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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指出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尧区域重大战略尧主体功能区战略尧新型城镇化战略袁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袁构建优势互补尧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

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遥 并提出袁以城市群尧都市圈为依托构建

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遥2019 年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叶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曳指出袁要共同推进大湾区体育事业

和体育产业发展袁 联合打造一批国际性尧 区域性品牌赛事曰
2021 年袁体育总局关于印发叶野十四五冶体育发展规划曳指出袁落
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袁推动体育事业协调发展曰2022 年中共中

央尧国务院印发叶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渊2022要2035 年冤曳指
出袁支持香港尧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袁积极稳妥推进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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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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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国家规划实施的重大发展战略之一袁本文利用文献资料法尧专家访谈法和实地

调查等研究方法袁就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问题展开研究遥研究认为大

湾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院体育产业创新能力不足袁同质化严重尧区域协作不佳袁要素流通不畅尧
市场活力有待激发袁体育产业经济支撑不足尧体育科研水平有限袁产业创新受阻遥 现实基础院人口优势与经济

基础袁提供旺盛消费需求端尧历史底蕴袁产生新的资源禀赋尧交通优势袁推动要素流动尧体育赛事基础袁提供赛

事资源禀赋尧产业基础袁提供产业发展基础遥创新路径院通过增加政策扶持袁完善顶层设计展开宏观调控尧通过

分散发展重心袁建立多核心发展主体尧围绕产业核心袁建立产业集群进行中观发展和规划曰增加产业创新袁提
升发展动能实施微观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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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Under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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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one of the maj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by the
country. This article use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method袁 expert interview method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o conduct re鄄
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nder the back鄄
ground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constraints to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re: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the sports industry袁 serious homogeneity and poor regional
coordination袁 poor circulation of factors and market vitality that needs to be stimulated袁 insufficient economic support for the sports in鄄
dustry and poor sports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s袁 and limited袁 industrial innovation is hindered. Realistic basis: Population advantage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provide strong consumer demand and historical heritage袁 generate new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transporta鄄
tion advantages袁 promote the flow of factors袁 provide the basis for sports events袁 provide event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industrial
foundations袁 and provide the basi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novation path: carry out macro-control by increasing policy support袁
improving top-level design袁 establishing multi-core development entities by decentralizing development focus袁 and establishing indus鄄
trial clusters around the core of the industry for meso-leve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曰 increas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袁 enhancing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implementing micro-development.
Keywords院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曰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曰 integr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第 源3 卷 第 3 期
湖北体育科技

Hubei Sports Science
May. 2024

Vol. 源3 No. 3
2024 年 5 月

54窑 窑



第 43 卷 湖 北 体 育 科 技 第 3 期

港澳大湾区建设遥 可见袁积极推进体育产业融入大湾区整体发

展战略袁 实现体育产业成为拉动大湾区经济增长新的经济增

长极将成为未来大湾区体育产业重要战略目标之一遥 本文试

图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袁 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大湾区一体化

发展的新内涵袁 通过深入探讨制约大湾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

展的现实瓶颈袁挖掘大湾区资源禀赋袁提出创新发展路径袁推
动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袁 为将体育产业打造为大湾区经济发

展新的增长极提供理论参考遥
1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大湾区体育产业一

体化发展的新内涵
党的十九大指出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袁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袁并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遥 党的二

十大指出袁要深入实施包括协调发展战略在内的多项战略遥 协

调发展战略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袁提高区域经济韧性袁打
造经济增长极的重要指示袁为区域经济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袁
给体育产业发展创造了新的发展契机遥 协调发展的本真之义

并非所有区域经济达到同一水平袁 而是要在不平衡中充分发

挥区域内部潜力袁辩证地实现优势互补咱1暂遥 区域协调发展是以

资源的有效配置尧政策的先行先试为途径袁实现区域的平衡尧
充分尧互动尧协同发展咱2暂遥产业协调发展是充分挖掘产业系统内

部各子系统的资源禀赋袁实施系统间资源共享尧重组尧再置等

优化互动袁进而提高系统整体产业经济运行效果咱3暂遥 而区域产

业一体化在于使区域内各产业之间形成既有明确分工又有良

好合作的运行机制袁通过提升各产业的竞争力袁从而提升整个

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咱4暂袁其核心要义在于特定区域内的产业分工

和社会协作咱5暂遥从发展方式和目标看袁两者具有相似性袁即以区

域合理分工和协作为重要手段袁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遥
从发展路径看袁 协调发展强调挖掘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资源

禀赋袁实现整体优化袁提升产业经济效率袁更倾向于微观调控曰
产业一体化强调产业体系下的合作袁更加强调宏观发展遥 由此

看袁 协调发展可以认为是产业一体化发展实现微观调控的方

式袁产业一体化则是协调发展的高级目标遥

图 1 大湾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内涵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国家为顺应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

形势变化而作出的全局性尧综合性长远谋划袁为我国加快构

建野双循环冶新发展格局尧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

撑咱6暂遥 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是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尧融合化

发展和集群化发展的空间和载体袁 其实践与落实使体育产业

融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框架中袁 让体育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增长

的新动能咱7暂遥在新的历史时期袁新的发展战略背景下袁要充分挖

掘粤港澳大湾区资源禀赋袁 形成发展合力推动体育产业一体

化发展渊图 1冤遥 一方面袁通过组织管理一体化尧布局规划一体

化尧要素流动一体化充分挖掘资源禀赋袁实施有效调控袁形成

上下联系紧密袁互为发展支撑的野调控要支撑要发展冶调控网

络遥 另一方面袁以一体化调控为基础构建宏观规划完善尧沟通

机制有效尧适合体制差异背景的宏观调控新机制曰中观细化发

展布局袁充分挖掘资源禀赋袁推动野多核心冶发展袁避免产业同

质化袁降低区域内部竞争的新模式曰微观以发展要素有效流动

形成创新发展新动力遥 从而构建结构紧密袁调控有序的一体化

发展网络遥
2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粤港澳大湾区体育
产业一体化制约因素

2.1 体育产业创新能力不足袁同质化严重

体育产业创新发展能力有待提高袁 产业发展与城市自身

发展格局不匹配袁 产业空泛化和同质化均是体育产业一体化

发展的主要障碍遥 以体育赛事为例袁 目前马拉松仍是 野先锋

军冶袁仅其一项就有广州尧深圳尧肇庆尧中山尧香港尧澳门等多地

举办袁赛事同质化和直接野引用冶现象严重袁未能与地区发展特

色相结合遥 叶2021 年广东省体育产业总规模与增加值数据公

告曳咱8暂显示渊表 1冤袁2021 年广东省体育产业仍以体育服务业尧体
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等日常生活消费型产业为主袁体育服装

用品制造业仍是体育产业的重要产业袁作为体育发展核心的竞

技体育产业尧体育表演业占比较少袁体育表演业更是呈负增长遥
因此袁大湾区如何推动形成与 CBA 广东队渊广东华南虎队冤相
类似的地区体育名片袁激发服务型和参与型体育消费的活力是

大湾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点袁并打造与之相适应的完整产业链

是目前大湾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值得深思的问题遥
2.2 区域协作不佳袁要素流通不畅

建立比较优势之上的地域分工袁 在市场力量下实现要素

资源的跨区域再配置袁形成互利互惠的专业化生产关系袁是促

进区域一体化繁荣的基石咱9暂遥目前大湾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

的重点和难点并非商品需求市场的打造袁 而是要对要素流动

市场进行开发遥 一方面行政壁垒难以突破袁体育产业体育一体

化大市场的形成难度较高袁 大湾区尚未形成有效体育产业统

一规划机制袁目前大湾区香港尧澳门两地体育管理体制以社会

主导为主袁 另外 9 市体育管理则是政府主导型袁2 种不同体育

管理体制并存的情况下由于体育产业统一规划体系和沟通发

展体系尚未建立使行政壁垒突破难度大幅提升袁 虽通过建立

交通一体化网络使大湾区实体产业发展要素交流能力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提升袁但囿于管理体制尧经济体制的差异导致资金

流尧信息流等非实体产业发展要素流动受阻袁加之出入口岸手

续较为复杂导致大湾区体育产业发展要素流动效率难以得到

大幅提升遥 另一方面受到区域内交通网络尧场馆分布尧经济发

展尧 人才分布等要素分布不均和产业基础结构差异造成叠加

效应的影响袁大湾区体育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稳定性低袁城市体

育产业关联性差袁过度依赖港深穗澳城的辐射效应咱10暂袁导致大

湾区体育产业整体呈现野核心+边缘冶的非均衡性发展态势袁产
生区域内竞争大于合作的现状遥
2.3 市场活力有待激发袁体育产业经济支撑不足

资源流动是市场活力的核心遥 首先袁我国体育管理仍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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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为主导袁管理形式以政府文件野上传下达冶为主袁一定程度限

制了社会资源参与袁始终以全能型政府为核心管理体制袁造成

体育管理主体结构相对单一袁 由于缺乏行政部门间的有限联

动机制袁各行政部门间审批手续复杂袁行政壁垒丛生袁导致有

限的政府资源难以推动庞大体育管理野数据冶流动袁各行政部

门之间协调成本增加袁市场资源的流动速度降低遥 另外袁受限

于关税制度尧司法制度和行业标准等多方面的差异袁导致大湾

区体育产业合作深度尧 行业资格互认欠佳袁 产业创新发展要

素尧人才要素流动受限严重遥 其次袁体育产业需求与科技创新尧
成果转化存在供需不平衡袁体育产业科技创新融入不够袁产业

创新要素创造力不足袁创新要素聚集成本增加袁由于缺乏完整

的创新产业链袁导致产业流程增多尧产业野能耗冶增加袁产业动

能不足袁降低了产业要素流动速度和发展活力遥 最后袁政府主

导的体育管理模式导致体育管理过于集中袁 社会参与率和社

会资本融入不够袁体育运动的社会价值没有完全发挥袁社会体

育参与活力尧体育消费动机没有完全激发袁体育产业的野经济

价值冶未被完全挖掘袁经济效益产出不足遥
2.4 体育科研产出有限袁产业创新受阻

科技型组织渊高校/科研院所冤和经济型组织渊企业冤是中

国创新系统两大重要主体袁 其活跃程度和发展程度决定了产

业创新发展的动能遥 一方面目前大湾区高等院校总存量较好袁
能够为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袁 但存在高校分布不

均袁高水平体育院校存量不足和创新支撑有限袁高校的基础知

识生产和效果不够明显的现实困境袁 产学研创新发展通道尚

未完全打通遥 具体而言袁目前软科全球体育类院系学术前 300
名中大湾区仅有香港浸会大学渊排名 161冤和香港中文大学渊排
名 171冤两所上榜袁世界 QS 排名前 100 中大湾区仅中国香港 3
所高校上榜遥 从高校规模看袁中国香港 18 所袁中国澳门 11 所袁
广东省 9 市普通高校共 151渊含民办高校冤袁其中广州 96 所袁深
圳 12 所袁 其余 7 地均低于 10 所遥 科研投入与成果转化看袁
2019 年大湾区科研人员尧项目经费尧科研机构数和国家重点实

验室数量在我国三大重点发展区域中仅约占 10%尧9.3%尧
10.6%和 12.2%曰科研转化中专利申请尧专利授权尧专利出售占

比仅为 6.80%尧7.0%尧2.70%袁 科研成果中签约转化率不到

30%袁真实的应用科研成果转化率仅在 10%左右袁与欧美 80%
以上的转化率相差甚远咱11暂遥 反观体育科研转化则更为堪忧袁国
家科技成果信息服务平台有关数据显示大湾区 2010 年至今

的体育相关成果仅有 48 项袁且成果集中于广州尧深圳两地袁大
湾区其他各地体育科研活力有待提升遥 另一方面企业自身创

新活力不足袁具体表现为本土体育产业体育科研重视不够袁研
发投入和产业尚未形成合理的发展关系袁 大湾区及我国目前

主流体育上市公司其研发强度普遍低于 5%渊表 2冤袁相较于耐

克尧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科研研发投入常年保持在 10%比例袁
我国本土体育公司还处于较低水平袁 导致体育产业内部创新

技术革新能力差袁企业本身缺乏核心技术支撑袁使得体育产品

整体科技赋能较低袁产业整体竞争力欠佳遥
3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粤港澳大湾区体育
产业一体化现实基础

3.1 人口优势与经济基础袁提供旺盛消费需求端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决定了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潜能咱12暂遥 大湾区人口总量为 6 958 万袁湾区经济 GDP
接近 9 万亿人民币袁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60%袁人均生产总值约

为 2.17 万美元袁其中体育产业市场约超 9 000 亿以上咱13暂袁2025
年大湾区体育人口预计将达到 4 000 万左右咱14暂遥 庞大的人口

总量首先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旺盛的消费需求端袁 为将体

育产业打造为新的经济增长极提供了巨大可能曰其次袁目前大

湾区实施的众多人才计划袁吸引了大批高精尖人才袁累积了丰

厚的人口红利袁 为大湾区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

动能曰最后袁体育消费需求端与人才端的结构和层次改变袁提
高产业创新能力袁有利于推动体育产业升级袁改变原有的传统

产业结构袁 为改变体育产业同质化现状和提高大湾区体育产

业韧性奠定基础袁为打造高质量体育产业供给端创造条件遥

表 1 2021年广东省体育产业状况

注院数据来源于广东省体育局叶2021 年广东省体育产业总规模与增加值数据公告曳遥

合计

体育服务业

体育管理活动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体育健身休闲活动

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

体育经纪与代理尧广告与会展尧表演与设计服务

体育教育与培训

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尧出租与贸易代理

其他体育服务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6 258

3 319

52

39

289

72

45

261

335

2 115

111

2 698

241

100.00

53.04

0.83

0.62

4.62

1.15

0.72

4.17

5.35

33.80

1.77

43.11

3.85

2 081

1 415

25

14

129

25

13

198

114

852

45

611

55

100.00

68.00

1.20

0.67

6.20

1.20

0.62

9.51

5.48

40.94

2.16

29.36

2.64

14.88

14.71

2.88

-3.45

24.64

8.70

-4.41

11.74

23.11

14.24

15.38

16.49

3.00

总量/亿元 占比/% 总量/亿元 占比/% 增速/%
分类名称

总产出 增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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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历史底蕴袁产生新的资源禀赋

大湾区独特的历史底蕴是其充满发展活力的重要基础遥
其一袁共有的文化基础遥 粤港澳大湾区同属岭南文化袁有着共

同的语言尧情感方式和人文价值袁岭南文化也是大湾区体育产

业发展重要的联系纽带遥 其次袁悠久的贸易发展历史遥 以广州

为代表的华南地区是野海上丝绸之路冶起点之一袁改革开放的

重要试验区和先行地袁 自古以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都扮演着

重要角色袁 大湾区经济历来的活跃度为该地区经济发展根植

了深厚的野合作尧共赢尧共享冶发展思想袁而野一带一路冶和党的

二十大提出的野协调发展战略冶为大湾区构建区域合作共同体

和体育产业一体化建设赋予新的发展内涵和契机遥 最后袁国家

政策鼓励袁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曳明确指出袁支持弘扬

以粤剧尧龙舟尧武术尧醒狮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袁彰显独特文化

魅力遥 岭南文化为大湾区体育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

础袁岭南地区同根同源袁是大湾区相互联系的纽带袁是大湾区

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重要的人文精神保障袁 独特文化融入体

育产业发展也必然使体育产业更具地方特色和创新性遥 叶粤港

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曳 强调支持举办岭南文化传统

体育项目赛事活动建设遥 围绕以传统武术尧龙舟尧醒狮等为代

表的传统体育项目建设地区传统体育项目集群袁通过打造野传
统体育项目+文化旅游冶的体育产业发展模式袁有利于各地区

打造自身产业品牌袁带动地区体育产业个性化发展遥 加强人文

历史尧 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袁 有利于深度挖掘大湾区资源禀

赋袁形成新的产业发展要素袁丰富产业发展遥
3.3 交通优势袁推动要素流动

交通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袁是支撑产业内外双循环

基本要素遥 陆运方面袁截至 2021 年袁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达接近 5 000 km袁铁路运营里程近 2 500 km咱15暂袁另外袁
港珠澳大桥尧深中通道尧广深港高铁等城际轨道基础设施建设

使推动大湾区内部形成交通野硬连接冶袁交通方式日趋丰富袁大
湾区野一小时生活圈冶基本建成遥 水运方面袁2021 年袁大湾区沿

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为 7 855 万 TEU袁 占我国沿海集装箱吞

吐量的 1/3 左右袁是世界上最繁忙集装箱运输区域之一咱16暂袁广

州尧佛山尧肇庆尧云浮尧中山等大湾区 5 个地市的 12 个内河码

头基本形成较好的运输网络遥 航运方面袁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

上拥有机场最多袁航运最繁忙的地区之一遥 密集的交通网络加

速了资源流通尧人才流动尧居民流动袁为带动体育赛事交流尧体
育旅游业发展尧制造业材料流通创造了条件袁对实现体育消费

和体育产业供需平衡尧产业创新尧要素流动奠定了基础遥 同时

先进的海运和航运网络为体育产业发展创造了全新的发展机

会袁为体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袁支撑内外双循环体系的

建立创造了现实条件遥
3.4 体育赛事基础袁提供资源禀赋

粤港澳大湾区众多的赛事资源和大型场地资源为区域体

育产业一体化创造了良好的赛事条件遥 竞技体育方面袁大湾区

拥有 4 支中超队伍袁3 支 CBA 队伍袁承办包括 NBA 季前赛尧国
际帆船赛尧WTA 精英赛和年终总决赛尧国际马拉松尧国际排球

赛尧国际橄榄球赛等在内多项国际国内竞技体育大赛袁以及包

括国际龙舟赛尧 中华龙舟赛在内的多项国际和国内传统体育

项目比赛袁同时大湾区各城市均拥有大型体育场馆遥 另外袁大
湾区还是 2025 年第十五届全运会的举办地遥 可见大湾区是众

多大型体育赛事的承办地袁聚集了大量体育产业发展要素袁展
现了大湾区体育发展活力袁 通过举办体育赛事有利于充分激

发体育消费活力袁 体育消费需求端的活力也必将引发体育消

费供给端的变革袁为体育产业创造更多发展契机袁促进以竞技

体育为核心的体育产业集群的形成遥
3.5 产业基础袁提供产业发展基础

城市发展特点使体育产业呈现不同的资源禀赋袁 各地区

产业基础构架为体育产业创造不同的物质基础遥 大湾区各城

市呈现不同的发展城市特点袁如院香港主要以国际金融尧贸易

和物流为主袁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袁深圳以科技创新尧服
务创新为主袁广州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枢纽尧重工业中心袁东莞

是国际制造中心袁佛山是制造业创新中心遥 大湾区作为世界四

大湾区之一袁产业发展活力旺盛袁不同城市的发展特点尧产业

发展基础为体育产业创造不同的资源禀赋袁提供了物质基础遥
另外袁以华为尧腾讯尧大疆尧美的尧格力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

表 2 2022及 2021年中国部分体育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及研发强度

注院数据来源于 2022 年各大上市体育公司年度财报遥

大湾区体育上市公司

其他地区体育上市公司

信隆健康

华利集团

比音勒芬

东鹏饮料

艾比森

雷曼光电

安踏体育

李宁

金陵体育

舒华体育

361°

0.56

2.90

1.00

0.43

1.24

0.62

12.79

5.34

0.19

0.31

2.65

0.78

2.30

0.83

0.42

1.08

0.63

11.16

4.13

0.18

0.35

2.46

3.10

1.40

3.47

0.48

4.46

5.74

2.40

2.10

4.00

2.30

3.80

2.90

1.30

3.07

0.61

4.68

4.86

2.30

1.80

3.40

2.20

4.20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体育上市公司

研发投入金额/亿元 研发强度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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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湾区体育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资源禀赋袁 为体育产业一

体化发展提供了野科技+冶野互联网+冶的发展基础袁对于推动体

育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提供了更多便利遥 因此袁大湾区体育产业

一体化建设应该立足于所在地的产业资源禀赋袁 构建适应地

区发展的体育产业结构袁 打造支撑体育产业发展的完整产业

链袁突破体育产业同质化现实困境遥
4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粤港澳大湾区体育
产业一体化发展路径

4.1 宏观调控要要要增加政策扶持袁完善顶层设计

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曳提出要建立互利共赢的区

域合作关系袁 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袁 为港澳发展注入新动

能遥 协同战略认为协同发展内涵分为主体协同性尧 资源共享

性尧共生共演性咱17暂袁即依靠协同战略实现跨边界协同袁通过共

享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尧发挥最大发展效能袁协同系统内部具有

整体性和一体性遥 大湾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要在不同的经

济体制尧管理体制实现协同发展袁首先袁建立统一领导部门袁加
强政府引导和规划职能袁统筹大湾区体育产业发展工作袁形成

国家相关部门协同领导袁三地政府统筹规划的管理体制袁推动

大湾区体育产业统筹一体化和管理一体化遥 其次袁建立协作发

展机制袁实现区域内跨边界协同袁逐步突破体育产业发展区域

行政壁垒袁以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袁支
持香港尧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更好发挥作用冶为行动指南袁以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曳叶野十四五冶 体育发展规划曳渊体发也2021页2 号冤等政策为大

湾区体育产业发展规划依据袁 在三地政府部门协作下编制结

合大湾区发展实际的 叶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曳咱18暂袁
促进大湾区体育产业形成发展机制协同尧 制度协调尧 标准统

一尧要素高效流动的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遥 最后袁合理规划区

域发展布局袁实现区域内产业有序发展遥2022 年 12 月袁中共中

央 国务院印发叶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渊2022要2035 年冤曳中
指出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袁努
力实现差异竞争尧错位发展袁释放区域协调发展的巨大内需潜

力遥 要认清大湾区各子区域内部的现实发展基础袁并结合外部

资源禀赋袁合理规划各子区域体育产业发展框架袁实现各子区

域发展需求与资源禀赋的内外统一袁 构建与其相适应的产业

链袁提升产业发展与地区发展适配度袁推动区域体育产业形成

错位发展袁良性竞争的发展格局遥
4.2 中观规划要要要分散发展重心袁构建多核心发展

主体
多核心理论认为大城市的形成并非单一核心发展的结

果袁而是由具有不同功能尧相互联系的若干个核心地区共同组

成咱19暂袁多核心理论之于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即建立多个核心

产业发展主体袁通过合作尧协作尧共享形成一个特殊的发展体

系袁形成相互联系的错位发展关系袁从而构建知识成果溢出尧
经济效益尧创新发展高地遥 区域内部的经济社会协同并非区域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袁区域内部原理的因果探索袁到区域之间

互补合作的关联合作是区域从纵向因果发展到横向合作发展

的突破咱20暂遥 大湾区体育产业多核心发展模式要充分理清各城

市发展特征和赛事资源禀赋渊见表 3冤袁充分挖掘区域联结点和

产业发展基础袁建立内部相互联结袁外部协同促进的一体化发

展格局袁如香港尧澳门尧珠海依托国际贸易尧世界旅游中心为基

础建立港珠澳国际体育金融与体育文化交流门户袁 深圳尧广
州尧中山依托科技创新产业基础建立野广深中体育科技创新中

心冶野体育科技成果孵化中心冶袁佛山尧肇庆尧江门依托制造业和

丰富自然资源打造 野江佛肇体育制造业中心冶野户外旅游基

地冶袁东莞尧惠州依靠国际制造业基础和体育赛事基础打造野东
惠体育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冶野现代体育名城冶袁并形成野广深中冶
为体育创新主体袁创造体育科技成果袁野江佛肇冶野东惠冶体育创

新制造野两翼冶袁转化产业红利袁野港珠澳冶联结产业开放发展的

大湾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遥
4.3 中观发展要要要围绕产业核心袁建立产业集群

竞技体育产业作为体育产业的重点核心产业袁 其产业活

力决定了体育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遥 大湾区体育产业

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要充分激发竞技体育发展活力袁 并围绕竞

表 3 大湾区各城市发展特点及赛事资源禀赋

注院数据来源于叶2025 年第十五届全运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现实条件与策略选择曳咱20暂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中的

产业协同发展研究曳咱21暂遥

地区 城市发展特点 赛事资源禀赋

香港 国际金融尧贸易尧物流尧资产管理中心 渣打香港马拉松尧香港国际速度赛马大赛尧香港国际七人橄榄球赛等

澳门 世界休闲旅游中心尧中葡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尧澳门国际龙舟赛尧IBF拳击赛尧非凡12亚洲篮球联赛等

深圳 国际创新服务尧科技尧产业创业中心 深圳 WTA 年终总决赛尧中国杯帆船赛尧沃尔沃渊高尔夫球冤中国公开赛等

广州 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尧华南重工中心
广州南沙国际帆船赛尧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渊中超冤尧广州国际马拉松赛尧中国

职业篮球联赛渊CBA冤尧广州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等

东莞 国际制造中心 东莞国际马拉松赛尧中国职业篮球联赛渊CBA冤等
珠海 港澳市场及创新资源+珠江空间与平台 珠海WTA超级精英赛等

中山 珠江西岸区域科技创新研发中心 中山马拉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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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体育产业为发展基础袁构建体育表演业尧培训业尧制造业尧旅
游业等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渊见图 2冤遥积极探索野三步走冶发展模

式遥 第一步袁简政放权袁激发竞技体育市场活力袁其中大湾区政

府相关部门重点突出政策规划尧监督和引领作用袁政府相关部

门逐步下放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权袁 让更多社会主体能够参

与竞技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发展袁并使其能够获得发展红利袁
进而充分激发社会体育市场的发展活力尧 市场创新力和创造

力遥 同时袁通过竞技体育形成示范和引领作用袁刺激体育消费

端的发展活力袁促进活跃消费端的形成遥 第二步袁围绕资源禀

赋袁建设体育产业发展集群袁促进大湾区体育产业有序发展遥
首先袁通过竞技体育产业引领作用和体育明星效应袁带动体育

旅游业尧体育表演业和体育教育培训业发展袁产生直接经济效

益袁通过体育消费者的体育参与需求尧健身需求和体育职业向

往需求赋能体育产业发展曰其次袁通过竞技体育产业带动体育

制造业渊鞋服装备冤尧体育建筑业渊体育标志性建筑冤尧体育服务

和餐饮业渊运动餐饮和其他附带服务冤发展袁进而产生间接经

济收益袁并通过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袁体育文化建设赋能产业发

展曰 最后袁 各地依托于特有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打造产业集

群袁如东莞可围绕 CBA 发展体育表演业尧体育教育培训业袁佛
山根据制造业产业基础打造高端体育产业制造业基地袁 香港

依托国际金融优势发展体育金融业等遥 第三步袁深挖竞技体育

产业发展禀赋袁打造特色竞技体育产业集群遥 依托于大湾区浓

厚的竞技体育基础和优质人文尧气候条件袁借鉴国内外体育赛

事发展模式袁 如国外欧足联欧洲联赛模式袁 国内的贵州 野村
BA冶野村超冶模式袁建立杯赛制度袁形成村镇赛要市赛要分区

赛要湾区冠军杯的赛事发展体系袁 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赛事

服务体系和产业体系袁激活全民体育参与热情袁激发基层体育

参与活力和消费活力袁推动体育产业发展遥

图 2 体育产业发展集群

4.4 微观发展要要要增加产业创新袁提升发展动能

党的二十大指出袁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尧人才是第

一资源尧创新是第一动力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尧人才强国

战略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袁不断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遥 大湾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要始终坚持

人才是创新发展的基础袁科技是产业变革的支撑袁创新是产业

高效发展的重要动能遥
推动大湾区体育产业的科技创新袁 增加产业科技要素遥

2018 年袁科技部 国家体育总局签署叶关于建立野科体协同冶工
作机制的合作协议曳 为体育与科技协同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袁积极推动体科协同发展袁以提升体育产业核心竞争力为

发展目标遥 1冤增加体育科研投入袁提升产业创新动力遥 通过建

立野体育专项科研基金项目冶和野体育科研转化计划冶等方式袁
鼓励高等院校尧科研院所尧企业参加体育科研袁引导企业增加

科研投入与高等院校尧科研院所的合作密度袁提高体育科研知

识成果产出袁提升科研成果到科技产品的转化效率袁促进体育

产业科技变革遥 2冤契合新时代社会发展特征袁推动体育与数字

化融合遥 以数字体育为抓手袁充分利用区块链尧大数据尧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在体育全领域尧全场景尧全流程的覆盖咱22暂袁通过

数字化融合提升产业治理能力尧 要素流通效率和体育产品体

验感袁激发体育产业内部发展动能和外部体育消费需求遥 3冤通
过体科协同推动体育产业科技变革袁 实现从传统制造业向高

端制造业转变遥 借助大湾区华为尧腾讯尧格力等科技企业优势袁
充分融合多学科尧多产业发展红利袁积极融合其他产业发展新

工艺尧新技术尧新材料袁实现跨界融合袁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产业

自身核心发展技术袁形成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新动能遥 4冤推动人

才创新袁提升发展新动力遥 其一袁增加体育科研人才的自主培

养能力袁高等院校围绕体育产业建立体育管理尧体育医学尧体
育金融等多学科人才培养体系袁补齐专业人才短板袁提升体育

科研的自主造血能力遥 另外袁吸收其他学科人才袁充分转化多

学科人才红利袁提升产业创新要素生产袁体育科技知识成果产

出遥 其二袁积极建设大湾区体育人才高地袁落实海外高层次人

才引进政策袁并搭建体育科研成果孵化平台尧体育人才创客空

间袁提升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力遥 通过提升科技人才培养和跨学

科尧跨区域人才吸收袁为体育产业发展奠定产学基础袁创造优

质产业创新要素和知识成果红利遥
5 结语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内多项发展战

略袁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为大湾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

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指导思想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袁大湾区

作为我国经济活力最为旺盛的区域之一袁 应进一步完善针对

性政策指引袁完善顶层设计袁逐步突破发展的行政壁垒袁以自

身野原始冶产业资源禀赋为基础袁建立产业集群袁打造多核心发

展新格局袁形成产业错位发展袁促进良性竞争袁以科技创新尧人
才创新为体育创新发展主旋律袁结合区域资源发展禀赋袁锚定

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新方向袁 为推动体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极创造条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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