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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和逻辑分析法，探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产业协同发展的多元价

值、现实困境，并提出宏观布局与创新路径。研究认为其多元价值包括推动户外运动产业集聚、助力全

民健身转型升级以及促进区域资源优势互补；现实困境包括制度创新的现实瓶颈、产品专业化水平不足

以及赛事活动品牌效应低。克服这些障碍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户外运动产业协同和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最后，从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产业协同发展的宏观布局；从政

策协同、资源统筹、市场培育三个层面提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产业协同发展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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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literature method, field survey method an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the study explores the 
multiple value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outdoor sports industry 
in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and proposes a macro layout and innovation path.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its multiple values include promoting the agglomeration of outdoor sports 
industry, assis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national fitness, and promoting the comple-
mentary advantages of regional resources; and the real dilemmas include the bottlenecks of institu-
tional innovation, insufficient level of product specialization, and low branding effect of events and 
activities. Overcoming these obstacles is the key to realizing the synergistic and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of outdoor sports industry in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Finally, the 
macro layout of outdoor sports industry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in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
ies Economic Circle is proposed from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and the innovative path 
of outdoor sports industry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in Chengdu-Chongqing Twin Cities Economic 
Circle is proposed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olicy synergization, resource coordination and 
marke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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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协同建设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营造高品质消费

空间[1]。户外运动产业是现代服务业中重要的业态之一，川渝户外运动已然成为巴蜀文化的国际品牌。

国家体育总局与文化和旅游部等联合发布的《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 年)》中明确指出：提升

成渝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产业协调发展水平，辐射带动贵州、云南等省份，打造西南户外运动集聚区[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其户外运动产业协同发展有助于推动户外运动产业集

聚、助力全民健身转型升级，促进区域资源优势互补、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等。因此，探索如何实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产业协调布局，建立高质量一体化的户外运动资源整合机制，促进成渝两

地户外运动产业差异化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产业协同发展的多元价值 

户外运动产业是大众对户外运动的需求发展到一定规模和层次后催生出的新型产业业态，是以户外

运动项目及其相关产品或服务为经营对象的一切经济活动的集合[3]。户外运动产业拥有一个完善且紧密

相连的产业链，涵盖生产、投资、研发、经营、销售、品牌建设、培训、健身服务、赛事组织及媒体传播

等多个领域，涉及的户外运动项目包括山地、水域、陆地及空域等自然环境，充分融合了第一，第二和

第三产业的各个环节。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发展户外运动产业对推动户外运

动产业集聚、助力全民健身转型升级、促进区域资源优势互补等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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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推动户外运动产业集聚 

体育产业集聚是指通过地理集中和产业链联动，体育运动资源、企业及服务得以形成显著的规模效

应与市场优势[4]。在成渝地区，产业集聚所激发的协同效应，能够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并进一步增

强市场竞争力。国家发展改革委与体育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到 2030 年建设约 100 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并将户外运动发展上升为推动经济转型升

级、促进全民健康和生态价值实现的重要抓手[5]。成渝地区经济体量大、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城市消费

能力强，具备户外运动消费群体支撑和产业链要素配套能力，正逐渐成为西部地区体育旅游和户外运动

的集聚地。政策驱动叠加资源禀赋和市场基础，为成渝地区构建“差异化协同 + 一体化联动”的户外运

动产业发展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 

2.2. 助力全民健身转型升级 

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户外运动产业的崛起不仅是区域经济发

展的新亮点，也是推动全民健身转型升级的重要助力[6]。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

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市民积极参与到各类户外运动中，这不仅提升了大众的身体素质，也促进了社会的

整体健康水平。户外运动产业的发展丰富了全民健身服务的内容和类型，为全民健身多样化和精细化的

需求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外，政府不断加大对户外运动产业的政策鼓励和扶持力度，通过基础设施建

设、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逐步完善户外运动产业链条，鼓励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展户外运动项目。因

此，户外运动产业被赋予了新的发展使命，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休闲需求以及健康美好生活

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2.3. 促进区域资源优势互补 

户外运动产业的兴起与扩展不仅为成渝地区全民健身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经济活力，同时也有效推

动了区域资源优势的互补与提升。成渝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开展户外运动

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集合了山水、森林、湖泊等多种自然景观，极大地丰富了户外运动的项目选择，如

登山、徒步、骑行、攀岩等。与此同时，户外运动资源多分布于成渝偏远山区及乡村区域，通过构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全产业链，有助于整合乡村资源要素以及城市其它要素，推动各个要素在成渝

城乡之间的高效流动与利用，在绿色转型、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显著带动效应。此外，户外

运动产业的推广也有助于提升区域形象[7]，在产业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成渝地区各城市借助资源共享和

协作创新，强化产业链联系，共同推广品牌和市场，打造特色鲜明、互补互促的户外运动产业体系，推

动形成“1 + 1 > 2”的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 

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困境 

3.1. 制度创新的现实瓶颈 

政策制度不完善和管理体制分割是阻碍成渝地区户外运动产业协同发展的另一主要瓶颈。政策制度

不完善，户外运动产业在规划、建设及运营中碎片化严重，成渝两地分别制定了地方性的户外运动发展

规划，如《成都市户外休闲运动总体规划》[8]《四川省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7 年)》[9]
《打造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行动计划(2023~2027 年)》[10]，但在户外运动领域缺乏跨区域的政策联

动和资源整合平台；此外，成都和重庆各自推动的户外赛事在标准化、运营许可和市场准入方面存在差

异，增加了赛事组织的复杂性。当前，成渝地区户外运动产业协同发展尚未形成统一的管理体制，相关

部门职责划分模糊，协调机制缺失，使得不同地区之间在资金、技术和信息共享上存在障碍，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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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另外，在户外运动安全管理、设施建设、市场推广上，各地标准不一，企业面临不确定性和高额合

规成本双重挑战。 

3.2. 产品专业化水平不足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户外运动产品与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成为制约区域协

同效能提升的关键短板之一。首先，从产业分工角度看，成渝两地在户外运动产品与服务体系构建中存

在功能趋同、资源重复投入的现象，缺乏基于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协作机制。体育培训、运动康复、赛事

运营等户外运动核心服务领域尚未形成清晰的分工协作格局，导致服务内容重复、市场效率低下，难以

释放区域协同的集聚效应。其次，产业链协同能力不足，导致户外运动产品与服务供给体系碎片化。户

外运动产品与服务作为户外运动产业链中价值较高的环节，其专业化程度直接关系到产业的附加值与创

新能力。然而，当前成渝地区的户外运动产品与服务在人才培养、标准制定、技术支撑等方面存在明显

差距。与此同时，缺乏统一的职业认证体系和服务质量评价标准，使得户外运动产品与服务质量参差不

齐，难以对接区域内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不利于区域间服务输出与要素流动的有序推进。最后，户外

运动产业协同平台与交流机制不健全也限制了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成渝两地在户外运动产品与服务方面

的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主体之间互动频次有限，缺乏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与协同创新平台；服务机

构之间“各自为战”，导致优质资源难以在区域内实现整合与扩散，不利于形成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发展

的良性生态。 

3.3. 赛事活动品牌效应低 

尽管近年来成渝地区户外运动赛事和活动数量逐渐增加，但其品牌影响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主要

体现在赛事协同机制不健全、品牌培育力度不足以及区域联动效应不强等方面。首先，从体育产业协同

的角度来看，成渝两地在赛事资源整合、赛历规划和市场运作方面缺乏高效的统筹机制，导致部分赛事

重复、同质化严重，难以形成互补与差异化发展的格局。其次，赛事品牌培育周期较长，而成渝地区缺

乏统一的赛事品牌孵化平台与联合推广机制，许多本地赛事虽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未能实现跨区域

传播与市场扩张，品牌价值尚未充分释放。再次，由于政府部门、体育企业与媒体之间在赛事推广中的

联动不足，赛事影响力往往局限于本地，未能构建具有区域认同感和国际影响力的赛事品牌，如成都马

拉松自 1983 年首次举办以来，逐步发展为中国首个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事，但与国内其他领先的马

拉松赛事相比，仍有提升空间[11]。这种协同不足不仅制约了户外运动赛事的市场化程度，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成渝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产业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4.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产业协同发展的宏观布局 

4.1. 空间维度：区域布局 

空间布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策略[12]。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产业协同发展的空间维

度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关键区域：首先是中心城市区域，以重庆和成都两大城市为核心，构建“极

核—辐射”发展模式[13]，作为产业发展的引领者，负责整合产业链并培育高端运动项目；其次是都市圈

区域，围绕中心城市，辐射周边城市，形成户外运动产业的集聚区；第三是城乡结合区域，借助政策引

导和基础设施建设，巧妙融合城市消费需求与乡村自然资源，精心打造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户外运动体验

项目；最后是偏远山区区域，通过生态保护和户外运动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绿色转型升级。

此外，还要构建区域合作平台，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区域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形成具有

竞争力的户外运动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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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时间维度：阶段战略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产业协同发展的时间维度上，可以制定分阶段推进的户外运动产业

发展战略。第一阶段为基础建设期，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划和人才培养，为产业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第二阶段为产业拓展期，通过优化产业链结构，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第三阶段为品牌提升期，

着力打造区域乃至国家层面的户外运动品牌，提升我国户外运动产业的国际影响力；第四阶段为可持续

发展期，通过实施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模式，确保户外运动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同时兼顾生态环

境保护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平衡。在此过程中，我们将紧跟国内外市场变动与产业发展新动向，灵活调整

战略导向，力保户外运动产业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迈向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5.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产业协同发展的创新路径 

5.1. 政策协同 

政策协同是推动户外运动产业协同发展的核心支撑。在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产业协同

发展的过程中，首要任务是深化政策层面的协作，涉及制定一体化的产业政策，并明确双城经济圈户外

运动产业发展的长期规划与阶段性目标。构建跨区域政策协调体系，旨在实现政策信息共享与无缝衔接，

消除政策壁垒，推动两地政府在产业规划、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领域的协作共识。此外，统一标准和

管理体系，简化跨区域赛事审批流程，制定统一的安全规范，旨在提高赛事组织效能。同时，强化政策

执行力的监督与评价，确保政策能够落地实施，为户外运动产业的协同发展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础。 

5.2. 资源统筹 

资源统筹是提高区域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为户外运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资源统筹方面，应着力整合两地旅游资源、体育资源、

文化资源等，形成资源互补、优势共享、差异发展的格局。具体措施包括：共建户外运动产业基础设施，

如运动场馆、赛事场地、户外运动线路等；城区及城郊重点开展时尚潮流的城市运动、野营活动和乡村

休闲类项目；山区及平原向山区过渡的丘陵区域重点开展山地户外运动类项目；完善“川渝体育一卡通”

平台，串联互通各类户外休闲运动场地设施、配套项目、线路、活动信息，绘制川渝户外休闲运动电子

地图，实现“闭环式”智慧管理和精准营销；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实现产业协同创新；注重生

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确保户外运动产业在发展的同时，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5.3. 市场培育 

户外运动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市场培育是推动其发展的关键环节。市场培育需聚焦以下要点：首要

任务是强化市场调研，精准捕捉市场需求，为户外运动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二是促进户外休

闲运动资源向“专精特新”企业集中，扶持以户外休闲运动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培育一批

具有自主品牌、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的本土骨干企业推动户外运动装备制造和服务业的高端化发展，促

进区域经济整体升级；三是着力培育专业市场，借助成都体育资源交易平台“体淘荟”，开辟成渝户外

运动赛事产权交易专栏，通过平台发布户外运动赛事活动资源交易信息，加速户外运动产品的市场流通；

四是深化产业融合，拓宽户外运动与旅游、体育、文化等产业的合作领域，打造产业链条，推动户外运

动产业向多元化方向蓬勃发展。逐步培育户外运动市场，为户外运动产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6. 结语 

本研究聚焦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产业的协同发展问题，系统分析了其多元价值、主要困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5.133042


赵易凡，卢军 
 

 

DOI: 10.12677/aps.2025.133042 308 体育科学进展 
 

境，并提出了宏观布局和发展路径。研究表明，以差异化布局为基础，以政策协同为核心，以市场机制

为动力，积极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户外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助于实现该区域体育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更是推动城乡融合、生态转型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路径。未来，成渝两地应持续深化协

同合作，共建共享“户外运动+”新生态，共创西部体育经济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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