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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王军，陈元欣，李国，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体育产业阻滞表现、畅

通机制与保障措施

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扭住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阻滞，补

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

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1］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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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成为“十四五”以及未来较长一段时

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在此背景下，

体育产业如何顺应新发展格局，实现《体育强国建

设纲要》中提出的“到 2035 年，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

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以及如何落实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

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要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体育消费需求”成为学术界关

注的焦点。

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在国内国际产业链上存在

众多阻滞，面对国际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国内需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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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在界定“双循环”新格局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

探讨体育产业的阻滞表现、畅通机制与保障措施。研究认为：(1)我国体育产业国内大循环阻滞表现在

供给侧、就业要素层、资源要素层、需求侧4个方面，其中，供给侧表现在技术投入、产品与服务以及政策

制度供给环境方面，体育产业国际“双循环”存在的阻滞表现在体育产品与服务、技术、资金3个方面；

(2)“双循环”格局下畅通体育产业阻滞的作用机制体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体育产业供给体系机

制、需求侧改革提高居民体育消费能力机制、创新驱动体育产业技术进步转化机制等方面；(3)“双循环”

格局下畅通体育产业阻滞的保障措施：持续深化体育产业“放管服”改革，加快实施体育产业需求侧改

革政策，推动实施体育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进体育产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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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持续扩大等多重影响，从学术界对体育产业发展

“供需结构失衡”的共识出发，探讨体育产业阻滞表

现、畅通机制与保障措施，加快构建体育产业形成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高

质量发展格局已成为时代所需。

1　“双循环”新格局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

2020 年，中央提出“双循环”战略，学术界针对

这一热点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其中科学内涵是研究

重点。综合而言，针对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外循

环”通常从以下两种角度进行解读。其一，从国民

经济核算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内需”，相应地

将外循环理解为“外需”［2］；其二，从产品市场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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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供给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

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将外循环理解为向国

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3］。陆

岷峰［4］认为，国内”大循环”的重点是扩大内需。徐

奇渊［2］指出，经济双循环作为供给侧改革的延续，不

再是简单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涵盖了经济生产、贸

易、分配、消费等环节。付万军［5］提出，双循环是为

了统筹协调国内外总体形势。国内“大循环”的发

展重点是充分挖掘国内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以及释放

国内需求潜力，而国际双循环是指充分利用国际市

场和国际资源，充分发挥国内比较优势，形成规模经

济。周跃辉［6］指出，国内大循环的过程包括生产、交

换、分配、流通 4 个环节，涵盖了商品、资金、要素 3 方

面的循环；国际双循环主要指货物、要素和外汇进

出国内的过程；经济的双循环在于内外部市场和资

源的全面、广泛、深层次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融合

发展。吕秀彬［7］认为，双循环是以满足内需为中心

和出发点，依托国内大市场的优势，促进生产、交换、

流通、分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分工

与合作，促进国内外市场双向互联互通。一般认为，

“双循环”是指在国际大环境发生变化之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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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双循环”力求改变外向型经济主导的

发展格局，形成内外经济循环促进，和平增长的新发

展格局［9］。

综上所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内涵可以表述为：以国内居民体育消费

需求为出发点，以政府深化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为

重点，深化体育产业结构升级，旨在通过体育产品与

服务的高质量供给创造国内体育消费需求，并在国

内良性循环中实现体育产业合理分配、流通，同时以

国内巨大的体育消费市场引导体育产业高质量供

给；在体育产业的国内“大循环”基础上，通过参与

国际规则制定、与国际高水平赛事合作、适应国际体

育环境、培育体育产业国际竞争优势为目标，推动体

育产品与服务、技术、资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之间的

流动，使国内体育产业能够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发

展更高水平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进一步反哺并带

动体育产业的国内“大循环”，从而形成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全方位相互促进的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新格局。

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体育产业的阻滞

表现

2.1　体育产业国内大循环的阻滞表现

国内“大循环”主要是指体育产品和要素在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和周转，

是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构建

新型体育产业发展模式的核心是“循环”，在体育产

业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环节中，必须突破国内

“大循环”的瓶颈。事实上，在国内“大循环”的各环

节中，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均存在一定的阻滞。

2.1.1 供给侧：国内体育产业生产环节阻滞表现

就体育产业生产角度而言，主要表现在供给侧

方面的技术创新、产品和服务、政策制度环境等供给

内容。其中，政策制度环境对体育产业的生产组织

方式以及体育企业的生产效率起到重要作用。

第一，体育技术创新存在“卡脖子”问题。在我

国体育企业引进式的模仿创新发展模式下，发达国

家采取只输出较为成熟的中高端技术而保留最先进

的核心技术的输出策略，直接导致我国部分体育产

业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形成了“路径依赖”。同

时，国内体育产业自主创新意识不足，在关键技术、

核心技术以及基础元器件等方面面临“卡脖子”的

困境。以大型体育赛事的体育装备为例，随着《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总体计划和

任务分工方案》和“科技冬奥（2022）行动计划”深入

推进，我国冬季运动项目科技服务保障工作不断取

得新进展，然而在体育装备方面，仍与发达国家有较

大差距，始终面临“进口依赖”和关键技术“卡脖子”

等问题［10］。

第二，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存在结构性短缺问

题。其一，体育产业供给主体较弱，主要表现在缺少

体育产业领军企业。目前，国内体育产业总体产量

和规模较小，并且以小微企业为主，缺少具有竞争能

力和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四

经普”数据显示，体育制造业企业和体育服务业企

业中均是中小微企业占绝大部分，体育制造业中的

中小微企业占 99.34%（其中小微企业占 96.43%），体

育服务业中的中小微企业占 99.78%［11］。中小微体

育企业创新发展能力也存在不足。目前，大部分中

小微企业仍然依赖传统要素投入，体育服务业缺少

竞争力，企业自主研发及创新能力不足，特别是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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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运作模式、产业服务方式、产品品牌塑造等方面。

其二，体育健身休闲业和体育竞赛表演业作为体育

主导产业，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根据

《2019 年国家体育产业总规模与增加值数据公告》，

2019 年，我国体育健身休闲业增加值为 831.9 亿元，

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 6.1%；体育竞赛表演业增加值

为 122.3 亿元，仅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 1.0%［12］。

第三，体育产业政策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

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颁布，有效

推动了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体育产业政策

也面临着政府难以实施的问题，究其原因：其一，地

方政府在制订当地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时，不能结合当地特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特色来发

展体育产业，无法反映当地体育产业的特点和需求。

其二，在政策落实层面，部门分工不合理以及缺乏协

同联动执行合力，致使政策落实效果不佳。地方出

台的体育产业扶持文件对各部门的职责缺少明确划

分，具体分工仍有待细分和明确，部分省市缺乏针对

体育产业的联席会议机制。其三，在政策成效考量

方面，部分省份在考评体育产业发展效果时缺乏明

确的考评体系和追责机制。如在体育税费优惠、体

育企业用地、体育企业融资贷款等方面，地方政府在

政策执行方面缺乏明确标准。

2.1.2 就业要素层：体育产业分配环节存在的阻滞

表现

就分配角度而言，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

分配，具体到体育产业，主要体现在就业人口数量和

收入分布上。在体育产业分配环节中对于公平和效

率两者的兼顾程度会对消费环节中居民的体育消费

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继而影响居民对体育消费有

效需求的释放。

第一，体育产业就业率低且报酬上存在极化现

象。数据显示，2006—2018 年，我国体育产业相关

领域就业人数从 256.30 万人增加至 660.83 万人。虽

然我国体育产业就业呈现良好态势，但与发达国家

相比，潜力还未得到充分挖掘，还存在着就业结构不

合理、产业对人才吸引力不强、劳动者素质结构与体

育产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等问题。首先，体育产业

就业率较低。最近几年，全球体育产业总产值占全

球 GDP 比重约为 1.8%，其中，德国约为 3.9%（2012

年），美国约为 3.0%（2015 年），欧盟自 2010 年以来

均高于 2.0%。我国体育产业 2019 年就业人数仅占

总就业人数比重的 0.8%，比例较低［12］。其次，我国

体育产业从业者产出率较低，且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以上海为例，2017 年，单位人员的销售收入为 45.52

万元，即平均每个体育产业从业者每年可以产生

45.52 万元的销售收入，而韩国这一数据为 98.66 万

元，是上海的 2.2 倍，韩国体育服务业的单位人员产

出率更高，达到 345.64 万元，是上海的 7.3 倍［13］。由

此可见，我国体育产业整体盈利能力与国外相比还

有不小差距。

第二，我国区域体育产业发展水平不协调。当

前地区间体育产业发展差距较大，且这种差距仍可

能继续扩大。就具体产业分布的情况而言，截至目

前已经公开 2018 年体育产业总规模数据的东部省

份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地，分别对应的体

育产业总产出为 4 295 亿元、3 998.03 亿元、4 000 亿

元、2 304 亿元、1 496.11 亿元，占当地的 GDP 的比重

分别为 4.17%、1.47%、1.45%、1.3%、1.7%；山西、安

徽、湖北和贵州等中部省份分布对应的体育产业总

产出为 280.8 亿元、986.2 亿元、1 500 亿元和 213.7 亿

元，占当地 GDP 的比重分别为 0.77%、1.1%、1.26%

和 0.63%［13］；西部省份重庆、四川、陕西等体育产业

总产出分别为 423.99 亿元、1 163.86 亿元、225.17 亿

元，占当地 GDP 的比重分别为 2%、2.8%、0.9%。由

此可见，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体育产业规模较大，而中

西部等内陆地区的体育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东部与

中西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存在巨大差距，并且这种

地区间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这也导致体育产

业的成果在分配中存在不平衡现象。

2.1.3 资源要素层：体育产业流通环节存在的阻滞

表现

目前，我国体育产业要素流通受到阻碍较大，主

要体现在劳动力（职业运动员转会）、土地、人才 3 个

方面。

第一，运动员交流转会政策存在诸多限制。当

前，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不顺畅，专业运动员和

职业运动员的交流与转会限制诸多，不利于运动员

的合理流动。根据《全国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

法》规定，参加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全国综合性

运动会及单项竞赛的运动员，在代表资格协议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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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优先权期限内，经所属单位和行业协会同意并

签署交流协议，方可变更注册单位。在职业运动员

转会方面，以中国篮协为例，《运动员注册管理暂行

办法（2014）》在第六十三条中规定：“办理转会须提

交原俱乐部出具的《中国篮球协会运动员注销申请

表》。”［14］由于大部分球队是地方体育局与俱乐部

共建性质，俱乐部和体育局各占股份，导致体制和市

场纠缠不清。

第二，体育场地设施要素供给数量和质量不足。

体育场地设施要素供给数量和质量不达标已成为体

育产业传统业态和新型空间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其一，城市体育场地用地不足。因城镇化步伐加快，

城市土地资源稀缺，城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虽有所

增长，但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客观上制约了健身休

闲、体育培训等业态的发展。同时场地设施更新换

代慢，设施破损老化现象严重。其二，体育产业新型

空间建设用地指标少、项目推进难度大。在体育特

色小镇、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体育服务综合体等新型

空间建设中，因涉及用地红线、供地指标等问题，乡

镇或体育部门难以协调，造成项目推进难度加大。

其三，体育产业用地规划滞后且用地标准缺失。体

育产业用地规划滞后，不具有前瞻性和整体性，与其

他行业规划难以衔接。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如何破除

土地现有政策壁垒、获取优先规划利用权已成为亟

待破解的发展瓶颈问题。

第三，体育产业人才流通渠道不通畅。首先，供

需结构失衡。在需求方面，作为服务性产业，体育产

业建立在新服务方式、商业模式的基础上，对人才的

质量要求较高，而当前体育产业缺乏具有专业技能

的复合型人才。在供给方面，专业教练员、退役运动

员等优质人才资源，没有在体育产业发展中充分发

挥作用。虽然我国设立了“中国退役运动员创业扶

持基金”鼓励运动员就业与创业，但效果没有明显

体现。其次，在体育产业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缺乏

完善的政策体系及政策落实措施。在医疗保障、落

户、住房等方面对海外高层次体育人才、青年体育人

才等紧缺人才的支持力度不够、体育人才引入相对

困难，客观上限制了体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2.1.4 需求侧：体育产业消费环节存在的阻滞表现

消费者需要具备消费能力并产生消费意愿才能

形成有效的体育消费需求。现阶段从需求侧角度分

析，我国体育产业国内“大循环”在消费环节中存在

的主要阻滞如下：第一，体育消费规模较小。当前

我国体育消费规模、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

距，人均体育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较

低，我国体育消费还难以支撑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也难以保障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第

二，体育消费结构不合理。就整个消费结构而言，主

要表现为实物性体育消费，而服务性体育消费占比

相对较低。第三，居民体育消费意愿不强。一方面，

公共消费率偏低，挤压居民消费支出，教育、医疗、

养老等公共消费不足，使得居民个人消费存在后顾

之忧；另一方面，居民自身体育消费意识表现薄弱。

目前，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意识普遍不足，具有实际体

育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的人口较少，有效需求水平

无法支撑体育市场的健康发展。

2.2　体育产业国际“双循环”存在的阻滞表现

体育产业国际“双循环”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将

本国体育产品与服务、技术、资本投入国际市场，使

其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流通，从而参与国际分

工与合作的过程，体育产品与服务、技术、资本在国

际循环中存在各种阻滞，严重阻碍了体育产业国际

循环的顺利运行。

2.2.1 体育产品与服务进出口存在的阻滞表现

体育产品与服务的国际循环包括出口与进

口两个方面。第一，体育产品与服务出口层级较

低。2018 年，中 国 体 育 用 品 业 运 动 服 装 类 出 口

21.61 亿美元，占中国体育用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

为 11.94%；运动鞋类出口额为 22.19 亿美元，占比为

12.26%；球类出口额为 10.37 亿美元，占比为 5.73%；

训 练 健 身 器 材 类 出 口 额 为 32.12 亿 美 元，占 比 为

17.75%；其他相关体育产品类出口额所占比重为

52.32%［15］。在中国体育用品业出口产品品类结构

中，加工贸易依然占主导地位。目前，中国体育用品

一般贸易方式出口占 38.18%，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占

56.80%，其他贸易方式占 5.02%［15］。在出口贸易中，

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仍然多以加工贸易订单维持

生存，导致了中国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仍处于产业

链底端。第二，体育产品与服务对进口依赖度过高。

2018 年，运动服装类进口额为 0.37 亿美元，占中国

体育用品业进口总额的比重为 3.74%；运动鞋类进

口额为 2.29 亿美元，占比为 23.13%；球类进口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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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 亿美元，占比为 4.75%；训练健身器材类进口额

为 1.88 亿美元，占比为 18.99%；其他相关体育产品

类进口额所占比重为 49.39%［16］。就中国体育用品

业进口产品品类结构而言，运动鞋类、训练健身器材

类的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较大，进口依赖度过高，运

动服装类占比较小且有所下降。

2.2.2 体育技术进出口存在的阻滞表现

一般而言，技术的引进与对外扩散构成了技术

国际循环的主要内容。首先，体育技术引进空间受

限。目前，我国对体育智能科技和体育大数据的研

究和应用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面对日益蓬勃的

社会需求，我们在体育智能科技和体育大数据的供

给侧还存在诸多不足。第一，我们的高端体育科技

自主创新能力依然较弱，处于国际技术领先地位的

体育科技企业稀缺，在竞技体育训练和研究中实际

使用的大量科技产品主要来自引进及模仿国外体育

科技成果；第二，体育大数据的应用与发展过程中，

数据获取方式、数据维度、数据质量、数据标准、数据

安全等许多问题还需要有效解决；第三，就整体而

言，我国智能化的科技手段和体育研究的成果尚不

能充分满足竞技体育的实际需求，因此，教练员和运

动员在实际训练和比赛过程中无法做到利用科技手

段方便快捷的发现和解决问题。

其次，体育技术扩散空间受到挤压。随着我国

许多高科技手段被应用于运动员训练的各个环节，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帮助下，竞技体

育的“训练—科技助力—保障”的新模式已经形成，

并成为我国体育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因素。

但是，我国的总体技术水平相较发达国家仍有不足，

自主研发技术和拥有国际专利认证的先进技术较

少，当以技术入股形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

投资时，就会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竞标竞争，并在竞

争中处于劣势，不利于我国在海外的技术溢出、市场

开拓以及国家影响力的快速提升。

2.2.3 体育资金进出口存在的阻滞表现

体育投资资金的国际循环主要包括投资资金的

输出和输入两个部分。第一，体育投资输出方面。

近年来中国资本倾向于投资海外体育产业，主要收

购各类位于足球产业链上游的足球俱乐部。截至

2017 年，已耗资超 150 亿元人民币，收购了超过 25

家海外足球俱乐部［17］。与传统的海外投资相比，体

育投资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较高的位阶，面临的政

治风险相对较低，但是存在着东道国法律监管、国

内政策调整、文化冲突风险等。第二，体育投资输

入方面。随着体育市场全域化、全球化趋势的不断

加深，中国体育产业不仅施行“走出去”战略，更布

局“引进来”战略。从 2019 年 7 月 30 日起施行的《鼓

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加大了对文化、体育类外商

引入的支持，包括体育场馆经营、健身、竞赛表演及

体育培训和中介服务等领域，体育相关产业多次被

提及。2018 年，中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外商直接

投资合同项目 749 个，比上年增加 273 个，同比增长

57.35%；2019 年，中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外商直接

投资合同项目 804 个，比上年增加 55 个，同比增长

7.34%［16］。虽然外资已经开始积极关注中国体育产

业的发展，但总体投资结构主要在体育用品业和体

育场馆运营业，缺乏对职业联赛和职业俱乐部、职业

运动员的投资，这些体育产业的核心资源还没有引

起外资关注，不利于国际循环发展。

3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体育产业阻滞的畅通

机制

现阶段我国体育产业在国内“大循环”的生产、

分配、流通、消费4大环节，以及国际循环中的体育

产品与服务、技术、资金的流通等主要方面均存在阻

滞，制约了两个循环的各自畅通运行和二者之间的

相互促进，不利于我国体育产业加快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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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积极开展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优化体育产业供给体系，提升体育产业供给

质量；通过开展体育产业需求侧管理，积极扩大体

育内需消费能力提升；通过创新驱动体育产业升级

体育产业三大机制，疏通当前体育产业国内大循环

中关键环节的主要阻滞，并进一步在有为政府与有

效市场协同作用下畅通体育产业国内大循环（图1）。

3.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体育产业供给体系

机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体育产业供给质量提

升机制，在“产业结构优化”“创造引领”和“收入提

升”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疏通体育产业生产环节和

消费环节的阻滞，促进体育产业国内大循环畅通。

第一，“体育产业供给结构优化”效应。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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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以来，我国体育产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总

体而言，我国体育产业存在诸多矛盾和实际问题，主

要表现在供需结构失衡方面。一是有效供给不能满

足多样化需求，虽然我国体育产业规模大数量多，但

产业普遍缺乏竞争力，缺少龙头企业，产业供给结构

失衡［18］。二是供给结构缺乏合理性，不利于体育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给体

育产业的发展带来影响，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需要

继续深化，优化体育产业结构，就需要从体育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着手，扩大体育产业供给规模，提高供给

精度，从而提高供给效率。这种产业供给端结构的

持续优化，将直接促进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质量提

升，并通过产业的上下游关联作用增加整个产业链

条的中高端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疏通体育产业国

内大循环在生产环节的供给结构性短缺的阻滞。

第二，“创造引领”和“收入提升”效应。体育

产业供给侧质量优化机制通过“创造引领”和“收入

提升”效应的作用促进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

从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体育消费的瓶

颈。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以创新驱动为

引领，以消费需求为抓手，通过“标准化 +体育”战

略，提高体育产品和服务国际化标准，引导体育消

费走“正确的供给道路”，进而推动体育产业转型升

级［19］。我国消费者已经通过了消费需求的“生存阶

段”，开始产生新的消费“发展阶段”的需求，需求多

样化、个性化、精确化。通过优化体育供给侧结构并

促进体育产业升级，最终满足居民体育消费者的多

样化、个性化和精准化需求变化。体育产业供给侧

改革通过创造引领体育需求，也带来了新的体育就

业岗位，从而带来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

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将促进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从而

实现消费升级，疏通体育产业国内大循环在消费环

节的阻滞。因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侧

质量提升机制，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不仅可

以解决中国体育产业国内大循环中高质量供给结构

性短缺的问题，也可以为体育产业生产环节高质量

供给的发展提供新动力。同时也解决了居民体育消

费能力和体育消费意愿不足的阻滞问题。

图1　畅通体育产业“双循环”阻滞的作用机制

Fig.1　Smoothing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blocked sports industry under dual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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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需求侧改革提高居民体育消费能力机制

2020 年 11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发表刘鹤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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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文章指出：“从供给

和需求的关系看，要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

条主线。在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过程

中，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

基点，始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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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由此可见，第一，“需求

侧管理”是“新发展格局”这一大框架的一个组成部

分；第二，理解“新发展格局”就要把握好供给侧和

需求侧的关系；第三，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在供

给侧；同样需求侧管理也需要高度重视；第四，需求

侧管理的要点在于扩大内需。双循环核心是扩大内

需，抓手是畅通内循环、出台促消费举措、推动配套

制度改革。

体育产业需求侧改革的核心就是扩大体育内

需，提高体育消费能力，主要抓手包括居民体育消

费、政府财政支出、优化出口结构 3 方面：第一，畅通

国内体育产业大循环，主要通过“提升供给体系对

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

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进

一步促进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制度改革，把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规模作为扩大体育消费重要政策

目标，优化体育产业收入分配结构，破除妨碍体育产

业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体育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

机制障碍，放宽体育服务业消费领域市场准入等。

第二，在提高体育消费规模中，政府消费是应有之

义，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财政预算包括发行体育消费

劵，对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的支出，是辅助性的扩大

内需，需要加大比例。第三，体育产业出口是针对外

部需求，通过本国体育企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

与国际竞争，扩大产品销路。

3.3　创新驱动体育产业技术进步转化机制

技术创新可以有效地推动我国体育产业技术进

步模式由引进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促进体育

产业国内大循环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

顺利进行。创新驱动体育产业技术进步转化机制，

疏通体育产业双循环阻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供给侧改革方面，从引进模仿创新到自主创

新的技术进步模式可以有效提升我国体育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提高先进技术、关键技术和高端核心技术

的供给能力，提供解决高端重点领域技术投资的瓶

颈问题，促进体育产业升级，帮助突破供给环节的阻

滞阻碍；第二，在就业要素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对体

育产业就业人员的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可以吸引高

素质劳动力从事体育产业，进而促使劳资结构合理

化；第三，在资源要素方面，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体育

产业深度应用大量的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数字技

术，促进我国体育产业朝着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

方向发展，实现信息共享和有效对接，减少在信息、

人工、物流等方面的支出成本，提高运作效率，突破

体育产业发展流通环节的阻滞；第四，在需求侧方

面，技术进步将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居

民的体育消费能力，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同时，大

数据、5G、云计算等技术在体育产业领域的应用也

将有助于提高我国体育产业的供给质量和个性化消

费升级，打破体育消费环节的阻滞。因此，体育产业

可以通过创新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化机制，更好地满

足居民体育消费需求。

4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消除体育产业阻滞的保

障措施

4.1　持续深化体育产业“放管服”改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推进体育产业管

理体制机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阻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

诸多弊端不断消除，体育产业的规模扩大、结构优

化、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体育产业发展逐渐由粗放

型向集约型转变。体育产业发展的体制环境仍有

优化空间：第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

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产业政策精准到

位的体育产业新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作用；要进一步创新服务方式，大力推行“互

联网＋政务服务”，建立体育产业多部门联合“一站

式”服务机制，提升政府服务水平，更好地发挥政府

作用。第二，要健全职业体育发展机制，尊重市场规

律，有效发挥政府作用，促进职业联赛自我管理、自

我约束、自我发展。进一步明确行业协会与行政机

关脱钩后的权利与义务，提高行业协会自治水平，推

动行业协会发展。第三，构建体育产业多元主体参

与的治理机制。一方面，可由发改部门或体育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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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牵头，联合相关部门，针对产业发展中的痛点、难

点等阻滞问题，出台有针对性的方案。另一方面，要

调动各方力量，积极构建以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

等为主要依据的体育市场监管体系；充分利用互联

网、大数据等，加快建立覆盖体育组织、体育企业、体

育从业人员等的行业信用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共同

参与的市场监管机制。

4.2　加快实施体育产业需求侧改革政策

体育消费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没有

体育消费的支撑，体育产业就像空中楼阁，难以实现

高质量发展，更不可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为此，要在国家制定的体育消费政策基础上，深入推

进政策在地方层面的实施，准确把握体育消费发展

趋势和规律，促进体育消费增量提质。第一，地方政

府要大力发展以“三大球”和户外运动为主的传统

运动项目产业，积极培育冰雪、山地户外、水上、汽

摩、航空等新兴运动项目产业，不断丰富体育赛事体

系，引领体育消费升级；第二，地方政府要准确把握

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态势，针对消费者日新月异的

消费需求，积极培育和发展体育产业新业态，鼓励企

业围绕新业态、新需求开发体育服务和产品，创新产

品供给方式，增加体育服务和产品的有效供给，促进

体育消费；第三，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运动技能的

培养，鼓励学校、社会、家庭三方协调合作，共同推动

儿童青少年运动技能的传授和体育锻炼意识的形

成。尽快出台促进体育消费的相关政策，采取发放

体育消费券等形式，充分释放体育消费潜力。

4.3　推动实施体育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技术创新是促进体育产业供需结构升级的重要

动力，通过有效的市场扶持结合有效的政府调控，加

强体育产业链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研发，进一步完

善我国体育产业技术进步的转化机制，加快形成体

育产业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一方面，政府应综合运

用体育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财政金

融政策等对微观主体加强鼓励和引导，使其主动进

行技术创新，并提高投入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制度支持，继续强化原

发式自主创新技术进步方式，加快形成新的双循环

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

体育产业中的广泛应用，努力跨越人工智能、5G、物

联网等新兴技术壁垒，以及将其运用到体育产业实

践中的政策障碍，合理增加对符合市场需求方向、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的体育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的有效投资，优化体育产业链和供应链水平，

推动体育产业中高档产品供给增加，加快形成体育

产业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

4.4　持续推进体育产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第一，合理降低体育产品进口关税，进一步扩大

外贸，加强国内外市场的经贸合作，促进体育产品

与服务更好地“走出去”和“引进来”；第二，立足国

情，有效利用外资投资发展国内体育产业，并合理减

少负面清单，逐步开放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动力

市场；第三，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一

带一路”等平台，加强体育产业国际合作，借鉴国际

先进经验，利用国际资源，拓宽和强化国内体育产业

链；第四，深化国际体育商业环境改革，参照国际一

流标准，不断优化制度建设，确保企业公平竞争，创

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以促进体育产品与服务、技术、资

金的国际流通，加快构建体育产业双循环高质量发

展新格局。

5　小结

随着我国体育产业国内大循环的逐步顺畅，将

形成更新、更强的比较优势，有助于解决体育产业

“双循环”面临的阻滞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体育产

品和服务、技术及资金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之间的流

动。同时，我国将以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更高的产

业水平、更强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并以

体育产业“双循环”促进体育产业国内大循环的运

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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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locked Performance， Smooth Mechanism and Safeguard Measures of 
Sports Industry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CHAI Wangjun 1， CHEN Yuanxin2， LI Guo3， LI Yangfan4

（1. Xi ’an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Xi’an 710068，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China； 3. P.E，Dept，Nanjing Tech University，Nanjing 211816， China； 4. School of P.E，Sh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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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e new pattern of double circul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erformance of being blocked， the smooth mechanism and the safeguard measures of sports industry.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first， the domestic big cycle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is blocked in four aspects： the supply side， 
the employment element layer， the resource element layer， and the demand side. Among them， the blocks in supply side 
is shown in the supply environments of technology input，products and services，and policy system. While the obstacl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re manifested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sport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echnology， and capital. Second， under the double circulation pattern，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unblocking the sports 
industry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o optimize the sports industry supply system 
mechanism， the demand-side reform to improve residents’ sports consumption capacity mechanism， and the innovation-driven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orts industr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ird， under the dual circulation pattern， the safeguard 
measures for unblocking the blocked sports industry are to continuously deepen the reforms to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delegate powers， and improve regulation and services，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s demand-side 
reform policy，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continue to open the sports industry to the outside world at a high level. 
Key words：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sports industry；high-quality development；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ports consump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