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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克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形态与方略举措专题研究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的历史交汇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

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既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

战略抉择，也是新发展阶段下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1］。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的新成果，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

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2］，对“十四五”时期推动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体育产业是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必须进行产业转型与升级，以扩大体育内

需为战略基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助力形成“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面对国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

严峻、国内市场需求持续扩大等多重影响，体育产业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

风险，如何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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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而做出的战略决策，对推动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指导价值。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

阐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形态，提出相应的方略举措。进

入新发展阶段，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根本遵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建立完

整的体育内需体系，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引领，参与国际体育治理和促进产业融合。“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下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把实施扩大体育内需战略与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结合起来，着力

提升体育产业发展的质量与效率，同时要以扩大体育内需为战略基点，加大体育领域投资力度，培育多

元体育消费业态，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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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为当下体育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时代背景

2020 年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2020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提出，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较大的不确定性，

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 年 9 月 1 日，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指出，推动深层次

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

大动力。2020 年 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要求，“畅通国内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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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2021 年 1 月 11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

略任务。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将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

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就国际环境而言，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

开始陷入衰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拓

展，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

面临极大挑战，需要积极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就

国内经济发展而言，我国历经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

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19 年，我国 GDP 总量接近

100 万亿元人民币，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第一大国

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

的经济基础。同时，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市场潜力巨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这些都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

就历史渊源而言，新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经历了早期

工业化（1949—1978）、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民经济调

整（1978—1988）、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形成（1988—

2006）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确立（2020— ）等发展阶

段［3］。就理论逻辑而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

出不仅有经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大国经济发

展等理论支撑，也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

滋养，更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4］。

就现实需要而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应对

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

需要，更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策略［5］。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旨在促进经济活动的畅通与

连续，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充分

发挥我国市场大和人口多的优势，通过发挥内需潜

力和强化国内经济大循环，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更好联通，形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全

球大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以扩大内需为

核心的国内大循环与对外开放的国际大循环是辩证

统一的，畅通国内大循环是前提，而畅通国际大循环

则是支撑和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说：“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

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

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

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6］

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逻辑与战略地位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

动力的攻关期［7］。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是新时代体育强国

建设的具体体现，也是助力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的重要内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落脚点都是发展，“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战略引领作用，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内在要求。“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要以构建现代体育产业体系的目

标为指引，紧紧围绕人民的体育需求，着力解决体育

产业发展中的短板问题。

2.1　体育产业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

逻辑

第一，体育产业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由

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现阶段，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包

括更多更高层次的体育需求，而要化解体育产业发

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积极融入“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来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

国体育市场主体不断扩大，体育的消费潜力释放加

快，体育产业规模在 2019 年接近 3 万亿元，成为国民

经济重要的增长点之一，预计到 2025 年，中国体育

产业总规模将达到 5 万亿元。2019 年，我国体育消

费市场规模达到 11 654.8 亿元，“十四五”期间我国

居民人均体育消费支出将不断增加，体育消费市场

将有更大增长空间，体育消费在居民消费中占据重

要地位且具有巨大潜力，有利于形成国内大循环。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时代发展的题中之意，

不仅体现了经济结构转型与优化的时代要求，也是

应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具体实践，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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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

第二，体育产业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高

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根本要求。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体育产业发展结构高级化、效率

最佳化和价值最大化的有机统一。体育产业发展结

构体现的是体育供给与体育需求之间的适配性，体

育产业发展效率体现的是体育产业整体的有机性，

体育产业发展价值体现的是体育生产服务过程的创

造性，新理念是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遵

循。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体育消费升级的

保障，构建完善的体育产业内需体系，促进体育消

费，扩大体育市场，需要体育供给与体育需求平衡发

展。目前，我国体育产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面

临的外在环境和内生动力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

通过不断完善体育产业体制机制、增强体育科技创

新能力、优化体育产业结构、协调区域体育产业发

展、加快培育体育消费增长点、提高体育产业的开放

与融合水平等途径来推动体育产业积极融入“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在体育供给层面，推动体育用品

制造业转型与升级，加强体育服务业与相关产业融

合发展，继续深化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

优质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着力提升体育产业发展

的质量与效益。在体育需求层面，以扩大体育内需

为战略基点，加大体育领域投资力度，培育多元体育

消费业态，激发人民群众的体育消费潜力，拓展体育

消费空间，不断促进体育消费升级和扩大体育消费

规模，满足人们的多元体育需求。

第三，扩大体育消费是构建体育产业内需体系

的重要内容。我国体育产业具有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的基础和潜力，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线上

赛事、线上体育培训、直播健身、直播带货等新型商

业模式，激发人民群众的体育消费热情和养成体育

消费习惯，推动“体育 +”向纵深发展。体育消费的

形态不断迭代，扩大体育消费成为促进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中明确将体育与文化、教育、人才并列，体育

成为四大强国目标之一。体育与健康、文化、旅游等

并行，成为需要提质扩容的消费领域。国家体育总

局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体育产业的影响，发布了

《促进体育消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开展促

进体育消费试点工作，确定了 40 个国家体育消费试

点城市和 49 个不同类型的体育服务综合体。各试

点城市也积极出台体育消费政策，通过发放体育消

费券、建设体育特色小镇、打造体育服务综合体等方

式来扩大体育消费和发展体育产业。2020 年，约有

16 个省及相关地市组织发放了体育消费券，参与市

场主体 5 000 多个，体育消费人次超过 1 100 万，财政

资金投入超过 9 亿元，拉动体育消费近百亿元。为

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要

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以国内体育市场为主的新发

展格局，将体育消费潜力转化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内生动力。

2.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引领作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关门封闭的国内循

环，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还需要发挥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引领作用，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中推动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8］。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将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起到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当前，我国体育

产业的整体规模不高、资源配置效率低、产业结构有

待完善、技术创新能力弱，需要在“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引领下，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同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强调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一带一路”倡议引导下，

充分依托国内体育资源与产业优势，加强与沿线国

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和推动体育全球化进程，完善国

际体育治理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对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引

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重要条件。“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发挥内

需作为经济发展主引擎的作用，利用国内市场规模

大的优势，以内需带动国内经济转型与增长。构建

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模式，有利

于在体育产业领域内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利用

体育市场的规模优势，扩大体育消费与体育领域投

资，提升国内大循环的带动作用。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需要以辩证和长远的眼光

辨析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加快实现体育产业制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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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产品创新等一系列创新，实

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是高水平开放的发展，不仅需要与其他产业融合，

还要与体育消费需求相匹配，培育新的体育商业模

式和新型体育消费业态。同时，要积极融入国际体

育发展之中，以“一带一路”为重要支撑，充分利用

国际体育市场，通过举办国际赛事等多种渠道来推

动我国体育产业走出国门，大力提高我国体育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

第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方向。“十四五”时期，“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科技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新型消

费体系，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和现代化的产业体

系［9］。国内体育产业发展的大循环涉及供给和需求

两方面，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强大的国

内体育市场和体育内需体系，其重要特征是体育供

给侧与体育需求侧的适应，主要通过改革与创新来

提升体育服务与产品的质量、效率和效益，而高质量

的供给需要依靠有效需求来实现。我国体育市场的

潜力巨大，发展体育产业不仅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需

求，而且要以体育消费需求为导向配置体育资源，顺

应体育市场发展的基本规律。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为主构建体育产业发展新格局，就是为了更好发挥

体育内需体系对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撑

作用，形成体育需求牵引体育供给、体育供给创造体

育需求、供需平衡的质量发展新格局。

3　新发展格局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形态

3.1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国

际环境

当前，伴随着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世界

正经历大变革与大调整，世界多极格局逐步形成，国

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单就世界经济而言，

2008 年以来，世界经济陷入疲态，2019 年世界经济

增速仅为 2.47%，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剧世界经济衰

退，2020 年全球贸易缩水 13%～32%，国际经贸摩

擦加大，外需严重萎缩，国际大循环的外部环境已然

发生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世

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分析，作出了“世界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深刻理解“变局”的丰

富内涵和牢牢把握“变局”给体育产业带来的重大

机遇，对于分析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环

境具有重要意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下，全球产

业链和供应链政治化倾向严重、贸易和债务争端加

剧，各国之间的产业竞争逐渐激烈，世界体育产业同

样在面临发展机遇同时，又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不确

定性。国际奥委会、国家足球联合会等国际体育组

织也遭遇了财政资金短缺、成员国参与意愿减弱、议

题政治化、协作难度增加等问题。全球经济态势走

低这一趋势必然导致全球体育产业在消费和投资两

方面受到冲击，受此影响，世界主要职业体育联盟、

联赛所面临的诸如全球专业技术人才价值降低、体

育赛事版权下滑、赞助商续约困难、劳资纠纷等问题

也将不断凸显。欧洲和北美地区举办国际体育赛事

的增长速度放缓，预示体育行业已趋于饱和，一些体

育大国将把工作重心转向国内，主要集中在国内大

众体育开展、国内赛事和本土职业联赛、健康运动促

进等领域［10］。我国体育产业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

相比，尤其在国际化程度上还相差较远，主要是依靠

引进国外赛事 IP、知名职业联赛等方式来扩大体育

消费，而国内的体育企业很难在国际体育市场中拥

有话语权。

体育产业的发展程度能够体现综合国力的发展

程度，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

推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清醒地认识到国

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把握新格局所带来的重

大机遇，借机开拓世界体育市场，引进世界高端体育

人才，并购世界优质体育资产，有利于发挥我国规模

和内需优势，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同时，与一些国

家体育组织合作，引入国际体育赛事，让有实力的中

国体育企业走向世界，有利于传播中国体育文化、讲

好中国体育故事，引领国际体育产业发展。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国内环境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发展环

境、发展条件、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都发生了重大转

变，我国正从大国向强国迈进，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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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1］。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历经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

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2019 年，我国对世界经济

的贡献率达 32.37%，但自 2010 年以来，来自国外的

需求不断减少，贸易依存度经历了 10 年的连续下

降，2019 年降至 31.84%，商品服务出口占 GDP 的比

重降至 18.42%。2019 年，我国人均 GDP 达 1.03 万亿

美元，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来自投资和消

费两个方面的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特别是更加依赖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增长。推动高质

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保持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

然要求。

我国已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

阶段，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向型向以内循环为主进行

转变，对体育产业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推动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赋予体育产业的新使命，

是建设体育强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举措。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推动

下，力争到 2035 年将体育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体育产业面临着

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体育产业发展迎来了强

劲的国家政策支持、数字经济赋能、人口红利和城市

化进程加快、体育消费需求增加、体育新业态的出

现、群众体育参与意识增强等发展机遇；另一方面，

体育产业发展面临着新运动项目争夺传统体育项目

的消费者、新型多元素娱乐项目争夺体育消费者、跨

界转播平台造成的专业性和专注度下降、消费总时

间约束和娱乐消费总量停滞等新挑战［12］。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国家对发展体育产业的政

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体育产业发展迅猛，但发展模

式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外需拉动和规模扩张，体育产

出结构与体育需求结构不匹配，主要表现为体育产

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体育产业结构和城乡区域

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

生活需要［13］。2019 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

出）为 29 483 亿元，增加值为 11 248 亿元［14］，增速远

远高于同期全国整体 GDP 的增长速度，凸显出巨大

的市场潜力和空间，但在国民 GDP 中仅占 1.14%，与

2025 年的“总规模达到 5 万亿元”和 2035 年“体育产

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发展目标仍有很大

差距。我国体育产业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影

响，在城镇乡村间、东中西部区域间的发展极不对

称，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体育资源投入较少，体育产

业发展明显落后。解决新时代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

出现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需要贯彻新发展

理念，基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体育消

费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形成强大的国内体育市场，以

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体育产业

质量和产业效益，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3.3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

实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各国面临供给不畅和需求

不足的双重压力，多数国家面临着比全球金融危机

时期更为严峻的发展难题和增长冲击。在全球体育

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的不断肆虐对全球

体育产业价值链和供应链造成了相当规模的影响，

形成了全球性的体育产业供给冲击。疫情对体育产

业供给侧的冲击具体体现为 3 个方面：一是体育产

业供给侧冲击的短期性，体育产业从全面停摆、全面

停业到基本恢复、全面开放持续时间为 3 个月左右，

疫情造成冲击表现为持续时间的短期性；二是全球

性，疫情不仅仅是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影响，更是对全

球大多数国家造成较大冲击，从而使全球的体育产

业链遭到严重断裂；三是高强度性，疫情本身的高

传播性和危害性使得对体育产业的短期影响是致命

的，造成了对体育产业供给侧冲击的高强度性。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正处在高速发展的

中国体育产业造成了很大的短期压力和负面影响，

线下健身休闲产业近乎停滞、体育旅游业和冰雪产

业损失惨重、商业体育赛事和职业体育赛事被迫延

期或取消、体育培训与教育被叫停、体育用品制造与

销售等中小体育企业面临着经营和生存的巨大挑

战。《2020 年广东省足球产业研究报告》的数据显

示：2020 年，广东省足球产业产值总规模最终测算

结果为 166.57 亿元，比 2019 年减少 22.24 亿元，下降

11.8%，产业规模缩水 82.42 亿元。由北京奥运城市

发展促进会等多家单位联合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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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肺炎疫情对中国冰雪产业的影响调查报告》

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冰雪运动影响特别

明显，全国共有 130 个冰雪相关的比赛、活动等因疫

情取消，在 202 家参与调查企业中有超过四成的企

业同期收入下降 50% 以上。

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六稳”举

措，针对困难中的企业出台了诸多扶持政策。地方

政府也深入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利用制度优势，发挥

积极性和创新性，针对体育产业发展所遇到的问题，

出台了一些帮助体育企业复工复产的帮扶政策，为

体育企业减轻“负担”。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

击，体育企业也积极开展“自救”，化疫情之危为创

新之机，通过产业升级和创新商业模式，利于互联网

技术从线下走向线上开展经营活动，不断提高自身

的生存与发展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期内对我国

体育产业造成了冲击，但不会改变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基本趋势，反而推进了体育产业数字化进程，

催生了体育产业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3.4　数字经济兴起：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机遇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

经济形态，早已渗透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逐步

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有利于产业跨界融合和提高

产业效率。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20 年 7 月发布

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年）》显示：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5.8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6.2%，其中产业数字化加速增长，增

加值约为 28.8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29.0%，服务业

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37.8%［15］。当前，我国迎

来了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以区块链、5G 通信技

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飞速发

展，促使数字经济成为助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动力。

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进行深度融合，能够提升

体育产业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为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发展动力。福建晋江市出台政策，推动

361°集团与百度跨界联合成立“大数据创新实验

室”、安踏与乐视体育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构建智

能运动生态系统等，通过数字经济赋能来实现体育

用品制造业的跨界融合。我国的互联网体育用品年

消费额由 2014 年的 973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1 949

亿元，两年间消费额增长了 1 倍。阿里体育公布的

2018 年“双 11”全民体育消费数据显示，仅活动期间

阿里旗下两大电商平台体育消费总额就超过 60 亿

元，成交人数达 2 000 万，相比上一年的数据，总额增

长 17.6%，人数增长 11.4%。疫情成为考察当下体育

产业数字化经营能力的试金石，经历此次疫情，让人

们更加了解科技创新的地位与作用，科技创新引起

体育产业的市场变革，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和推动产

业数字化已成为共识。一些体育企业在疫情期间采

取数字化经营，积极拓展线上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对

冲了疫情的负面影响，彰显了产业数字化的便利与

魅力。

就短期影响而言，为应对疫情冲击，体育消费需

求被迫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直播健身、线上健身培

训、体育用品网上销售等线上销售模式快速发展，满

足了人民群众的个性化和多元化体育消费需求。疫

情期间，人们更加重视居家健身，消费者购买居家健

身类器材持续高涨，不少健身用品企业通过创新销

售方式，业务甚至好于往年同期。苏宁易购数据显

示：2020 年上半年，我国家用健身器材销量同比增

长 269%，其中瑜伽垫、呼啦圈、哑铃销量同比增长更

是高达 332%、391%、500%。就长期影响而言，疫情

助推体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让更多的体育企业提

高线上办公或经营能力，线下和线上融合成为不可

避免的发展趋势［16］。数字兴起为体育产业数字化

发展提供动力，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与互联网经

济规模成为新时代催生“互联网 +”体育产业新业态

的重要资源。互联网作为一种应用科技手段，与体

育产业相结合诞生出线上线下互动的新模式，为体

育产业发展创造多种“互联网 + 体育”的应用场景。

阿里体育依托以阿里的数字经济生态帮助整个体育

产业升级，以专业的体育产业团队，利用互联网链接

各类生态合作伙伴，构建赛事运营、商业开发、版权、

媒体、票务等全新体育服务生态，联动产业上下游实

现服务模式创新。

“十四五”时期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

变革，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家战略下，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要以体育科技创新为引

领，不断提升体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

水平，全面开启技术升级、质量升级、产品升级、功能

升级的全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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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方略举措

4.1　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面对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

最大积极变量［17］。2021 年起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发展阶段，体育产业在新发展阶段

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体育产业

体系。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的体

育工作主题，是以创新为驱动力、协调为内生力、绿

色为循环力、开放为外生力、共享为持续力的发展。

新发展理念回答了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方式、动力、

路径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成为未来体育产业发

展的根本遵循。总之，新时代中国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要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坚持创新发展，开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

坚持协调发展，提高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力；

坚持绿色发展，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循环力；

坚持开放发展，培育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外生力；

坚持共享发展，加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力。

4.2　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牵引，参与国际体育

治理和促进产业融合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要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牵引，建设更高

水平开放型体育产业新体制，积极参与国家体育治

理，优化国际体育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我国体育产业

的全球竞争力，促进世界体育共同发展繁荣，为增进

人类福祉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18］。体育产业

需要各领域、各部门的共同努力，集中多方资源，培

养多方体育市场主体，提高产业开放程度，解决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近年来，我国引

进了 F1 中国大奖赛、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

环球马术冠军赛、ATP1000 网球大师赛等国际赛事，

在“引进来”的国际化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国际体育赛事，也为我国的体

育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契机，特别需要培养一批具

备国际赛事运作能力的体育企业。在体育产业发展

的实践中，各级各地体育部门应坚持开放发展的理

念，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更好结合，积极借

鉴国外发展经验，提升体育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第一，发展体育产业，必须坚持“开放”的发展

理念，积极参与国际体育治理体系改革，吸引更多国

外知名体育企业或体育组织，同时支持国内体育企

业走出去，促进双赢的国际合作。以全球视野和战

略思维，充分吸收国际国内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

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特别是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来

带动“全球化”，构建体育产业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在体育产业的承接、转移、分工与合作、体育产业的

投资与合作、跨境体育用品产业园区的集群化发展

等方面取得发展。第二，新时代要求政府转变独立

办体育的格局，转变体育产业发展方式，鼓励社会力

量积极参与，培育多元体育市场发展主体。体育财

政部门应共同设立中国体育产业投资基金，由政府

出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制定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

务目录和标准，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第三，

利用数字经济，促进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

推动 5G 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与体育

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网络 + 体育”，提升体育

产业质量，不断推出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扩大

“体育 +”和“体育 +”思维，实施“体育 +”运动，推动

体育产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医疗保健、金融保

险、广告展览、网络媒体等产业融合发展。

4.3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建立完整的体育内需

体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

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

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发

展体育产业也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建立完整的

体育内需体系，释放国内循环的体育市场潜力，积极

推动体育消费回升。一方面，在“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下把扩大体育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

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资源与市场，重点从体育投

资主导向体育消费主导转向。“十四五”时期，加快

构建完整的体育内需体系不仅要发挥好投资对优化

体育供给结构的作用，更要发挥体育消费在体育产

业中的拉动作用，建立体育消费体系，通过线上线下

融合等多种方式支持体育产业恢复发展，特别是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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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育消费领域，形成更多新的增长极和增长点。

各级各地政府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体育产业

政策，优化体育消费环境，促进体育消费试点，推动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另一方面，以全面

深化改革为动力，实现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与需求

侧管理的动态协同。破解体育产业中不平衡和不充

分的发展问题，需要深化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施产业创新驱动、促进产

业跨界融合、补齐产业发展短板等途径来优化体育

产业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提高体育制造

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体育服务业、提高体育竞

赛观赏体验、提高全民健身场地供给能力等来协调

推进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均衡发展，破解体育产业

结构性矛盾，以满足需求结构升级要求［19］。满足人

民群众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体育需求，需要紧扣体育

产业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构建

现代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居民消费

水平、激发国内消费潜力、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

等途径来加强需求侧管理，营造新需求带动新供给、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好局面［20］。

4.4　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体育产

业数字化转型

体育产业数字化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

字技术与体育产业相融合，提升产业效率的发展过

程，有助于构建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对于推进体育消

费提质增容，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具有一定意义。第一，积极打

造“数字政府”，优化政府服务与治理。步入数字经

济时代，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要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完善顶层政策设计，以“数字化”

为重点，推动“放管服”改革，推动“互联网 + 政府服

务”“互联网 + 市场监管”等模式，还要大力培育壮

大“双创”与平台经济。第二，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

掌握关键技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下，实现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重视体育科技自主创新的能

力与水平，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

发展，这需要夯实体育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数字基础

设施和掌握关键数字技术，促进人工智能、5G 技术、

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体育产业深度融合，打

造智能体育。第三，要发挥多元主体参与作用，构建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我国要培养体育产

业领域的数字经济人才，出台数字经济人才吸引政

策，搭建体育产业人才创新服务平台，使更多的数字

经济人才汇聚在体育产业领域。第四，应对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体育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体育

企业要充分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把数据作为一种新生产要素的价值，与人力、资本等

要素融合起来，以数字化思维提升管理水平，实现业

务“上云”和管理“上云”；体育企业要基于互联网体

育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在体育产品创新、商业模

式等方面多做思考，通过“互联网 + 体育”的发展模

式，推进线上与线下深度融合，扩大优质体育产品供

给，促进体育消费升级，实现体育产业链和创新链精

准衔接，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5　结语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乃至更长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遵循原则，为推动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战略方向。推动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体育强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推动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要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引领，抓

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扩大体育内需为战略基点，促

进体育供需动态平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既

要推动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也要加强体育需求侧

管理，既要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

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唯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畅通

国内经济大循环，融入国际体育市场，充分利用两个

市场和两种资源，构建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和新型

体育消费体系，方能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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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croscopic Form and Strategic Measures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SHEN Keyin1，2

（1.Sport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Build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is the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nd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guiding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expert interviews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time background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analyzes the macroscopic form of 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gic 
measures. Studies suggest tha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t should follow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regard the domestic big cycle as the main body, 
establish a complete sports domestic demand system，and als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governance and promot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guided by a higher level of opening up.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under the new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we should combin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for sports with the supply-side reform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seize the strategic basis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for sports, increase investment in sports, cultivate diversified sports consumption formats, and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sports indust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sports 
domestic demand; sports consump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