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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文献资料法等袁 对开放型经济模式高质量发展下的体育产业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进行研究遥 分析发现院开放型经济时代下袁服务业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袁
区域一体化发展袁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以及网络革命等均为体育产业带来了不同的发

展机遇遥 伴随着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袁中国体育产业面临着产业结构不合理与高质量

开放型经济发展相违背袁体育产业产品附加值不高尧发展动力仍显不足袁国际贸易

战致使体育产业国际化发展受限等挑战遥 研究根据发展现状袁提出建立自由尧竞争尧
有序的市场体系袁借野一带一路冶之势助体育产业区域合作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引领

体育产业对外开放等对策遥
关键词院 开放型经济曰高质量曰体育产业曰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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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the paper studi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sports industry undergo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open economy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more open service industry,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bring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in the era

of open economy. Meanwhile, with the deepening of openness, the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is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of the open economy, the low added value of sports industry products, insufficient devel-

opment momentum,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limited by international trade war.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free, competi-

tive and orderly market system, take advantage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to help regional coop-

er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lead the opening of

sports industry to the outsid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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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已逾 40 年袁 中国经济在摸索中前行尧
磨砺中壮大袁伴随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袁我国

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互动呈现出新格局袁对外开放的

领域和维度不断拓展遥 但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袁我
国在全球市场中深刻暴露了输出低端劳动力等资

源的野粗放式冶发展的问题遥 新时代下袁开放型经济

高质量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袁中国借助开

放型经济模式向全球价值链输出低端劳动力等野粗
放式冶的高速发展逐渐转向以高技术尧高知识为主

的野高质量冶发展模式袁这是适应经济发展形势与提

升我国在全球竞争格局中地位的要求的遥 从沿海开

放到内陆开放尧 从货物贸易开放到服务贸易开放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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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野引进来冶到野走出去冶战略袁开放型经济带动了我

国经济腾飞遥 1978 年至 2017 年袁我国进出口总额从

206.4 亿 美 元 上 升 至 4.1 万 亿 美 元 袁 年 均 增 长

14.5%袁2017 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达 6 956.8 亿美

元袁位居世界第二 [1-2]遥 实践证明袁开放带来进步袁封
闭必然落后遥 促进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

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新引擎袁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增

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3]遥
体育产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

干意见曳渊国发也2014页46 号冤文件的出台明确了体育

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新时代下的战略使命袁
同时加快了体育产业的发展速度遥纵观世界袁在体育

产业成为国家经济强大推动力的德国尧英国尧巴西尧
日本尧法国尧美国及韩国等国家中袁体育产业总规模

占各国 GDP 的比重均超过 2%袁 而中国只有 1%左

右遥 这种现状袁无论是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袁还
是立足国际袁 又或是肩负起赋予体育强国的战略使

命而言袁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仍任重而道远遥中国开

放型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袁 不同行业

应着力夯实内部基础遥 在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

战略定位下袁优化与完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袁夯实产

业根基袁培养与引进高素质人才及完善进入机制袁构
建管理制度与完善管理体系等是我国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诉求 [4-7]袁这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遥 本

研究基于开放型经济模式下的高质量发展袁 探讨我

国体育产业面临的机遇尧挑战袁并提出相关对策袁旨
在助力体育产业冲破现阶段发展瓶颈袁 助力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遥

新时代下袁我国经济态势呈现出新格局袁开放型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现时代下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袁
符合大环境发展趋势袁 这必然为体育产业带来新一

轮的发展机遇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 G20 大阪峰会重要讲话中提

到袁要进一步推出若干重大改革举措袁第一项就是进

一步开放市场袁加大农业尧采矿业尧制造业尧服务业等

开放水平 [8]遥 世界发达国家早已将服务业作为发展

重点遥 20 世纪 90 年代袁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就超

过 90%袁德国也接近 70%袁亚洲邻国日本在 2003 年

服务业占比也达到了 70%[9]袁而我国截至 2018 年才

达到 51.6%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袁全球服务贸易

的增速就已经是货物贸易的 2 倍袁 并且服务贸易占

货物贸易总额从 1980 年的不足 10%上升至 2013 年

的 24%袁不同跨国公司逐渐将投资投向了服务业 [10]遥
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时代下袁 服务业成为发展重

点袁但中国体育服务业发展却稍显滞后袁比重较低[11]袁
2017 年数据显示袁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业总产

值达到 13 509.2 亿元袁占体育产业总产值 61.4%袁相
比体育服务业产值占比远远不及体育用品及相关产

品制造业总产值袁 可见体育服务业具有很大发展空

间遥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时代下袁上层建筑为体育

产业提供了更多政策引导和资金保障曰 自由市场的

发展与竞争的天平逐渐倾向服务业袁 为体育产业指

明了发展方向和关注重点曰 国际发展趋势为体育产

业国际交流和国际化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遥

随着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深化袁 实施开放型经济

战略是快速适应全球化发展新形势袁 积极应对世界

复杂经济环境的必要手段遥 开放型经济模式扩大了

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袁加强了区域之间的交流尧合作与

互通遥战略实施至今袁我国已经取得了在全球区域内

形成合作的伟大成就渊如野一带一路冶倡议冤遥 不仅如

此袁2013 年设立上海自贸区之后袁我国相继在天津尧
广东等地设立了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园区袁 为经济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区域合作环境袁 中韩和中澳自贸区

的建立袁更将我国开放型经济推向更高水平[12]遥我国

开放型经济战略袁不仅强调国际范围内的区域合作袁
而且还十分重视打造国内区域一体化发展遥长三角尧
珠三角以及京津冀等袁 打破了区域边界壁垒的同时

提高了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遥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

平的不断深化袁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上袁区
域合作将为未来区域发展带来新的动能 [13]袁也将为

体育产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院首先袁区域合作有助于

优化体育产业空间布局袁实现产业空间梯次配置袁形
成以强带弱的发展模式曰其次袁区域合作可以促进体

育产业转型与升级袁 推动区域间优势资源与技术的

互补与整合曰最后袁区域合作可以带动体育产业协同

发展袁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遥

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 野一带一路冶倡

开放型经济模式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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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革命是开放型经济的重大表现之一 [3]袁其
带来的是现代科技迅猛的发展袁大数据尧野互联网 +冶尧
共享经济等催生了新时代的野信息革命冶袁引领了世

界发展的新潮流遥 野互联网 +冶广泛融入各行各业袁成
为不同行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袁 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

了新模式遥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袁 要做大

做强新兴产业集群袁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袁加强新时

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袁在医疗尧养老尧教育尧文化尧体
育等领域推进野互联网 +冶曰开放型经济时代下袁网络

物流快速发展袁 跨境电子商务和物流经济的发展将

传统的贸易方式变得更加信息化袁 致使国内外均十

分重视网络时代下的发展机会遥 2016 年底袁我国网

民规模尧 手机网民规模和社交网站活跃用户分别为

10 亿 尧10 亿和 6 亿 袁 分别占总人口 75% 尧75%和

45%袁远超美国和欧洲之和 [16]遥 体育服务业作为一只

潜力股袁应紧握新一轮网络革命这一契机袁把握野互
联网 +冶这一增长点的市场支撑袁这将为体育产业带

来源院中国一带一路网

图 1 野一带一路冶实施以来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

议是我国实施开放型经济过程中的重大战略决策袁
亦是推行开放型经济的着力点遥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提

出以来得到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可与支持袁 促进

了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尧设施联通尧贸易畅通尧资金

融通和民心相通遥在此基础上袁我国的国际间合作呈

现出积极状态袁 从外贸先导指数来看袁2014 年至

2018 年袁我国外贸出口指数尧订单指数等呈现上升

趋势袁但企业综合成本指数呈下降趋势袁由此可见袁
我国对外贸易的形势大好袁野走出去冶呈现积极状态曰
从海上丝路贸易指数来看袁出口贸易尧进口贸易和进

出口贸易指数呈上升趋势袁可见野走出去冶与野引进

来冶并重发展袁卓有成效渊见图 1尧2冤袁不仅如此袁吸引

外商直接投资渊FDI冤达到 1 290 亿美元袁我国首次成

为全球最大外商投资接收国袁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为我

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14]遥
借助这一平台袁积极推动体育服务业发展尧优化产业

结构尧激活产业贸易进出口发展活力 [15]袁将体育作为

沟通手段袁增强区域间合作袁从国内区域一体化走向

国际区域协同化袁是体育产业连接世界尧联通区域尧
野走出去冶与野引进来冶重要手段曰能极大程度地促进

沿线国家资源优势互补袁 重在构建周边国家命运共

同体袁为经济开放提供了顶层设计与外围保障袁帮助

我国体育企业了解国际市场需求袁 激活产业创新发

展与科技研发新动力遥

来源院中国一带一路网

图 2 野一带一路冶实施以来海上丝路贸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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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更多网络用户群体袁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新渠道袁
促进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新模式遥因此袁体育产业应

积极更新服务意识袁促进融合创新发展曰加强科技研

发力度袁加快大数据应用进程 [17]袁以促成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遥

传统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渐与新时代发展不

相适应袁由此带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愈发明显尧产品

附加值不高导致的竞争地位难以上升等暂时性挑

战遥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既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袁
也是改变产业内部结构失衡尧产品附加值不高尧内部

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的内在诉求遥

产业结构优化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

点袁也是我国经济走向合理的必然趋势袁在开放型经

济发展模式下袁我国经济呈现出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尧
外部市场走向多元以及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等特征[18]遥
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是优化结构的重要举

措袁2015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超 50%袁 服务贸易

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约 13%袁 提高服务业水平成为

优化结构的重要苗头[9]遥 就我国体育产业而言袁依然

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袁 主要表现在不同产业

产值结构不合理袁 体育用品及相关制造业的产值与

本体产业渊体育竞赛表演活动冤的产值差距巨大曰我
国体育产业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结构问题袁如
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等曰 我国体育

产业供需结构也存在不合理现象袁 体育产业的供给

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袁 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得不

到满足袁这与开放型经济大环境相违背袁将严重影响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进程遥优化产业内部结构袁是体

育产业发展的内在诉求曰改善体育产业整体结构袁符
合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规律遥

改革开放 40 年袁对外开放帮助我国在不同领域

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袁 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将

野粗放式冶发展的问题暴露无遗遥 追求更高质量的开

放型经济的举措之一便是提升产品附加值尧 提高知

识与技术水平遥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起步较晚袁在附加

值与高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劣势袁 模仿与

山寨他人产品尧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层出不穷曰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呈现外企一家独大的现象遥
2011 年至 2015 年袁外资企业在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

中 的 总 产 值 分 别 占 65.79% 尧68.54% 尧69.43% 尧
70.32%和 68.11%袁 出口值分别占 80.17%尧81.23%尧
81.87%尧82.22%和 81.15%[19]遥 从国际大型体育赛事

来看袁中国体育用品的使用与赞助同国外耐克尧阿迪

达斯企业等相比相形见绌袁 这些都侧面反映出我国

体育产业存在高知识与核心技术掌握尚未成熟尧产
品附加值较低等特征遥体育产业发达的伦敦袁凭借强

大的创新基因与金融系统袁 吸引了欧洲 70%的科技

企业安家落户袁并孕育出体育科技渊STA冤这一野体育

奥斯卡冶奖 [20]遥 我国体育企业由于产品附加值较低袁
在对外开放进程中处于尴尬境地袁在对外交流尧国际

合作等诸多方面难以掌握主动权袁 体育话语权受制

于人袁这极其不利于体育强国战略使命的达成遥

体育产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袁对经济发展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袁无论是顶层设

计的国家政策文件尧体育强国战略袁还是各个地方的

积极响应尧不同企业的良性竞争袁均凸显出新时代下

体育产业的重要价值遥尽管从上至下齐心协力袁但现

阶段来看袁 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仍主要表现出外部

动力不足和内部动力欠缺遥 外部动力不足体现在整

体发展动力不足袁2016 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GDP0.9% 袁这与英国 渊2.3% 冤尧日本 渊2.63% 冤尧法国

渊2.9% 冤尧 美 国 渊3.02% 冤尧 韩 国 渊3.06% 冤尧 瑞 士

渊3.34%冤尧奥地利渊4.01%冤等国家相比袁贡献作用不

明显曰 内部动力欠缺则可体现在体育企业上袁2016
年我国 1 076 家规模以上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总资产

与主营业务收入的平均分别是 0.81 亿元和 1.38 亿

元袁 而同期规模以上其他制造业总资产和主营业务

收入平均分别是 2.87 亿元和 3.06 亿元[21]遥综上可见袁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内外部动力不足袁 导致其对经济

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袁 难以达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业战略定位及应对来自国内外市场的竞争遥

实施开放型经济是为了打破国际贸易保护主

义袁冲破国际贸易交流壁垒袁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遥
但当前全球贸易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袁 以筑高关税为

特点和提高非关税壁垒为手段的贸易保护并行存

在袁对全球自由贸易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遥以中美贸

易之战为盛袁 全球呈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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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对峙冶状态袁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袁都不利于各国

经济发展与世界友好协作遥在此形势下袁我国体育产

业的国际化发展显得较为困难袁 虽然近年来我国体

育产业快速发展并逐渐壮大袁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也逐渐攀升袁但是作为新兴产业来看袁其根基尚未稳

固袁与成熟产业相比在价值链输出尧核心技术掌握与

应用尧 国际投融资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仍存

在不足遥如何在挑战中站稳脚跟并破茧成蝶袁是摆在

我国体育产业面前的重要问题袁 也是中国经济面临

的重要难题遥

开放型经济下应以市场自由竞争为主导袁 配合

政府调控袁合理发挥野看得见的手冶与野看不见的手冶
的作用曰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际袁充分发挥市

场作用袁调动市场积极性袁形成自由竞争袁这将有利

于体育产业快速发展袁这是国内政策指向袁更是国际

发展趋势遥改革开放以来袁我国确立并完善了社会主

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袁 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袁
1978 年至今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5%袁对全球经

济贡献率达到了 15.5%袁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到近 30%[22]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袁我国经济发展逐步

壮大袁而体育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袁亟需建

立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袁 促使体育产业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袁为生产要素解绑袁激发生产要

素活力与动力遥但建立自由竞争市场不可一蹴而就袁
需循序渐进并配合政府的调控作用袁 将全面深化改

革与简政放权落到实处袁将市场经济活动交由市场袁
将宏观的政府调控与微观的市场配置相结合袁 这有

助于建立自由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袁 激活体育产业

发展新动力遥

开放型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袁 就是要改变过去

低端要素输出尧资源浪费尧盲目扩张产能等野粗放式冶
的发展模式袁 转而追求高质量发展袁 提升产品附加

值袁提高技术尧知识尧经济等标准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

构袁转变发展方式尧转换动能遥 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

展主要是以野稳冶为基本袁逐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

量袁同时要将发展的质量目标定位于国际一流袁将发

展的重点领域向进口和对外投资扩展[23]遥基于此袁我

国体育产业应积极做出调整袁 借助开放型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带动效应从供给端出发袁 利用市场竞争优

势袁及时优化产业结构曰提高企业科研开发能力袁加
大科技创新力度袁提升核心技术曰企业切勿一味地追

求规模与效益袁只关心野量冶的变化而忽视野质冶的飞

跃袁要做到发展速度稳中求进袁发展质量与国际看齐

甚至有所超越遥

野一带一路冶是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袁是推进区

域合作与发展的新理念与新模式遥改革开放以来袁我
国体育事业不断发展袁 无论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

等层面还是在新兴的体育产业层面袁 都已让全世界

不容小觑袁尤其是 2008 年奥运会让世界见证了中国

体育奇迹遥 2013 年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的提出更为体育

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袁 为体育产业国际发展

提供了有效路径遥 从经济发展来看袁自实施野一带一

路冶倡议以来至 2016 年袁中国与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

家签署协定的自由贸易协定渊FTA冤共 4 个袁不仅如

此袁国内也积极打造了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袁如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尧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尧天津自由贸

易试验区等曰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袁我国已与 131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87 份 野一带一路冶
共建文件袁 为我国及合作国家构建了优势强大的区

域合作袁极大推动了各国贸易区域流动与交流遥综上

可见袁野一带一路冶 不仅为体育产业提供了国际交流

与合作的机遇袁 更为体育产业提供了区域合作的经

验袁体育产业应借助野一带一路冶东风之势袁积极推进

国内区域一体化尧国际区域合作化发展遥

熊彼特认为袁创新能够不断地促进经济发展袁创
造经济价值 [24]遥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技术创新尧
要素创新作为重要方式遥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理应

遵循这一规律遥首先袁应加强自主创新与要素升级能

力袁注重核心技术创新与资源尧生产等要素升级袁促
使创新驱动成为产业发展主动力袁 从而推动资源优

化尧整合与升级袁以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袁同时提升

产业竞争力遥其次袁应提高服务创新与加强运动项目

创新袁运动项目创新是体育产业创新的关键袁国家体

育总局在叶体育产业野十三五冶规划曳中明确提出了要

以运动项目为重点袁积极促进运动项目产业化遥加强

运动项目创新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袁 提升体育产业

服务质量和创新力 [25]袁帮助体育产业在严峻的竞争

形势下保持动力遥最后袁应积极培养与引进创新型人

69



Sport Science Research

才袁这是产业创新的必要条件袁也可以为产业注入创

新理念袁改善创新形式袁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

动力遥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袁扩大对外开放程度袁需要

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政府层面的引导和

推动遥 2014 年国务院颁布国发也2014页46 号文件以

来袁从国家至地方袁相继出台了众多相关政策文件以

保障体育产业稳中求进的发展遥开放型经济背景下袁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

用袁首先要提高政策文件质量袁把准调控方向袁进一

步优化产业发展的设计曰 其次袁 政策设计要落到实

处袁要具有针对性袁讲究精细化曰再次要多政策尧多行

业政策相配合袁 从不同领域政策文件中吸收经验并

实施于体育产业之中曰最后袁在提供政策支持的条件

下给予相应的资金资助袁激发新创企业尧小微企业等

的积极性遥体育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袁发展根基尚未稳

固袁只有利用政府引导和政策保障才能走向成熟曰作
为朝阳产业袁只有给予其更多的资金支持袁才能激发

体育企业的积极性袁促使体育企业有能力尧有资本走

向国际市场袁从而加大对外开放与交流遥

在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的新时代袁 开放型经

济高质量发展是适应国际发展趋势的客观规律遥 战

略定位为支柱产业的我国体育产业袁近年来的野高速

增长模式冶难以适应大环境带来的压力袁亟需深析其

内在诉求以促进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遥 作为兼

具制造业与服务业且呈现多维度的产业袁 我国体育

产业必须要抓住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机

遇袁理清发展思路尧夯实自身基础尧突破发展瓶颈袁才
能积极应对国内外的挑战袁走向成熟与高质量袁从而

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与强国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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