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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
河北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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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河北省少数民族体育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梳理

河北省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和产业发展现状，认为河北省的少数民族体育产业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

还存在与京津联系不足、借力不够，社会认知度低、项目普及度不理想，缺乏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

展，少数民族体育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指出，应该加强政策扶持和模式创新；加强人力资源队伍建

设；加强项目传承与保护，推动其产业化发展；加大市场宣传和营销力度。旨在进一步提高河北省少

数民族体育产业的发展水平。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少数民族；体育产业；产业融合；专业人才；宣传营销

中图分类号：Ｇ８００５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５９６ （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８５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基金项目：２０１５年河北省体育科技研究项目 （２０１５３００４）

作者简介：赵志鹏 （１９８３—），男，河北石家庄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体育。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持续推进，体育产

业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方面的

地位越来越重要，少数民族体育产业作为民族

体育产业的重要领域，在促进体育产业发展方

式转变、构建现代体育产业体系方面将发挥着

重要作用。河北省是多个民族聚居地，有５５

个少数民族成份，少数民族大多毗邻京津，具

有重要的区位和发展优势［１］，在京津冀协同发

展大背景下，少数民族体育产业也将迎来重大

的发展机遇，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为我国更大范

围内做大做强少数民族体育产业，更好地弘扬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丰富各族群众健康生活内

容等提供借鉴。

１　河北省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发展的机遇

２０１４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体育局共

同签署了 《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议定书》，拟定

成立京津冀体育产业协会，建立了京津冀体育工

作的联系机制［２］。２０１６年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

进一步提速，成立了京津冀体育健身休闲发展协

同创新中心，共同推动健身休闲产业发展，为河

北省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大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

历史机遇［３］。比如，沧州地区的武术、蹴球；石

家庄、邢台、承德、沧州地区少数民族自治区、

县广泛开展的珍珠球等，诸多特色少数民族体育

项目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获得保护、传

承与迅速发展。２０１５年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河北省派出了９个少数民族的

２２９名运动员的强大阵容，共参与了珍珠球、木

球、蹴球、毽球、独竹漂、秋千、射弩、陀螺、

高脚竞速、板鞋竞速、少数民族武术、民族式摔

跤 （博克、且里西、格、北嘎、绊跤、希日木）、

民族健身操等１３个竞赛项目，以及二贵摔跤、

满族八大怪、满族中幡、旋转秋千、贯斗双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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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表演项目。无论参赛人数，还是参赛项目数

量，都创下了河北省参加全国民运会历史

之最。

２　河北省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发展的现状

２．１　河北省少数民族的分布特点

河北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有世界文化遗产

３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８８处，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５座，历史人文底蕴深厚。河北地区有

５５个少数民族成份，人口总数３４５万，占全省

总人口的４．６４％，位列全国第９。世居河北的少

数民族有满族、回族、蒙古族和朝鲜族，其中回

族６８万，蒙古族１６万，朝鲜族近１万，满族人

口最多，为２４３万。河北有６个少数民族自治

县，即孟村、大厂、青龙、丰宁、宽城和围场，

３个民族县，即滦平、隆化和平泉，５０个民族

乡、１３９３个民族村。河北省少数民族分布主要

特点有：①大分散小聚居。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分

布在城乡各地，农村占９０％，城市占１０％，但

几个世居少数民族又相对聚居。②少数民族聚居

地方多为贫困落后的 “山老边穷”地区，自然条

件差，经济水平不高。③民族风俗习惯特点明

显，传承较完善，如回族的清真饮食保留至今。

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日趋增多，多为外地来河北

经商或从事手工业者。

２．２　河北省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分布

河北省地域广阔，面积１８．８万平方公里，

地形地貌齐全，自然风光秀美，是全国唯一兼有

海滨、平原、湖泊、丘陵、山地、高原的省

份［４］。河北环抱京津，是京津地区体育产业实体

投资户外运动项目的风水宝地和京津两市广大人

民群众进行体育健身的理想之所。

少数民族体育是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具有

浓厚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６］。

自然条件、历史人文、生活方式、政策导向等

因素，都与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分布密切相

关。河北省少数民族体育项目资源丰富，分布

广泛。从对我省参加历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

所获成绩来看，我省优势项目主要为：珍珠球、

毽球、木球、陀螺、高脚竞速、蹴球及少数民族

武术等项目。从表１可以看出，河北省具有优势

项目的承德、石家庄和沧州，不仅是少数民族相

对比较集中的城市，而且拥有历史传统、自然条

件等优势，便于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开发和

发展。

表１　河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优势项目区域分布统计表［５］

序号 优势项目 主要分布区域

１ 珍珠球 石家庄、承德、保定、唐山

２ 毽球 石家庄、承德、沧州、邢台

３ 木球 承德

４ 陀螺 秦皇岛

５ 高脚竞速 衡水、张家口

６ 蹴球、少数民族武术 沧州

７ 民族式摔跤 廊坊

８ 秋千 石家庄、承德、秦皇岛

９ 押加 石家庄、廊坊、承德

２．３　河北省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发展的成绩

体育产业是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的同一类经

济活动的集合，以及同类经济部门的综合。凡是

为弘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满足人们日益增

长的体育需求，而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品和劳

务进入生产、交换、消费和服务的产业门类的集

合都可称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业。

少数民族体育与民族体育、民俗、艺术相互

交融，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中的一种内涵丰富、运动形式多姿多彩、产业开

发价值深厚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资源［７］。

以沧州武术 （回族武术）、承德毽球 （满族

踢毽子）等为代表的河北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形成

了规模化、集聚化的发展态势，为这些地区少数

民族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沧州市依托独

特的区位优势、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全国首批

“武术之乡”的美誉，打造了武术之城的城市名

片。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５年沧州武术产业已占

据该市体育产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沧州通过成

立武术协会，开办武校、武馆培养武术传承人，

推进武术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

军营、进农村等活动来普及武术；以各类武术协

会和组织为依托，以节事、赛事为载体，大力推

进武术市场化发展，开展武术＋教育培训、武术

＋制造 （服装、武术器械）、武术＋旅游、武术

＋传媒 （书刊、音像、影视、动漫）、武术＋医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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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健、武术＋文化 （武术表演、节庆）等 “武

术＋”融合发展方式，增加了武术与其他要素间

的良性互动与整合，盘活了武术资源，推动了沧

州武术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可持续

发展之路。

３　河北省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发展存在的

问题

　　虽然河北省个别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育产业项

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整体来看还处于起步阶

段，产业化开发有限，大型竞赛表演活动不多，

多元化经营行为匮乏，商业赞助未成规模，盈利

空间狭小，品牌建设未提上日程，从而整体上呈

现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效益和速度双低的

局面。

３．１　与京津联系不足，借力不够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是国家重大的发展战

略，是河北省各项事业提速升级的重要契机和平

台。但是河北省少数民族体育在产业化发展过程

中尚未树立主动对接京津需求、协同发展的意识

和思路，表现为：一、面对京津巨大的消费市

场，没有统筹三地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发展规划

和市场开发计划；二、与环京津地区健身休闲产

业及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程度不高，从而使自身

游离于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框架之外盲目发展；

三、京津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产业化开发的

共建共享资源平台尚未建立，导致三地在信息互

通、资源共享、和谐共赢、联合开发等方面进程

缓慢。四、河北省未能充分利用因地缘而形成的

三地少数民族体育相似和同源的文化优势，在自

身少数民族项目文化挖掘、整理、建设和争取京

津文化认同方面还做得不够［８］。

３．２　社会认知度低，项目普及度不理想

由于社会认知度低，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在民

间没能得到很好的普及和发展。随着现代化、城

镇化的推进，在传统与现代、城镇与乡村的文化

冲突中，少数民族人民对本族文化认同度日益降

低，加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聚居人口的

不断分散与流动，造成传承人结构断层，大量的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失去传承人或失去传承的族群

环境，另外，各地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保护

和传承发展方面意识薄弱、践行不利，很多优秀

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以及宝贵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面临失传和绝迹的困境。

３．３　缺乏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河北少数民族项目集中的承德、沧州等民族

地区，生态环境良好、民风淳朴，但是社会经济

发展较落后，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仅在节庆时作为

传统文化项目进行表演，与自然生态、旅游、文

化等产业进行嫁接融合的程度较低，造成少数民

族体育产业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制约了少数民族

体育产业的发展。

３．４　少数民族体育专业人才匮乏

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协会和群众组织大多是

自发性民间组织或草根组织，长期缺乏经费来

源，加之管理疏松，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少数

民族体育项目开发的经济回报率较低，政府资助

有限，难以使这些项目从民间、民俗走向大市

场，也造成此类专业人才匮乏。据不完全统计，

河北省开设与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相关专业方向的

学校不多，仅河北体育学院、河北民族学院和河

北师范大学有少量的招生，每年招收的少数民族

体育专业学生不足百人，不仅招收人数有限，因

师资力量和场地设施的限制，所开设的课程也仅

限于毽球、民族武术 （少数民族武术教授内容极

少）、蹴球等，造成专业人才培养严重不足，对

于众多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保护与传承非常

不利。

４　河北省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发展的对策

４．１　加强政策扶持和模式创新

协同制定政策，联合京津两市设计出台 《京

津冀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规划》等文件，

加强相关政策落地执行方面的监督。加大对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与传承方面的资金投

入，将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积极抢

救濒临失传的项目。成立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协

会，组织相关赛事活动，注重项目宣传，推进项

目在民众中的普及。

创立京津冀少数民族体育产业资源开发平

台，探索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产业与生态、旅游、

文化、制造等多业态的融合发展新模式。吸引京

津方面共同参与开发，深化合作模式，注重健身

休闲资源和产品的深度开发、集约经营，延长产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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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服务链和经济链。

４．２　加强人力资源队伍建设

鼓励多方投入，开展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培

训，多渠道培养懂经济、懂体育、善经营、会管

理的复合型体育产业人才。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

校开设少数民族体育相关专业，积极推进教育教

学改革，优化专业和课程设置，有计划地培养对

口的应用型人才，并且鼓励与企业合作，联合培

养高层次、复合型的体育产业人才。注重发挥高

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的作用，支持其建立体育产业

研究中心，加强体育产业理论和学科建设，培养

和团结一批稳定的体育产业专家队伍，为体育产

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４．３　加强传承与保护，推动少数民族体育产业

化发展

加强少数民族体育产业与民族区域的生态、

旅游、民俗、康体行业的连接，逐步实现少数民

族体育产业内生和外生机制的结合，在内部发掘

创新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历史渊源和传承脉络以

及文化底蕴，逐渐培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的

内生机制，提升民族体育传承人与少数民族群众

传承民族体育项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焕发少数

民族体育项目的传承活力。在外部设立少数民族

传统文化保护机构，对各自区域内的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进行认定、建档、研究、保护以及传

承，并将少数民族体育项目融入当地的新农村文

体建设，打造和谐民俗村落，建设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生态圈，引导更多的人走进少数民族体育，

感受其独特魅力，增强民众的保护意识，推动少

数民族体育产业的发展。

借助民族体育竞赛活动推动少数民族优势

项目品牌建设。准确把握体育健身休闲产业的

规律和特点，瞄准京津体育健身休闲市场需

求，不断完善项目结构，突出项目特色，提升

项目文化内涵［９］。加快建设全民健身活动基

地，加快培育壮大各地少数民族特色优势项

目，立足 “山、水、海、雪、草”资源优势，

谋划、打造一批国内知名、地区有影响力，具有

浓郁的地域风情、民族风俗和较强观赏体验性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健身休闲项目。加强知名项目

品牌建设，做精、做大、做响，发挥龙头品牌的

示范带动作用，继续扩大中国沧州武术节等品牌

活动的影响力。

４．４　加大市场宣传和营销力度

搭建互联网＋体育的平台，加强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的宣传，树立少数民族文化的自豪

感，增强民族体育文化自信，培育对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感与责任感。为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的传承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因少

数民族体育项目多来自农村、山区，深入开发需

要将其推向市场，要主动走出去多宣传，让更大

范围的群众了解、熟悉这些极具民族特色的资源

和项目，吸引京津地区居民来河北消费。在京津

冀地区媒体上开设专栏、发布系列报道和投放广

告，尝试影视拍摄等，鼓励相关行业协会前往京

津组织展示会、展销会等各类宣传推介活动，积

极利用国内外大型体育产业交易会、产品展销会

和赛事等途径进行项目营销，实施多元化的营销

策略，提升河北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和产业的整体

形象和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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