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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立足于中国体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实背景，选取文化底蕴深厚的徽州地区作为研

究样本，运用文献资料分析法梳理相关政策导向、区域融合模式与产业协同机制。研究表明，体育文化

作为文化传播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媒介，在推动地方传统文化传承、延伸旅游产业链和增强区域经济活力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融合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结构协同不足、文化嵌入浅层、复合型人才短缺

等现实难题。针对这些难题，本文应从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协同、建立协同机制、培育品牌赛事、强化

文化内容开发及完善人才支持体系等方面发力，深化本土文化价值转化、培育品牌化体育赛事、完善人

才支撑体系等路径。旨在为中国体育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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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culture in-
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selecting the Huizhou region, which is rich in cultural heritage, as the re-
search sample.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study reviews relevant policy orientations,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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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models, and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sports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of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extending the tourism industry chain, and en-
hancing regional economic vita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uch as insufficient structural coordination, shallow cultural embedding, 
and a shortage of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establishing coordination mecha-
nisms, cultivating branded sports events, enhancing cultural content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the 
talent support system, in order to deep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cultural values, cultivate branded 
sports events, and improve the talent support system. The aim i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
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cultur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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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体育逐渐从基础性公共服务转型为具有文化属性

与产业价值的复合型领域。近年来，国家层面陆续出台《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

国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提出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等相关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多元化、创新型、

富有活力的体育文化产业体系[1]。体育文化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激发地方经济活力以及强化民族认

同感等方面，日益成为国家战略中的关键支柱。 
徽州地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古村落体系及山水人文景

观，这为体育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独特条件。近年来，当地通过举办骑行赛、山地越野赛、定向越野

等赛事，不断尝试将传统文化意象融入现代体育表达，初步构建起“体育、文化、旅游”的复合型发展路径。

这一实践不仅丰富了地方旅游产品的内涵，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与表达手段提供了新的场域与路径。 

2. 发展现状 

2.1. 全国体育文化产业融合 

近年来，中国体育文化产业进入融合提速与结构升级并进的发展阶段，呈现出多元交汇、多点开花

的趋势。从产业规模看，2022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产出已达 33,008 亿元，增加值约 13,092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5.9%和 6.9% [2]。其中，体育服务业(体育赛事、健身休闲、体育旅游等)比重不断上升，成为推动产

业增长的重要动力。体育与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之间的融合催生出大量新业态。多地市以体育 + 旅游

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推出体育旅游示范区、精品赛事，逐步推动体育活动、文化演艺与旅游产品

的深度联动，从早期简单的“景区 + 体育项目”叠向更深层次的产品链协同 + 产业链整合的高级融合

演进，逐步形成体育赛事、休闲运动项目、康养体育、乡村旅游等在内的复合型文旅体融合格局。 

2.2. 徽州地区融合实践 

徽州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古村落群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和旅游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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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代表。近年来，徽州积极利用其独特的文化生态与自然禀赋，以体育赛事活动为抓手探索产业融合，

构建起“赛事即传播、文化即体验”的融合路径。徽州古城马拉松将比赛线路与世界文化遗产村落、自

然景观有机结合，形成“赛事 + 景区 + 文化”的三位一体模式。组织地方非遗表演、地方美食展销、

文化研学等活动，提升游客的文化获得感与消费黏性，推动旅游产业由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型升级。 

3. 存在问题 

在政策的推动和当地共同作用下，体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取得初步成效，但在实践中仍面临

诸多挑战。 

3.1. 产业融合深度不足 

部分旅游城市对“体育、文化、旅游”的理解仍停留开始阶段，缺乏对内容创新与产品延伸的意识，

难以形成稳定的产业链条。在景区举办体育活动，赛事结束后体育与旅游间缺乏互动，难以形成常态化

的融合产品。这种简单叠加的模式导致产业链延伸不够，未能充分释放体育旅游的综合效益。我国体育

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成熟的模式输出与可复制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融

合推进的速度与质量。各产业要素之间仍未真正实现协同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仍有提升空间。 

3.2. 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 

体育文化和旅游的跨界融合对从业人员提出更高素质与复合能力的要求。目前这方面的人才培养相

对滞后，既懂体育又懂文化旅游运营的人才稀缺，无论是赛事策划执行、文化内容研发还是市场推广，

都缺少高素质的专业队伍支撑，人才短缺直接影响了产业融合创新的能力，不利于项目的长远发展，一

些民族地区和基层单位由于人才不足，难以开展多样化的体育活动和文化项目[3]。 

3.3. 文化表达单一 

体育文化产业融合中存在对本土文化挖掘不足的问题。许多体育旅游产品的文化元素趋同，缺乏鲜

明特色，有的赛事活动流于形式，仅在开幕式增加几项民俗表演，未能将深层的历史文化内涵融入，部

分景区开发的体育项目与当地文化脱节，难以体现“文化魂”。文化表达单一使得产品吸引力受限，也无

法充分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双重效果。如果只是一味模仿其他地区的体育赛事，未能突出徽州独有

的徽派文化韵味，就无法让游客在运动中领略到徽州文化的精髓，严重削弱区域文化品牌的传播张力。 

3.4. 管理机制与保障体系不健全 

体育文化产业融合涉及体育、文化、旅游等多个行政职能部门，目前多数地区尚未建立起跨部门联

动与统筹推进的常态化协同机制，在政策规划、资源整合、项目实施等方面，存在职责交叉、协作低效

的问题。产业融合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现实中却存在投入碎片化、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而基层政府在赛事结束后常面临运营空转、品牌难以延续的问题，企业投资意愿亦因回报周期长而受限，

基础设施滞后、配套服务不完善、应急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进一步加大了融合项目的落地难度与风险。

在融合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对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保护重视不足的现象。一些以开发为导向的项目未进

行充分的可持续性评估，存在破坏文化景观、扰乱社区生态的隐患。部分旅游服务主体的专业水平与服

务意识滞后，难以满足中高端体育文化旅游市场对品质体验的需求。 

4. 对策与建议 

为实现体育文化产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实现由“结构嵌套”向“功能耦合”的转变，需要政

府、企业和社会多方协同发力，从政策、人才、文化、产品等方面推进系统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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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健全政策支持与统筹规划 

应进一步完善扶持体育文旅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从资金、土地、税费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制定

专项行动计划或指导意见，明确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和阶段性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部门协同。在全国

或区域层面建设文体旅融合发展示范区，以项目试点的方式探索可复制经验。在地方层面，建立文化、

旅游、体育等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定期会商解决跨部门问题，形成推进融合发展的合力。通过科学规

划，将体育设施建设、赛事布局与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有机结合，避免各自为政和重复建设，为产业融合

营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4]。例如，依托黄山市“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与“世界文化遗产核心景

区”双重身份，申请设立省级“徽州文体旅融合试验区”。在西递–宏村片区试点“体育文化遗产线路”，

分阶段完善越野步道、骑行绿道与服务驿站。 

4.2. 培养与引进复合型人才 

人才结构滞后已成为制约体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重要瓶颈。推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体系的改

革，设立体育文化产业管理等交叉学科的专业，培养既掌握体育赛事运营又懂文化旅游开发的综合型人

才。鼓励产学研合作，依托知名体育院校和旅游院校共建实训基地，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综合能力[5]。
面向在岗人员建立多层次继续教育体系，推进文体旅融合职业培训认证，推动赛事经理人、文旅策划师、

文创设计师等新职业标准实施。政府还可通过人才引进计划，吸引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和管理团队

来到重点旅游城市任职。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对在体育文旅融合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者给予表彰和补助，

营造人才扎根的良好氛围。例如，与黄山学院、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共建“徽州传统体育与旅游

管理”本科方向，课程模块包含徽派非遗、赛事经济与乡村运营实训。扶持黟县体育中学、黄山旅游学

校挂牌“赛事导游”特色班，引入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担任企业导师。 

4.3. 深化文化内容转化与产品设计 

体育文化产业要避免“同质化”，关键在于凸显本土文化特色。推动体育文化产品从“浅层呈现”向

“深度叙事”转变，关键在于挖掘本土文化资源的参与价值与情感价值，系统梳理当地的历史文化、民

俗风情和传统体育资源，将其融入产品设计之中。建议赛事主办方在内容策划阶段引入文化学者与视觉

设计团队，提升文化叙事的系统性与视觉呈现的符号性，使游客不仅成为赛事观众，更能成为文化体验

的主动参与者。鼓励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体育旅游结合，将民间武术、舞狮、抬阁灯会等融入景区

定期表演或游客互动体验项目，使游客在参与体育活动的同时领略传统文化之美。开发体育文化创意产

品，将地方体育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结合，推出纪念品、装备服饰等衍生产品，延伸游客消费链条。推

出以徽州民俗体育为主题设计的文创玩偶、明信片，使体育旅游不仅有“看点”“玩点”，还有“买点”，

进一步凸显文化价值。通过内容创新，摆脱千篇一律的活动形式，打造“一地一特色”的体育文旅品牌，

增强产品竞争力和文化含量。例如，在徽州古城马拉松中融入“徽杭古道”和“徽州府试帖”两段情景

剧，沿途设置徽剧快闪点与木刻版画体验站，增强沉浸感。 

4.4. 打造品牌赛事与综合节庆平台 

有计划地培育和打造一批可持续运营、具有地域识别度的品牌赛事。一方面，扶持本土特色赛事做

大做强，争取升级为国家级乃至国际知名赛事。以徽州为例，可将“古村落定向越野赛”“徽州古城马拉

松”等升级包装，形成系列赛事，提升赛事知名度和吸引力。通过专业运作和市场推广，将其打造成城

市名片和旅游热点。另一方面，创办融合多种元素的体育文化旅游节庆活动。例如举办“徽州体育文化

旅游节”，将体育赛事、美食集市、非遗展演、文旅展销、研学课程等板块进行整合，形成多时段、多业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5.133043


孙明明 
 

 

DOI: 10.12677/aps.2025.133043 313 体育科学进展 
 

态、多人群的复合型文旅消费平台。在品牌打造过程中，要注重品质和口碑，通过多年持续投入和完善，

使活动形成固定粉丝群和市场号召力[6]。同时，积极申报承办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全民健身活动等落户

具有文化特色的城市，以大型赛事辐射带动区域旅游发展。 

4.5. 推动产业协同与运营模式创新 

推动体育公司、旅游企业、文化机构在产品开发、运营管理、数据分析等环节展开深度合作，打通

行业壁垒，实现优势互补。旅游企业可与赛事公司、体育俱乐部联手开发“体育旅行”产品，比如针对马

拉松爱好者设计“赛事 + 旅游”套餐，提供报名、交通、住宿一站式服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景区景

点可以引入专业体育运营团队，常态化开展户外拓展、定向寻宝、健身营地等项目，丰富景区业态。支

持景区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建设智慧体育旅游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游客兴趣，推出个性化的体育旅游

路线推荐。创新营销方式，通过自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手段宣传体育文旅产品，培育网络热点。同时，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展会的平台作用，利用每年的体育文化博览会、体育旅游博览会等活动，加强业内

交流合作，促进项目对接与投融资洽谈。通过资源整合与商业模式创新，催生更多元化的文体旅融合业

态。政府层面可设立文体旅融合发展专项基金，鼓励社会资本投向这一领域，为创业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4.6. 完善基础设施与服务保障体系 

文体旅融合的可持续性发展基础在于空间载体的完善与服务环境的提升。建设和提升户外运动场地、

步道、自行车道、营地等设施，完善景区内的体育服务功能；改善交通条件和标识系统，方便游客在目

的地内的移动和参与活动。同时，加强赛事期间的人流疏导、应急响应、住宿接待、医疗救援等配套服

务能力，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与标准化流程体系，提升大型体育文化活动的公共管理效能。同时，要注

重环保和文物保护，在开发利用自然和文化资源时坚持可持续原则。制定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影响评估

机制，在赛事路线选择、游客容量控制等方面做好规划，防止由于过度开发给环境和文物造成损害。提

倡绿色办赛、文明旅游，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赛事组织和游客教育中，确保体育文化旅游的长期健康发

展。最后，应设立游客反馈评价机制，引入第三方质量监测体系，从数据中优化产品、提升服务，以形成

良性循环的服务生态系统。 

5. 结语 

体育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不仅是实现体育强国和文化强国的重要路径，更是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与文化

创新传播的战略抓手。徽州作为文体旅融合的先行区域，其实践经验对全国具有借鉴意义，未来应在政

策引导、人才支撑、文化创新与技术赋能多方面协同发力，形成以体育为引擎、以文化为灵魂、以旅游

为载体的高质量融合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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