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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比较的视角,探寻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现

实差距与实施策略。对照支柱性产业的标准,我国体育产业在产业规模、产业贡献、产业结构、市场

主体、消费水平等方面还存在差距。基于此,提出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实施策略:从

政策层面,完善体育产业政策体系,强化体育产业政策落实;从要素层面,推动空间要素和生产要素

开放;从产业层面,健全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夯实体育产业发展基础;从市场层面,培育体育市场主

体,加强体育市场监管;从消费层面,深挖体育消费潜力,打造体育消费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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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建成体育强国列入2035
年发展总体目标,并作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的重要内容。在体育强国建设过程中,体

育产业作为重要内容受到高度重视。《体育强国

建设纲要》提出:到2035年,体育产业成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体

育产业最重要和最显性的职能定位。近年来,随

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体育产业取得了快

速发展。2014—2021年,体育产业增加值由4
 

040.98亿元提高至12
 

245亿元,年均增长率达

到17.2%[1-2]。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是体育产业

的相关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2021
年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增加值分别达到5.2万

亿元和4.5万亿元。单从数据看,体育产业距离

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还有一定的差距。
本研究遵循一般的逻辑分析范式。首先,从

支柱性产业的界定标准,提出分析支柱性产业的

基本理论逻辑;其次,分析迈向2035年体育产

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愿景;再次,从与

文化、旅游等支柱性产业比较的视角,分析体育

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的现实差距;最后,提出体

育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的实施策略。

1 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界定标准

探究支柱性产业的界定标准,需要先认识支

柱性产业的基本概念。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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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目前关于支柱性产业的

概念、内涵、特征等基本理论问题尚没有统一定

论[3]。通过梳理相关学者关于支柱性产业的界定

标准发现[4-10],大家形成了一些共识:①从产业

规模看,支柱性产业是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大规

模的产业;②从产业贡献看,支柱性产业对国民

经济发展具有较大贡献;③从产业结构看,支柱

性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

位;④从产业市场主体看,支柱性产业具有较高

的产业集中度,骨干企业市场占有率较高;⑤从

消费需求看,支柱性产业具有较大的市场消费需

求,能够提供适宜大众需要的产品与服务。

2 迈向2035年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的未来愿景

2.1 体育产业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更加坚实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的指导思想。体育产业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

点,将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西方语境下,体育产业是纯市场化行为,以企

业市场化发展为目的,其具有追求经济效益的本

质属性。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体育产

业呈现高速发展态势,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将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是体育产业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的一个特征就是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

占比达到一定水平。官方预测,体育产业成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需要体育产业总量占GDP的

比重达到4%[11],届时,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

用将十分显著。二是体育产业对产业结构调整的

促进作用显著增强。体育产业本质上属于服务业

范畴,迈向2035年体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结

构不断优化、市场主体不断夯实,有利于推进以

第三产业为主的服务业发展。三是体育产业吸纳

就业的能力显著增强。体育产业包括11个大类、

37个中类、71个小类,产业链条长、覆盖领域

广,在吸纳就业方面有一定优势,迈向2035年

体育产业将发挥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质量的

作用[12]。

2.2 体育产业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的作

用更加显著

体育产业是 “五大幸福产业”的组成部分,
迈向2035年体育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体育+”

“+体育”不断深入,体育产业在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体育

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合理的体育产业体系体现为

以健身休闲和竞赛表演为重点业态,以用品制

造、体育培训、场馆服务等为关联业态的产业结

构。如健身休闲业包括广场舞、骑行等日常健身

活动,航空、水上等户外运动,击剑、高尔夫等

特色运动,龙舟、武术等民族民间健身休闲活

动;竞赛表演业包括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业余

体育赛事,奥运会、世锦赛等重大体育赛事,篮

球、足球等职业体育赛事;体育用品制造业可提

供体育用品定制化生产、智能化制造、精准化销

售等服务;体育场馆服务业可提供智能化运动体

验、沉浸式观赏体验等。通过提供有效的体育供

给,满足 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二 是 迈 向

2035年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不断推进。体

育产业具有链条长、融合度高等特征,与养老产

业融合,可提供多种类体育养老服务;与健康产

业融合,可提供多层次体育健康产品与服务。三

是迈向2035年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不断拓

展。体育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不断再造体育产

业的功能与拓展体育产业的作用。如现代信息技

术与体育产业融合,催生出体育智能制造、体育

新零售、智慧体育场馆等新业态和新模式,以适

应数字经济时代下体育消费线上化、场景化、定

制化、智慧化的新要求。

2.3 体育产业在推进绿色生态发展中的作用更

加突出

体育产业是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俱佳的朝

阳产业[13]。在 “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的导向下,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

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14]。一方面,加

快推进体育制造业服务化转型。随着科技向体育

产业领域不断渗透,体育制造业由传统的单一制

造向研发设计升级,由传统的线下零售向线上线

下营销拓展,由传统的粗放型加工向集约化生产

转变。特别是,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更加

明显,主要体现为体育用品制造业向个性定制、
柔性生产、共享制造等智能制造与服务型制造转

型[15]。体育用品制造业与体育服务业之间的业

态边界逐渐模糊,融合不断深化,推进体育用品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以促进体育用品在生产制造

环节减少碳排放、助力绿色发展。另一方面,推

进体育服务业升级换挡。近年来,虽然体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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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体育产业中的比重呈现增长态势,但距离支

柱性产业要求的体育产业结构还有一定差距。数

字技术赋能体育服务业发展,能够提供智能化体

育产品,促进大众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通

过把各具特色的运动项目产业融入地域绿色生态

体系之中,注入由 “增长优先”转向 “生态优

先”的新发展理念,发挥运动项目产业活力强、
辐射广、链条长等优势,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

更注重生态效益,推动体育服务业高端化、绿色

化发展,有效发挥其在绿色生态发展中的积极

作用。

3 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

现实差距

  早在2009年 《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
就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

产业。《“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指出,“十二

五”期间,旅游业全面融入国家战略体系,成为

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文化部 “十三五”时

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也明确提出,到2020年,
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因此,将体

育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进行比较具有可行性。
借鉴相关学者对支柱性产业的界定标准,基于可

量化、可比较的原则,从产业规模、产业贡献、
产业结构、市场主体、体育消费等5个方面进行

比较,分析体育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的现实差距。

3.1 产业规模差距

产业规模是衡量某一产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

标,而增加值是产业规模的直接反映。2021年

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旅游及相关产业 增 加 值 分 别 为12
 

245亿 元、

52
 

385亿元和45
 

484亿元[1,16-17],文化及相关产

业、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均为体育产业增加值

的4倍上下,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较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要求还有近3万亿元的差距。

3.2 产业贡献差距

产业贡献能力一般包括某一产业的经济贡献

(用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表示)和社会贡献

(用产业吸纳就业人数表示)。经济贡献方面,

2021年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1.07%
(按 《国家统计局关于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最终

核实的公告》显示的2021年GDP为1
 

149
 

237
亿元计算得出),而同期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增

加值分别占 GDP的4.56%、3.96%[1,16-17]。社

会贡献方面,2019年我国体育产业法人单位吸

纳就业505.1万人,而旅游产业直接就业人数为

2
 

825万人[18]。总体可见,我国体育产业拉动经

济增长、吸纳就业能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3.3 产业结构差距

产业结构是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

要因素,合理的产业结构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大动力[19]。表1显示,与文化服务业和

文化制造业相比,体育服务业、体育制造业的增

加值差距明显。特别是体育服务业,看似增加值

占比达70%,甚至超过了文化服务业的64%,
但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具有制造业性质的 “体育用

品及相关产品销售、出租与贸易代理”(《体育产

业统计分类 (2019)》将其划归体育服务业范

畴)的增加值2
 

955亿元[1],如果去除,体育服

务业的增加值只有5
 

621亿元 (占比45.9%)。

表1 2021年体育产业结构与文化产业结构比较一览表

指标

体育产业结构 文化产业结构

体育

服务业

体育用品及

相关产品制造

体育场地

设施建设

文化

服务业

文化

制造业

文化批发

和零售业

增加值/亿元 8
 

576 3
 

433 236 33
 

508 13
 

687 5
 

190

增加值占比/% 70.0 28.0 1.9 64.0 26.1 9.9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1,16]。

3.4 市场主体差距

统计显示,2018年体育产业法人单位数仅

为23.8万个,而同期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数为

210.3万个,是前者的9倍;2018年体育产业法

人单位资产总计为3.1万亿元,而同期文化产业

法人单位资产总计达到22.6万亿元,是前者的

7倍[20-21]。体育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需要与之相

匹配的体育市场从业人员作为支撑,而目前我国

体育市场主体数量还有较大缺口。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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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消费水平差距

消费水平是某一产业发展的基础[22]。体育

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需要有强大的体育

消费规模和基础作为保障。2017年我国旅游消

费总规模达到6万亿元,国内、入境和出境旅游

三大市场旅游人数超过50亿人次[23];2017年我

国文化消费潜在规模为4.7万亿元[24]。而2020
年我国体育消费总规模仅为1.8万亿元[25]。可

见,我国体育消费水平距离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的消费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此外,我国体育消费

结构仍然以实物型体育消费为主 (2020年成年

人和老年人实物型消费占比为53.7%),观赏型

消费和参与型体育消费仍然偏低 (分别占比

7.7%和20.6%)[26]。

4 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

实施策略

  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是党和国家对我国体

育事业的战略定位[27]。推动体育产业成为支柱

性产业是建成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在上文清晰

认识体育产业现实差距的基础上,从政策、要

素、产业、市场、消费等5个层面,搭建 “五位

一体”分析框架,探析体育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

济支柱性产业的实施策略。

4.1 政策层面

产业政策是规范引导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的总

称,其具有弥补市场失灵缺陷、实现超常规发

展、优化产业资源配置、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等

作用[28]。可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和强化政策落实,
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4.1.1 完善体育产业政策体系

其一,完善体育产业组织政策。体育产业组

织政策是以调节体育企业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

公共政策。通过制定适宜于体育市场发展的体育

产业组织政策,可提升体育市场微观主体活力。
其二,完善体育产业结构政策。通过制定适宜于

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可促进体育产业

各业态协调发展。其三,完善体育产业布局政

策。体育产业布局政策是政府根据各地的综合条

件、产业技术经济特征等,对体育产业的空间分

布进行合理规划的相关政策,目的是优化体育产

业空间结构与布局。其四,完善体育产业技术政

策。体育产业技术政策是国家对体育产业技术发

展实施指导、选择、促进与控制的政策总和,通

常包括确定产业技术发展政策和技术进步促进政

策2个方面[29]。目前国家层面对体育产业技术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相对不足,特别在新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完善体育产业技术政策显得

尤为重要。

4.1.2 强化体育产业政策落实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加快发展体育

产业的政策文件,如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

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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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办发 〔2019〕43号)等。
而强化政策落实,是发挥体育产业政策效应的重

要保障。一是强化督查落实。通过加快制定围绕

国发 〔2014〕46号文、国办发 〔2019〕43号文

的具体实施意见和配套政策,借鉴全民健身 “三
纳入”政策,制定体育产业 “三纳入”政策,在

政策层面夯实体育产业发展基础。二是加强行业

管理。通过加强以体育社会组织为重点的行业协

会建设,使其积极承担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职能,
提供满足大众多样化和多层次需求的体育有效供

给。三是建立多部门协调工作机制。通常而言,
建立多部门协调工作机制,是强化政策落实的有

力抓手。体育产业是健康产业和幸福产业的组成

部分,其发展涉及多部门协调推进。如国办发

〔2019〕43号文指出,完善赛事管理服务机制,
便涉及国家体育总局与公安部等部门协调推进;
推动公共资源向体育赛事活动开放,便涉及国家

体育总局、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协调推进;开展促

进体育消费试点,则涉及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

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协调推进。

4.2 要素层面

体育产业发展依托于供给端的要素供给和需

求端的消费引导,通过推进供给端的要素开放,
可实现需求端的体育消费结构升级[30]。随着体

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可通过以

空间要素开放和生产要素开放为重点,强化要素

保障,激 发 体 育 市 场 活 力,促 进 体 育 产 业 发

展[19]。

4.2.1 推动空间要素开放

空间要素是体育产业发展的载体[30],推动

空间要素开放,对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

着基础性保障作用。其一,加大体育场地设施开

放力度。体育场地设施是大众参与体育消费和体

育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公共体育场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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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要以满足全民健身需求为导向,免费或低收

费向社会开放;对于学校体育场地设施,要积极

推进其向社会开放;对于社会团体或个体经营的

体育场地设施,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加

大对外开放力度。其二,完善体育产业建设用地

标准。当前,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与英、美、
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通过积极贯彻

国发 〔2014〕46号文提出的 “各地要将体育设

施用地纳入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

用地计划”的要求,不断完善体育产业建设用地

标准。其三,开发城市 “金角银边”等闲置体育

资源。通过充分利用公园绿地、建筑物屋顶等城

市空置场地,建设便民惠民体育场地设施,增加

全民健身场地供给,服务于大众多样化体育需

求。总之,通过积极推进空间要素开放,增加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夯实体育产业发展基础。

4.2.2 推动生产要素开放

推动生产要素开放是解决产业要素供给瓶

颈、扩大产业要素供给的有力措施。通过在供给

端积极推动生产要素开放,发挥其满足大众体育

消费需要的作用[30]。一般意义上,传统生产要

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随着数字

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要素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一是推动土地要素开放。通过加强政策支持,对

于新建住宅区合理优化体育用地布局;对于老城

区,充分利用废旧厂房、空置场地等改建体育设

施;对于体育场馆的土地和房产,可按规定享受

有关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优惠。二是推动劳动力

要素开放。加大对体育产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

度,吸引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财务管理等

相关专业人才从事体育产业工作,加强体育人力

资源供给,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三是

推动资本要素开放。采用贷款贴息、补助奖励等

多种方式,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通过专项资助

支持政策,鼓励发展 “专精特新”企业;鼓励企

业上市融资,支持企业债券融资,助力体育骨干

企业做大做强。四是推动技术要素开放。在新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推动体育

产业领域的技术要素开放,需要培育体育转播、
体育中介服务、体育赛事运营与管理、体育智能

制造等高技术应用人才,探索建立体育技术人才

培养体系;需要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体育装备、体育器材等新型技术优势,
提供优质体育产品与服务。五是推动数据要素开

放。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通过

建立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推动政府数据开放

共享;发挥数据要素具有的低边际成本、高流动

性等特征,推动体育产品与市场需求的有效流

动、高效匹配。

4.3 产业层面

体育产业整体发展状况决定着其能否成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通过产业层面的改革,为体

育产业成长为支柱性产业助力。

4.3.1 健全现代体育产业体系

一是促进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协调发展。当

前,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发展存在着不充分和不

平衡问题,不利于健全现代体育产业体系。通过

促进健身休闲和竞赛表演等体育主导产业发展,
推动体育设施建设、体育用品制造、体育用品销

售、体育培训等内部各业态协调发展,优化体育

产业结构,形成适应体育市场和体育消费发展的

现代体育产业体系。二是促进体育产业与相关产

业融合。通过促进体育与文创、康养等产业融

合,形成体育旅游、体育养老等多种新业态,积

极适应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要求。三是促进

体育科技创新。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

下,通过扩大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

用,创新生产方式、服务方式和商业模式,完善

体育产业体系。

4.3.2 夯实体育产业发展基础

一是扩大健身人群。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

活动的普及推广,居民健康意识普遍增强,应积

极营造良好的体育消费文化环境,如举办 “全民

健身日”“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等活动,在

企事业单位、校园、机关等推行工间操制度,开

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同时,普及健身知识、
拍摄体育题材的电影和纪录片等,加强体育文化

宣传,以积极扩大健身消费群体。二是增加体育

公共基础设施。《2021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

数据》显 示,2021 年 我 国 人 均 场 地 面 积 为

2.41
 

m2,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通过充分开放空间要素和生产要素,完善体育公

共基础设施,特别应加大对农村地区体育场地、
器材的供给,发挥体育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

积极作用。三是提升大众体育消费水平。当前,
我国体育需求已由单一化、低水平向多样化、多

层次转变。通过大力发展健身休闲消费、竞赛观

赏消费、体育用品消费等,不断扩大体育产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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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供给;通过促进体育与旅游、康养等融合,
不断丰富体育消费新业态;通过推进体育的网络

化和数字化消费,拓展新媒体体育消费,以夯实

体育产业发展基础。

4.4 市场层面

壮大体育市场规模,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为

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提供强大

动力。

4.4.1 培育体育市场主体

体育市场发展状况是体育产业在微观层面的

表现形式,体育市场主体规模是体育市场广度和

深度的外在表现形式。要进一步增强体育市场活

力,培育体育市场主体。其一,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优化体育市场

环境;通过加大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技术研发

投入,充分激发体育竞赛和体育健身市场活力;
扶持中小微企业,培育骨干企业,引导体育企业

做大做强。其二,规范体育市场秩序。经典的

SCP理论框架认为,市场发展状况受到市场的

结构、行为和绩效影响。在体育市场发展过程

中,可通过优化体育市场结构,规范体育市场行

为,提升体育市场绩效。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的前提下,针对体育市场调节出现的自发性、
盲目性、滞后性等问题,可通过实施反不正当竞

争政策、反垄断政策等产业组织政策,规范体育

市场秩序,提升体育市场规模和活力。其三,培

育体育社会组织。推进政社分开、管办分离,以

发挥体育社会组织在增强体育市场活力中的积极

作用。

4.4.2 加强体育市场监管

一是制定不同体育赛事活动的行业标准和办

赛指南。由于体育赛事包含多种类型,其划分标

准不同,分类范围亦不同。如有群众体育赛事也

有商业体育赛事、有学校体育赛事也有竞技体育

赛事、有业余体育赛事也有职业体育赛事等。体

育赛事活动的类型与性质不同,其监管方式也有

所区别。各级体育管理部门、运动项目管理中

心、体育行业协会可通过制定不同赛事活动的行

业标准,提升体育赛事运行效率。二是加强体育

诚信体系建设。通过规范体育市场进入与退出机

制,以限制政策性资金扶持、限制参与政府招投

标项目、限制参加各种表彰奖励等,对违法违规

体育经营性企业进行相应处罚,强化对体育市场

各类主体的管理,规范体育市场主体行为。三是

加强对体育赛事的事中和事后监管。在体育赛事

审批权放开的背景下,监管显得尤为重要。可依

托 “互联网+监管”系统,加强监管信息共享;
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体育赛事进行实

时跟踪和远程监管,创新赛事监管方式。总之,
通过规范体育市场主体行为,推进标准建设,完

善体育监管制 度,为 体 育 市 场 创 造 良 好 发 展

环境。

4.5 消费层面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人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闲暇时间显著增多,为

大众参与体育消费创造了条件。通过培育体育消

费,为推动体育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夯实基础。

4.5.1 深挖体育消费潜力

从与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相匹配的消费规模

看,我国体育消费规模有较大发展潜力。加之,
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大力推动,体育各领

域的市场化、产业化改革深入实施,体育消费还

有较大增长空间。可通过培育大众参与型、观赏

型及实物型消费,丰富体育消费业态;通过普及

健身知识、加强体育文化宣传、创新健身活动形

式、营造体育消费氛围等,培育体育消费观念;
通过重点围绕幼儿、青少年、女性、老年人等群

体开展体育培训活动,提升大众体育运动技能;
通过推进公共体育场馆 “两改”工程,打造集健

身、商业、餐饮等为一体的体育综合体;以及通

过加强体育市场监管、强化体育消费权益保护,
促进和扩大体育消费,为 “十四五”时期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消费基础。

4.5.2 打造体育消费载体

一是推进体育服务综合体建设。各地可根据

区域发展实际情况,以运动项目产业为抓手,推

出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经济社会效益良好,集

体育、娱乐、文化、商业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体

育服务综合体,打造体育消费新载体。二是加强

体育特色小镇建设。以彰显 “特色”为核心,探

索小镇建设新模式,打造体育消费增长极。如在

打造赛事型体育小镇方面,一端延伸现有体育产

业链,促进运动休闲、体育培训等业态发展;一

端扩展体育相关产业链,促进娱乐餐饮、住宿购

物等业态发展,形成以赛事为核心、集合多种功

能的体育小镇。在打造运动休闲型体育小镇方

面,则以健身休闲运动为主,面向大众消费客户

群,发展包括山地运动、水上运动、冰雪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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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休闲服务业,并配套旅游观光、餐饮服务

等其他相关服务功能。三是推出特色化体育旅游

精品项目。可通过实时遴选与发布体育旅游精品

线路等活动,丰富居民体育休闲旅游选择,满足

大众消费需求。

5 结束语

我国体育产业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发展

起来的,从1992年开始进行市场化、产业化发

展,到目前成为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超过1%的健

康产业和幸福产业,体育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

发展过程。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体育产业要清

晰认识自身在产业规模、产业贡献、产业结构、
市场主体、体育消费等方面的差距,从政策、要

素、产业、市场、消费5个层面持续发力,从小

到大、从大到强,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的体

育需求,助力体育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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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ng
 

sports
 

industry
 

with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
dust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listic
 

gap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sports
 

industry
 

becoming
 

the
 

pillar
 

industry
 

of
 

national
 

economy.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s
 

of
 

pillar
 

industries,
 

there
 

are
 

still
 

gaps
 

in
 

China’s
 

sports
 

industry
 

in
 

terms
 

of
 

industrial
 

scale,
 

industrial
 

contribu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market
 

subject
 

and
 

consumption
 

level.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ple-
mentation

 

strategy
 

of
 

sports
 

industry
 

becoming
 

the
 

pillar
 

industry
 

of
 

national
 

economy.
 

From
 

the
 

pol-
icy

 

level,
 

we
 

should
 

improve
 

the
 

policy
 

system
 

of
 

sports
 

industry
 

and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policy;
 

from
 

the
 

factor
 

level,
 

we
 

should
 

promote
 

the
 

openness
 

of
 

spatial
 

factors
 

and
 

production
 

factors;
 

from
 

the
 

industrial
 

level,
 

we
 

should
 

improve
 

the
 

modern
 

sports
 

industry
 

system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from
 

the
 

market
 

level,
 

we
 

should
 

cultivate
 

the
 

main
 

body
 

of
 

the
 

sports
 

market,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sports
 

mar-
ket;

 

from
 

the
 

consumption
 

level,
 

we
 

should
 

dig
 

deep
 

into
 

the
 

potential
 

of
 

sports
 

consumption
 

and
 

cre-
ate

 

a
 

sports
 

consumption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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