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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0日，京津冀（保定）赛事经济暨户外运动产

业大会在保定召开。大会由北京市体育局、天津市体育

局、河北省体育局、保定市人民政府主办，来自全国有

关省（区、市）体育局负责人、特邀专家、全国重点体育

机构和企业负责人参加。大会特邀专家学者围绕“赛事

新经济、户外新动能”“赛事与城市”“赛事标准与安全”

等方面作了分享交流。

体育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和重要场景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的重要任务。体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需要新质生产力驱动，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需求。

体育产业新质生产力是指通过科技创新、产业融

合、市场拓展等手段，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提高

产业链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

测部张宇贤指出，体育产业要通过科技赋能，以体育服

务业、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业和体育场地设施建

设业三大类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需结合体育

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情况，重点围绕构建新质生产

力的形成环境、创新数据要素的应用场景、构建大体育

产业生态、推进体育绿色转型发展、加强科技创新人才

培育等五方面工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

动体育事业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就。

世界休闲体育协会主席、首都体育学院休闲与社会

体育学院首任院长李相如表示，在新质生产力理念下，

京津冀户外运动的协同发展要体现人与自然、人与运

动、人与技术、人与环境的融合与叠加。在各地户外运动

项目设置、运动产品开发、不同场景设计、渠道创新开放

以及主动行业融合等，将是京津冀户外运动 +的格局。

2021年 10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十四五”体

育发展规划》首次提出了“体育新空间”的概念，提出要

“推动建设体育新空间，创造体育消费新场景”。关于体

育新空间如何助力京津冀赛事经济发展，北京体育大

学教授李艳丽认为，一是扩容体育新空间，夯实赛事经

济物质基础；二是科技赋能新空间，助推赛事绿色低碳

发展；三是创新新空间业态，促进赛事消费提质升级；

四是科学布局新空间，优化体育赛事资源配置；五是依

托体育新空间，搭建赛事国际交流平台。

赛事与城市“双向奔赴”助推城市形象破圈出彩

4月 21日，2024保定马拉松鸣枪开跑，2万名跑者

沿着当地环城水系，在一路春光中领略“奥运冠军之

城”的风采。保定市人民政府市长闫继红在推介中表

示，保定市今年还将举办“一带一路”国际攀岩大师赛、

国际滑板节暨保定极限嘉年华、中国式摔跤世界锦标

赛等 6场国际级赛事和 43场国家级赛事，持续点燃全

国体育赛事之城的活力脉动，持续擦亮“奥运冠军之

城”“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金名片。

近年来，中国马拉松赛事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全年

大大小小的马拉松赛事有千余场。重庆重马体育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伟表示，在服务全民健身、健康中国

国家战略的同时，马拉松赛事还应“念好生意经”。2024

年重庆马拉松为促进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实现体育为

经济赋能，先后举办了 2024成渝体育产业联盟暨第六

届重庆市体育产业博览会、重马“火锅马”美食节、重马

国际消费节、无人机光影秀、长江商学院邀请赛等配套

活动，实现“展 +会 +赛 +节”四位一体。

城市成全赛事，赛事成就城市，这是一场“双向奔

赴”。一场赛事盛宴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多方

面、多维度的，尤其是在带动城市消费和文旅辐射上的

作用不言而喻。

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彭维勇指

出，多年来，各地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赛事体系不断

地完善，赛事运营专业水平也不断地增强，赛事的影响

力不断地提升，体育赛事在举办城市与全球之间构建

了信心桥梁，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的全球好感度和知名

度，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作为提升城

市影响的重要手段。

数据显示，2023年下半年到今年初，亚运会、大运

会、学青会、“十四冬”相继举办，据统计，赛事期间，杭

州、成都、南宁、呼伦贝尔实现体育及相关消费超 1300

亿元。其中，大运会带动住宿、餐饮、零售消费 438.3亿

元，环比增长 14.2%。亚运会期间，体育及相关消费

489.6亿元，环比增长 15.6%。

体育赛事是体育产业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拉动体

育产业发展和改善体育产业结构的关键。为此，上海体

育大学教授黄海燕建议要有意识地去塑造赛事“影响

力”，通过提升文化历史吸引力，将赛事上升为城市发

展战略，增强目的地旅游魅力，加强赛事规划选择，增

强策划运作精准度，提升赛事专业化水平，全方位塑造

赛事影响力，让赛事更炫、更酷。中国雪橇协会主席、国

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主任赵英刚认为，通

过举办高水平比赛，把体育产业纳入城市发展大格局，

成为拉动内需、改善民生、增进健康、促进就业、提高民

众生活福祉、拉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城市转型

的重要工作。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

裕雄表示，各地要构建由不同功能定位赛事构成的赛

事体系，打造差异化的赛事品牌，同时配套设施和产

业，以赛事为牵引，构建包括赛事、设施、组织和社会主

体的体育产业生态体系。

“作为亚洲地区单场次规模最大的越野赛之一，崇

礼 168超级越野赛，7年累计超过五万名越野跑爱好者

参与比赛，累计带动崇礼夏季游客超 30万人次，累计拉

动地方消费超过 6000万元。”北京三夫户外运动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章超慧表示，2024崇礼 168超级越野赛期

间，将举办崇礼户外运动季———三夫户外嘉年华、崇礼

夏季户外运动生活节、Vertical Gala Night（雪如意极速

向上夜）等配套活动，擦亮崇礼“户外天堂”城市名片。

体育赛事不仅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健身休闲的主要表现形式和乡村振兴的有效举措。进

入新时代，农村体育设施持续完善，“体育 +”助力乡村

产业发展，越来越多乡土赛事成为乡村新的风景线，

“村超”“村 BA”持续火爆出圈。“体育力量”让乡村振兴

充满动力和活力。

“在乡村体育的乐子中，找到了乡村振兴的路子。”

贵州“村超”宣传专班负责人王永杰用一句话揭秘和分

享这项在去年夏天火爆全网的草根赛事。王永杰表示，

目前，“村超”正在脚踏实地地践行三步走战略：第一步

是用“神秘多彩民族文化 +全民足球氛围 +新媒体运

营”打造圣地名片；第二步是用“各地美食 +民间足球

邀请赛 +村超风口流量共享”点燃全民足球氛围，宣传

推荐美食文化，助力国内消费大循环———这两步现已

基本完成；第三步就是通过首届“一带一路”村超友谊

赛、村超全国女子足球友谊赛和贵州粤港澳大湾区足

球友谊赛等赛事，全面带动村超高质量发展。

“标准”牵手体育赛事，筑牢户外运动安全屏障

应用标准化手段引导体育赛事、户外运动产业创

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保

障群众安全参与、筑牢赛事安全防线、树牢行业安全意

识，我国体育行业做出了不懈努力。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体育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

主任李元教授以《国际视角下户外运动标准的发展研

究》为题，详细介绍了国外户外运动安全监管的发展情

况及经验探索，并聚焦我国户外运动发展现状，针对性

地提出安全监管应对措施，为推动我国户外运动产业

安全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借鉴。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社会服务部主任林晓

森指出，为加快推动我国汽车自驾运动营地产业发展，

国家体育总局汽车摩托车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汽车摩

托车运动联合会牵头制定了多项行业标准，为提升汽

车自驾运动营地体育休闲特色，加快营地建设及产品

研发，完善营地管理服务体系，推动我国汽车自驾运动

营地由粗犷向集约、由大众向个性、由松散向主题的转

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体产业集团历时十几年运营环中国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赛程数千公里，未发生过人员死亡事故；运营一

系列马拉松等赛事活动均未发生严重安全责任事故。”

中体产业集团总裁助理、中体标准认证集团董事长潘时

华表示，通过标准化助力赛事安全发展是各级政府、体

育部门、监管机构、赛事主体持续关注和运用的手段，要

通过标准化进一步强化赛事组织全要素体系构建、紧盯

赛事安全工作重点领域、做好赛前赛中赛后管理工作。

登山、跑步、骑行成为我国目前三大全民健身运动。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青少部主任、中国登山

协会秘书长丁祥华表示，中国登山协会一直秉承“服务、

引导、规范”的工作方针和“科学、文明、安全、环保”的户

外运动理念，已建立了以广泛开展户外赛事活动为核

心，以场地设施和装备器材标准制定、专业从业人员培

训、服务机构培育、户外安全教育、山地救援、专项保险

开发、专题科学研究、登山文化建设、青少年攀岩和户外

营地体系建设等为保障的“全国登山户外运动发展体

系”，为实现户外运动事业与产业融合发展打好了基础。

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人民健康意识不断

提高的当下，人民群众的运动需求不断扩大，户外运动

产业蓬勃发展。以赛兴城、以赛惠民、以赛促产，实现“赛

事 +旅游”“赛事 +文创”“赛事 +会展”“赛事 +商贸”

等“赛事 +”融合发展，赛事经济正在为地方经济发展带

来巨大的乘数效应。 （河北省体育产业协会 卢东喜）

体育产业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赛事经济如何燃动城市活力？
大咖说

“近年来，体育产业作为朝阳产业、绿色产

业，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2022年，

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已达到 3.3万亿元，

实现增加值 1.3万亿元。2012年以来，中

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15.4%，成为

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体育产业发展，2023年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要

把体育赛事作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增长

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