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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推动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强调要进一步将我国体育产业培育

成中长期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新动力，推动体育产业

成为扩大消费需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拉动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将其打造成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1］。

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体育产业高质量研究

成果的支撑。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计量学分

析，揭示我国体育产业领域的研究脉络，厘清研究热

点及其演进态势，梳理出体育产业研究领域的知识

基础，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借鉴与参考，对推进我国体

育产业研究成果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1.1　数据来源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体育产业从无到

有逐渐发展起来，其总产值占 GDP 比例不断升高，

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辐射作用逐渐凸显。

本研究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以中国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为文献检索数据库，以关

键词“体育产业”为检索条件，共检索到 1998—2020

年间发表的 1 151 篇文献。剔除报道、访谈等非研究

型以及其他与“体育产业”这一研究领域不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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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最终获取 1 113 篇论文作为本研究的样本文

献，下载题录并保存为 TXT 格式。

1.2　数据处理

采 用 Science Evolution3.0 （SE3.0）、 COOC 6.66 文

献定量分析软件和 Excel、Ucinet 进行处理：①应用

SE3.0 合并样本文献的 TXT 文档后综合提取文档

中时间、篇名、期刊、作者、第一机构以及关键词字

段；②对各字段逐一核查后利用万能合并同义词

5.1 软件对合并后的 TXT 文档进行数据清洗；③利

用 SE3.0 从被清洗后的文档中再次提取前述字段并

制作“时间—期刊”“时间—作者”“时间—第一机

构”“时间—关键词”Excel 表格；④应用 SE 3.0 软件

依次将 Excel 表格转化为 TXT 文档后对作者、第一机

构、期刊的发文频次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进行分

析；⑤应用 COOC6.66 软件，以“时间—关键词”Excel

文档为“分析单元”制作“时间—关键词”共现矩阵

后导入 Ucinet 软件，生成“时间—关键词”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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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⑥应用 COOC6.66 软件引文分析功能从合并

后的 TXT 文档中提取参考文献并对期刊、作者、文

献被引频次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年度发文量分析

对 1 113 篇样本文献的年度分布进行计量学和

可视化分析发现，1998—2006 年，中国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数据库主要来源刊中体育产业研究论文数量

呈现出逐年攀升的趋势，2006 年达 93 篇，为历年之

最。这说明随着 21 世纪初我国体育产业的快速发

展，学界对体育产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也越来越关

注，相关研究处于快速发展态势，高水平研究成果不

断增多。2007 年论文量减半回落，此后直至 2020 年，

年度发文量在 30～65 篇之间波动。体现出我国学

者在此期间对体育产业研究虽维持着一定水平的关

注态势，但高水平的论文成果偏少。

2.2　刊载期刊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共有 97 个 CSSCI 主要来源期刊

刊载了体育产业研究成果，其中，样本文献总量的

85.90%（956 篇）刊载在体育类期刊上。排名前 3 的

刊物为《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体育科学》。对体育类期刊载文量的时序演变进

行分析发现，1998—2020 年，《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体育科学》《体育与科学》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几乎每年都刊载有体育产业

领域的研究成果，且其关注主题涉及体育产业各个

方面。《首都体育学院学报》起步较晚，2017 年始刊

载以体育产业为题材的研究成果，现已成为该领域

的主要期刊之一，年刊文量保持在 4～7 篇。而《体

育文化导刊》《沈阳体育学院学报》等在短期刊载相

关成果后，已多年未再刊发此类文献。进一步对样

本文献的被引期刊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引用频次最

高的是《体育科学》，被引频次为 398 次，其后依次为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

育学院学报》，被引频次均超过 200 次。被引用量超

过 100 次的期刊还包括《体育与科学》《成都体育学

院学报》《体育学刊》《天津体育学院学报》《体育文

化导刊》《西安体育学院学报》《中国体育科技》等

体育学领域的国内名刊。但是，国内尚无专门“体

育产业”理论研究期刊。

2.3　发文作者分析

研究从样本文献中共提取到 1 544 位作者，其中

1 269 位（占总量的 82.19%）发文频次为 1，表明其在

体育产业领域的研究缺乏延续性，尚未形成持续深

入研究的态势。就统计数据而言，发文量排名前 15

位的学者在 CSSCI 主要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体育产业

研究文献均在 7 篇以上，其以第一作者身份发文至

少 3 次，最多达 14 次，说明他们不仅是我国体育产业

优秀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也是我国体育产业研

究工作的主要带头者。国内资深的体育产业研究专

家鲍明晓是较早从事体育产业研究且持续时间最长

的学者，其发文记录始于 CSSCI 数据库有记载之年

（1998 年），且目前依然致力于体育产业的研究。另

外，黄海燕、姜同仁、任波、沈克印、史兵、张瑞林等学

者也是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领域较为活跃的研究

者。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后期体育产业研究工作的

重要参考内容，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

础，引领着我国体育产业研究的走向。值得注意的

是，这些体育产业优秀成果的研究者多为高校工作

者，研究成员结构上的单一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体育产业研究的内容突破和方法创新，不利于优秀

研究成果的应用性转化。

2.4　发文机构分析

将样本文献中不同表述的同一机构合并后共提

取到 351 个第一机构，其中发文量在 10 篇以上的有

18 家。以第一机构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中，除了

国家体育总局外，其余 9 家均为高等院校，其中，7 所

为体育专业院校，2 所为财经类大学。由此可见，体

育产业研究的主要阵地在体育类专业院校，其中，位

居首位的上海体育学院发文量占总样本文献量的

6.92%，远高于其他研究机构，成为体育产业研究领

域的领头羊。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第一机构发文量

随时间变化，自 CSSCI 数据库有记录开始，武汉体育

学院、西安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就有相关研究成

果产出；上海体育学院、国家体育总局、山西财经大

学、北京体育大学、成都体育学院和广州体育学院在

随后 3 年也陆续成为该领域研究文献的贡献机构，

安徽财经大学则在 2004 年有相关文献产出。在过

去二十几年，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北京体

育大学、国家体育总局持续承担着体育产业研究的

重任。而其他几个单位在体育产业研究中，时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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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其中，安徽财经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已多年未有

相关文献成果刊载于 CSSCI 主要来源期刊。

2.5　关键词分析

从样本文献中共检测到 1 914 个关键词，在合

并同义词、去除文献检索条件中包含的关键词“体

育产业”“体育产业化”以及“研究”“综述”等无意

义关键词后，最终提取到 991 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关

键词词条。分析显示，在这些体育产业研究文献

中，“体育市场”“体育消费”和“体育经济”“产业政

策”“体育用品”“产业结构”等 6 个关键词不仅频次

最高，中介中心性也最高。可见，这些主题在我国体

育产业研究领域中已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且与

领域内其他关键词联系密切，是各研究主题内容之

间的重要桥梁。“体育市场”这一词条，1999—2005

年间连续蝉联年度关键词频次榜首，成为社会科学

界体育产业领域学者们早期最关注的研究主题，随

后研究热度虽有所下降，但依然是该领域内的重要

主题之一。“体育消费”“体育经济”“产业结构”“产

业政策”也在早期受到研究者们重视，尽管引用频

次在不同年度表现出波动性变化，但在样本文献所

跨越的整个时间历程中，均呈现出被持续关注的态

势，不断有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产出。“体育市场”

是体育产业发展最直接的反映，“体育消费”是体育

产业发展的基础，“体育产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和国民经济最具活力的新增长点，“产业

政策”完善是体育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基本保证，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是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活

力源泉，“体育用品”是体育活动开展最基本的物质

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育特色小镇”“高质量

发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最近几年涌现的

高频关键词，成为目前体育产业领域新的热点主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 2015 年被提出以来就逐渐受

到体育产业研究领域的重视，2016 年至今，研究成

果不断增加。这些成果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的理论探

讨，未来还需从微观层面加强供给侧改革的实证研

究。体育特色小镇或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是新时代我

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新形态，被认为是未来我国体育

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抓手之一。2017 年，《国家体育

总局办公厅关于推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

通知》颁布，2018—2019 年，涌现出一批有关体育特

色小镇建设的研究成果。“高质量发展”于 2018 年

首次出现于 CSSCI 主要来源期刊体育产业文献的关

键词词条中，并在随后的两个年度成为本领域最热

关键词词条。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找出制约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矛盾、探索推动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策略将成为本领域的研究重

点。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人的

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也给包括体育产业在内

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此次疫情

对体育产业产生的具体冲击，疫情应对策略，疫情下

体育产业的发展趋势，疫情后体育产业发展的困境

与机遇等内容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话题。

2.6　文献的高被引文献分析

被引文献即文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被高频引用，说明文献的内容获得了较多研究者的

认同而被其在相关研究中引用，构成其研究的知识

基础［2］。为了解体育产业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本

研究利用 COOC6.66 引文专用软件对样本文献的高

被引文献进行了挖掘。从样本文献中提取到 8 156

条参考文献记录，对被引文献格式、内容进行校对、

合并后，获得 7 354 条参考文献。在高被引文献中，

专著类文献主要包括《体育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鲍明晓，2000）、《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鲍明晓，

2006）、《国家竞争优势》（迈克尔·波特，1990）、《体

育市场：新的投资热点》（鲍明晓，2000）等 4 本。在

所有被引文献中排名第一的文献《体育产业：新的

经济增长点》，首次提出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

的增长点的设想［3］。被引频次排名第二的《中国体

育产业发展报告》［4］，为进一步研究我国体育产业

提供了重要参考。产业集群是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发

展的主流组织模式，探索出与实际情况相符的科学

的体育产业集群组织成为体育产业界的根本任务之

一［5］。《体育市场：新的投资热点》从体育市场的基

本理论以及我国体育市场现状入手，根据当时我国

体育市场发展的优势和劣势提出了未来 10 年我国

体育市场发展目标、总体思路、发展对策，在对我国

体育用品、健身娱乐、竞赛表演、体育中介、体育彩票

等 5 大体育产业市场发展概况、存在问题等进行分

析的基础上对其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并提出相应的

对策建议［6］。

高被引文献中的教材主要有《体育产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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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体育产业概述》和《产业经济学》。《体育产业

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对体

育产业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以及体育产业发展的经济

学原理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强调要运用经济思维分

析和解决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7］。《体育产

业概述》在系统地介绍体育产业的研究对象、领域

及其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与体育产业、体

育产业结构理论、体育产业结构现状及探因、体育消

费结构与变动趋势、体育产业关联、产业组织理论、

体育产业组织形态、体育产业政策以及体育产业发

展的政策选择进行了全面阐释［8］。《产业经济学》详

细阐述产业的概念、产业形成过程、产业发展规律以

及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等产业经济学的基

本理论知识，还对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

法、过程进行了设计［9］。上述教材在 CSSCI 主要来

源期刊的体育产业文献中被高频引用充分证实体育

产业的研究需要体育产业、产业经济学等基础性学

科知识作为支撑。

高被引文献中的 7 篇期刊文献，研究内容主要

涉及体育产业发展状况、体育产业结构、体育产业

政策等不同主题。其中，《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及对策研究》《改革开放 30 年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回

顾》《“十三五”我国体育产业战略目标与实施路径》

围绕我国体育产业本身的发展问题，在不同历史时

期利用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

历程、发展现状、发展水平、发展形势、发展机遇与挑

战等进行了研究，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促进我国体育

产业发展的路径或策略［10-12］；《我国体育产业结构

与产业布局政策选择的研究》《我国体育产业结构

评价与优化对策》以体育产业结构为研究对象，前

者以体育产业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理论为理论基础对

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

探讨，后者在剖析我国体育产业所有制结构、行业结

构、层次结构、区域结构、市场结构等方面的现状和

不足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优化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策

略［13-14］；《体育产业政策体系研究》《我国体育产业

政策发展历程及其特点》以体育产业政策为研究对

象，前者对体育产业政策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探讨，后

者在梳理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发展脉络和归纳其主要

特点基础上对体育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出了若

干建议［15-16］。

政策性文件对体育产业研究工作的开展形成了

重要影响。引用频次最高的是国务院在 2014 年颁

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

意见》，其被引频次 19 次，在所有参考文献中位列第

11 位。该文件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关于体育

产业发展的“国”字号文件，文件从发展目标、主要

任务、政策措施、组织实施等方面为我国体育产业发

展做出顶层设计［17］。2019 年，国务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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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再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指明了我国体育产

业的发展的方向，也为体育产业领域的研究指明了

方向。

3　结语

目前，我国 CSSCI 源文献中高水平的体育产业

研究论文成果总体偏少，亟需进一步推动高水平的

体育产业理论研究，以适应我国体育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要求。

我国 CSSCI 主要来源期刊体育产业研究论文成

果主要刊载于体育类期刊，国内尚无专研“体育产

业”理论的期刊，未来可开办体育产业专业期刊，搭

建研究交流平台。少数核心作者是目前我国体育产

业高质量论文成果的主要贡献者，在推动我国体育

产业研究的知识流动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核心

作者主要集中在国家体育总局和知名体育专业类院

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体育产业研究的内容突破

和方法创新，也不利于这些优秀研究成果的应用性

转化。未来应加强体育院校与财经类等相关高校间

知识协作，形成专业互补优势，促进研究的高层次发

展；拓展高校与体育产业实体机构的合作网络，促

进相关成果的转化应用。

我国 CSSCI 主要来源期刊关注的体育产业领域

研究热点涉及以体育市场等为代表的经典主题、体

育产业重点门类相关主题以及产业组织模式相关主

题等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新一

轮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关注人工智能技术、“互联

网+”、产业深度融合、生产社会化、区域一体化等为

体育产业带来的发展机遇，立足于质量，充分激发各

门类体育产业的发展潜能，推动其成为国民经济的

支柱产业，无疑会成为本领域研究者新的命题。体

育产业、产业经济学等方面的经典专著、专业教材以



《体育学研究》2021 年（第 35 卷）第 5 期

·52·

及以体育产业发展、体育产业政策、体育产业结构等

基础性主题的经典期刊论文和与体育产业发展有关

的重要政策性文件成为我国体育产业研究领域的主

要知识基础。未来随着体育产业研究不断拓展和深

入，需要借鉴更多的、更新的科学知识，体育产业研

究的知识基础将会不断丰富和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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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Evolution and Knowledge Bases of the Research on China’s Sports 
Industry：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CSSCI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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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reveal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research on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and to clarify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 knowledge base， the study analyzes the sports industry research papers from the CSSCI source by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the knowledge cooperation between sports 
universities and relevant universities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expand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ports industry entities， and grasp the research hotspots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strategic emergencies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ports industry itself， etc.At the same time， in industrial research，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our own economic laws and development logic；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f implan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macro-environmental sports industry； put emphasis on the new field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y itself.
Key words：sports industry； CSSCI source； literature analysis； sports journal； spor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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