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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袁 我国服务业在经济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

大袁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和主引擎袁尤其是体育

服务业高速发展态势显著咱1暂袁其包含的产业业态占体育产业分

类一半以上袁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咱2暂遥 体育服务业在我国体

育行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咱3暂袁以提供体育服务产品和人力劳动为

主要特点咱4暂袁拥有高附加值尧低碳环保等优势袁是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尧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咱5暂袁而且体育服务业还拥有着十分

丰富的产业链和内容系统袁不仅包括了传统的健身休闲尧体育

管理尧竞赛表演等袁还包括了体育旅游尧体育科技等新兴产业袁
极大提升了我国体育服务业的活力咱6暂袁促进整个行业结构的

高度化和服务化咱7暂遥体育服务业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袁最重要

的就是提升服务竞争力咱8暂遥 对此袁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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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体育产业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

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等袁推进体育产业结构调整袁突出体育

服务咱9暂遥 加快发展体育服务业袁既是推动体育产业成为野支柱

产业冶的战略目标袁又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遥
当前我国体育服务业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大袁 服务产品也

越来越多咱10暂袁然而袁在这一高速发展背后袁却存在发展效益低

下尧结构性矛盾突出咱3暂尧服务系统不健全咱11暂等问题遥经济社会不

仅是体育服务业发展的驱动力袁 也是推动体育行业结构优化

升级的活力之源咱12暂遥 以野高质量发展冶为主线袁运用灰色关联分

析法袁对体育服务业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度进行分析袁有针对性

地给出相应的深化融合路径袁以推动我国体育服务业的健康尧
可持续发展遥
1 体育服务业与社会发展关联的理论内涵

Romer 和 Lucas 等人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了科技进

步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咱13暂遥 古典增长理论指出袁区域服

务业的发展主要是由资本尧 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增加所推动

的袁 而新增长理论认为袁 服务业的发展来自于人力资本的积

累袁以及通过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咱14暂遥 在此基础上袁借鉴产

业关联性理论袁 结合任波提出的体育产业与经济社会联结纽

带咱15暂袁一致认同投资尧劳动尧技术为体育服务业与社会发展之

间的关联要素遥
1.1 劳动要素连接纽带

劳动要素是连接体育服务业与社会发展的桥梁袁 主要体

现为体育消费尧政策支持扩大劳动就业岗位遥 一是消费刺激劳

动再生产遥 随经济发展袁我国体育服务消费需求出现井喷式增

长袁人均体育消费在 2018 年达到 2 264 元咱16暂袁居民年均健身

休闲消费额保持 30%左右增幅袁 且在我国西部一些经济相对

落后的城镇尧农村等地区也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咱17暂袁推
动了体育服务业的纵深发展袁通过业态间的交叉融合袁产生

了大量的新型体育岗位袁如体育旅游专营人员尧体育健康营

养师等咱18暂袁带动劳动就业袁优化体育服务业就业结构咱19暂遥 二是

政策引领劳动就业遥 自 2014 年起袁我国相继颁布多项促进体

育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袁 加快了建设城市大型体育服务综

合体尧体育特色小镇尧体育服务业融合示范区等发展计划的全

面实施袁使其在体育培训袁赛事表演与组织袁场馆管理袁器材销

售等方面创造出众多的就业岗位袁就业弹性总体提高咱20暂袁且就

业岗位环比增速显著高于体育制造业咱18暂袁缩短了我国现行体

育行业就业结构演化周期袁 促进我国体育服务业高质量劳动

就业遥
1.2 技术要素连接纽带

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形态的技术要素将体育服务业与社会

发展联系在一起遥 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论述中提到袁科
学技术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生产力体系中的核心因素咱21暂遥 2023
年袁野新质生产力冶 的提出更是突出了科技创新在产业升级中

的主导作用遥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袁体育和

科学技术的结合为我国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

机遥 宏观发展方面袁科技创新给体育服务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

的生命力遥 体育服务业的定义界限不断扩展袁以技术为载体袁
利用新技术尧新理念尧新商业模式纵深体育服务业发展咱21暂遥与此

同时袁大数据袁量子通信袁体感等技术也在体育服务中逐步得到

运用咱22暂袁野体育+科技冶展现出勃勃生机袁体育健康医疗尧体育媒

体袁体育会展等多元化的体育服务业发展模式层出不穷咱23暂遥 微

观效益方面袁科学技术促进了体育服务链的延伸袁加快了体育

服务的效率袁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咱24暂袁如融入智

能健身尧智能足球等科技要素的全国智能体育大赛咱25暂尧以科技

野图形1.jpg
not exist!冶为主题的李宁轻弹科技跑鞋的销售遥 科技不断拓展体育

服务发展的新空间袁为体育服务业发展注入新的竞争力遥
1.3 投资要素连接纽带

依据经济增长理论袁 体育产业发展是依靠于一定经济基

础之上的咱21暂袁经济投资是推动体育行业结构转变尧优质发展的

必要外部力量咱26暂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袁体育投资集合

了资本力量尧管理方式等优点袁将资金的特性和体育服务的需

要相结合咱27暂袁对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尧获取技术等资源具有正

面作用咱28暂袁表现在多层次体育投资市场全面发展遥 国有企业尧
民营企业等公司以经济控股方式入驻体育服务产业袁 经济拉

动效果明显遥 在竞赛表演业态袁中国足球联赛在 2012 年共投

资了 30 多亿元曰CBA 联盟的赞助商投资接近 7 亿元遥此外袁对
于群众基础好袁但经济效益不高的体育项目袁如乒乓球尧羽毛

球等袁政府也进行了半职业化和半专业化的经济混合运作咱17暂遥
在健身休闲业态袁国内资金形成野乐刻运动冶野超级猩猩冶等知

名健身俱乐部袁ClassPass尧RITUAL 等国外健身品牌纷纷投资

进驻中国袁掀起了一股野全民健身冶的热潮遥 在体育传媒与信息

服务业态袁乐视体育在 2016 年获得 80 亿元投资袁创下了同期

体育行业融资的新记录咱29暂遥 此外袁体育投资的市场环境不断利

好咱30暂袁以政府部门尧投资者尧体育服务利益相关者为主导咱31暂袁通
过创新尧开放尧绿色为核心理念助力体育服务业投资发展新方

向袁如郴州市雄鹰户外营地尧万科城市乐跑赛尧郑开马拉松等遥
当前袁在资本投资助力下袁我国体育服务业已成为现代市场经

济发展的一股新兴力量咱32暂遥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选取与说明

根据体育产业总规模和增加值数据公告袁体育产业增加值

是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间里从事体育产业的生产

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袁 能够反映一定时期内体育行业发展状

况袁如任波咱15暂尧苏家本咱33暂均选用体育产业增加值来反映体育产

业规模曰 王晨曦和满江虹在体育产业发展指标构建中指出咱34暂袁
体育产业增加值占比是体育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植性动力曰
李艳丽咱35暂尧康露和黄海燕咱36暂等采用总产值和增加值指标来衡

量体育行业发展情况遥 基于此袁本文选择体育服务业增加值来

衡量我国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情况遥
在对社会发展指标的选择上袁 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指标

的定义都比较多样化袁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袁本研究借

鉴许宪春咱37暂尧李雪松咱38暂等对野十四五冶规划社会发展指标的研

究说明袁 并在此基础上参考体育产业领域学者的相关研究成

果咱15暂袁确保选取方案的严谨性袁从而选取社会发展的主要指

标遥 选取说明如下院1冤经济基础层面遥 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地

区经济实力或市场规模的基础数据咱39暂曰服务业属于第三产业袁
选用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来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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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服务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国

体育产业总规模与增加值数据公告渊2015要2021冤遥 社会发展

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尧叶中国统计年鉴曳遥
2.3 灰色关联分析法

灰色关联分析可用来测度各行业指数曲线形状的相近程

度遥 运用该计算袁对我国体育服务行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

度进行计量和排名咱41暂遥 计算过程如下遥
第一步院确定分析序列遥 0 为能体现出系统行为特性的数

据袁 1 为能对系统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袁分别记为院
0={ 0渊 冤| =1袁2袁噎袁 }
1={ 1渊 冤| =1袁2袁噎袁 }

第二步院对实验数据的预处理和相关系数的计算遥 考虑到

各元素维度尧数据区间不同袁有必要对其进行归一化去量纲袁
使之在一个近似的区间内袁并注意其变化与发展趋势遥 初值法

和均值法是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袁本文采用均值法袁即将这个

序列的数据用平均数分割袁并使之标准化到 1 的数量级袁从而

得出求差序列渊见表 2冤遥将两极最小差和最大差分别记为 与

袁式中分辨系数渊 冤取值为 0.5袁驻 表示从第一个到第 个

体育服务业增加值与社会指标之间差值的绝对值曰 渊 冤表示

在第 年的体育服务业与社会指标的关联系数袁 其计算公式

为院
驻 =| 0- 1| 渊1冤
=minmin 渊驻 冤 渊2冤
=maxmax 渊驻 冤 渊3冤
=渊 冤= 琢+驻 + 渊4冤
渊 冤取值范围为咱-1袁1暂袁在相关系数为 1 的情况下袁二者

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曰 在相关系数为-1 的情况下袁
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曰在相关度为 0 的情况下袁这
2 个变量没有线性关系袁进而用于描述体育服务业与社会发展

指标呈线性关系时的强度和方向渊见表 3冤遥
第三步院关联度的计算公式为:
= 1n 移 =1 渊 冤 渊5冤
值取值范围为咱0袁1暂袁在相关度为 1 的情况下袁表示这 2

个变量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曰当关联度是 0 的时候袁说明这 2
个变量没有任何相关性袁 从而描述体育服务业与社会发展指

标之间任意关系的程度渊见表 4冤遥

2冤人民生活层面遥 人民生活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试金

石遥 人均可支配收入尧人均消费支出尧城镇登记失业率反映出

居民的生活质量尧消费能力袁是影响居民能否进行体育消费的

直接因素遥 3冤城市发展层面遥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

体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咱40暂遥 城镇化率用常住城镇人口占

常住总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袁是反映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曰
城市化进程的本质是人口密度的提升袁即人口聚集袁因此选择

人口密度作为社会发展指标之一曰 年末实有道路面积和长度

是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遥 4冤公共场地与医疗保障

层面遥 城市建成区面积是一个地区实际已建设的公共区域袁对

于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袁发展体育服务业具有重要作用咱15暂曰医疗

卫生机构和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可以体现出一定区域内的

卫生资源配置水平袁是体育服务业中竞赛表演尧大众健身休闲

等业态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遥5冤创新驱动层面遥科技是促使体

育服务业向智能服务方向发展的新动能袁 科技成果的显现要

有长期的经费投入咱37暂遥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是衡量科技投入尧
规模大小的重要指标曰 专利授权数反映国家的技术进步和创

新能力渊见表 1冤遥
2.2 数据来源

表 1 体育服务业与社会发展关联指标评价表

解释变量 因素指标 含义 预期影响

经济基础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阶段

正向

正向

人民生活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人均消费支出/元

城镇登记失业率/%

居民生活水平

居民消费能力

客观反映就业形势袁人民生活质量

正向

正向

正向

城市发展

城镇化率/%

人口密度/人/km2

年末实有道路长度/km

年末实有道路面积/万m2

衡量城镇化水平袁反映城镇化进程

城镇尧区域发展水平

交通承载能力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公共场地与医疗保障

医疗卫生机构/个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个

城市建成区面积/km2

卫生资源配置水平

城市实际已建设公共设施区域

正向

正向

正向

创新驱动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亿元

专利授权数/件

科学研究投入情况

科技产出及成果情况

正向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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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体育服务业与社会发展指标的关联度一览表 3 体育服务业与社会发展指标关联分析

研究发现袁 体育服务业与社会发展指标关联系数均为正

值袁呈正相关关系袁关联度均大于 0.5袁由高到低依次是研究与

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尧专利授权数尧国内生产总值尧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尧人均消费支出尧年末实有道路面积尧年末实有

道路长度尧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尧城市建成区面积尧人口密

度尧城镇化率尧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尧医疗卫生机构尧城镇登

记失业率遥 其中袁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与体育服务业的关

联程度最强袁 城镇登记失业率与体育服务业的关联度相对较

低遥
3.1 科技助推体育服务业创新升级

本研究发现袁科技创新与体育服务业具有强关联性袁研究

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尧 专利授权数的关联度分别为 0.792 0尧
0.764 0遥科技为体育服务业带来智能化的先进技术袁以此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和解决错综复杂的矛盾咱42暂遥 促进科学技术的运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渊 13冤
专利授权数渊 14冤

国内生产总值渊 1冤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渊 3冤

人均消费支出渊 4冤
年末实有道路面积渊 9冤
年末实有道路长度渊 8冤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渊 11冤
城市建成区面积渊 12冤

人口密度渊 7冤
城镇化率渊 6冤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渊 2冤
医疗卫生机构渊 10冤

城镇登记失业率渊 5冤

0.792 0
0.764 0
0.711 3
0.700 4
0.676 6
0.673 3
0.669 2
0.649 9
0.613 7
0.611 0
0.596 7
0.583 1
0.579 2
0.560 5

因素指标 关联度/G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排名

表 2 体育服务业与社会发展指标求差序列表

表 3 体育服务业与社会发展指标的关联系数一览表

△
△
△
△
△
△
△
△
△
△
△
△
△
△

0.298 0
0.494 0
0.312 7
0.334 0
0.563 8
0.471 2
0.464 6
0.373 4
0.366 9
0.518 0
0.386 8
0.437 7
0.236 6
0.183 3

指标

0.214 6
0.377 1
0.231 2
0.258 0
0.409 2
0.348 8
0.321 1
0.266 4
0.261 7
0.370 9
0.280 6
0.329 3
0.164 1
0.049 7

0.157 0
0.230 4
0.155 0
0.167 2
0.226 4
0.219 3
0.195 4
0.149 4
0.150 0
0.221 8
0.179 3
0.209 7
0.107 1
0.071 5

0.103 6
0.115 3
0.122 4
0.112 1
0.156 0
0.117 2
0.134 9
0.128 7
0.131 3
0.124 5
0.125 3
0.108 7
0.147 5
0.198 4

0.215 4
0.282 6
0.220 0
0.211 6
0.387 8
0.283 6
0.295 1
0.252 9
0.253 3
0.300 5
0.248 8
0.262 7
0.211 8
0.330 3

0.144 1
0.237 4
0.127 1
0.188 0
0.189 1
0.223 0
0.189 9
0.157 9
0.142 4
0.243 8
0.162 3
0.214 3
0.059 2
0.105 6

0.206 4
0.466 2
0.229 4
0.247 4
0.466 4
0.415 6
0.361 2
0.249 8
0.251 5
0.442 0
0.310 2
0.391 1
0.089 3
0.261 8

时间/年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0.571 8
0.427 3
0.557 6
0.538 3
0.392 0
0.440 3
0.444 1
0.506 0
0.511 0
0.414 5
0.495 8
0.460 7
0.639 4
0.712 7

指标

0.667 8
0.503 1
0.646 2
0.614 1
0.479 8
0.525 7
0.549 9
0.604 6
0.609 9
0.507 9
0.589 4
0.542 5
0.743 4
1.000 0

0.755 5
0.647 1
0.758 9
0.738 3
0.652 3
0.661 5
0.694 6
0.768 7
0.767 7
0.658 2
0.719 0
0.674 4
0.852 3
0.938 1

0.860 1
0.834 8
0.820 2
0.841 5
0.757 1
0.830 8
0.795 5
0.807 4
0.802 3
0.815 9
0.814 2
0.848 8
0.772 1
0.690 2

0.666 7
0.587 4
0.660 7
0.671 8
0.495 1
0.586 3
0.574 6
0.620 0
0.619 4
0.569 3
0.624 7
0.608 8
0.671 6
0.541 6

0.778 3
0.638 4
0.810 6
0.705 6
0.703 9
0.656 7
0.702 8
0.754 0
0.781 4
0.630 7
0.746 4
0.668 2
0.971 9
0.855 6

0.679 0
0.443 2
0.648 4
0.626 4
0.443 1
0.475 3
0.515 5
0.623 6
0.621 6
0.458 0
0.559 9
0.492 7
0.893 2
0.609 9

时间/年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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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袁满足服务供给带来的个性化尧差异化的消费需要袁从而形

成消费引领尧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咱43暂遥 研究发现袁研究与试

验发展经费支出尧 专利授权数与体育服务业的关联系数呈持

续增长态势袁于 2018 年达到最高袁后因疫情影响袁传统的体育

服务业遭受巨大冲击袁危机风暴持续冲击着竞赛表演尧体育传

媒尧健身休闲等业态袁特殊的社会生活节奏为科技驱动体育发

展带来了新的需求咱44暂袁也提升着体育服务业信息化业务的发

展及企业经营的灵活性和抗风险能力咱45暂遥
科学技术促进了体育服务的创新和提升袁 刷新着人们对

体育运动的认识咱44暂遥 北京冬奥会充分展示了科技与体育融合

的力量袁人工智能尧虚拟现实尧8K尧裸眼 3D 等一系列高科技在

体育赛事上成功应用袁同时 VR 观看竞赛袁使用 AI尧真 4K 等技

术融入到体育版权运营中袁实现野融智视听冶袁增强用户互动尧
参与和现场感受袁极大地提高了观众的观赛体验遥 2023 年袁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集中展示出与体育相关的科技成果袁
更是在助力构建体育服务业新发展格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袁如打造全民智慧体育公园的铁人体育尧AI 智能足球鞋尧野一
站式冶体医康养服务的尚体乐活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遥 科技重

塑体育袁野体育+科技冶的深度融合袁既能为体育服务业的创新

与发展提供更可靠的技术支持袁 又能为体育服务业与其他产

业的融合提供便利袁将持续推动体育服务业朝着更科技尧更高

效的方向上发展遥
3.2 经济增长与体育服务业互惠共生

国内生产总值尧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尧人均消费支出

与体育服务业关联性较强袁 关联度分别为 0.711 3尧0.700 4尧
0.676 6袁关联系数趋近于正态分布态势遥 已有研究发现袁体育

服务业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咱46暂袁而经济增长也会促进体育服务

的发展咱47暂袁两者形成具有渗透性尧相关性的野互惠共生冶状态遥
经济提升体育服务业发展院首先袁经济推动体育服务业的消费

扩容提质遥 人均消费支出与体育服务业的紧密相关性袁预演着

体育服务业消费水平的升级袁 且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了居民

消费向高端需求转化袁从而促进体育服务的数量尧质量稳步提

升遥 其次袁经济发展为体育服务业提供高新技术遥 随着 5G尧人
工智能等科技在体育服务业中的运用袁 促进了体育服务业与

教育尧旅游尧康养等业态结合袁在表演与设计服务尧体育教育尧
体育培训袁竞赛表演等业态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袁形成了

跨业态尧跨产业的多元融合咱13暂遥 最后袁经济助力体育服务业对

外交流遥 经济是引入体育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袁经济的快速增

长可将优质的体育管理经验尧训练技术尧竞赛规程尧体育信息

服务等资源融合于我国体育服务业的发展袁 是构建体育服务

筹资机制的重大契机咱48暂遥 体育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袁促使国民

经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院一是旅游业的极大发展遥 通过体育

会展尧体育休闲尧体育赛事等多种形式将体育服务业与地方经

济发展相结合袁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袁如中超联赛尧CBA 等商

业化顶级赛事袁村 BA尧村足球联赛等大众体育赛事袁以体育为

核心袁创造出一整套融合式的旅游产品袁不仅促进了相关景区

和设施的建设袁而且提高了城市的形象与知名度遥 二是就业机

会的创造遥 体育服务行业工作具有重复性内容比重较少尧待遇

相对较高尧工作环境好等优势咱47暂袁以其多元化和庞大的规模为

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袁如教练尧裁判尧营销尧医疗尧后勤

等遥 此外袁体育管理活动尧体育场地和设施对专业人才需求大袁

体育用品的包装销售尧 贸易代理等工作同样离不开专业工作

人员袁如广东宏远华南虎俱乐部袁不但给当地带来了门票尧食
宿等新的收益袁而且在销售尧食品加工等其他产业领域提供了

更多的就业机会袁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袁对经济增长起到

了拉动作用遥
3.3 公共设施区域尧医疗卫生资源保障与体育服务

业呈曲线波动
在 2015要2021 年袁 体育服务业与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

员尧医疗卫生机构尧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关联系数呈现出曲线波

动袁关联度分别为 0.649 9尧0.579 2尧0.613 7遥 从城市建设公共

设施区域方面来看袁公共设施面积通过合理布局和开发袁可为

体育服务业提供充足的场地和资源袁 让运动爱好者有更多选

择袁但当前我国公共设施服务供给不足问题凸显袁尤其是在疫

情前后袁市民身体活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袁对城市公共服

务设施区域的需求也有所变化袁如在体育培训业态中袁部分体

育组织在高校运动场上开展中等规模的体育训练袁 因疫情影

响袁高校场馆暂不对外开放后袁公共服务场地的供求关系越发

紧张遥 不论是体育场馆袁还是公共体育公园袁都是为了满足大

众的娱乐健身需求袁 因此城市公共设施区域保障与体育服务

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遥 保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袁满
足居民公共服务需要袁是一个城市活力和发展的体现遥 从医疗

卫生资源方面来看袁野体医融合冶 作为促进全民健康的有力抓

手袁 已经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认同袁 且在健康中国战略推动

下袁体医融合也从规划阶段走向实质性的发展阶段袁如国内首

家开设科学健身指导门诊的苏州市立医院尧 长春市体医融合

健康促进示范基地尧 安徽省运动医学中心尧 日照市体育医院

等遥 科学锻炼袁不但能够改善心肺功能袁提高中枢神经系统兴

奋性袁还能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袁增强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遥体
育与医疗卫生共生发展是建设健康生活的必由之路咱49暂袁然而导

致体育服务业与医疗卫生资源关联度相对不高的原因可能包

括院一是思想认识的差异遥 我国医疗保健工作尚处在以疾病治

疗为中心的阶段咱50暂袁农村居民缺乏预防疾病的意识袁相对更相

信医学上使用的药物等无痛感疗效袁 对于体育促进健康的认

识还不够充分遥二是主管部门分控管理遥体育服务部门和医疗

部门的主管分控不同袁 部门间的横向管理比较明显袁 在推进

野体+医冶融合发展过程中多有不便遥三是医师+运动处方师+体
育指导员结合力不足遥 医生与体育指导人员往往以独立的个

体呈现袁两者在工作形式尧内容尧地点上鲜有交集袁且医生+运
动处方师的配置多存在于大型医院袁 一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很少有运动康复师袁 因此体育服务业与医疗卫生资源关联

度相对不高遥
3.4 国家政策推动体育服务业与社会发展同向并举

2014 年袁国发也2014页46 号文件发布遥 2019 年袁叶关于促进

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曳 政策

颁发袁均建议加大体育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咱51暂袁特别是

2016 年野营改增冶政策的不断深入袁更是对现代服务业变革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遥 伴随政策效应的联动袁在 2015要2017 年和

2019要2020 年袁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尧年末实有道路面积

和长度尧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尧人均消费支出等与体育服

务业关联关系均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遥 首先袁充分实施体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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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的优惠政策袁可促进体育服务业贸易总量的增长袁从而使

经济结构得到优化袁扩展经济发展空间袁同时对于解决服务企

业投资拉动乏力尧转型压力突出等问题具有指向性作用袁从而

推动体育服务业集聚发展袁使其成为高成长服务业遥 其次袁政
策驱动引导下袁体育服务业关注度大幅提升袁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尧人均消费支出与体育服务业发展互动密切袁体育消

费潜力释放袁消费需求结构也在逐步升级袁具有更高需求弹性

的体育服务需求比重越来越大袁推动体育服务业向高品质尧绿
色发展遥 再次袁在政策利好推动下袁政府鼓励创新袁将更先进的

技术和管理方式应用到竞赛表演尧休闲健身尧体育传媒和信息

服务等多种业态之中袁提高服务效率袁进而促进体育服务业的

可持续发展遥
4 推进体育服务业与社会发展关联效应路径

4.1 强化科技赋能袁深化体育服务业与创新技术间

的融合
聚焦科技创新袁加快体育服务业数字化尧信息化建设遥 一

方面袁将提升体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作为重点袁利用数字化

技术的革新优势袁开发运动社交尧在线票务尧体育媒体运营等

相关服务袁优化体育用品租赁尧销售代理渠道袁探索服务业与

会展尧旅游尧文化等相关产业的融合方式袁并依托平台经济和

规模效应袁推动各种立体式尧互动式网络平台的建设袁进一步

加快体育资源的流通袁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遥 另一方面袁要把

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袁 加快体育服务业各方面创

新袁如使用运动 APP 开展线上线下并存发展的休闲健身领域尧
进行体育在线教学并反馈身体机能数据的体育培训领域等遥
同时袁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袁健全体育服务消费系统袁形
成体育企业互联互通合作格局袁 让体育服务业从纯粹的产业

链经济逐渐地延伸至体育信息传媒尧体育创意营销尧体育金融

服务等价值链经济遥
4.2 鼓励多边发展袁增强体育服务业供给能力

多组织参与发展机制是实现高质量体育服务供给的现实

之基遥 一是发展体育社会团体来提高基层公共体育服务水平袁
如长跑协会尧街道体育尧地方联赛组织等袁发挥其引导性尧服务

性遥 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平台袁方便社会团体在各自地区进行注

册袁并在财政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袁在体育赛事的申办尧商
业化运营中赋予一定的自主抉择权遥 此外袁在行政管理和社会

监管的同时袁要健全监管程序袁理顺政府部门和体育社会团体

之间的权责关系袁建立一个高效尧灵活的服务体系遥 二是重视

社会资本有效参与袁 政府通过增加体育场地的供应和低利率

的贷款等手段来调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袁 从而激发体育市场

活力遥 鼓励社会资本进驻体育休闲产业袁并与文化创意尧旅游

管理企业合作袁发展综合体育休闲产品袁如户外攀岩尧极限运

动等遥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职业体育袁 造就有影响力的体育明

星袁从而促进竞赛表演产业的发展遥 三是扶持体育服务企业发

展袁加强体育服务业的资源整合遥 通过建立体育服务平台袁为
企业和民众建立起一座预定体育场地尧参加体育赛事尧报名体

育培训的桥梁曰在休闲健身尧赛事运营尧教育培训等领域中评

选出各自的优秀企业袁发挥其引领和导向作用曰注重企业商标

的注册尧使用袁加强宣传袁以提高体育服务企业的品牌影响力

及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遥
4.3 加强政策引领袁推动体育服务业治理方针高效

落地
发挥消费市场在体育服务业中的基础性尧决定性作用袁建

立政府主导尧市场驱动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体育服务体系遥 一

是精准对接服务定位遥 在制订各级政策之前袁相关工作部门上

下联动袁借助大数据对体育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尧群众需要和未

来方向进行全面的调研与评估袁同时结合地区的资源优势袁做
出科学尧完备的预测发展报告袁从而为政府的精准决策服务遥
二是政策引导发展方向遥 在政策的指导下袁着眼于满足消费者

需要为立足点袁充分调动体育服务业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袁如适

当增加财政对体育投入袁以野群众受益袁政府出资冶的方式扩大

公共体育服务遥 对积极发展乡镇地方的体育赛事袁或是有影响

力尧 效益较好的比赛袁 政府可以通过赛后奖励等形式给予支

持袁推动野公共体育+竞赛表演+商品销售+体育媒体冶的多业态

融合发展格局袁使体育服务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遥
三是政策制定建议遥 制定体育场地保障政策袁在满足土地使用

总体规划的情况下袁在市区绿化带尧郊外公园等区域增加体育

用地遥 对露天体育场尧机关单位的体育设施要争取免费开放袁
实现体育资源的共享遥 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袁对赞助公益性体育

活动的单位提供税收优惠曰 对经营非营利性体育组织办理减

免税曰 对存在资金周转困难的成长型体育企业申请增值税留

抵退税遥
4.4 注重人才培养袁充分发挥体育服务业在经济增

长中的积极作用
体育人才建设是体育行业发展的基石袁 更是体育服务业

连绵不断的发展动力遥 深入研究体育服务业的各种业态特点

和关联机理袁规划好适合大众需求尧重点发展业态的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遥 具体来说袁高校体育部尧体育学院等与信息技术尧文
学尧金融尧管理等学科和行业相结合袁打破单一的知识结构传

授袁增设学科并向学习尧学科交叉学习等相关课程袁探索教尧
研尧产尧学间协同培养方式袁从而实现劳动服务者尧经营管理

者尧教育培训者等体育服务从业人员的一体化培养遥 体育行政

部门尧企业单位尧竞赛表演组织等需要提高体育从业人员的积

极服务意识袁 加大对体育服务业人才的培训和认证力度遥 同

时袁优化人才引进结构袁拓宽引进通道袁政府采取政策吸引尧调
整招聘程序尧量化考核等措施袁将高层次的体育服务人员吸纳

进来袁既要技术类人才袁也要管理类尧研究型人才遥 此外袁充分

发挥体育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就业提升效应袁 仍注重劳动

密集型行业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袁以竞赛表演业尧健
身休闲业两大业态为先导袁 健全失业保障体系和再就业服务

体系袁鼓励中小型体育服务企业的发展袁持续拓展体育服务业

的就业吸纳空间遥
5 结语

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得出袁社会发展指标中经济基础尧人民

生活尧城市发展尧公共场地和医疗卫生保障尧创新驱动与体育

服务业发展关联关系均较强袁具有正向显著影响遥 研究与试验

发展经费支出尧 专利授权数与体育服务业具有强关联性袁野体
育+科技冶助推体育服务业转型升级曰国内生产总值尧人均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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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收入尧人均消费支出与体育服务业关联性大小相对居中袁主
要表现为经济增长与体育服务业发展互惠共生曰 公共设施区

域尧 医疗卫生资源保障与体育服务业关联系数呈现出曲线波

动袁城市建成区面积尧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尧医疗卫生机构

与体育服务业关联系数均在 2018 年达到最高值曰体育服务业

对政策支持表现为直接依赖性袁体现在野营改增冶等相关政策

发布后袁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尧人均可支配收入尧人均消

费支出等与体育服务业关联关系显著上升遥 对此袁在体育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袁 应深化体育服务业与创新技术间的融

合袁注重人才培养袁鼓励多边发展袁加强政策引领袁促进体育服

务业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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