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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链韧性提升是双循环格局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一项重大理论命题。采用文

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逻辑分析法等对双循环格局下体育产业链韧性提升的价值逻辑与推进策略进

行探讨。认为我国体育产业链韧性提升是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有效路径、促进产业跨界融合的创新举

措、建构现代体育产业体系的实然之举、培育体育产业集群的基础保障、迎合体育消费升级需求的必

然选择。提出纵向延伸体育产业链,横向拓展体育产业链,补齐体育产业链短板,夯实体育产业链接

点,推动体育产业链国际合作的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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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之

后,双循环格局成为近年来诸多会议的关键议

题。我国双循环发展战略是基于国际国内多重因

素相互叠加的复杂环境而提出的,注重立足国内

大循环与协同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国际合作

与竞争中取得优势,这是应对国内外严峻形势变

化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我国在体育产业规模、体系、主体、
政策、平台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依然存

在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扶持政策不完整,供给

质量尚需提高,要素服务效率亟需改善,改革创

新动力有待激发,以及 “政企” “政社”不分、
投资信心不足、征信危机凸显等问题。解决此类

问题关键在于体育产业链的再造与良好运作机制

的建立,以打造一个能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且具

有自我调节恢复能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双循环格

局下提升体育产业链韧性,不仅是我国体育强国

与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础保障,也是打造现代体育

产业体系与应对大众消费升级的重要举措。

1 体育产业链相关概念

1.1 体育产业链的内涵
  

产业链概念起源于西方,最早由亚当·斯密

在 《国富论》一书中提出,作者基于社会分工理

论指出 “工业生产本质上是一系列迂回生产链

条。”[1] 产业链概念在我国被正式提出源于傅国

华在农业领域研究的经验与启迪[2],后来逐渐拓

展到工业、旅游、体育等领域。由于学者研究视

角差异,对体育产业链的概念诠释各不相同。梁

香青认为体育产业链是联结资源市场与需求市

场,由体育产业的产前、产中与产后不同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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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单元构成的网状结构[3]。雷选沛等将体育

产业链视为以某一主导体育产业为核心所形成的

前后各组织、企业及部门之间相互依赖与联结的

有机链条[4]。鲜一等把体育产业链定义为在生产

最终体育产品过程中,随着生产分工的逐渐深

化,诸多生产主体所形成的供需关系总和[5]。此

外,部分学者对体育细分产业链概念进行了探

索,比如,王樱桃等[6]、车雯等[7]及王凯[8]分别

对网球产业链、冰雪产业链、体育赛事版权产业

链概念进行了界定。总体而言,现有概念较为注

重对体育产业链的本质把握与框架勾勒,对内外

部环境变化的剖析相对缺乏。

1.2 体育产业链的韧性
  

目前,我国体育产业链存在一系列问题。比

如,余守文等认为我国政府在体育产业链销售与

消费环节存在政策工具运用不足现象[9]。车雯等

认为我国冰雪体育产业链出现 “断链” “弱链”
及 “多链”融合度不足的现实问题[7]。李燕等认

为京津冀体育旅游全产业链面临链上环节有待紧

密衔接、协同体系尚未形成[10]等问题。解决以

上体育产业链问题,少不了对产业链韧性相关内

容的探讨。韧性是物体在受到外力作用时能产生

变形,但又不会折断的性质,属于刚性力与弹性

力的结合体[11]。产业链韧性是在面对各种内外

部风险与挑战时,产业链上各环节表现出的应对

外界变化、维持系统稳定、防止断裂与抵抗冲击

的能力[12]。本文认为体育产业链韧性是以现代

科学技术为重要支撑,可以有效防范外部不确定

性的多重冲击与各种压力,避免自身产业链条受

到折损,或者依靠自我能力把外部冲击和压力进

行内化、转移与分散,从而迅速恢复的能力。关

于体育产业链韧性的具体内涵特征,完整闭合是

基本条件,风险应对与自我修复是本质要求,技

术创新是动力源泉,自主可控是重要保障。

1.3 体育产业链的提升
  

体育产业链的现代化要提供多元丰富的体育

产品、提升产业链深度分工状态、提升链环结构

的合理性、提升链环联结紧密高效程度[5]。要从

宏观上促进 “产业链条”和 “企业链条”的有机

衔接,联结其中的孤环与断环,完善体育产业链

的内部运行机制[13]。互联网是我国体育产业链

重构创新的重要力量,正在推动体育传媒的业

态、形态与生态发生颠覆性改变,为体育产业链

中的体育场馆服务转型升级提供良好机遇,正在

成为推动体育产业服务发展模式实现创新的关键

性手段[14]。随着体育产业链自身各环节联结逐

渐紧密,学者们将焦点转移到体育产业链的体旅

融合、体医融合、体养融合、多业态融合等融合

问题上。要大力发挥体育产业的经济功能,深度

挖掘体育产业的健康、教育、生态、文化等多重

功能,促进体育产业链各环节间的紧密联结与有

机协同,最终提高体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内涵

技术含量[15]。

2 双循环格局下我国体育产业链韧性提

升的价值逻辑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世界市场需求萎缩、
外部环境巨变、保护主义思潮上升的背景下,我

国提出的双循环战略为体育产业链韧性提升赋予

了新的时代要求和内涵特征,要求始终立足新发

展格局,凸显本质特征、思维意识、内涵要义及

制度优势等方面的差异性。

2.1 推动体育强国战略建设的有效路径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到2035年,将

体育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16]。体

育产业具有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扩大

内需、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效率及减少医疗

支出六大核心作用,其不仅具备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的潜力,也对经济强国建设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17]。诸多世界体育强国的建设经验

也表明,体育产业化发展是体育资源的聚合器与

体育效能的放大器,也构成整个体育事业高速成

长的助推器与体育强国建设的 “任督二脉”之

一[18],推动体育强国战略建设,实现体育高质

量发展,快速发展体育产业是必然要求[19]。可

见,体育产业快速发展是整个体育事业发展的物

质基础,其构成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标

志和主要内容,能保障体育强国建设进入良性循

环轨道[20]。双循环格局下,体育产业链韧性提

升是巩固拓展体育产业成果、推动体育强国建设

的有效路径。总体来看,体育强国建设中提出全

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与对外

交流五大战略,体育产业链韧性提升不仅是体育

产业发展战略的主要支撑,同时也是其他四大战

略发展的重要引擎。
  

新时代,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要求

至少要具有要素投入的集约化与节约化、创新发

展的根本动力、环境友好的发展过程、物美价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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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与服务、合理共享的发展绩效及稳健的规

模扩张等特征[21]。体育产业链韧性提升能有效

促进现代体育产业体系打造与激发多元市场主体

的活力,同时也能倒逼体育市场加强监管,扩大

体育消费,以此不断培育体育产业的经济功能,
促进体育强国建设中体育产业战略任务的实现。
体育产业链韧性提升能满足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参

与健身休闲的需求,通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的完善与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引导人们运

用智慧化健身方式开展广泛的全民健身活动,促

进全民健身组织网络优化,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中

全民健身战略任务的达成。体育产业链韧性提升

能为运动员训练比赛提供科学保障,构建具有中

国特色的赛事体系,也能助力职业体育的快速发

展,健全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结合的竞技体育模

式,保障体育强国建设中职业体育战略任务的完

成。体育产业链韧性提升充分吸收了我国特色体

育文化精髓,必然会在传承中华体育文化与发扬

中华体育精神的同时,推动各类运动项目的文化

建设,促进体育文化产品的日益丰富,这对于完

成体育强国建设中的体育文化战略任务具有积极

效果。体育产业链韧性提升要求能有效应对国际

环境突变的风险,这也是践行构建对外交往新格

局,加强国际体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体育国

际知名度与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加快了体育强国

建设中对外交流战略任务的推进。由此可见,体

育产业链韧性提升与体育强国建设中的几大核心

战略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提升我国体育产业链韧

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有效

路径。

2.2 促进产业跨界融合的创新举措
  

产业融合是新时代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也

是当前体育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与前进方向,表

现为通过关联产业间的渗透重组而生成新型业

态。随着我国体育产业迈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传统体育产业发展模式已经不符合这一阶段

的新要求。以往体育产业生产注重数量而忽视质

量,体育产业链过度追求附加值增量,缺乏链条

内主体间的利益分享,忽略协同激励机制的构建

完善,体育产业与关联产业之间的融合手段简单

粗放,这些都亟需对传统产业链解构与重构,通

过多元化策略设计与精细化制度安排提高体育产

业链韧性,最终推动整个体育产业的深度融合。
体育产业链延伸是体育产业融合的基本手段,体

育产业链韧性提升需从横向维度与纵向维度丰富

体育产业内涵,拓展融合业态外延。提升体育产

业链韧性的关键是要提高体育相关产业的技术融

合度、价值融合度及市场融合度,构建体育关联

产业之间的链式耦合传导机制[22],促进土地、
资本、科技、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整合,推动

体育产业链条不断进行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同

时,体育产业融合也会反向提高体育产业链的

韧性。
  

在横向维度方面,体育产业链在横向持续拓

展,基于原体育产业孕育出体育健康产业、体育

旅游产业、体育文化产业、体育养老产业等新型

产业,科技嵌入体育衍生出线上运动商城、赛事

直播、体育社交 APP、在线健身、智能场馆等

新业态,催生了体育公园、体育服务综合体、体

育特色小镇等创新模式。在纵向维度方面,培育

与健全体育产业链是推动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核

心驱动力量,将不同体育产业的细分行业环节通

过链条密切衔接,形成融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物流配送、销售服务及品牌构建等于一体的体育

全产业链生态体系。同时,体育产业链延伸将不

同产业环节有机衔接,提高产业链上各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团队协作能力和资源共享成效,有效克

服体育产业中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及不确定性等

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的问题[23],有效缩窄体育

产业融合过程中效益的外溢空间,使更多的体育

产业的行业增加值保留在国内,进一步提高体育

产业链在外循环中的价值增值优势与核心竞争

力。同时,也能为我国实施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

战略行动提供源动力,提高体育产业的发展质量

与综合效益,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设施保障和

服务供给,增加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资本与精神

财富。

2.3 建构现代体育产业体系的实然之举
  

构建现代体育产业体系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

的必然趋势,事关我国体育产业现代化。国家体

育总局经济司司长刘扶民在2020年中国体育产

业峰会上的演讲 《拓展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空

间》提出,要推动体育产业链现代化,要依托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依托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强

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在探索高质量发展中闯出新

思路,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取得新作为[24]。体

育产业链是构建现代体育产业体系的主要构成部

分。现在我国现代体育产业格局已具雏形,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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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产业链还存在结构性失衡、长度不足、延展缺

乏等问题。比如,我国冰雪体育产业链呈现 “断
链”“孤链”及 “弱链”问题,产业链治理机制

也还有待完善[7];我国健身休闲产业链中供需层

面存在结构性失衡,供给体系效率低下,难以灵

活有效地适应需求端的快速变化,有效供给缺乏

和无效供给过剩等问题[25];我国体育赛事媒体

版权产业链中存在价格畸变与成本的飙涨、市场

存购需脱节、变现乏力与话语缺失等问题[26]。
体育产业链提升要构建与旅游产业、文化产业、
健康产业、金融产业等关联产业深度融合的可持

续发展模式,进而推进体育产业从功能单一产品

和服务逐步向多元化方向演化,增强其复合功能

与实用价值,满足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发展的消费

升级需要。当构建起体育产业链与其他产业集群

间的相互协同与相互促进的体系后,我国体育产

业供应链可以为全球体育价值链赋能,从而形成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保障体育产业

链间的一体化运作与有效循环,并通过数字技术

的科学引领,提高体育产业供应链的总体质量和

综合效益,推动我国体育产业朝着更高质量方向

发展[27]。
  

双循环格局下要注重锻造体育产业链长板,
补齐体育产业链短板,彻底解决体育产业链内外

循环过程中的 “卡脖子”难题与产业发展颈瓶问

题,深度挖掘及高效利用资本、技术、数据、管

理、人才等创新型生产要素,凸显体育产业的经

济、教育、健康、文化、生态等多元价值。要发

挥体育产业链在国内大循环中的独特优势与战略

地位,打造完整闭合、融合畅通、协同创新及竞

争优势明显的体育产业链,并逐步强化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保障体育全产业链经济活动的自主

性、安全性、自洽性及可持续性,有效防范和化

解内外各类风险[28]。要在确保自主可控的前提

下主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吸纳更多国际高端

产业链的生产要素、管理模式、组织形式,打造

国内国际良性互动的双向循环模式,构建我国全

面开放合作、自主可控、自立自强的现代体育产

业体系。

2.4 培育体育产业集群的基础保障

2015至2018年间体育产业GDP年平均增长

率达到15.9%,产业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2.4%,其中2018年的产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万亿

元大关,占GDP比重已经超过1%[29]。但遗憾的

是,我国体育产业依然面临着政策落实不力、场

馆设施供需不均、资金支持总体滞后、体育科技

融合不深、人力资源供给不足、配套体系不够完

善的现实挑战[30]。双循环格局下,提升体育产业

韧性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集群的培育,巩

固体育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当前,
国家大力发展体育服务综合体,体育产业示范基

地,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园、体育科技创新园、体

育特色小镇等体育产业集群,这些成为我国体育

产业发展的 “生力军”。体育产业集群本质上并非

体育产业之间的简单机械集聚,而是在一定地域

空间,以体育产业链为依托所引起的相互联系与

相互影响的不同企业同支持性体系深度联结的具

有生命功能特征的有机体[31]。上述特色体育产业

功能区主要是由政府划拨某一特定区域,配套出

台一系列优惠支持政策,吸引大量相关企业进驻

发展。这种体育产业发展模式大多是外部制度安

排的产物,本质上属于政府主导型模式,并非由

市场经济自然选择和发展而成,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模式能创造并优化体育产业发展环境,加快

各类生产要素的聚集,同时在特定空间范围科学

整合相关的生产要素,逐渐发展成为功能布局规

划科学合理、产业结构配置优化协调、主导产业

发展强劲迅猛的体育产业集群。
  

打造完整且运转顺畅的体育产业链已经成为

体育产业集聚转向集群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也

是判断体育产业由集聚发展阶段转向集群化发展

阶段的关键依据[32]。构建韧性强劲的体育产业

链是促使体育产业从集聚向集群纵深发展的基本

环节,体育产业集群由较为低级的产业集聚状态

逐步发展而来,当体育产业链韧性提升到一定程

度时,就进入到集群化发展的新阶段[32]。体育

产业链韧性的持续提升是体育产业集群规模不断

壮大的重要保障,随着体育产业集群的成长,体

育产业链亦随之延伸,使集群内部生产的专业化

分工不断细化,带动大量相关行业共同发展[33]。
当前,由于体育产业链韧性不足,我国国内绝大

多数体育服务行业依然停留在产业集聚的孕育与

成长阶段,产业发展不够成熟,我国体育用品产

业也仅仅处于 “微笑曲线”的弧底部分,产品利

润难以提高。基于此,提升体育产业链韧性,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保障我国体育产业集群

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也是增强体育产业集群抵御

各类潜在风险挑战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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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迎合体育消费升级需求的必然选择
  

双循环格局下,市场需求是提升体育产业链

韧性的根本与保障,影响着体育产业链发展的方

向和成效,也是推动体育全产业链结构优化升级

与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的核心动力,而国内大

循环最紧迫的任务是扩大内需,挖掘潜在的体育

消费需求。随着环境条件变化市场需求通常也会

变化,相应地消费者对体育产品需求偏好也会发

生变化。当市场需求同现有体育产业链资源供给

相匹配时,体育产业链上经营主体按照市场需求

及时开展研发设计、生产加工、营销推广、物流

配送等,将体育产品推向消费市场。这一流程涉

及从出现市场需求信息到满足市场需求,体育产

业链相应地完成了一次简单的循环,只是并不涉

及体育产业链的分化与重构问题,现有体育产业

链基本能够保障循环过程的顺利推进。
伴随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闲暇时

间日益增多以及健康消费意识觉醒,体育消费需

求也逐步向多元化与个性化方向转变,体育消费

市场在小众化与差异化产品层面的需求出现激增

态势,已从注重数量规模过渡到追求质量水平,
这倒逼体育产业链各环节注重分化与细化。体育

产品生产过程中研发设计、原料质量、产品类

型、生产技术及生产工具等诸多环节应有效协

同,逐步增强与前后向相关产业的 “产业关联”,
延伸体育产业生产链。流通环节作为体育产业链

的关键环节,要提升流通的设施、渠道、技术、
时间等要素效率,促进流通环节增值。在科技力

量助推下,消费者个性化与多样化的需求催生出

体验式消费、沉浸式消费、场景式消费、互动式

消费等各类新型消费方式,为体育产业链深度融

合创新提供了空间。市场需求对体育产业链延展

产生显著的驱动效应,倒逼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调

整和体育产业链韧性持续提升,体育产业链每一

环节更精细化与专业化,各环节间衔接更紧密。
消费需求具有不断变化与螺旋上升的特点,消费

结构升级会酝酿市场新需求,以此倒逼体育产业

链加速重构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最终推动体育

产业链按照 “消费升级—市场新需求—体育产业

链重构—消费再升级”方式进行复式运动与螺旋

式循环。

3 双循环格局下我国体育产业链韧性提

升的推进策略

  双循环格局下,体育产业链韧性提升路径要

以国内循环为基础,解决国内大循环的堵点、痛

点和难点,也要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增强体育

产业链的全球竞争力,提升体育产业链韧性,进

而实现更深层次与更广范围的体育产业 “双
循环”。

3.1 纵向延伸体育产业链

双循环格局下,体育产业链具有链条长度

过短的问题,亟需纵向延伸体育产业链。体育

赛事表演活动是体育产业的中心,体育赛事表

演活动要向前与向后两个方向延伸体育产业

链,打造完整高效的体育产业循环链条。体育

赛事表演活动向前延伸主要包括体育用品及相

关产业产品制造与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因此,
要加大体育用品、相关产品及体育场地等方面

的研发设计,完善加工制造设备,提高工艺流

程效率,采用智能技术等培育一批特色明显、
科技含量高的体育产品制造加工基地,提高生

产过程中副产品的循环利用价值。体育赛事表

演活动向后延伸的产业众多,主要包括体育管

理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体育场地和设施

管理、体育经纪与代理、广告与会展、表演与

设计服务、体育教育与培训、体育传媒与信息

服务、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出租与贸易

等。为此,要构建便利通畅与高效有序的服务

系统,提高这些服务产品的应用程度。在国内

加快打造大规模、智能化、信息化的现代化体

育综合服务平台,加速实现体育产品在社区之

间、城乡之间、国家之间的产业链循环。

3.2 横向拓展体育产业链

横向拓展体育产业链主要是在产业链不同

环节突破传统体旅、体医、体养、体教、体科

等相对孤立的困境,探索现代化的创新型体育

产业链组织模式,凸显体育产业功能多元化优

势,加快体育产业与非体育产业的交叉渗透、
互利共赢及有机融合。加强体育产业与现代科

技信息产业的深度结合发展,提高体育产业链

各环节的科技水平,尤其是要推动5G、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 联 网 等 深 入 嵌 入 体 育 产 业 领

域,扩大体育产业链的市场容量。强化以旅助

体、以体哺旅力度,探索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

多层次、多结构的创新模式。国家层面要进行

统一规 划,注 重 差 异 发 展,要 破 除 “盲 点”,
突出 “买点”,培育 “亮点”,发挥大数据传媒

优势创新营销模式,打造各地独特的体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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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品牌,努力增强其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
现代体育产业已逐渐突破了传统体育产业单一

化功能的局限,要进一步利用地域资源优势、
科技教育人才优势、强国富民政策优势,持续

挖掘体育产业链的文化、娱乐、生态、休闲、
健康等功能,培育各种新型业态,拓展体育产

业链功能性层面的内容要素,增强其防范与抵

御风险的能力。促进体育产业与物流配送业及

商贸服务业在营销推广环节的融合,精简交易

环节、优化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加速体

育产 品 城 乡 之 间、区 域 之 间 及 国 家 之 间 的

循环。

3.3 补齐体育产业链发展短板

补齐体育产业链发展短板是提升体育产业

链韧性的基本前提。首先,针对体育产业链发

展中的政策工具短板[9],加强政策工具的优化

调整。出台体育产业链各环节需求型政策,利

用各类体育平台将产业链各环节的需求有机统

一起来。出台体育产业链销售与消费环节供给

型政策,通过资源整合,发挥产业融合优势,
扩大体育消费市场。其次,针对体育产业链中

存在的地区产业结构性差异的短板[34],积极推

动地区协同发展。将大城市主定位为体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核心区,实现空间链优化聚集;中

小城市则划定为产业链主体功能区,发挥辐射

带动作用;中心城镇构成产业链有机衔接区,
凸显转移承接作用;乡村地带构成产业链边缘

区,发挥保障支持作用。最后,针对我国体育

产业发展在规模、结构、政策、供给、主体活

力、运动项 目 等 方 面 的 短 板,要 采 用 营 造 环

境、强化研发、鼓励并购等手段,着手打造一

批世界级体育产业集群。

3.4 夯实体育产业链接点

双循环格局下,强化整合体育产业链实质

在于加强体育产业链的产前、产中及产后各环

节之间的无缝链接,增强体育产业与生产性、
生活性服务业的关联度,提高体育产业链在跨

区域循环过程中的畅通度,发挥纵向维度、横

向维度及空间维度的强化效应,以此提升体育

产业链韧性。首先,优化体育产业链各部门的

组织经营和管理方式,通过国内龙头型体育企

业,带动其他多元主体参与,不断升级知识,
提高体育产业经营组织的总体规模与经营成

效,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体育产业生产主体在

全产业链条竞争中的谈判议价能力,提高体育

产品价值增值的最终收益,并进一步构建和完

善体育产业链上各环节经营主体在全产业链条

中的利益联结机制。其次,利用5G、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体育产

业信息服务平台,减少由于信息闭塞与不对称

带来的产业链循环不畅现象,快速高效匹配体

育制造业内部供需信息、体育服务业内部供需

信息及体育制造与服务产业间供需信息,保障

体育产业链快速高效地循环运行。最后,加大

政府对体育产业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投入力

度,尤其要重视一些体育产业基础项目的资金

投入,根据体育全产业链总体发展的区域布局

特点,尽快建设一批智能体育公园、全民健身

中心、体育生态园等体育惠民工程项目。

3.5 推动体育产业链国际合作

扩大内需与培育国内大市场不等于放弃国

际交流与合作,国内大循环运行越顺畅,越有

利于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体育产业链韧性提

升要辩证看待体育产业供应链的安全性与开放

性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只有扩大开放合作,更

好发挥体育外资企业的技术、市场、运营与管

理等优势,凝聚内外资企业的合力,才能更好

提升体育产业链韧性。首先,打造体育多元化

供应链体系。进一步巩固深化与欧洲、美国、
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产业链供应

链交往,抓住 “一带一路”的发展契机,构建

区域体育产业链,保障供给主体来源的多元

化,打造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体育产业

供应链,增强我国体育产业链的开放性、先进

性、安全性、包容性及可控性,力争在全球产

业链重构进程中占据先发优势与赢得主动权。
其次,发挥海外体育机构作用。充分发挥我国

在海外投资的体育行业龙头企业、海外体育信

息服务平台、海外体育产业商会等各类海外机

构的积极作用,鼓励创建线上线下体育营销平

台、跨境电商体育服务平台等,提供体育产业

政策法律咨询、信息资源共享、企业商会联谊

等配套服务,加大对海外体育产业招商引资

的力度,鼓励与引进更多跨国体育企业、赛

事公司及体育俱乐部的总部在我国落户。最

后,持续改善利用外资的体育营商环境。尽

快推动各项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不

断完 善 外 商 投 资 促 进 “一 站 式”服 务 体 系,

66



第5期 吴 飞,等:双循环格局下我国体育产业链韧性提升:价值逻辑与推进策略

制定具体的优质外资项目引进奖励办法,培

养一批应对外资服务的高水平业务人员,简

化外资企业土地使用审批程序,健全政企沟

通联系机 制,推 动 体 育 营 商 环 境 朝 国 际 化、
市场化与法治化方向迈进,打通体育产业链

外循环的堵点,培育体育产业价值链参与全

球竞争的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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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hancing
 

tenacity
 

of
 

industrial
 

chain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that
 

needs
 

to
 

be
 

discussed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under
 

the
 

dual-circulation.
 

By
 

u-
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expert
 

inter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lue
 

logic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nacity
 

of
 

the
 

sports
 

industry
 

chain
 

un-
der

 

the
 

dual-circula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nacity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chain
 

is
 

an
 

effective
 

path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orts
 

power,
 

an
 

innovative
 

measure
 

to
 

pro-
mote

 

industrial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a
 

realistic
 

move
 

to
 

construct
 

a
 

modern
 

sports
 

industry
 

sys-
tem,

 

a
 

basic
 

guarantee
 

for
 

cultivating
 

sports
 

industry
 

clusters,
 

and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meet
 

the
 

needs
 

of
 

sports
 

consumption
 

upgrading.
 

It
 

proposes
 

to
 

extend
 

the
 

sports
 

industry
 

chain
 

vertically,
 

ex-
pand

 

the
 

sports
 

industry
 

chain
 

horizontally,
 

make
 

up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sports
 

industry
 

chain,
 

consolidate
 

the
 

links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chain.
Key

 

words:dual-circulation;sports
 

industry
 

chain;tenacity;industrial
 

integration;sports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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