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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国有31个省（区、市）对外公布了本地

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梳理这些工作报告可以发

现，众多省（区、市）对于体育产业具体布局多有着

墨。特别是在大力发展冰雪产业、体育与旅游融合发

展、促进体育消费等方面，显示出各地对于激发体育

市场活力，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深切期待。

后冬奥时代 发展冰雪产业正当时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为冰雪产业在后冬奥

时期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发挥“双奥之城”独特优势。扎实做好后冬奥文

章，持续普及冰雪运动，落实场馆赛后利用计划，完

成北京奥运博物馆改造升级。推动京张体育文化旅

游带建设。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后奥

运经济，抓好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打造旅游强

省。大力发展后奥运经济和文旅产业。实施冰雪运

动、冰雪文旅、冰雪产业融合发展行动，加快冬奥场

馆市场化开发，建设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

河北省体育局日前印发的《加快推动后奥运经

济发展实施方案》对于河北省推动后奥运经济发展

提出了更加量化的指标，到2025年全省体育产业总

规模要达到3000亿元，全省冰雪产业总规模达到

1500亿元，冰雪旅游和冰雪装备制造发展成效显著，

张家口“冬奥城市”品牌凸显，崇礼成为国际冰雪高

端赛事聚集区和冰雪运动休闲胜地。河北省体育局

制定的《河北省体育局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

设实施方案》提出，通过打造“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

年华”IP品牌，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

会同京张体育和文旅部门，每年举办“京张全季体育

旅游嘉年华”，推出四季赛事、体育研学、户外运动、

文化体验等优质体育旅游产品，全方位、多角度、立

体式宣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体育、文化、旅游等优

质资源，打造具有世界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高品质体

育文化旅游品牌。

有着丰富冰雪资源的东北三省也把发展冰雪产

业作为政府工作重点。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

力发展冰雪运动，打造冰雪运动中心，壮大冰雪产

业，创建“一市一品”体育名城。吉林省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扎实做好后冬奥时代“冰雪+”文章，高质量建

设“冰雪丝路”创新先导区，加快完善冰雪经济体系，

推动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全链

条发展。为100所冰雪运动特色学校配备设备器材。

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壮大冰雪产业，持

续提升冰雪基础设施服务能力，丰富产品供给，办好

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等节庆活动。

辽宁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体育局

日前印发的《辽宁省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提出，要抓住后北京冬奥时代冰雪经济飞跃式发展

黄金机遇期，推进“体育强省、健康辽宁”建设，加快

建设冰雪经济强省，全面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到2025年，要实现冰雪装备制造业的新提升，产值达

到50亿元以上，重点建设冰雪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加

快打造冰雪器材辽宁品牌，建成2个省级以上冰雪装

备制造研发基地，培育3家年营业收入超亿元的冰雪

骨干企业。实现冰雪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全省滑

雪场馆达到40个，滑冰场馆达到100个，培育3个大型

品牌赛事和活动等，冰雪经济增速高于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冰雪旅游方面，打造10个以上冰雪旅游主题

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推出5个以上省级滑雪旅游度假

地。同时，巩固提升冰雪运动强省地位，在冰雪人才

培养上实现新突破。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的《黑龙江省冰雪经济

发展规划（2022—2030年）》提出，到2025年，建设一

批国家级、省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培育形成一批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冰雪企业和知名品牌，冰雪产业体系

不断完善、产业链基础不断夯实，“冰天雪地”转化为

“金山银山”成效明显。冰雪竞赛表演及教育培训总

产值达到50亿元，冰雪文化产业总产值达到550亿

元，冰雪装备产业总产值达到200亿元，冰雪旅游收

入突破1700亿元，冰雪产业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

河北体育智库专家、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王晓

强表示，眼下，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在交通、配套等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实现了质的提升，与京张体

育文化旅游相关的新兴玩法层出不穷，正在有力地

推动后冬奥时代体育旅游经济发展。这条体育文化

旅游带也正从“单点”向“环线”“全域”转变。京津冀

及东北三省紧抓后奥运经济发展重大历史机遇，充

分利用我国北方得天独厚的特色冰雪户外资源优

势，大力推动冬奥场馆后续利用，加快建设京张体育

文化旅游带，紧抓京津冀、雄安新区等区域庞大的消

费群体，打造世界级大型冰雪户外运动综合体、国际

冰雪户外运动休闲度假区，大力发展北方冰雪运动

产业，未来最终将会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北方冰

雪运动引领区。

拓展运动空间 促进体育消费增长

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

在自然环境中进行体育锻炼已成为人们追求文明生

活方式的一种时尚。在这一背景下，群众参与各种户

外运动的热情高涨，户外运动的大众化常态化助力

体育产业稳步发展。

天津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落实全民健身

实施计划，改造200处社区健身园，新建20公里健身

步道、100处户外微场地、50处乡村健身广场、15公里

“海河蓝丝带”自行车骑行道。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加快建设省全民健身中心；新建省级基层体育

场地设施1000个、“环浙步道”2500公里。

浙江省体育局印发的《浙江省体育产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

5000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

重超过2%，体育服务业占体育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60%以上。全省体育消费总规模超过2000亿元，人均

体育消费支出超过3000元。每年举办10项以上国际

高水平体育赛事，累计培育100项品牌赛事。

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充分发挥消费的基

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为经济持续回稳向好提

供有力支撑。培育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医疗健康、健

身休闲等消费新热点。《江苏省“十四五”体育产业发

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全省体育产业总规模超

过7200亿元，增加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以上，其

中体育服务业占比超过70%；城乡居民体育消费总规

模超过3000亿元，人均体育消费达到3500元；新增3

至5家体育类上市公司，创建一批国家体育消费试点

城市，动态评定100个以上体育产业基地，新增60个

以上体育服务综合体。

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增加消费供给，推动

健康、文体、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消费扩容提质，

培育避暑、冰雪、近郊游等文旅消费热点，繁荣发展

“四首”经济、共享经济、新个体经济等新业态。《重庆

市体育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则提出了更具体的

量化指标，到2025年，全市体育产业发展取得实质性

进展，向体育强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基本形成消费

引领、创新驱动、主体活跃、结构优质、治理高效的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

达到1000亿元，年人均体育消费达到1500元以上。

随着科技进步和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数字科

技正在为体育注入新活力。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积极培育数字消费、文化消费、绿色消费、冰雪消

费，加强商旅文体等消费跨界融合。

“在当前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背景下，各地都非

常重视促进包括体育消费在内的新型消费的增长。

要促进体育消费增长，政府的关键抓手是不断完善、

拓展和创新体育消费场景，实际上这在很多省（区、

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有着详细的体现，例如天津、浙

江、江苏等。相信随着体育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样，

更加生活化，将有力促进体育消费增长。”中央财经

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认为，各地应紧

紧把握体育消费场景创新的三大发展趋势：一是线

下体育消费场景与其他生活场景的深度融合；二是

线上和线下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三是现实消费场

景和虚拟消费场景的融合发展。另外要坚持三个发

展路径：首先是加强体育消费场景的布局，使其更多

地进入居民的各类生活场景；同时鼓励其他生活场

景中主动引入体育消费场景和业态；其次是加强对

传统消费空间和场景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改造，将体

育消费打造为流量入口，大力发展基于各类体育运

动数字化终端的服务生态体系；再次是大力推进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和元宇宙技术在体育消费场

景中的应用，举办各类虚拟体育赛事活动，积极培育

新的体育消费热点。

让体育成为促进旅游发展新动能

体育与旅游交集融合，有助于解决旅游业结构

单一、季节性强、回头率低等难题。上海市政府工作

报告指出，丰富红色旅游、古镇旅游、工业旅游、邮轮

旅游、康养旅游等消费场景，促进文化体育、交通信

息等服务消费，释放综合带动效应。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精准发力抓

消费。特别是像那达慕这样的活动要红红火火搞起

来，用歌舞的海洋、乳肉的飘香、壮美的风光把天南

海北的游客吸引过来，让内蒙古成为自驾游的首选

地、露营游的佳选地、度假游的必选地、康养游的优

选地。

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依托世界文化遗产、

高等级景区等资源，围绕文化体验、山岳度假、康养

健身等类型，集中打造10个文旅康养集聚区，集聚一

批星级酒店、精品民宿、特色文创、旅游服务、康养等

市场主体。加快发展红色游、乡村游、研学游、生态游

等新业态，开发小群体、低密度、定制式休闲旅游产

品，促进露营旅游健康发展。

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旅游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产品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促

进旅游业与健康、体育、文化、教育等产业融合发展，

积极创建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推动旅游市场

强劲复苏，加快“门票经济”“观光经济”向“综合消费

经济”转变，旅游总收入超过1.2万亿元。

对于如何推动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云南省

“十四五”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培育滇西南

沿边跨境体育产业带、大滇西体育旅游发展带、滇

东北山地户外运动带三条体育产业带。例如，昆明

将以足球、网球等运动项目带动发展健身休闲业和

体育旅游业，玉溪、楚雄重点发展水上运

动和山地户外运动，红河重点发

展足球等时尚运动项目和民

族体育旅游业。滇东北山

地户外运动带将着力

打造以徒步、登山、

定向、攀岩等为重

点的山地户外运

动产品体系。

“在发达国

家，体育赛事

以及与体育相

关的消遣娱乐

活动在旅游活动

中所占的比重已

达到25%以上。”西

安体育学院运动休

闲学院教授杨芳表

示，我国自然景观壮美、

文化底蕴深厚，草原、沙漠、

河流、湖泊、森林、石林、冰雪等

旅游资源丰富。随着全民健身、大众旅

游时代的到来，体育旅游与地方历史人文、民俗节

庆、体育赛事、地理特征等相结合，将会成为推动旅

游产业升级发展的新动能。

“许多旅游者已不局限于走马观花式的传统旅

游方式，更愿意参与一些能够促进身体健康、恢复体

力精力、增强体育锻炼意识的运动休闲旅游项目，他

们希望用运动的脚步串联美景，体验不一样的旅行

感受，体育旅游俨然成为中国旅游市场的新宠。百姓

对于体育旅游需求的日益增长，也正在催生出庞大

的市场上升空间。”杨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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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1份省级政府工作报告看体育产业未来发展脉络

后冬奥时代，冰雪产业迎来黄金发展期。

各地积极打造

更具影响力的户外运动赛事。

浙江、江苏、云南、河北体育局供图

水上运动成为百姓休闲生活新宠。

露营地为户外运动发展增添新活力。

丰富多彩的体育嘉年华活动促进体育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