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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夏季，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经

济”主导休闲运动行业迎来爆发期。其中，漂流

运动凭借其独特的清凉属性与多元体验，成为

暑期休闲运动市场的“顶流”。企查查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国内漂流相关企业达3745家，上

半年新增118家，同比增长22.92%。从传统河道

漂流到沉浸式剧本漂流，从专业竞技赛事到亲

子休闲体验，漂流运动正通过创新业态、文化

赋能和赛事驱动，突破同质化瓶颈，向千亿级

市场迈进。

业态创新破瓶颈

传统漂流曾因“夏季限定”和“同质化严

重”陷入发展瓶颈。如今，新一代漂流项目通过

“文化+科技+场景”的融合，重构了游客的休

闲运动体验。

在浙江桐庐，云泉汇文旅集团打造的“三

国幻域漂流”成为现象级爆款。该项目依托三

国文化底蕴，以“高空玻璃漂+自然惊险漂+古

村人文漂”构建三重体验，游客在220米落差的

河道中穿越“赤壁战场”，参与“桃园三结义”

“草船借箭”等互动剧情。自6月14日开业以来，

该项目已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其中70%为35

岁以下年轻群体。游客孙女士评价：“青砖黛瓦

间水流蜿蜒，仿佛从‘三国古战场’穿越到‘江

南古村落’，代入感极强。”

在贵州贵定洛北河，漂流项目通过“分龄设

计”实现全龄覆盖。景区推出“亲子休闲漂”（4.5公

里平缓河道）、“自由激情漂”（8公里急流险滩）和

“大河通天漂”（6人船家庭体验）三大产品，并增

设水上跳台、秋千等设施。今年6月升级后，日均

接待量突破5000人次，预计全年增长40%。该项目

负责人表示：“我们根据游客年龄和经验推荐产

品组合，年轻人专程挑战10米落差滩点，家庭客

群则偏好安全与趣味兼具的亲子段。”

赛事升级扩影响

今年夏天，漂流赛事呈现“专业化+大众

化”双轨并行趋势，成为拉动地方经济与提升

品牌影响力的核心引擎。

6月25日，2025年中国漂流联赛 （都江堰

站）暨第十四届中国·都江堰（虹口）漂流季启

幕，吸引全国百余支专业队伍与家庭选手参

赛。赛事设置专业组（男子/女子双人竞速赛）

与大众组（背包船双人赛、家庭亲子赛），其中

“两大一小”家庭组合报名通道备受青睐。赛道

全长6.3公里，设置6处急流区与3段平缓观光

带，选手在激流中可远眺青城山。

赛事期间，龙池镇推出美食、越野、观影等

五大沉浸式文旅活动，实现“体育+文化+旅

游”，日均消费超200万元。都江堰市体育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我们正以‘世界遗产+体育旅

游’线路串联青城山、熊猫谷等景点，打造‘赛

在景中、景中观赛’的独特体验。”

无独有偶，7月5日，第十二届中国宜昌朝

天吼自然水域漂流大赛在湖北兴山开赛，2000

余名运动员参与团体组、公开组与家庭组角

逐。赛事特邀奥运冠军肖海亮助阵，赛道全长

6.5公里、落差148米，沿途石美洞异。景区总经

理沈学勇介绍，2025年投入7500万元升级生态

树屋酒店、智能停车场与美食街，并加装应急

广播系统。自2007年运营以来，该景区已累计

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2024年推出的“梦幻洞

漂”与原有项目结合，实现“一日三漂”模式。

地方赛事则通过“小而美”的定位激活细分

市场。7月4日至6日，黔东南首届景区联动漂流赛

在镇远高过河、黄平野洞河、施秉杉木河三地举

行。镇远高过河以“18公里森林漂流”闻名，黄平

野洞河打造“26米垂高玻璃水滑道+200米漂流溶

洞”的独特体验，施秉杉木河则以“矿泉河”水质

吸引游客。三地联动推出套票产品，实现客源共

享，赛事期间区域旅游收入同比增长35%。

体旅融合规范发展

漂流运动的升级，本质是“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的转化。2025年的夏季，各地通过

“文化植入+生态保护+社区共建”，推动漂流

运动从“景点经济”向“产业生态”跃迁。在文化

赋能方面，杭州建德“17℃夏日漂流季”依托

17℃清凉溪水与5公里峡谷赛道，推出“峡谷激

情漂”“迷雾风情漂”“原野嬉水漂”三段式体

验，并创新“日漂+夜漂”双模式。夜间段配备灯

光照明，落差较小的河道适合亲子游，今年开

业首日即吸引超600名游客。项目负责人吴建

勋表示：“我们希望游客在漂流中‘遇见文化’，

彰坞村天子岗景区相传为三国时期孙权曾祖

母埋葬地，游客可完成从‘历史战场’到‘江南

古村’的时空转换。”

政策支持则为产业护航。国家体育总局水

上运动管理中心联合地方政府，推出“漂流景

区标准化建设指南”，明确从安全设施、服务流

程到文化展示的细则。都江堰市将漂流赛事纳

入“爱成都·迎世运”系列活动，赛事直播间植

入成都世运会票务销售链接；黔东南州围绕

“资源、客源、服务”深化改革，建设线上票务系

统，推出“黔东南特色套票+省内外景区”灵活

组合。这些举措使漂流运动产业从“单点突破”

迈向“系统升级”。

如今的漂流运动市场，已不再是简单的

“水流上的冒险”，而是文化、科技、体育与生态

深度融合的产业样本。从桐庐的“三国剧本杀”

到都江堰的“世界遗产赛道”，从洛北河的“全

龄化设计”到朝天吼的“一日三漂”，中国漂流

运动产业正以创新破局，在清凉经济中书写热

辣篇章。据预测，2025年中国漂流休闲运动市

场规模将突破千亿元，成为全民健身与文体旅

升级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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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届神奇的世俱杯，横扫了

国米、马竞和皇马三大豪门的巴黎圣

日耳曼，在世俱杯的决赛上毫无征兆

地0比3输给了切尔西，给这届充满冷

门、悬念、反转、热血和激情的夏日足

球盛宴画上句号。

然而，让无数球迷印象深刻的，

并不只有来自中国主裁马宁的怒吼、

梅西任意球的破门、席尔瓦感人至

深的赛前动员，还有很多让我们大开

眼界的足球转播技术，让坐在电视机

前的球迷们享受到了堪比现场的氛

围感受与不亚于科幻电影般的智能

体验。

沉浸式球迷专项服务

在足球观赛越来越追求个性化

的今天，专属个人看球服务的“追星”

技术让球迷体验到和球星“形影不

离”的感受。球迷只需在咪咕视频

APP直播画面上开启AI球星点亮功

能，点击喜爱的球星就可以持续追

踪其位置，并实时显示相关数据，在

转播画面中，球星头顶上可以始终出

现球衣号码和中文名字，即便在高速

跑动和穿插换位中，你也不会跟丢自

己的球星。今年更升级“智能球体追

踪”模式，当足球运行时，即自动点亮

持球者及足球周边球员，攻防焦点一

目了然。资深球迷车晓倪是梅西“人

粉”，而“追星”技术让她可以轻松享

受全场追踪梅西的快乐，“平常看球

眼花缭乱，经常找不到人，而这次的

新技术，让我更清晰地看到梅西的跑

动路线和脚下技术，再加上这次的裸

眼3D技术，让我有和梅西一起踢比赛

的感觉。”

球星是足球场上最大的魅力来

源和关注焦点，球星粉丝也是足球产

业和消费领域最大的用户群体，这种

沉浸式体验追踪球星看球的方式让

粉丝们真正有了专属感和拥有感，让

观赛体验得到大幅度提升。

嘉宾天团增加多位新角色

作为2025世俱杯持权转播商，中

国移动咪咕再次组建覆盖“头部解

说+专业嘉宾+特色解说”的世俱杯

大咖天团，无论是詹俊、张路等名嘴

大咖，孙继海等前国脚的专业解读，

以及演员王雷跨界解说“首秀”，都延

续了咪咕在足球解说领域上的全方

位和多角度特色。

当然，足球解说最大的难点在于

所谓众口难调，万千球迷就有万千个

哈姆雷特。这次中国移动咪咕通过人

工智能技术，形成每个球迷自己的专

属解说服务———AI智能解说，通过文

体大模型自动生成多种风格文本供球

迷选择：以诗化语言点燃赛场激情的

“足球诗人”、用精准数据拆解战术博

弈的“行走的数据库”，还有专注技术

细节分析的“冷静客观”，三种风格可

自由切换，不仅实时解读场上数据，更

融入球队历史、球星故事等丰富周边

信息，以及技战术分析，让每场比赛都

能拥有独一无二的听觉体验。

除了AI解说功能，此次咪咕还提

供了AI观赛助手“灵犀”，好像一本随

身的足球百科全书，无论是查询赛程、

规则、球员资料，还是探讨复杂的战术

意图，“灵犀”都能给出快速、专业且准

确的解答，犹如世界名帅瓜迪奥拉或

者是穆里尼奥在你身边为你讲解足球

知识。

本次世俱杯期间，咪咕视频首次

推出AI解说员功能，实现自然生动的

口型与表情变化，每日自动生成《建

宏足球速递》《咪咕体育日报》等节

目。咪咕正在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一

个全方位的观赛“梦剧场”。

线上线下互动助推体旅发展

世俱杯期间，“2025世俱杯呼叫

我的球搭子”线下活动在北京、青岛、

武汉三地举办，众多球迷亲临现场参

与互动，期间不但可以和知名主持人

互动，更可以体验AI数智播报员、

AIGC超燃视频等黑科技。活动期间

球迷热情高涨，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的

夏日足球氛围，这既是“体育+文旅”

的双向奔赴，也上演了体育、科技与

娱乐的梦幻联动。

足球转播版权是足球产业的重

要价值之一，中国体育产业在市场化

的探索过程中，咪咕一直在探求做大

足球观赛市场，实现足球版权的价值

兑现。在世俱杯之后，广大球迷可以

在接下来的咪咕2025-2026赛季英超

比赛转播中延续“梦剧场”的故事。

王 辉

近日，在深圳文博会聚光灯下，广东荔枝披上

了“东方爱情果”的华美外衣，在熙攘人潮中惊艳

亮相。展台设计以荔枝红为主调，巧妙融入唐风仕

女元素，轻盈纱幔间，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的诗

句与现代感包装交相辉映。观展者驻足流连，年轻

情侣尤其对这款饱含千年情思的“爱情信物”表现

出浓厚兴趣。荔枝这一古老果品，正借力文化叙事

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年轻魅力。

然而，当荔枝以文化新姿赢得满堂喝彩时，同

样承载厚重历史积淀的国产体育用品品牌，却在

“讲故事”的赛道上显出几分滞重与犹疑。

回力、双星等老牌运动鞋曾伴随一代人成长，凝

聚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与集体记忆。但它们的品牌叙

事似乎长久停留在怀旧层面，未能像“东方爱情果”

一样，为这份记忆赋予契合当下年轻人精神世界的

崭新内涵。部分品牌在国潮浪潮中，将龙纹、祥云等

元素简单堆砌于产品之上，却缺乏深层文化逻辑与

情感共鸣点的系统构建，陷入“符号化”的浅层表达。

反观成功案例，李宁品牌将创始人“体操王

子”的传奇经历、以及中国体育崛起的集体记忆，

提炼升华为“一切皆有可能”的进取精神，并通过

“悟道”系列等产品实现具象表达，成功打入国际

市场。安踏则持续深耕奥运资源，将其转化为专业

与拼搏的品牌背书。这些例子清晰证明：体育产业

从不缺少好故事，缺的是以时代语言重新诠释并

将其融入品牌血脉的叙事能力。

国产体育品牌需借鉴“荔枝现象”的深层启

示：文化赋能绝非对历史符号的简单复刻或生硬

叠加，而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转化工程。

体育品牌坐拥的丰厚资产———无论是传奇运

动员的拼搏史诗、陪伴国民成长的温暖记忆，还是

中国体育从弱到强的宏大叙事———都需要被重新

“编码”。关键在于找到历史荣光与当代青年价值

追求（如自我实现、圈层认同、社会责任感）的精准

契合点，并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数字化、社交化方式

进行传播。正如荔枝将古典诗词转化为社交平台

上的“甜蜜信物”，体育故事也需要找到自己的“情

感开关”与“社交货币”。

文化自信的根基深植于传统沃土，其繁茂枝

叶却必向未来伸展。广东荔枝以“东方爱情果”之

姿成功焕新，为众多产业提供了鲜明参照：唯有以

创新思维解封历史记忆，以真诚叙事连通时代心

灵，沉睡的文化富矿才能转化为无可替代的品牌

竞争力。体育产业同样不缺“好故事”，但急需挣脱

陈旧叙事框架，让那些激动人心的拼搏、坚韧与荣

耀，在当代语境中重新奔涌、澎湃流传。

漂流运动突破同质化进军千亿市场

2025世俱杯

观赛“梦剧场”时代到来了？ 荔枝“出道”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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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知乎平台上，有人抛出了这样一个引人

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感觉上健身房10家有9.5家倒

闭？”一位作者的深入分析引发了广泛关注，他指出

健身房若想长久立足，除了具备优质的硬件设施，更

需在软件服务上实现质的飞跃，而其中，情绪价值的

提供无疑是促进消费、吸引顾客的关键所在。

莱美在2021年1月针对9400名线

上健身爱好者展开的调研，为我

们揭示了健身需求的新趋势。

调研结果显示，身材管理已

不再是人们健身的绝对首要

目的，缓解压力（77%）和保

持心理健康（77%）的训练需

求，已然超越了减肥（51%）和

体重管理（49%）。这一数据清

晰地表明，在当今快节奏、高压

力的社会环境下，人们走进健身

房，更多的是为了寻求心灵的慰藉

与情绪的释放，情绪价值在健身房

的软件服务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

杭州的一家健身房推出的21天训练营，便是

一个成功借助情绪价值吸引顾客、实现盈利的典

型案例。这个训练营从多个环节精心设计，全方

位满足参与者的情绪需求。训练前的“破冰环节”

独具匠心，通过趣味游戏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陌生

与隔阂，让参与者迅速融入集体，感受到温暖与

归属感。训练过程中，大家相互鼓励、共同努力，

“你不是一个人在坚持，而是一群人在战斗”的口

号，激发了每个人的斗志与团队精神。当教练喊

出“第8组来了”时，那充满力量与激情的声音，如

同强心剂一般，让训练者在高强度训练中也能咬

牙坚持。训练后的放松环节同样温馨动人，大家

齐声高唱《后来》，在歌声中忘却了工作中的疲惫

与生活里的压力，沉浸在属于自己的美好世界

里。正如健身房运营博主路飞所说：“专业是做健

身行业的入门券，每堂课给用户不同体验的情绪

价值，才是真正的软件服务上

的核心竞争力。”参与者

们或许会因为独特

的课程氛围而来，

在 释 放 压 力 的

过程中找到自

我；或许会因

为志同道合的

团队而来，结识

一群共同奋斗的

朋友；又或许会因

为充满活力的社群

而来，与一群可爱

有趣的人相伴。

日本的一些健身房在情绪价值的提供上有着

独特的方式。以东京的一家健身房为例，从进门处

就展示着众多训练者的笔记，这些笔记记录着他

们的健身心得、目标与坚持，让新进入的训练者感

受到浓厚的健身氛围与积极向上的精神。走进健

身房，动感的音乐弥漫在空气中，巧妙地掩盖了训

练者的吼叫声。与日本其他安静、不允许训练时发

出声音的健身房不同，这里允许训练者尽情吼叫，

让他们在释放力量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内心的畅

快与舒适。健身房的场地划分十分细致，腰腹训练

区、练肩膀区、练手臂区等一目了然，方便训练者根

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针对性训练。训练场中还贴心设

置了酒精湿巾，供训练者擦拭器械或手，保持清洁

卫生。此外，每台跑步机之间以及一些器械之间都

进行了合理隔离，为训练者营造出独立的训练空

间，让他们能够更加专注地投入到健身中，享受属

于自己的时光。

在美国，2013年创立的TheClass凭借“情绪健

身”这一独特卖点，迅速在健身市场崭露头角。从实

体课到直播课，TheClass始终保持着平和的训练风

格，帮助纽约高压下的白领们化解压力、放松身心。

其线上情绪健身课更是备受青睐，单日直播课可达

23节，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除此之外，美国

的一些健身房还提供按摩床、按摩椅等设施，让训

练者在运动后能够得到充分的放松与恢复。同时，

提供2.5小时的免费停车服务，为训练者解决了停

车难题，提升了他们的消费体验。

英国的健身房则善于利用音乐和气味营造独

特的场景氛围感。以颂钵疗愈为例，通过敲打颂钵

发出的音色与频率，帮助用户更好地进入放松状

态，缓解身心的紧张与疲惫。不少瑜伽馆还将瑜伽

练习与香薰相结合，在舒缓的音乐与宜人的香气

中，让练习者忘却一切烦恼，舒缓情绪的压抑，达到

身心的和谐统一。

未来,健身用户走进健身房，减脂或许不再是

唯一目的，减压将成为重要的诉求。人们很有可能

朝着身心一体的方向发展，不仅注重身体的锻炼与

塑造，更关注心灵的滋养与情绪的调节。因此，对于

健身房运营者而言，如何打造具有吸引力的软件服

务，提供丰富多样的情绪价值，将成为决定其能否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

情绪价值：健身房运营的软件核心密码

走进健身房，减压成为诉求之一。

市场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