

辑与规模效应，形成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深度融合的内

外部动力机制（沈克印 等，2023），激发体育企业创新发展

的活力，促进体育产业内生业态的衍生拓展及体育产业

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关联，提升体育产业多元主体

的协同、敏捷治理效能，旨在为中国体育产业现代化提供

驱动引擎。

4.6 以适配性政策法规为体育产业现代化的运行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政策法规提供指导、监管和约

束等保障。《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

意见》提出分级分类、科学高效的监管原则，旨在加快打

造我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凸显了国家以全

过程监管的方式对已出台系列政策进行适配性优化的先

进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

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使得形成更加适配性政策法规

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产业现代化的运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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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政策法规的适配性是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

转变，其所侧重的是具有更有力维护人民权益、更及时顺

应市场发展需要、更高效规制市场恶习的高配套性政策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22 年修订版）》增加了

体育产业章节，提出了体育产业在发展定位和思路、内容

和体系、创新要素培育、职业体育改革方向和区域协调发

展方面的规定（黄海燕 等，2022b），实现了体育产业立法

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产业

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依规。但其具体的适用性还需进一步

验证，今后仍需坚持问题导向，剖析体育产业长期存在的

深层次问题，聚焦未来实践可能遇到的新问题，并着重对

体育产业在行业标准体系、竞争与价格机制失范等痛点

问题上进行补足优化，旨在为中国体育产业现代化提供

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

4.7 以绝对与相对度量为体育产业现代化的权衡标尺　

绝对论认为“世界一切一切都是相对的，绝对没有绝

对”，相对论认为“有绝对才会有相对，有相对才可能有绝

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这充分说明了

现 代 化 与 高 质 量 发 展 、可 持 续 发 展 等 类 似 ，是 一 种 渐 进

的、动态质变的国际与国内、整体与局部的相对过程，很

难形成完全绝对统一的标准或模式。而在这一过程追求

中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不可仅停留于理论探讨，应具备

一定的绩效评估（李帅帅 等，2022），使得以绝对与相对度

量 成 为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进 程 中 体 育 产 业 现 代 化 的 权 衡 标

尺。基于我国体育产业统计类别有待进一步精确细化、

大部分地区体育产业统计数据发布不力等，新发展阶段

中国体育产业的绝对与相对度量需紧抓中国国情与区域

实际，以人民群众体育消费的满意度为中心、以体育产业

发展带来的综合效益为追求，在遵循吸收借鉴、可量化皆

量化、目标有效指引至上等原则的基础上，准确把握现代

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从整体与局部明确中国

式 现 代 化 进 程 中 体 育 产 业 宏 观 、中 观 、微 观 推 进 的 预 测

性、规划性及阶段性规律，客观设定和灵活调整定性与定

量战略目标，实际发展中参考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

绝 对 与 相 对 实 践 探 索 和 评 价 经 验 ，从 产 业 基 础 、产 业 规

模、产业结构与产业体系等维度设计科学合理且较为统

一的体育产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旨在为中国体育产

业现代化提供更强操作性的参考依据。

5 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推进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立足实际、面向世界、突出中国

特色的现代化建设（赵冰梅 等，2023），其核心要义为“赶

上、超越与引领”世界的现代化。参考新时代我国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在运动项目、区域及城乡、新空间载体、细

分产业、产业链、供需侧、内容与运营等方面的理论与实

践 经 验（邓 梦 楠 等 ，2023；李 帅 帅 等 ，2022；徐 开 娟 等 ，

2019；杨向军 等，2022），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应紧

抓七项实践遵循要求，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通过多元主

体的协同力量，利用技术与数据等现代化要素，依据体育

产业现有基础、规模、结构与体系状况，重点从运动项目

产业现代化、体育产业链现代化、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与

城乡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四方面进行深化推进。这四条路

径的实现通路均由主体层、资源层、模式层、机理层和目

标层构成。其中，主体层指体育产业发展的有为政府——

体育行政、财税、监管等部门，有效市场——体育企业自生

能力，有机社会——研学机构、体育社会组织与消费者等

参与力量（朱菊芳 等，2023）；资源层包含体育产业的多元

化美好体育需求与多类型体育资源要素供给及其有效适

配；模式层即体育产业实际推进的选择类型；机理层则是

不同模式所对应的运行方式；目标层为主体层、资源层、

模式层和机理层相互作用后的最终目的或结果，旨在从产

业基础、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与产业体系等方面实现中国体

育产业现代化，且始终与国际体育产业先进水平进行动态比

照。追本溯源，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是体育及其相

关生产活动与服务的现代化过程，其本源仍是以“人的现

代化＋工具现代化”为根本，通过体育消费的持久动力、创

新驱动的先进方式来推动实现的（图 4）。

5.1 内容型路径：以运动项目产业现代化内驱体育产业现

代化　

从运动项目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规律看，运动项

目是体育产业的“元”逻辑（李荣日 等，2017）。国际经验

表 明 ，运 动 项 目 作 为 体 育 的 表 现 形 式 ，是 体 育 的 具 体 内

容，几乎所有体育产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其特色的

运动项目产业（国家体育总局，2017）。这说明新发展阶

段体育产业现代化最根本、最基础和最关键的就是实现

运动项目产业的现代化。由于运动项目种类的多样性及

其推广扩散的水平不同，大众往往会选择性地参与某些

运动项目，长此以往便构成了热门、传统与新兴运动项目

类 别 ，对 应 的 也 就 产 生 了 热 门 、传 统 与 新 兴 运 动 项 目 产

业，而这就造成了不同运动项目的市场份额占比不同，从

而形成运动项目产业的规模效应与长尾效应。基于此，

运动项目产业现代化应着重发挥热门运动项目的主导作

用和传统、新兴运动项目的汇聚与扩充作用，以“滚雪球”

式推动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的内容型现代化（图 5）。

5.1.1 发挥热门运动项目的主导作用　

应以竞技体育与职业体育的主流运动项目为核心，发

挥全国单项体育协会的主体作用，借助“协院共建运动项

目学院”（陶明明 等，2022）等平台，研制中国特色运动项

目技能等级标准与专业化智库。通过现代化转播技术与

宣传手段，推广“村 BA”“村超”等中国体育运动新模式，

促进城乡大众对篮球、足球、乒乓球、游泳与跑步等喜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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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见运动项目在科学参与、技能掌握与赛事文化打造等

方面需求的高水平升级，逐步养成大众对热门运动项目

在智能装备、技能培训、竞赛表演等的“实物型—观赏型—

参与型”链式消费习惯，以体育消费生活化促成中国主流

运动项目的消费文化，并着重提升不同群体的体育参与

型消费比重，不断推进中国体育产业的现代化规模效应。

5.1.2 发挥传统、新兴运动项目的汇聚与扩充作用　

应以民族传统体育与户外休闲体验式运动项目为突

破口，充分考量各传统与新兴运动项目在受众群体、参与

兴趣、娱乐休闲等方面的需求、吸引力及潜力，利用数字

媒介、网络组织、视域融合（黄元骋 等，2021）等方式构建

专门的运动圈子与实体销售及体验门店，发挥全国各类

运动项目小群体实物型消费的汇聚作用，形成中国式传

统与新兴运动项目的小众消费理念与模式，推进中国体

育 产 业 现 代 化 的 长 尾 效 应 。 同 时 ，应 把 握 奥 运 会 、亚 运

会、全运会、省运会等赛事对运动项目类别调整的契机，

利用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与业余体育培训课程等，通

过中心化与非中心化的“双轨制”创新扩散系统（孙晋海 

等，2019），加强相关运动项目在国内外社会体育指导员

与参与人群等方面的创新扩散，以促进传统与新兴运动

项目的市场化与社会化，形成部分传统与新兴运动项目

的热门性转化，推动民族传统与新兴运动项目由实物型

消费向参与型和观赏型消费转变，以增加中国体育产业

的主流运动项目消费基数，进一步扩充体育消费规模。

5.2 链条式路径：以体育产业链现代化支撑体育产业现代化　

从发达国家演进规律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顶层设

计看，体育产业已形成了较为可行的“一体两翼”双链思路

（图 6），即以体育产业为主线，聚焦体育竞赛表演产业与

体育健身休闲产业作为本体产业的支撑性，以产业链拓展

的形式，将体育用品制造业及其相关产业囊括到体育健身

休闲产业链和体育竞赛表演产业链，形成完整的体育产业

链，这成为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链条式推进路

径。基于此，依据产业链的内涵及构成，发现体育产业链

现代化应具体落脚到供需链、企业链、空间链和价值链的

“四链”现代化（马培艳 等，2022）（图 7）。

5.2.1 推动体育产业供需链现代化　

应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深化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

供需双向发力思路，以体育产品服务的生产—采购—销

售—消费为主要内容（焦强 等，2023），打造大数据信息平

台等现代化技术链，瞄准中国超大市场规模，构建能够精

准满足大众多样化层次性参与竞赛表演与健身休闲消费

供需适配
多类型体育资源要素供给

体育产业链现代化运动项目产业现代化 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

链式拓展型长尾内驱型 整合联动型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产业现代化

资源层 多元化美好体育需求

模式层

机理层

目标层

体育消费：持久动力 创新驱动：先进方式产业本源 人的现代化＋工具现代化

国际体育产业
先进水平

产业基础现代化 产业规模现代化 产业结构现代化 产业体系现代化

城乡体育产业融合发展

均衡布局型

七
项
实
践
遵
循

政府

市场

社会

主体层

图 4 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代化的本源及推进路径模型

Figure 4. The Origin and Advancement Path Model of Sports Industry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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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体育产业“滚雪球”式的内容型现代化路径

Figure 5. Content-Driven Modernization Path of the Sports 

Industry with “Snowbal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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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化内需体系、供给体系，并从供需总量——规模经

济 效 应 、结 构 —— 范 围 经 济 效 应 、质 量 —— 质 量 经 济 效

应、均衡——福利经济效应等维度（柴王军 等，2023），形

成体育产业现代化的供需动态适配机制。

5.2.2 推动体育产业企业链现代化　

应增强先进技术、管理理念等对体育竞赛表演与体

育健身休闲企业的全过程赋能，选择性扶持培育并扩充

具 有 较 强 产 业 带 动 与 辐 射 作 用 的 龙 头 体 育 企 业 。 基 于

体育产品服务生产链，形成围绕竞赛表演与健身休闲为

主导的中下游体育及其相关企业，健全体育产业的一条

龙企业链网，增强我国体育产业链的整体韧性，为价值链

拓宽提供原动力，通过体育企业链的集体协作与业务分

工 互 补 ，发 挥 以 体 育 服 务 业 为 主 导 的 稳 定 型 融 合 消 费

优势。

5.2.3 推动体育产业空间链现代化　

应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足球与篮球等职业体

育俱乐部为空间链中心，根据体育产业发展的地区差异，

突出人口、经济、交通等资源优势，进行体育健身休闲与

竞赛表演企业的异质性布局。推广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

市建设经验，借鉴我国在线上直播、“路人王”挑战赛、便

利超市、地摊经济等较为成熟的运营模式，创新中国体育

健身休闲与竞赛表演企业在场景体育竞赛、线上体育训

练课程、“便利店式”健身、地摊健身等的消费新模式，并

通过连锁性拓展、聚集性整合与竞争性筛选，形成体育产

业的现代化空间链。

5.2.4 推动体育产业价值链现代化　

应培育体育企业家精神，转型升级体育市场的价值定

位 。 以 体 育 产 品 服 务 的 研 发 设 计 与 营 销 服 务 为 关 键 抓

手，利用体育产业交易平台与体育企业链网等现代化技

术手段，吸收国外先进模式，整合透析中国人群特征、身

体结构与多样化体育需求，明确各类体育企业发展的市

场定位，开发中国体育健身休闲与竞赛表演企业所特有

的商业模式、课程内容与竞赛体系等（李湘浓 等，2022），

并打造根植中国文化的体育企业品牌，激活国内体育大

市场，提升国际体育市场话语权与竞争力，实现体育产业

的现代化价值创造与增值。

5.3 整合型路径：以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聚力体育产业现

代化　

区域一体化指国家（地区）间或国内省（自治区、直辖

市）区域间利用跨国公司或跨域企业、一体化组织、联盟

等方式将边界和制度等壁垒弱化或消除，以谋求经济共

同发展的一种现代化模式（Tinbergen，1954），其是全球化

的必要过程，凸显了“抱团取暖”的系统联动思想。借鉴

发达国家体育都市圈一体化与城市体育服务综合体的现

代化经验，我国创新性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体

育产业一体化发展模式，这成为新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现

代化的整合型路径。基于此，参照中国特有区域空间布

局及国内大循环需要，中国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应从特

定地理空间区域、重点区域和整体区域三方面，进行外向

延伸、全域扩张的“圆环式”聚力推进（图 8）。

5.3.1 推进特定地理空间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　

应突出先进运行模式与理念，依托主体功能区战略，

参照美国体育娱乐区在融资、经营管理、功能布局、消费

东、中、西与
东北部的整体区域

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成渝等重点区域

体育服务综合体
等特定地理空间

图 8 体育产业“圆环式”的区域整合型现代化路径

Figure 8. Regional Integrated Modernization Path of the Sports 

Industry with “Circular Concerted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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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Dual Industrial Chain Diagram of the Sports Industry： 

Core Industry and Two Wings （Jiang Tongren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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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建设经验（陈元欣 等，2022），利

用闲置工业空间、数智管理信息系统与场景消费理念等，

创新我国现有城市体育服务综合体、乡镇体育特色小镇、

体育公园、冰雪运动区域、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国家

体育消费试点城市等在竞赛表演、健身休闲与娱乐等的

特定空间结构布局，灵活发挥以体育为主导的“1＋X”多

业态空间集聚与服务互补功能，同时，在现有城市与乡镇

服务综合体中植入体育元素，探索体育参与的“X＋1”服

务业态，形成能够满足一定区域多样化体育消费需求的

特定空间一体化现代化服务。

5.3.2 推进重点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　

应突出示范窗口打造，依托区域重大战略，从国内外

先进案例中，试验性拓展与优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点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模

式。借助联席会议、跨区域协调领导小组、孵化平台、政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心等在规划设计、区域资源协同联

动、政策制定与案例解读方面的优势力量，实践中探索既

符合各区域发展特色，又顺应重点区域一体化发展要求

的新样板，并形成具体落实的推广机制或协议方案，以促

进广大地区更好实施体育产业一体化现代化。

5.3.3 推进东、中、西与东北部体育产业一体化　

应突出整体协同布局，依托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把握

东部加快推进现代化、中部崛起新局面、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在体育产业领域的具

体延伸。借助各地域在经济、创新、文化、生态旅游、品牌

赛事或赛事遗产等方面的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赋能、建立

区域合作共同体等方式，对东、中、西与东北部进行优势

资源整合、关键要素集聚与重点方面突破，形成区域体育

产业一体化的差异化布局和专业化发展模式，在利益互

换、优势互补中激活体育产业的整体消费需求活力。

5.4 均衡型路径：以城乡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统筹体育产业

现代化　

中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从城乡二元体制建立与巩固、城

乡 统 筹 发 展 、城 乡 一 体 化 到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的 多 重 转 变 。

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

家战略的重要途径，其关键在产业。基于城乡产业一体

化，城乡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指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

城 乡 完 全 融 合 ，互 为 资 源 、互 为 市 场 、互 为 空 间 ，互 相 服

务，达到城乡体育产业在产业内与产业间协调发展的过

程，是城乡现代化发展的表现形态。一直以来，基于区域

经济的异质性影响，我国城乡体育产业发展存在着严重

的失衡现象，体育产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

这使得如何统筹城乡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成为新发展阶段

体育产业现代化的均衡型路径。基于此，遵循共同富裕

的使命要义，中国城乡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应以“城市与乡

村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为遵旨，在发展城市体育产

业的同时，着重从城乡体育资源交互与体育资源嵌入乡

村经济两方面进行统筹推进（图 9）。

5.4.1 畅通城乡体育资源的交互通路　

应以“资源识别—资源导入—资源统筹”为城乡体育

产业融合发展的交互通路（王函明 等，2023）。1）应明确

城乡体育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形成二者交互的优势资源

库，如乡村在城乡体育资源交流中具有运动项目、体育旅

游、体育文化和乡村土地等资源优势，城市则具有人才、

资金以及与体育直接相关的赛事资源优势。2）应根据城

乡发展的体育需求，将城市中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注入

乡村，以开发乡村体育产业，弥补城市发展的资源压力，

而乡村在承接城市体育资源后，可催生乡村特色体育业

态 ，并 逐 渐 形 成 一 定 规 模 ，产 生 乡 村 体 育 消 费 的 扩 散 效

应，以各种渠道回报城市体育产业发展。3）城乡在进行

扩展空间大扩展空间小

城市体育产业 乡村体育产业

资源流动

资源流动

开发乡村、
消解城市压力

回报城市、
壮大乡村经济

以城乡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助推共同富裕

融合

图 9 体育产业“融合交互”的城乡均衡型现代化路径

Figure 9. Urban-Rural Balanced Modernization Path of the Sports Industry with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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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资源交互的过程中，能够促使城乡体育资源的交叉

融合与配置优化，实现城乡体育产业间的跨域分工与合

作，有利于达到城乡体育产业的利益最大化，形成城市与

乡村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5.4.2 强化体育资源对乡村经济嵌入　

应在把握土地、融资与利益分配等核心要素的基础

上，利用村民自主与政府服务型主导的方式（朱罗敬 等，

2023），结合《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 年）》等

要求，从产业融合、体育消费场景营造、体育赛事活动供

给等方面大力开发乡村体育经济，以提高乡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壮大乡村体育产业综合实力。1）应开发乡

村特色自然资源，深化“体旅农商”融合发展，如支持乡村

集体企业利用当地资源，向体育用品企业供应原材料；支

持乡村开通体育短视频账号、体育旅游小程序等平台，推

出一批乡村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和网红打卡地等，多渠道

带动村民就业创收，为乡村经济赋能。2）应在推进农村

土地产权转让改革中，统筹规划建设健身休闲绿道、山地

户外营地、研学旅行基地、体育培训基地等，打造具有田

园风光、乡土风情的体育特色村庄和配套户外运动设施，

创设满足全家庭成员、全年龄段、多层次、多样化户外休

闲需求的消费场景。3）应依据地方民俗、节日、集市活动

等特色，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因地制宜举办群众喜闻乐见、

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活动，特别是适合全家庭参与的乡

村体育主题赛事，以挖掘赛事价值链，打造乡村区域体育

赛事品牌影响力，通过赛事的开展与举办吸引更多社会

资本入驻，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可持续性资金，进而

实现以体育提高乡村现代化生活水平的远景目标。

6 结束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

“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是一种动态的、多元的系统性推进

过程。以新发展阶段体育与经济建设为论域，体育产业

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体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式

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鉴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内

涵、新特征、新要求，研究对中国体育产业现代化发展的

“历史-理论-现实”三重逻辑进行了检视，厘清了新发展

阶 段 体 育 产 业 现 代 化 的 内 涵 特 征 ，从 产 业 基 础 、产 业 规

模、产业结构与产业体系四方面整合梳理了新发展阶段

体育产业现代化应达到的目标任务。着眼国内外现实状

况与未来趋向，中国体育产业现代化还任重道远，需坚持

以守正创新与系统观念为价值引领、以深化高质量发展

为首要任务、以加快体育消费生活化为核心工作、以深度

推进产业融合为重要方向、以技术与数据要素驱动为工

具支撑、以适配性政策法规为运行保障、以绝对与相对度

量为权衡标尺的实践遵循，重点从运动项目产业现代化、

体育产业链现代化、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与城乡体育产

业融合发展四方面进行现代化实践探索，以助推加快体

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的现代化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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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and Practical Vision of Sports Industry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I Shuaishuai，YANG Shangji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61,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is essential 
for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a sports power in the new era.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history-theory-reality” logical review of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core ess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combined with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sports indust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 target task, practice follow 
and advancement path of sports industry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moderniz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four target tasks, seven practices follows and four 
advancement paths. 1) The target task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of the industry foundation (achieving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foundation),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y scale (becoming a pillar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y structure (achieving a highly efficient 
and rational sports industry structure), and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y system (forming a modern sports industry system). 
Furthermore, the study identifies seven principles and four pathways for the practice and promo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2) The practice follows for the values of upholding tradition, 
innovation, and a systemic perspective; prioritizing the deepening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aking the acceleration of sports 
consumption and lifestyle a core focus, emphasiz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ies; utilizing technology and data as driving tools; 
ensuring operational security through adaptiv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balancing absolute and relative metrics. 3) The advancement 
paths for content-driven modernization pathway based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ports events, chain-based pathway supported by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chain, integrated pathway focusing on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balanced 
pathway coordin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ports industries.
Key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connotaton characteristics; target task; practice follow; 

advance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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