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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与对策研究
———基于全价值链的视角

周 霄
( 武汉轻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23)

摘 要: 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产业融合化发展趋势，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亦是大势所趋。在阐释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全价值

链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价值依附型、价值联接型和价值集成型三种融合模式，并提出了促进

两大产业融合可持续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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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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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ustry convergence is an inevitabl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world economy during the present pe-
riod． As the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convergence is very
necessary． Based on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whole value chai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converge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value-binding development pattern，the value-linking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 valu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two industries convergence，and puts some countermeasures which may pro-
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con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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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既有产业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世界经济呈现出

产业融合化的发展趋势。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模

式和产业组织形式，产业融合使相融产业之间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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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渗透、交叉与重组的过程中实现价值扩张。体育

产业和旅游产业有着某种天然的耦合性，两者都是

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呈现出较强的综合

性、带动性特征。美国经济学家柯林斯曾经依据部

门关联数学模型定量测算出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之

间的产业关联度，结果显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

关联度最高［1］。可见，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

发展成为一种必然。

2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全价值链

全价值链是基于“系统论”和“整体观”的一种

新的价值链观点，它是指在全方位考虑产业价值链

上引发价值活动的各项价值关联要素的基础上，贯

穿于产业内、外部价值链系统中价值创造和价值增

值全过程的一个集合体，其目的是创造出最大的综

合价值［2］。从全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产业融合本质

上是不同产业之间的价值关联要素突破原有产业边

界进行交互嵌入与组合，最终融为一体，形成涵盖相

融产业核心价值活动的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它

一般会经历相融产业原有价值链的解构和融合后新

产业价值链的重构两个阶段。
全价值链的理念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

揭示出，政策、功能、资源、产品、市场、品牌、文化、情
感、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 12 项价值要素在体育

产业和旅游产业经济运行中均发挥了重要效用，这

些价值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产业发

展。也正是这些内生或外附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

的价值要素跨越原有产业边界的联姻，促使价值链

重构，实现了两大产业的融合化发展。体育产业与

旅游产业融合的全价值链实际上是一个多要素价值

链模块共同构成的综合系统。

3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所谓融合发展模式，是指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

融合的路径选择。两大产业的价值关联要素由于对

接形式和特点不同，形成了价值依附型、价值联接型

和价值集成型三种融合模式。
3． 1 价值依附型融合发展模式

价值依附型融合发展模式是一种单向的功能载

附，既包括在体育本体产业中融入旅游功能，也包括

在旅游本体产业中融入体育元素，形成“你中有我”
或“我中有你”的格局( 如图 1 所示) 。该模式属于

浅表性融合，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体育或旅游

本体产业的内涵，但并没有改变其原有的产业形态

而形成新业态。

图 1 价值依附型融合发展模式

就体育产业而言，其旅游价值依附载体主要有

体育赛事、体育场馆和体育装备制造企业。在眼球

经济时代，重大体育赛事、著名体育场馆的运营除了

充分挖掘场内的体育价值之外，做好场外的旅游文

章成为提升其经济附加值的必要手段。例如，上海

市每年举办的 F1 方程式大奖赛、国际田联钻石联

赛、网球大师赛，专门设置的游客体验区、纪念品销

售区都人满爆棚;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鸟巢和水立方

旋即成为旅游新地标。此外，越来越多的体育装备

制造企业开放其产品生产线供游客参观游览，这种

做法一方面作为营销创新手段能够给企业带来增

值，另一方面作为公众教育手段能够体现企业社会

责任。在这些情况下，旅游功能的融入成为一种自

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

就旅游产业而言，其体育价值依附载体主要是

传统旅游景区。无论是在自然旅游景区还是人文旅

游景区中融入体育元素，都能使其旅游产品形式更

加多样，更具观赏性和参与性。例如，在青海湖景区

举办的“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赛”已经成为集旅游

经济、体育精神、文化品位为一体的大型盛会; 河南

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不仅恢复再现了女子马球、

蹴鞠、斗鸡等北宋民俗体育风情表演，而且还开发了

古代攀岩、水上竞标等宋代体育游乐项目，成为中国

最大的古代娱乐集中表现地［3］。当这些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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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上“体育”的标签，即被赋予了独特的市场竞争优

势。
3． 2 价值联接型融合发展模式

价值联接型融合发展模式是一种双向的要素延

伸，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边界重合地带，形成以

体育旅游吸引物为依托，以体育旅游专项市场为对

象，核心价值活动显著的体育旅游产业新业态( 如

图 2 所示) 。

图 2 价值联接型融合发展模式

体育旅游吸引物是指那些体育主题突出，能够

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并促动其实现旅游活动并由

此产生一定的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效益的事物。

典型的体育旅游吸引物类型主要有体育产业园区

( 基地) 、体育主题公园、体育主题街区、体育主题酒

店( 餐厅) 等。如由体育运动动感区、体育时尚休闲

区、体育运动体验区、体育文化活动区、体育未来发

展区、体育商贸服务区、体育商务总部区、体育会展

交流区、体育科研办公区九大板块组成的北京市龙

潭湖体育产业园; 致力于整合区域山体和海域范围

的资源禀赋，在山海间打造国际一流体育旅游胜地

的中山市航天体育旅游主题公园; 以武汉体育学院

为中心，集体育用品展销、体育休闲娱乐、体育文化

传播、体育商务及体育康复医疗等功能于一体的武

汉市“奥林匹克一条街”; 以感受差异、品位文化为

主旨的上海姚餐厅( 篮球主题) 、北京维京瑞典餐厅

( 乒乓球主题) 、武汉斯博兰花园酒店( 依托市民体

育健身中心) 等。依托这些吸引物而发展起来的体

育旅游产业具有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双重特性，

其产品特色鲜明、市场定位清晰，符合人们日益迫切

的“双康”价值诉求。

3． 3 价值集成型融合发展模式

价值集成型融合发展模式是一种多向的产业交

叉，它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同其他相关产业基于

资源、产品、市场、技术、信息等平台的专业化分工协

作系统( 如图 3 所示) 。这种多元价值关联要素的

复杂性融合能够有效叠加相融产业的多重功能，有

利于优势互补和促进创新。

图 3 价值集成型融合发展模式

现代服务业中的会展、节庆、博彩、文化创意等

产业因其同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较强的关联性，构

成了价值集成型融合的第三方主体，衍生出体育会

展旅游产业、体育节庆旅游产业、体育博彩旅游产业

和体育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等复合型新业态。层出不

穷的各级各类体育旅游展会和节庆，如已连续多届

举办的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博览会、湖北武当国际武

术节、山东潍坊国际风筝节等，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

组织，吸引大量游客慕名前往，培育出广阔的市场空

间。合法的体育博彩业与地方旅游产业的发展亦相

得益彰，一方面体育博彩项目作为独具魅力的旅游

产品对广大旅游者有强烈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旅游

业的蓬勃发展又为体育博彩业带来的滚滚客流，如

香港沙田的赛马、澳门逸园的赛狗等即开型体育博

彩吸引大量旅游者现场观赛，经济效益显著。文化

创意产业的介入则使得体育旅游产品创新达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如河南嵩山推出的《禅宗少林·音乐

大典》大型山地实景演出，将博大精深的禅宗文化、
传承正宗的少林功夫、绚丽夺目的舞台光效和宛如

天籁的音乐韵律融为一体，为游客呈现出一场无与

伦比的视听盛宴，在海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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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综合效益。需要指出的是，体育产业与旅游

产业的开放性为其与更多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

提供了可能。

4 基于全价值链的体育产业与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对策

在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要将体育产业与旅

游产业的融合引向深入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需围

绕融合全价值链体系中的各项价值关联要素，坚持

多管齐下的发展对策。

4． 1 推进政策落实，放松政府规制

近年来国家层面多次出台的利好体育产业与旅

游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对于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

无异于雨露甘霖，但是不能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必须建立高效的政策传导、落实和监管机制，确保各

级政府能够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结合各地的实际

情况出台相应的政策实施细则，让政策真正惠及市

场主体，充分调动起利益相关群体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现行的管制框架将日益受到产业融合的巨

大冲击与挑战。在产业融合拓展化过程中，传统管

制框架及政策仍然是其主要障碍之一”［4］。尤其是

对于体育产业而言，我国的政府规制是比较严格的，

比如竞技体育几乎完全被政府部门所掌控，这将在

很大程度上阻碍更多的资金、人才、技术进入体育产

业，不利于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此外，

由于国情的原因，我国对于体育博彩的管控也非常

严苛，制约了体育博彩旅游产业的发展。2009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9］44 号) 虽然指出，可

以在海南试办一些国际通行的旅游体育娱乐项目，

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

票，但遗憾的是，这一政策意图至今仍停留在设想阶

段，尚未付诸实践。产业政策的落实和政府规制的

放开，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

4． 2 提高融合意识，加强功能拓展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

的从业人员必须敏锐地把握住世界范围内产业融合

加速发展的趋势，在思维方式上与时俱进，尽快转变

产业条块发展的传统观念，牢固树立起产业协同发

展理念和产业融合发展意识。要深入分析融合现

象，总结提炼融合经验，进行理论归纳、开展学术探

讨，构建融合发展理论体系，指导融合实践［3］。同

时，还要放宽融合发展的视野，以功能拓展为突破口

来探索两大产业充分融合的各种可能性。体育产业

与旅游产业融合功能拓展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方

面，横向拓展是指在两大产业基础功能之上增加新

的功能，主要对应价值集成型融合发展模式，可考虑

将更多的第三方关联产业如游戏产业、影视产业等

纳入融合体系之中，形成更多的复合型新业态; 纵向

拓展则是对两大产业原有功能的深化与完善，主要

对应价值联接型融合发展模式，如打造体育旅游综

合体，将产业园区( 基地) 、主题公园、主题街区、主

题酒店( 餐厅) 等业态进行产业集群，并配套学校、
医院、商场等公共设施。功能拓展有助于创造新的

市场空间，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

方向。

4． 3 盘活资源存量，强化金融支持

体育产业资源与旅游产业资源都具有数量丰

富，类型多样、分布广泛的特点，能否盘活这些存量

资源，决定了能否实现两大产业融合价值的最大化。
在盘活资源的过程中，充足的资金介入运作又是必

不可少的。要形成资源有效利用、资金有效支持的

局面，必须探索新的资源流转模式。2013 年 9 月，

全国首家旅游资源交易平台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正式

启动，致力于为地方政府、旅游企业以及关注旅游产

业发展的投融资机构提供旅游项目招商、旅游企业

融资、股权交易、实物资产交易、旅游产品交易等各

类服务［5］。2014 年 12 月底，三个由不同主体投资

运营的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也在北京、上海相继

成立，面向体育赛事、场馆、运动员等体育产业相关

领域的物权、经营权、知识产权、股权、债权等进行交

易［6］。这些平台的建设既是体育产业资源和旅游

产业资源走向市场化配置的标志，也是两大产业金

融创新的有益尝试，能够有效解决现有资源交易过

程市场参与度不高，信息披露不全，资源议价能力低

等问题，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借鉴。加大资源开

发力度，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

4． 4 培育核心企业，促进产品开发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归根结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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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因而必须大

力培育跨产业经营的核心企业，通过其龙头带动作

用引领一大批体育企业或旅游企业尝试跨界，形成

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的企业群。核心企业代表着核心

竞争力，要做大做强具有融合性的核心企业，可以考

虑将现有的一些有实力的体育企业、旅游企业或其

他相关企业进行资产重组，组建体育旅游集团，如北

京北奥集团、山东泰山集团、湖南体育产业集团、大

庆文化体育旅游集团等。同时，企业还是产品的开

发主体，这种大型跨产业企业集团在开发“一站式”
满足用户体育、旅游及相关休闲、文化等多样化消费

需求的产品时，能够有效调动各业资源进行整合，具

有先天的优势，如万达集团在武汉楚河汉街推出的

“汉秀”世界级演艺水平舞台项目，集体育表演、旅

游休闲、文化创意于一体，震撼人心的前沿技术与挑

战体能极限的表演，为游客带来叹为观止的艺术之

旅。还有一些大型跨产业企业集团的工业旅游产

品，亦受到消费者青睐，如山东省庆云县体育产业基

地专门规划了体育产业观光园区，让游客能够深入

企业生产线进行近距离观赏体验，并因此获评省级

工业旅游示范点［7］。跨产业核心企业的培育，有助

于体育旅游产品创新，必将促进体育产业和旅游产

业的融合发展进一步走向深入。

4． 5 提升品牌价值、开拓市场空间

品牌是一个价值流动的链条，能够综合反映企

业或产品的市场竞争实力，提升体育旅游企业和产

品品牌价值与前述培育核心企业、促进产品开发的

工作一脉相承，对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

展意义重大。首先，体育旅游企业品牌塑造要注重

文化彰显与情感融入，尤其是企业文化精神的树立

要突出“以人为本”的基础理念和“为人民健康谋福

祉”的社会责任，同时用外化的公益性企业行为和

鲜明的企业形象系统进行品牌传播，力求将企业品

牌固化于大众消费观念之中。其次，体育旅游产品

品牌价值塑造主要从认知度、知名度、美誉度、满意

度和忠诚度五个方面进行，首先要运用广告等宣传

方式传递产品或服务的特性、功能，以获得公众认

知; 其次要通过创造一个概念或是倡导一种理念，为

产品带来独特的销售主张 ( unique selling proposi-
tion; USP) ，让竞争者无法效仿，扩大品牌影响; 最后

是分析品牌诉求利益点和品牌价值链，识别顾客需

求，通过对顾客价值信号分析以明确顾客追求和认

同的价值，为顾客创造独特价值，进而增加顾客满意

度与忠诚度［8］。企业与产品的品牌效应如同磁场

的吸附效应一般，能够释放出强大的市场吸引力，使

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当然，在市场空间的开拓过

程中，多元化营销手段的运用必不可少，需要创新营

销理念，推行“区域联动、部门联合、企业联手”的一

体化营销战略，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广覆盖的营销

推广方式，提高营销效果。

4． 6 重视人才培养，鼓励技术创新

人才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重视复

合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自然成为体育产业与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长期以来，我

国的体育产业从业人员集中在体育竞技、体育赛事

运作、体育中介服务和体育用品生产销售等方面，旅

游产业从业人员主要集中于“食、宿、行、游、购、娱”

等接待设施部门，缺少以产业化运作方式为主，既懂

体育和旅游，又熟悉现代经营管理理论与方法的高

层次复合型人才。尽管我国的人才市场越来越完

善，各种专业人才的培养、流动机制也越来越成熟，

但这些机制仍不足以满足产业融合后对跨产业复合

型人才的巨大需求。因此，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高

等院校在目录外设置体育旅游管理专业，开展学历

教育; 另一方面要加强体育旅游企业与科研院所联

合组织技能培训和认证，共同为两大产业的融合发

展提供人才支撑。另外，探索和实践创新型人才培

养模式也迫在眉睫，尤其是对于技术性创新人才，要

大力扶持技术创新团队建设，在出国深造、学术交

流、职务晋升、薪资晋级等方面给予团队成员充分激

励，鼓励其多产出科技创新成果，保护其技术创新利

益，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使体育产业与旅游产

业的融合更趋紧密。

4． 7 建立合作机制，实现信息互通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不是两大产

业或相关产业的各自为政，而应是通盘考虑的“一

盘棋”，这就要求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协调机构，负

责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运行的总体组织和指

导，提高信息共享与沟通效率，形成平衡各方利益主

体的跨界治理机制。目前，我国县区一级的体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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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部分采取合署办公的形式，有的

还与文化、出版传媒或外事侨办合署办公，这种一署

多能的行政管理机构统辖地区体育与旅游发展事

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相

互促进和融合发展，但在更高的政府层级，体育和旅

游的相关职能部门均属于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容

易因为信息沟通不顺畅、关系协调不到位而产生利

益冲突，继而影响到两大产业的有机融合。从组织

创新的角度来说，在体育产业或旅游产业较为发达

的地区，可考虑成立由当地分管领导挂帅，体育、旅
游等多部门共同组成的体育旅游发展委员会，对产

业融合过程中的相关事务进行协调、决策和监管，它

既是一个多职能融合的管理平台，又是一个多资讯

融合的信息平台。合作机制的建立，实现了信息互

通，这一点在大数据时代，对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

的融合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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