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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中国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
阐释与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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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深刻阐述中国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路径具有重要意义。①体育

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双碳”目标为引领，以创新为根本动力，以产业融合为主要手段，推动体育产业

全要素、全产业链、全区域的协同发展，实现体育旅游产业效益的最大化，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体育旅游消

费需求。②中国体育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备了政策保障引领、产业基础深厚、数字技术助力、内部驱动和外部

需求旺盛等基础条件。③中国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理念，以“双碳”目标为引领，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生命周期的体育旅游产业绿色循环经济体系，从而不断创新体育旅游新模式，培育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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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foundly elaborate 
the connotation and path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1)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needs to be led by the goal of “double-carbon”, with innov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s the main means to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scale of the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continuous structural upgrading, through the conversion of production power, produc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other core paths, to achieve the maximisation of the benefits of the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so as to meet the people’s 
diversified sports tourism consumption demand. 2)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has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policy guarantee leadership, strong industrial found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internal drive and strong 
external demand. 3)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needs to carry out the human and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needs to implement the important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nd 
build a green circular economic system of the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diversified main bodies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with the goal of “double carbon” as the leader, so as to continuously innovate new modes of sports tourism 
and cultivate new business forms.
Keywords: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0 前言

国发〔2014〕46 号文件颁布至今，国家及各省区陆续

出台了一系列发展体育旅游的政策与纲领性文件。在这一背

景下，体育旅游已然成为拉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为新时代下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体

育旅游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其发展需要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

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过度

的掠夺自然进行发展不是我们追求的高质量发展（方伟等，

2022）。近年来，学术界从哲学基础（姜延博，2020）、生

成逻辑（杨秀萍，2018）、理论创新（龙丽波等，2020；

何爱平等，2018）、时代价值（周光迅等，2020；朱东波，

2020）、内涵体系（朱东波，2020）、践行路径（周仲春等，

2019）等某一维度或多个维度，对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展开

了广泛研究。在当前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的战略背景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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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保证体育旅游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

1 高质量发展与体育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1 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高质量发

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17 年

12 月 14 日至 16 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曾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

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囊括经济、文化、生态文

明以及社会治理等多领域的综合性概念，充分展现了全面且

多层次的发展态势。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引领下，国内关于高

质量发展的研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日益深

入，兼具时政性与专业性，定量研究也日益增多，呈现出整

体上升但增速渐缓的趋势。

高质量发展是“十三五”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题。2020 年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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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旅游业

作为体育产业中极具潜力的增长点，在面对持续扩大的市场

需求所带来的压力下，如何在经济发展中积极应变推动其高

质量发展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诉求，绿色发展对高质量发展具有底线约束作用，而高质

量发展将对体育旅游产业的绿色发展形成强大牵引力。

1.2 体育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体育产业是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其

高质量发展关系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供需改革、多元主体共同

参与、多样化业态创生、体现空间正义表达及运动氛围的

积极营造，这与新时代的实践性、人本性相契合（陈德旭，

2022）。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指在

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实现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效率最佳

化和价值最大化的有机统一（徐开娟 等，2019）”，在“双

循环”格局下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发展理念和动

力转换的过程，更是重塑中国体育产业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王晨曦等，2022）。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域不仅涉及“量

的扩张”，还涵盖“质的提升”这一重要方面，其发展的具

体路径主要表现为推动体育产业发展模式转变、促进体育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转换体育产业增长动力。基于宏观、

中观、微观的多维视角，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包括“微观

供给（优质的产品供给、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供给）—中观融

合（实现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更要实现与新型数字技术的融

合）—宏观治理（高质量的体育产业要有现代化的体育治理

体系为保障）（郭晗等，2020）”。从产业融合视角来看，

体育产业与文旅产业的融合，能够形成短板互补、优势叠加

的互补型融合产业（张晓磊等，2022），借助产业生态学理论，

能推动体育产业链上各环节交叉和渗透，实现要素之间的互

生、共生和再生，构建产业生态圈（刘亮等，2022）。

体育旅游产业作为体育产业的新的增长点，其高质量

发展是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的，不仅要强调经济

属性，也要强调文化内涵；不仅有产业功能，也有事业目标；

不仅要市场供给，也要公共服务（戴斌，2022）。基于此，

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导下，体育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务必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游客参与度与满意度的

高低”“市场主体竞争力的强弱”“发展动能的新旧”“产

业融合度的高低”等作为衡量新时代体育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的标准，在实现质的有效提升的同时，寻求量的合理增长。

2 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应然和必然

2.1 政策助力、引领高质量发展
国家政策、法规及纲领性文件，具有约束力，在现实

实践中助力、引领、保障体育产业、体育旅游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十三五”“十四五”时期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

纲领性政策、文件。体育旅游产业政策的价值取向从之前的

托举、纾困转向对旅游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的创新引导上

来。在开放和政府投资等因素的驱动下，对实现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和指导意义（Xinyue et al.,2022）。

2.2 体育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提质扩容
Xinyue 等（2022）认为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为旅游

业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机会，赋予它更高使命和面临更多挑

战。高质量发展阶段，体育旅游业已逐渐成为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与提质增效的有力抓手，体育旅游业市场总产值在旅游

产业总量中占比逐年提升，对拉动旅游消费需求和丰富供给

的作用逐年增强，预计体育旅游总人数将达到 10 亿人次，

体育旅游总消费将达到 10000 亿元（杨涛等，2022）。中国

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丰富的民族民间历史文化资源、

民族民间体育资源、自然资源等；拥有良好的城市形象和丰

富的城市旅游资源；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

数字技术与体育产业的融合已经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

内生动力和强大推力，数字技术赋能可有效促进体育产业绿

色低碳发展（潘玮等，2022）。数字经济具有创新、绿色、

共享等诸多优点，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能够不断提升产

出效率，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数字技术与体

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流程优化、供

需匹配、业态融合。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体育旅游类企业为了增强自身的内外部竞争力以及追求潜

在的经济效益，将主动适应绿色发展要求，增加绿色投入，

主动转型绿色发展。第一，体育旅游类企业为了提高经济竞

争力而主动绿色发展，包括研发、设计、生产等。第二，体

育旅游类企业为了提高技术竞争力而主动绿色发展，包括专

利技术、科技产出等。

2.3 体育旅游消费群体消费理念的转变
体育旅游的核心是环境与服务。当前，体育与健康、

养老、教育、科技、农业等多领域的深度融合，为体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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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拓展了更为广阔的

空间，并开辟了更多样的渠道。但是当前，中国体育旅游业

的发展仍然存在体育旅游用品制造业粗放、生产性体育服务

业深度关联高碳排放行业、生活性体育服务业产业化程度不

高等现实问题（王孟等，2022）。当下都市休闲游、周边游

已经成为旅游投资的投资支柱和创新创业的强劲引擎，旅游

者对文化内涵和场景体验的需求程度与日俱增，旅游目的地

的价值侧重点也正悄然从优美风景向丰富场景转变。

3 绿色发展理念下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策略

3.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条红线。要坚持理

念先行，准确把握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刻内涵；坚持绿色发展，

就要补齐生态环境的短板；坚持绿色发展，就要走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坚持绿色发展，就必须强化“绿色化”意识。 

①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来利用自然，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

和生态平衡，不盲目开发，不过度索取。同时，要精心地对

体育旅游的空间结构布局进行优化，充分结合当地的自然景

观和人文特色，使其布局更加合理、有序，既能满足人们对

体育旅游的需求，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自然环境。在此基础

上，还要明确划定体育旅游空间与生态空间的保护红线，以

清晰的界限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确保这些区域得到有效的保

护，不被随意破坏和侵占，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推动体育旅游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②要通过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各种媒体渠道广泛传

播，以及组织各类实践活动等多种途径和方式，悉心培育全

体公民的环境意识，积极倡导绿色消费的理念，使绿色环保

的观念深深扎根于每一个公民的心中，成为他们自觉的行为

准则和价值追求，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绿色、践行绿色的

良好氛围，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3.2 体育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双碳”目标为

引领
“双碳”目标为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体育

旅游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等手段在清洁能源开发、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积极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建设美丽

中国。①大力倡导运动、休闲、娱乐相结合的健康生活方式。

以城市公园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精心配置智能环境监测

设备、健康水系统等配套设施，以及方便快捷的户外运动休

闲服务设施，倾力打造能满足各个年龄段健康需求的理想空

间场所。②深入探索体育旅游基础设施等建筑与旅行者之间

的紧密关联。从建筑本身到参与者，从配套设施到服务内容，

以健康建筑、优质产品、健康服务和智能生活这四个维度为

切入点，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旅游健康产品标准体

系，以更加全面、优质的绿色空间，服务于旅行者对美好健

康生活的向往。

3.3 构建体育旅游产业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体育旅游产业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

涵盖了投资规划、设计生产、流通消费等诸多方面。①在体

育旅游全产业链的发展过程中，应全方位倡导绿色、健康理

念，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循环运营方式的形成，使绿色低碳理

念能够贯穿于各类体育旅游产品的规划、开发及管理服务的

每一个环节。②依托农村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优

势，积极践行乡村振兴战略，因势利导地扶持乡村地区发展，

进一步深化体育旅游项目与三农之间的联系，为打造生态宜

居的美丽乡村贡献力量。

3.4 构建多元参与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

治理体系
循环与低碳发展作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推动社会经

济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的重要途径，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这

一宏伟目标。①加快推进体育旅游主体功能区建设，依据主

体功能区的定位，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格局，大力推进“多规合一”，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

并针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制定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体系。②进

一步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将提高环境质量作为核心要

务，坚决执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构建起由多元主体共

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体

育与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保障。

3.5 聚焦多样化需求，培育体育旅游消费新模式、

新业态
面对迭代升级的体育旅游消费需求，复杂的国内外环

境，体育旅游消费空间的不断压缩。在健康中国、体育强国

的战略背景下，需要不断在产品和服务上下功夫，以产品的

差异性、高品质，赢得消费者的关注，不断提升体育旅游市

场的竞争力。①大力发展健身休闲游消费。切实保证水上运

动、山地户外、航空运动、汽摩运动等运动项目产业规划的

制定和落地。②积极引导各级各类体育竞赛观赏消费。鼓励

各地因地制宜，培育地方特色赛事活动。③拓展体育旅游消

费空间。依托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载体，将运动休闲特色

小镇打造成集生产、生态、生活“三生融合”的体育旅游目

的地；将航空飞行营地、汽车自驾运动营地、山地户外营地

等打造成区域特色的体育旅游示范项目；美丽乡村串联成集

文化、旅游、休闲、观光、餐饮、购物、康养于一体的体育

旅游最美乡村；将民族民间体育赛事打造成体育旅游精品赛

事。④打造体育旅游“夜间经济”。例如，全民健身“荧光跑”

系列赛、“夜光中的竞技者”等，主要以运动项目引领夜间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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