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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安市体育
赛事发展的机遇、问题与发展路径

常任琪

（西安文理学院 体育学院，西安　７１０００６）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数据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对西安的体育赛事发展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体

育赛事作为城市名片，具有展示城市文化、拉动经济增长等多方面的价值，西安作为丝路起点城市，

大力发展体育赛事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深入推进实施带来的城市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对外开放扩大，是西安市发展体育赛事的良好机遇；但是体育赛事基础薄弱、数量不

多、质量不高，“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不够成熟，体育赛事与 “一带一路”价值融合不够等问题也需

要正视和解决。建议西安市实施内培外引战略，建设体育赛事名城；与旅游深度融合，打造体育消费

之城；与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开展赛事互通，建设体育活力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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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３４ （４）：６１１．

　　２０１５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等联合发布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愿景与行动》［１］，明确提出支持体育交流，

支持沿线国家申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２０１９年９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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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提

出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以 “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为重点，发起组建国际体育产业联盟，推动

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马拉松、自行车、

帆船、汽车拉力赛等系列体育赛事。

体育赛事不仅是城市的名片，深刻反映并影

响着一座城市的文化［３］；而且作为绿色经济、朝

阳产业，还能拉动体育消费增长，扩大体育服务

业比重，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西安市

正处在建设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陆上

丝绸之路新起点和西部体育强市的关键期，体育

服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借助 “一带一路”的良

好契机，大力发展城市体育赛事，对于西安市增

强城市软实力［４］，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

化、多层次体育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

１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安市体育赛事发

展的机遇

１．１　城市经济发展，保障了体育赛事举办

首先，“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加速了西安

市的经济发展。《西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５］数据显示，西安市２０１５

年经济总量达到 ５８１０．０３ 亿元，年均增长

１０．９％，财政总收入达到１１１４．６６亿元，是

２０１０年的 ２．２ 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实现

６５０．９１亿元，是２０１０年的２．７倍。国家系统推

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等２３项国家级试点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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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落户西安等，西安市经济发展效果显著，有

效缩小了与东部的差距。其次，基础设施得到强

化，国际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咸阳国际机场成为

全国八大区域性枢纽之一，以西安为中心到全国

主要省会城市的 “高铁一日生活圈”初步形成。

西安通过举办一系列节庆活动、丝路论坛等，让

更多的国家了解了西安，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知名

度。如２０１３年西安举办丝绸之路沿线２０个城市

市长圆桌会议，先后与乌兹别克斯坦马尔罕市、

土库曼斯坦马雷市结为友好城市［６］；成功举办了

有７７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首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

会等。城市国际知名度的提升能够吸引更多的高

级别赛事资源，而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

则为体育赛事的举办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１．２　产业结构升级，刺激了体育消费增长

随着 “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西安市的经

济增长方式和产业布局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有力

促进了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２０１６年西安市第

三产业比重较２０１０年提高了４．８个百分点，占

比达到５８．９％；人均达到１０７７８美元左右。国

际一般规律认为，当人均ＧＤＰ超过７０００美元

时，人们的动态精神需求 （运动、旅游等）就会

不断提升，并占据主导。西安市人均ＧＤＰ已经

远超这一标准，西安市已经具备了大力发展体育

文化产业的市场条件。

１．３　对外开放扩大，增加了体育赛事机会

随着 “一带一路”的推进，西安为世界所关

注，大大增加了西安办赛的机会。２０１２年西安

市举办或承办国际性或全国性体育赛事仅为２２

项次，而２０１３年就达到了４０项次，到２０１８年

这一数字已经为１１７项次。２０１４年西安市举办

首届丝绸之路国际城市围棋邀请赛，有１６个国

家的棋手参加，此后乒乓球、拳击、定向等丝绸

之路系列赛事相继在西安举办。由此可见，“一

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之后，西安市举办的体育

赛事数量明显增加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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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西安市举办或承办的

国际或全国性体育赛事数量图

２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安市体育赛事面

临的问题

２．１　体育赛事基础薄弱、数量不多、质量不高

西安市地处西北腹地，随着全球贸易通道从

陆路向海路的转移，西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速

度和水平均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条件的落

后导致举办体育赛事的基础薄弱，举办的大型综

合性体育赛事和单项体育赛事数量和质量都严重

不足［７］。１９９６年西安才开始举办全国性综合运

动会，到目前为止，西安市只举办过１９９６年第

５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１９９９年第４届全国城市

运动会这两次全国性综合运动会。然而据统计，

仅 “九五”期间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上海就举行了

１００多项国际体育比赛。西安市举办的单项体育

赛事影响力也不大，比如２０１８年西安市举办或承

办了国际或全国单项体育赛事９项，参与人数最

少的只有３０人，最多的也仅有２８０人 （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８年西安市举办或承办的国际、全国单项比赛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 比赛名称 比赛时间 参加人数

１ 乒乓球 第４届 “丝绸之路”中国·西安 “禧福祥６年西凤杯”国际乒乓球公开赛 ８月４—５日 ２００人

２ 击剑 “庆祝全民健身日”２０１８丝路·长安击剑大奖赛 （第３站） ８月９—１０日 ２８０人

３ 网球 中国网球协会少儿网球发展联盟地区赛 （西安站） ８月９—１０日 １６０人

４ 棒球
２０１８全国青少年棒球公开赛西北赛区暨西安市国际港务区 “陆港杯”Ｕ１２、

Ｕ１５棒球赛
８月９—１４日 ２３０人

５ 围棋 西安雁塔 “大都荟杯”第五届丝绸之路城市围棋公开赛 ８月１７—２１日 １５０人

６ 举重健美 ２０１８ “一带一路”世界健美健身精英排位赛暨ＩＦＢＢ精英职业卡资格赛 ９月１７—２０日 ２００人

７ 中国象棋 第３３届 “汉唐杯”西安市象棋公开赛 １０月３—５日 ２００人

８ 拳击 “辛巴杯·丝绸之路”国际拳击对抗赛 １０月１２—１４日 ３０人

９ 围棋 第２届全国东西南北四城市联谊赛 １０月１３—１６日 ６０人

　　注：根据西安市体育局数据绘制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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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一带一路”体育赛事还不够成熟

借 “一带一路”契机，西安市开始着力打造

“一带一路”体育赛事，自２０１４年第一个 “一带

一路”赛事———首届国际城市围棋邀请赛至今，

只有短短６年发展时间。由于起步晚、发展时间

短， “一带一路”赛事还存在诸多不足。首先，

赛事发展水平低。１８项赛事中，仅有铁人三项

世锦赛、跆拳道公开赛、亚洲摔跤锦标赛３项是

奥运会积分赛或资格赛，赛事质量和参赛者水平

较高。其次，赛事影响力有限，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６５个，西安 “一带一路”系列体育比赛

中，仅有世界健美精英排位赛暨ＩＦＢＢ精英职业

卡资格赛和西安国际马拉松参与的国家超过 （或

接近）一半。还有些比赛虽冠以 “一带一路”

之名，实际参赛的选手均来自中国，比如，健

康中国·丝绸之路首届传统武术精英赛和 “丝绸

之路·明泽杯”全国老将击剑精英赛 （表２）。再

次，赛事的商业化运作水平较低。受赛事水平和

影响力的限制，赛事的商业赞助不多，奖金设置

也不够丰厚。比如， “长安剑客”国际击剑精英

赛，２０１８年赞助商为西安ＳＫＰ、锦泰财险陕西

分公司、伟志服饰公司、陕西骏东玛莎拉蒂、西

安响臻出行汽车租赁公司等［８］，均为西安本土企

业；“一带一路”金牌赛事，西安城墙国际马拉

松赛最高奖金６０００元、西安国际马拉松赛最高

奖金２万元，而同时期北京国际马拉松最高奖金

为２万美元，广州、厦门国际马拉松奖金均为４

万美元。

表２　西安市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 “一带一路”相关体育赛事情况一览表

序号 赛事名称／开始举办时间 举办届数 参与国家 （地区）及人数

１ 丝绸之路国际城市围棋邀请赛／２０１４ ６届 １６个国家约３０个城市，６０—１００人

２ 丝绸之路西安国际乒乓球公开赛／２０１５ ５届 ９个国家和地区，１３０—２００人

３ “一带一路”中国跆拳道公开赛／２０１５ ３届 １０—３０个国家和地区，４００—６００人

４ 丝绸之路中国越野拉力赛／２０１５ ２届 陕西、甘肃，６０个车组

５ 丝路长安击剑冠军赛／２０１６ ３届 ５—８个国家或地区，５００—８００人

６ “丝绸之路杯”中国西安哈萨克斯坦韩国济州岛三国拳击对抗赛／２０１６ １届 ３个国家和地区，１０人

７ 丝绸之路拉力赛／２０１７ ２届 中俄２国，９０个车组

８ 西安丝路国际马拉松赛／２０１７ ３届 ３０个国家，３００００人

９ “健康中国·丝绸之路”首届传统武术精英赛／２０１７ １届 河南、甘肃、陕西３省，１７４２人

１０ “丝绸之路·明泽杯”全国老将击剑精英赛／２０１７ １届 全国２１支代表队，３５１人

１１ ２０１８ “一带一路”“雁塔杯”击剑邀请赛／２０１８ １届 １２个国家，１２０人

１２ “丝绸之路”国际拳击对抗赛／２０１８ ２届 ６个国家，３０人

１３ “一带一路”国际男篮冠军赛／２０１８ １届 ４个国家，４支队伍

１４ “一带一路”世界健美精英排位赛暨ＩＦＢＢ精英职业卡资格赛／２０１８ １届 ３７个国家，３００人

１５ “一带一路”２０１９陕西国际铁人三项赛暨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资格赛／２０１９ １届 ２７个国家，１０００人

１６ “一带一路”陕西西安·２０１９亚洲摔跤锦标赛暨奥运会积分赛／２０１９ １届 ２７个国家，５００人

１７ “一带一路”陕西西安 （三星）·２０１９城墙国际马拉松赛／２０１９ １届 ２８个国家，５０００人

１８ “一带一路”西安国际电子竞技大会／２０１９ １届 ２５个国家，１９６人

　　注：根据西安市体育局数据、《２０１９年西安市体育局竞赛活动计划》及网络资料整理。对于多届次的赛事，其参与国家及人数取

历届最多值

２．３　体育赛事与 “一带一路”价值融合不够

仍以 “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为例。２０１４年

以来西安市共举办该系列体育赛事３６项次，其

中西安城墙国际马拉松赛、亚洲摔跤锦标赛、铁

人三项世界锦标赛资格赛、西安国际马拉松赛和

中国跆拳道公开赛５项赛事被评为 “一带一路”

２０１９年精品体育赛事
［９］。可是，仔细分析这５项

赛事，就能明显发现赛事与 “一带一路”宗旨、

理念、原则融合不足的问题。比如，亚洲摔跤锦

标赛、铁人三项锦标赛和跆拳道公开赛实际上都

是奥运积分赛或者资格赛，虽冠以 “一带一路”

赛事之名，并没有体现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互

动交流的主旨。两项马拉松也是如此，城墙马拉

松始于１９９３年，已经举办了２５届，只是２０１９

年列入中国田径协会的 “一带一路”赛事，其实

并不具备 “一带一路”体育赛事的内涵和特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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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两项马拉松的办赛主旨 （表３）中也能

看出来。

“一带一路”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

体育赛事的举办应该遵循这一原则，促进沿线国

家体育赛事相互交流、共建共享，兼顾各方利

益、找到最大公约数。而５项精品体育赛事，举

办地都在西安。共建原则之一是坚持市场运作，

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的规则，充分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各类企业的主体

作用，在此基础上，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但是５

项精品赛事，只有２项有企业参与，其他均为政

府主导 （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９年西安市 “一带一路”精品体育赛事举办地及主承办单位一览表

赛事名称 举办地 主承办单位 办赛主旨

“一带一路”陕西西安 （三星）·

２０１９城墙国际马拉松赛
西安

中国田径协会、西安城墙管理委员会、西安曲江城墙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
奔跑西安、拥抱中国

“一带一路”陕西西安·２０１９亚洲

摔跤锦标赛暨奥运会积分赛
西安

国际摔跤联合会、中国摔跤协会、陕西省体育局、西安

市政府
奥运会积分赛

“一带一路”２０１９陕西国际铁人三

项赛暨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资格赛
西安

陕西省体育局、西安市政府、万达体育集团、陕西省高

尔夫击剑中心、西安市体育局、西安灞管委会、世界

铁人公司

奥运会资格赛

西安丝路国际马拉松赛 西安

中国田径协会、陕西省体育局、西安市政府；陕西省田

径协会、西安市文旅局、西安市体育局、曲江新区管

委会

爱国情、奋斗者

“一带一路”中国跆拳道公开赛 西安

国家拳击跆拳道管理中心、中国跆拳道协会、陕西省体

育局、西安市政府、陕西省拳击跆拳道中心、陕西省跆

拳道协会、西安市体育局

奥运会积分赛

　　注：根据西安市体育局发布信息及网络资料整理

３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安市体育赛事的

发展路径

３．１　内培外引，建设 “一带一路”体育赛事

名城

体育赛事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体现在产业结构

升级、就业岗位增加、投资和消费增长等方面。

如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后，流入北京与奥运会筹

办相关的资金高达１５００亿，广州亚运会前后与

亚运会相关的资金流入也在１０００亿左右，并为

广州创造了５０万个就业岗位
［１０］。目前，西安市

组织举办的 “一带一路”体育赛事规模还不大、

层次及办赛水平还不高，影响力和参赛者覆盖面

也极为有限，亟需内培外引，建设赛事名城。

内培外引是指对内打造体育赛事ＩＰ，即体

育赛事知识产权及其周边衍生产品，增强体育

产业和体育赛事的核心竞争力；对外引进高质

量的赛事及组织机构，带动体育赛事快速发

展。西安市城墙马拉松在千年古城墙开跑，是

其他马拉松赛事无法比拟的，其独特的赛事知

识产权保证了它持久的生命力和活力。但是，

在 “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让沿线更多国家

和地区的马拉松爱好者了解和参与城墙马拉

松？这就需要以改革促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

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培育社会

力量参与体育发展。加快体育行业协会实体化

和社会化步伐，引进专业体育赛事公司，体育

和教育部门建立联席办公机制，促进体教融

合，盘活青少年赛事资源，进一步激活体育赛

事市场［１１］。引进高质量的赛事对提升城市品

位、加大城市宣传、提升居民的心理满足感和

自豪感都具有重要意义。黄海燕用模糊综合评

判法对２００９年上海 ＡＴＰ１０００大师赛进行了实

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师赛对上海的社会影响隶

属于 “很好”的程度，为０．６０５５，远高于经

济影响０．４２３２
［１２］。除ＡＴＰ１０００大师赛外，Ｆ１

大奖赛、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等长期落户的国际

知名体育赛事，俨然成为上海市一张烫金的国

际名片。

《陕西省 “一带一路”建设２０１９年行动计

划》明确提出：陕西省要建设 “一带一路”交通

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产能合作中心、科技教育中

心、国际文化旅游中心、丝绸之路金融中心

等［１３］。西安市作为陕西省省会、世界历史文化

名城、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国家重点建设

的国家中心城市，在政策、基础设施等方面具备

明显优势。西安市应该借助全运会契机全面升级

体育场馆设施，积累总结办赛经验，积极申办大

型国际体育赛事，进一步扩大赛事和城市影响

力，打造 “一带一路”体育赛事名城。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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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体旅融合，打造 “一带一路”体育消费

之城

体育和旅游都是参与经济、口碑经济、流量

型经济，都需要一定规模的人群参与。同时，体

育和旅游都有文化属性，体育文化和旅游文化都

具有学习传承、展示体验的功能，也都具有寻求

刺激、充满活力的特质。不论从经济还是文化属

性来看，二者都具有融合发展的条件。

体育消费包括体育服饰用品、装备等实物消

费和观看体育竞赛、参与体育运动等为了愉悦身

心的体验消费。一方面，体育消费可以借助西安

雄厚的旅游基础，加快发展。２０１７年西安旅游

业收入占ＧＤＰ的８．６％，而体育产业总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重还不足１％。所以，西安市体育产业

要善于依托和利用该市旅游业巨大的流量、广阔

的渠道、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经营条件，在

策划宣传与市场化运作方面与旅游业紧密结合，

重点发展体育赛事等观赏体验型消费。另一方

面，体育消费的发展也可以助力西安市旅游更高

质量的发展。西安市的旅游大多依托名胜古迹资

源，人们看完就走，再次游览的几率较小。体育

赛事有活力、有黏性，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作为体育消费重要内容的赛事参与，可以

有效刺激旅游消费。《２０１８埃森哲中国消费者洞

察》显示，每周运动时间越长的受访者，冲动消

费的比例也越高。尼尔森公布中国跑步者参与一

场马拉松人均花费为３６０１元。第二，体育赛事

的黏性可以提升旅游重复率。运动员、球迷粉

丝、工作人员将自己的成功、荣耀、激情、经历

留在了举办地，这些珍贵回忆促成他们对举办地

产生 “场所依恋”进而故地重游，这是体育赛事

留给举办地的无形资产。波士顿马拉松经历百

年，它的参赛者６成以上都是重复参赛选手。第

三，体育赛事的张力可以扩大旅游消费。体育活

动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运动员有教练团队、

医疗团队、粉丝团队，球迷还进一步扩展出家庭

团、朋友团等。他们在参赛和观赛结束后，大部

分会就地开展旅游活动，或观赏名胜古迹，或品

尝特色美食，或拜访老友故交，这有效提升了体

育赛事的综合价值，促进了当地的旅游发展。

西安市应有效开发和转接旅游发展带来的流

量、资金、技术等优势要素，以旅游发展刺激和

扩大体育消费，同时，利用体育赛事的黏性、张

力促进旅游业的复利增长，从而促进体育与旅游

融合发展，打造体育消费之城。

３．３　赛事互通，建设 “一带一路”体育活力

之城

“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

享，思路框架是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

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西安市应立足 “一带一路”对陕西省形成面向中

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

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的战略定位［１４］，发展丝

路特色体育赛事交流基地。赛事项目选择上，坚

持特色优先、资源互补、共同发展的策略；赛事

举办地选择上，坚持 “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

的赛事互通策略；赛事主体方面，坚持市场导向

原则，鼓励更多的体育赛事组织机构等市场主体

参与其中，真正实现市场化运作；办赛主旨上，

突出 “一带一路”主题［１５］。

西安市应该扩大与沿线国家的体育交流，着

力打造丝路特色体育赛事网络。促进体育行业、

产业、企业、职业、专业 “五业”兴盛［１６］，在

朱雀、丈八高新、长安体育产业园区、关中体育

用品制造园区、蒲城通用航空体育产业园区的基

础上延伸体育旅游、体育赛事、体育中介等产业

链。营造 “走得出、引得进”的体育赛事市场氛

围，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体育赛事

互动流通，激发体育赛事市场活力和城市活力。

４　结语

城市兴则体育兴，体育强则城市强。当前西

安市体育赛事还存在着丝路赛事起步晚、水平

低、特色不足、宗旨模糊等问题，但我们更应看

到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为西安市体育赛事发展

带来的难得机遇。西安市应借助第１４届全运会

东风，结合 “一带一路”宗旨，进一步提升办赛

能力和水平，积极引进和承办高水平体育赛事。

结合西安旅游、高端制造产业、军工产业聚集以

及地理环境优势，努力打造丝路高水平赛事聚集

的赛事名城、体旅融合发展的健康之城、丝路赛

事互通的活力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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