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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支出不断增加，体育消费市场

将有更大增长空间。2019 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出炉，提出

到 2035 年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体育产业将成

为万亿级别的消费蓝海，让体育产业具备了长期投资的高确

定性，也为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提供了政策保障。

2 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2014—2018 年，中国体育产业消费稳步增长，中国体

育产业总规模从 1.35 万亿元增长至 2.2 万亿元，年均增长速

度约 18%。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 2014 年的 0.64%

增长到 2018 年的 0.94%，2018 年中国体育产业消费市场规

模达到 9105.3 亿元（见图 1），预计 2020 年中国体育产业

消费市场将达到 1.5 万亿元。

然而，虽然中国体育产业表现出了乐观的发展前景，但

无论与中国国内其他主要产业相比，还是与发达国家体育产

业经济产值相比，都远远落后 [1]。与成熟市场化的体育产业

相比：中国体育产业结构不合理；体育产业市场发育不成熟、

体系不均衡，行业集中度低、经营方式落后、整体竞争力低；

体育消费观念没有转变，高品质的体育文化消费观尚未建立，

体育消费大多集中在实物型消费为主，观赏型和参与型体育

消费仍较薄弱。因此，寻找新的体育产业经济增长模式、优

化体育产业结构是维持体育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迫

切要求，对体育产业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具有重要意义。

3 国际上的研究现状
在体育市场全球化时代，体育已然成为一种满足商业需

求的产品，如今许多欧美体育发达国家，体育产业作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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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务业的重要业态，已经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而体育产业与相关的各类生活性服务业的不同之处源于社

会分工的差异 [2]。中国关于体育产业与休闲娱乐业的融合研

究相对空白，借鉴发达国家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经验，1954
年第五届瑞士世界杯首次实现赛事电视转播，这在积极推动

体育传媒业的发展同时，极大地提高了足球运动的商业价值

和市场认同度；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NBA 为了尽快扭转

过往债务危机形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大力促进职业联赛与

媒体广告、商贸服务以及文化旅游之间的业态嫁接与资源互

动，以充分挖掘和开发职业篮球运动的商业价值，最终使得

NBA 稳步进入崭新时代。其他国家大量研究表明，体育产

业拥有高关联度的先天优势，使得其在与不同产业互动交融

的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得以不断放大，有力地推动了区域乃至

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这实际上也为研究中国的体育产业融

合发展提供了参考。

图 1 2014—2018 年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和增加值

4 产业融合理论机制
体育产业结构是指体育产业内部的构成及内部之间存在

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比例关系。中国经济发展中产业结

构转型的进程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法则的宏

观产业结构规律，三次产业边界逐渐趋于模糊，产业价值在

产业边界不断得到爆发式增长，逐渐成为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中的重要经济现象。在体育产业融合成长的动态发展过程

中，不同的主导因素构建的融合模式展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在交叉融合中，体育产业与相关建筑业、金融业、旅游业、

休闲娱乐业、教育培训业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产业价值活

动中相适应的单位核心被有机挑选出来，使得原有产业价值

链的一些功能活动从相关的价值创造环节中剥离，被挑选出

的价值活动单位核心部分在交叉、渗透、重组中，特别是在

新技术渗透中围绕价值与功能的扩展实现新的价值创造，重

新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价值链 [3]。和重组型体育产业融合

相比，交叉型体育产业融合的价值链活动，更表现为在各产

业原有价值单位基础上的新价值的创造过程，成为更具活力

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见图 2）。

5 产业融合价值与可行性
体育的价值内涵即为娱乐，是大众体育消费高级化的具

体体现，其面向基层化、大众化的体育娱乐属性和功能正在

被不断地被挖掘和重新定义。在产业融合趋势下，体育与

娱乐融合作为新兴大消费领域的重要发力点，市场的（泛）

娱乐生态在世界范围内业已形成，体育被纳入泛娱乐生态的

重要环节。在体育产业营业能力发展较快的体育都市地区，

已经出现了体育文化元素渗透融入日常休闲娱乐活动中的

案例，如北京的曼城体验中心店、上海的阿森纳足球俱乐

部、深圳的巴塞罗那足球体验馆等以体育文化为主题的特色

休闲服务业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 2018 年世界杯期间营业

额呈爆炸式增长，但由于经营模式老套、主题文化定位不明

确、营销策略不积极、客户黏性差等一系列因素，该类体育

主题餐厅消费吸引力随着重大国际体育赛事结束而被削弱。

在消费型城市崛起的背景下，体育与休闲娱乐产业在技术渗

透式、功能复合式、市场共拓式和资源互享式 4 种基本模型

下的融合机制，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基于潮流化、多元

化主题的融合型休闲模式成为城市日益流行的服务新业态，

新型休闲娱乐模式因其高体验性、载体层次丰富、受众群体

广泛等特点，已成为城市生活的经营重点和消费热点，展现

出巨大的产业耦合潜力和价值。体育产业主体应充分挖掘创

意服务的可塑性和消费吸引力，提出结合不同项目特点和人

群的心理需求，在空间设计、艺术产品、特许商品等要素内，

设计和构建有鲜明项目特色、互动性强、体验感佳的娱乐功

能和服务的具体设想，将智能化、数字化、娱乐化技术融入

其中，合成营业主体特殊体育文化氛围。

图 2 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交叉融合机制

6 结语
对于新兴产业融合业态，在研究与实践中应充分挖掘并

全面发挥体育产业对市场经济各行业的波及和辐射效应，促

进体育消费新模式与体育产业经济新增长探索可行性路径；

为塑造潮流化、大众化体育文化新形象提供理论依据与现实

指导；为渗透、升级体育消费观，提高大众体育文化体验感

和激发群众参与自觉性，为营造体育强国软环境拓展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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