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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作为五大幸福产业之一，

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消

费升级的新力量，同时

也是提升居民“幸福

指数”和生活品

质的着力点。

即将过去的

2023年，全

国体育产

业战线通

过 体 育

消 费 机

制创新、

政 策 创

新、模式创

新、产品创

新 、 服 务 创

新，持续推动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

岁末年终，让我们梳理

一下2023年体育产业工作的点点滴

滴，感受体育产业在新时代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和旺盛活力。

冰雪经济

这个冬季，冰雪经济在大江南北持续升

温。来自中国铁路哈尔滨集团有限公司公布的

数据，今年11月，黑龙江省热门旅游城市铁路

日均客发量，漠河同比增长416%，哈尔滨同比

增长513%，亚布力同比增长1308%，冰雪游出

行呈现加速回暖、复苏强劲趋势。

12月23日，四川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冰雪季

在汶川县羌人谷滑雪场启动。据四川省体育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19年以来，四川已连续

举办5届四川省全民健身冰雪季活动，参与活

动人数累计超过3000万人。

另据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发布的消息，（2023-2024）雪季截至12

月23日，崇礼共接待游客125.37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14.41亿元。今年以来，张家口市高

新区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签约冰雪装备产业

项目2个。截至目前，签约冰雪类项目53个，计

划总投资49.49亿元，14个生产性项目已投产，

14个服务性项目已实现运营。

跟着赛事去旅行

2023年，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广西学

青会等重大体育赛事相继举办，受到了社会高

度关注。国家体育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创新

性地举办“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在全国

掀起体育消费热潮。

以杭州亚运会为例，据统计，9月23至10月

8日，杭州接待游客总量达4345.9万人次，日均

27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12.4%，带动杭

州住宿、餐饮、零售消费489.6亿元，比赛事前增

长15.6%。

7月28日，伴随着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正式开幕，成都及周边旅游热

度迅速攀升。由美团、大众点评

的数据显示，大运会开幕

的首个周末，成都的旅

游预订量（含酒店

民宿、景点门票、

交通等） 同比

增长超200%。

飞猪数据显

示，大运会

期 间 成 都

进 出 港 的

国 内 机 票

同比去年增

长约1倍、火

车票预订量同

比去年更是劲

增4倍，同时，大运

会期间成都的酒店

预订量同比去年增长超

2.8倍。

2020年8月26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40

个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名单。2023年12月9

日，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在苏州组织召开国家

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总结交流会。

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主动作为，不断

释放体育消费潜力，取得了良好成效。经统计，

2022年40个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居民人均

体育消费支出在1088元至4266元之间，平均值

为2576元，比2021年增长7.11%，比2020年增长

19.65%。40个试点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总规模

约为6821亿元，比2021年增长7.21%，比2020年

增长17.95%，均高于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增速。

10月中旬，

国家发展改革

委、体育总局、

自然资源部、

水利部、林草

局等5部门联

合印发《促进

户外运动设

施建设与服务

提升行动方案

（2023—2025年）》

（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在6个方面提出了

28条实实在在、含金量高的措

施，为户外运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精准

高效的政策保障。

此次发布的《行动方案》在促进户外运动

消费方面提出一系列举措，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加强户外运动场地设施建设，丰富消

费空间；二是加大户外运动高质量产品供给，

满足消费需求；三是强化户外运动安全保障，

优化消费环境。

户外运动产业大会

这一年，户外运动成为产业发展新蓝海。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12月，今年全国新增户

外运动相关企业6.7万家，同比大幅增长

92.78%。

10月27日至29日，2023中国户外运动产业

大会在云南大理举办。本届大会覆盖“山、水、

路、空”全域户外运动项目，涵盖高端论坛、产

业展览、推介洽商和体验展演四大板块。会上

发 布 了 《中 国 户 外 运 动 产 业 发 展 报 告

（2022-2023）》、“大理户外运动消费场景”，揭

牌了“云南中体户外运动产业学院”。

体育旅游精品线路

2023年国庆节前，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

旅游部联合发布了12条“2023年国庆假期体育

旅游精品线路”，这些精品体育旅游线路在“双

节”假期成为中外游客追捧的旅游目的地。

“双节”假期，广西贵港“韵动荷城，露营天

堂”体育旅游线路接待游客56.18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4.51亿元。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及周

边，游客们在“村BA”赛场拍照打卡、体验村寨

民俗风情，享受“村BA”和民族风情带来的无限

乐趣。

制造业服务化

5月26日至29日，以“破局·蝶变，演绎新时

代体育产业”为主题的2023年（第40届）中国国

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举行。

展会为期4天，分为健身展区、体育场馆及

器材展区、体育消费及服务展区、政府展区四

大主题展区，共有1565家体育用品行业的

企业参展。展会上举行的2023中国

体博会智能健身器材配置方

案评选活动，相较于前几

届，更加侧重“一体化方

案”的呈现。

2023年，越来越

多的参展厂商开始

改变以往推销单个

商品的模式，向运

动场、公园、学校、

社区等提供整套解

决方案正成为体育用

品企业追求的新趋势。

从制造业领域进入服务

业，实现制造业服务化是

2023年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的

明显特点。

数字化转型

如今，在数据赋能社会发展的趋势下，全

国多地也在探索用数字技术为体育产业转型

发展带来全新路径。

据悉，江苏省正在加快体育产业全产业链

数字化转型，推动体育服务业数字化升级，引

导线上消费、定制消费、智能消费，鼓励体育

制造业加快“智改数转”，提升数字体育产业

核心竞争力。下一步，江苏省体育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将持续加大对数字体育产业项目的扶

持力度。

12月初，2023首届湖北省数字体育产业创

新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以“智启未来，数字

强体”为主题，聚焦全国、湖北省数字体育发展

走向，研讨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如何高效满

足体育消费新需求、搭建体育消费新场景等课

题，加快构建湖北现代体育产业体系，推进湖

北体育事业整体发展。

厦门市也将按照“一中心、多基地”模式发

展数字体育产业，以厦门市数字体育产业园为

中心，与各行政区、同翔高新城等多方联动，吸

引、培育一批规模以上数字体育企业，打造多个

高质量“软硬融合”的体育产业基地。

如今，各种类型的

体育服务综合体正逐

步走进大众生活，为

幸福生活添彩，为

城市产业升级，为

经济发展赋能。

位 于 长 沙 市

湘江新区麓谷科技

新城的V5星球体育

服务综合体，周边交

通十分便利。根据相关

监测数据显示，该综合体

单月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最

高达39万人次，自建成开放以来累计

承办和执行赛事活动超百场，参与企业上千

家，参与人员超百万人次，间接带动装备销售、

餐饮、往来交通等消费上亿元。

近年来，新型运动消费快速发展，冲浪板、

桨板、滑雪板“新三板”运动走进大众生活，攀

岩、滑翔伞、漂流等小众运动“出圈”，时尚潮流

运动不断涌现，大大激发了人们的体育消费热

情。

位于南京浦口区的华飞航空飞行营地，依

托其地势优势，将滑翔伞与马术、越野卡丁车等

项目相结合，形成空地联动的体育消费新模式。

夜间体育消费

乘着夜色，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燃烧卡路

里，约三五好友租个场地踢场足球，走进体育

用品店挑选心仪的运动装备……如今，越来越

多的人愿意在夜间进行体育锻炼，体育消费作

为城市夜间消费的有益补充，已成为各地“夜

经济”的新亮点。

以长沙市为例，每到夜晚，位于长沙市岳

麓区潇湘北路与双河路交叉口东边的滨江体

育公园足球场人气爆棚。经常是刚到下午6点

体育公园周边的停车位就已一位难求。

夜间体育作为一种更具健康态的新消费

模式，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当其与餐饮、文

化、娱乐等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在一起，会带来

新的消费活力。

科技赋能提质增效

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科技智慧跑道

起点，一块3×5米的“智慧大屏”，不仅显示着

入园人数，还呈现着跑友的速度排行榜。除了

这块大屏，在跑者服务站里还有多块智慧屏

幕，都设有人机交互装置……

在推动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背景下，国内

不少体育场馆通过对设施的智能化升级，实现

了高效益、低能耗、低环境负荷的可持续发展。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全民健身中

心，通过使用智能化系统管

理方便度提升了90%，场

地利用率提升了90%，

场 馆 营 收 增 加 了

80%。

为切实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和政府工

作报告部署，进一

步恢复和扩大体育

消费，充分发挥体育

在扩大内需、助力构建

新发展格局上的重要作用，7

月中旬，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关于

恢复和扩大体育消费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工作方案》）。

《工作方案》从加大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

供给、丰富体育消费场景、夯实体育消费基础

三个维度，提出深化消费试点示范、组织开展

促消费活动、加大高质量赛事供给、丰富群众

健身活动、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深挖冰雪消费

潜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丰富体育彩票供

给、提升场地设施质量、完善展览展示平台、

培育精品示范工程、打造体育消费新业态、大

力传播体育文化、普及推广运动技能、加强体

育标准建设、完善体育消费统计等16条具体

举措。

赛事“流量”变消费“留量”

2023年，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

“留量”成为新趋势。

今年3月举行的无锡马拉松，参赛选手达

3.3万人，沿途27.3万人观赛，一人参赛，全家旅

游，一日参赛，多日停留，带动餐饮、住宿、交

通、旅游等相关消费1.95亿元。

5月在苏州举办的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

混合团体锦标赛，持续8天的赛事仅门票收入

就达3400万元，创造了苏迪曼杯票房历史。苏

州市还举办了苏迪曼杯嘉年华，近4000平方

米的展区吸引了20多个知名品牌参展，苏州

特色丝绸、老字号、购物村、酒店等品牌亮

相。赛事带动了酒店、商场、旅游等消费业

态，比赛场馆周边酒店及商业在赛事期间的

客流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106%，销售额增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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