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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雨萌 孟 珂

每逢大型体育赛事，球迷圈就弥漫着期待
与兴奋。而今年的 2024 中国网球公开赛（以
下简称“中网”），更是实现了不同年龄圈层的
突破。

这个假期，从街头巷尾到商超百货，抑或是
亲朋好友聚餐，耳边总能听到与中网有关的消
息。不少人哪怕在旅途中，也时刻通过手机关
注着中网女子单打半决赛的赛况。这股网球热
潮，不仅是小众运动走向大众化的生动写照，也
折射出中国体育市场的蓬勃生机与无限潜力。

通过“体育+消费”的布局，消费者购物体
验得以强化，企业借此将赛事“流量”转化为
品牌曝光度，亦实现了体育赛事与企业品牌的
双赢。

记者探访中网赛事现场注意到，赞助商席
位中，消费品企业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这些
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赛事带来的巨大商机，纷
纷在钻石球场周边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别出心裁
的消费体验活动。比如，瑞幸咖啡巧妙设置互
动环节，顾客购买咖啡即有机会参与趣味转盘
抽奖，活动现场人气爆棚；霸王茶姬巧妙借势中
网平台，以茶为媒，邀请四方宾客共襄盛举，传
递茶文化魅力。此外，众多知名运动品牌也不
甘落后，纷纷在赛场周边设立特色摊位，通过多
样化的展示与互动，丰富观赛体验的同时，实现
体育精神与日常生活场景的深度融合，极大地
提升了观众的参与感与满意度。

通过“体育+旅游”的联动，文化旅游种类得
以丰富，亦为中国经济增量发展增添了新活力。

赛事期间，不仅门票销售火爆，周边商品、
餐饮、住宿等产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消费高
峰。携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北京旅游订
单量同比增长7%，门票订单同比增长11%；北京
酒店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16%。近年来，“为了
一场比赛，游览一座城”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旅游
新风尚，这种赛事经济效应，正成为推动体育消
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通过“体育+科技”的融合发展，使得体育消
费逐步走向精细化、专业化、时尚化和智能化。

在各大运动品牌门店，智能健身设备琳琅
满目，如智能手环、智能跑步机等，不仅让运动
变得更加智能化与个性化，也进一步推动了体
育消费的智能化进程，让体育消费的未来充满
了无限可能与想象空间。

“体育+”正以其独特的魅力与无限的潜力，
引领着中国消费市场的新浪潮，不断开创“体育
搭台，经济唱戏”的发展新局面。

中国经济越“动”越“活”

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杜雨萌 孟 珂

“你会因为一场体育比赛而去一座城市旅
游吗？”10月2日，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国
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的入口处，面对《证
券日报》记者抛出的问题，来自河北石家庄的
宋洋兴奋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们是专门
来看郑钦文比赛的，顺便在这个假期深度游玩
一下北京。”

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从机场、火车站，到
城市热门商圈，再到各地旅游景区，多地持续开
启“人海”模式。而或许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余
热尚未散尽，也或许是顶级国际体育赛事及多
地高水平体育赛事密集扎堆，较往年相比，今年
的假日消费市场中，“体育+”消费正成为一股
不可忽视的新潮流。

今年8月份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
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专门
就体育消费作出部署。多位受访人士一致认
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体育消费有望
成为国民消费中的重要增量。

国庆假期期间，《证券日报》记者深入赛
场，穿梭于各类球馆与体育用品商店，探寻消
费者在这个假期是如何与“体育+”擦出“经
济”的火花。

跟着赛事去旅游
“体育+”燃动城市新活力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又一次“火”出新高
度。北京作为热门旅游城市之一，随着2024中
国网球公开赛（以下简称“中网”）、2024年WTT
中国大满贯这两大国际顶级赛事的相继开赛，
且覆盖“十一”黄金周，在吸引更多球迷到场观
赛的同时，也对首都的文旅消费产生了明显的
溢出效应。

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获悉，“十一”黄金
周期间，北京局预计到发旅客总人数为2685.3
万人，同比增加7.3万人，增幅2.8%。携程数据
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北京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
7%，门票订单同比增长11%。

出行、旅游等数据增长的背后，除了城市本
身的吸引力外，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斩获中
国首枚奥运网球单打金牌的郑钦文，显然也为9
月23日至10月6日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的中网
赛事带来了一波流量。

座无虚席——这是《证券日报》记者在国家
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最为直观的感受。据中网赛
事组委会介绍，2024中网开票当日销售额即为去
年同期两倍。截至10月1日11时，中网比赛的所
有门票已经售罄，票房总收入超8000万元，创下
中网门票销售历史新高。同时，现场观赛人流量
再创新高，全赛期观赛人流量预计约30万人。

“这次是专门带孩子来北京看郑钦文比赛
的，希望通过近距离感受网球赛事的氛围，在孩
子心里种下一颗网球种子，培养她的网球兴
趣。”宋洋告诉记者。

北京市朝阳区是中网赛事的举办地区，北
京市朝阳区体育局副局长刘金娟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下一步，朝阳区将持续打造和引进顶
级国际品牌体育赛事。同时，持续开发奥运遗
产资源，在朝阳区‘一纵一横’商业带内，设计网
红打卡地骑游路线，增加体育文化消费供给，推
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商业融合发展，助力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主承载区建设。”

和中网“撞档”的，是9月26日至10月6日在
北京首钢园举行的WTT中国大满贯。这是北京
自1961年举办世乒赛以来，首次承办的国际顶
级乒乓球赛事，其同样因马龙、王楚钦、孙颖莎、
王曼昱四位国乒奥运冠军的领衔出战，吸引了
一大波球迷跨城奔赴。

“就是为了见王楚钦而来，太值了！”10月5
日，一位专门从上海坐飞机到北京看男双决赛
的球迷，在走出主场馆八极场后直呼，比赛很精
彩，现场氛围超级棒，跟看直播完全不一样，下
次还要来。

当前，体育赛事正逐渐成为燃动城市的“新
活力”。于地方政府而言，以赛营城，促进体城
融合“双向奔赴”，已成为提升城市品质和发展

能级的重要着力点。北京市石景山
区副区长尹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未来，石景山区将以此次赛事
为契机，坚持文商旅体联动，大力发
展赛事经济，通过跟着赛事去旅行，
将石景山独特的旅游景点、文化遗
产、特色美食、网红打卡地等串联成
线，打造‘赛事+美食’‘赛事+文创’

‘赛事+演艺’等多元融合消费新场景、新服务、
新产品，努力实现‘观看一场赛、玩遍一座城’。”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举办体育赛
事，将赛事“流量”变为城市“留量”。比如，今
年5月份在上海举办的“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吸引国内外观众4.5万人次，直接经济效益达
到6.43亿元，间接经济效益达到14.02亿元；今
年前8个月，福建省举办类似活动542场，参赛
人次达到248万，带动各类消费36.85亿元，同
比增长21%。

小众运动持续“破圈”
带动体育消费扩容提质

“因为喜欢，所以愿意买单。”近几年，得益
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
战略之后，人民群众参与体育运动、进行体育消
费的热情不断高涨，越来越多的小众体育项目
持续“破圈”，且悄然改写着体育消费版图。

从“一位难求”的网球馆、攀岩馆，到“一秒
穿越冬夏”的旱地冰球，以及冬季限定版的滑雪
项目等，一系列小众体育项目的崛起，不仅带动
了全民运动风潮，由此催生的多元化和细分市
场，也为体育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原来就知道这个项目，但一直没有尝试
过，真正喜欢上攀岩，还是源于巴黎奥运会的影
响。”国庆假期期间，家住吉林长春市的李女士约
着三五好友，一起来到室内攀岩馆，“攀岩是一项
全身性的运动，每一步的向上，既要心无旁骛，也
要不断克服内心的恐惧，是对脑力和体力的双
重考验。不过，每次登顶后，确实能带来说不出
的喜悦和满足，这或许就是攀岩的魅力。”

谈及攀岩、网球、小轮车等小众运动的“出
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闯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
受到奥运项目日益多元化、年轻化的带动影响，
小众运动走向大众化的根本内因和驱动力，主
要还是源于社会经济发展、消费观念变迁以及
细分市场的快速发展。”

在李闯看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
消费理念从单纯的产品消费逐渐转向追求体验
消费和社交消费，这恰好与许多新兴运动的特
性相契合。再者，这类运动往往具有很强的社
交性，能够形成独特的趣缘文化圈层，叠加年轻
一代追求的个性化需求表达，为小众运动的兴
起提供了沃土。

“总的来说，小众运动走向大众化的这一趋
势，反映出我国体育消费正在向多元化、个性化
的高质量方向发展。”李闯认为，这种转变不仅
丰富了体育消费的内容，也为整个体育产业带
来了新的活力和发展机遇，推动了体育产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应该说，小众运动的“破圈”对
于激发体育消费活力和潜力的影响是具有前瞻
性的。

这种前瞻性，首先体现在其所拓宽的体育
消费市场边界上。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
发布的《2024上半年体育消费报告》显示，2024
年上半年，京东运动整体销售金额较2019年同
期实现倍数增长，其中滑雪运动、骑行运动、户
外鞋服、体育用品、户外装备的销售金额同比增
速均在150%以上。

迪卡侬的销售数据则进一步印证了小众运
动的巨大吸引力，尤其是巴黎奥运会后，包括攀
岩在内的小众运动装备及产品销量明显增长。

“通过近两年的观察，我们发现随着中国消
费者购买力的显著增强、健康意识不断提升以
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国内市场对运动的细分和
进阶需求愈发强烈，这一趋势在未来也将加速
发展。”迪卡侬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是迪卡侬全球最重要
的市场之一，随着中国体育产业进入高速发展
期，迪卡侬将紧抓这一机遇，全方位推进在华战
略。未来两年，计划每年新增20家至30家门店，
聚焦经济活跃城市与体育氛围浓厚的商圈，与
主流开发商携手，共创消费新地标。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
长刘向东看来，随着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日臻完
善，以及各地不断涌现的体育消费支持政策，小
众运动兴起并融入大众，将为更多人参与体育运
动提供空间，其也将发挥长尾效应，促进体育消
费扩容提质，进而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发展瓶颈亟待突破
政府、企业均要“有为”

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方式的
追求日益增强，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支持与引
导下，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显
著提升。

国家体育总局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2年，
体育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5.4%，占当年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0.60%提升至 1.08%。
2022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33008亿元，
实现增加值13092亿元，比2021年分别增长
5.9%、6.9%。

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正处在一
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新时期。这股强劲的势
头，无疑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在
这股繁荣的浪潮之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
题，成为束缚行业进一步腾飞的桎梏。

以场地设施的供给为例，记者从国家体育
总局获悉，截至2023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到2.89平方米，虽然已提前超过“十四五”
规划的人均2.6平方米的标准，但面对我国高达
37.2%的“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诸
如网球馆“一位难求”等现实情况，背后所反映
的正是供需之间的不匹配。

对此，《意见》明确提出，盘活空置场馆场地
资源，引导社会力量依法依规改造旧厂房、仓
库、老旧商业设施等，增加体育消费场所。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鸫表
示：“下一步，国家体育总局一方面将充分发挥
中央预算内投资引领、撬动、示范的作用，广泛
动员社会力量，加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进一步
开展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为人民群
众参加体育运动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将鼓励体
育场馆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鼓励群众‘错峰’
运动，充分利用新技术、新科技提高体育场馆的
利用率。”

除了场地设施的供给外，体育产品供给的
不足以及服务不足，同样限制了体育活动的普
及与体育消费的增长。

安永大中华区零售与消费品行业主管合伙
人郑铭驹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

“体育业作为一个覆盖非常广、产业关联度很高
的国民经济中的上游产业，在拉动消费、促进投
资、创造就业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但目前来
看，其与文化、商务、旅游等相关资源的整合仍
需进一步顺畅。因此，建议后续进一步整合体
育、商务、文旅等资源，并促进其深度融合发展，
通过创新融合和精准发力，满足多样化的体育
消费需求，叠加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体育场地
设施供给，从而进一步激发体育消费活力，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为一种新型消费形式，尤其是在全民健
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体育消费有望
成为国民消费中的重要增量。今年以来，已有
北京、上海、河北、广东等多地发放了体育消费
券，以进一步激发大众运动热情，有效促进体育
消费，推动城市体育产业发展。

在体育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企业同样要有
所作为。李闯认为，首先，企业可以拓宽依托于
不同体育文化的垂类市场，更加关注不同垂类
消费市场的多元化消费需求，为其提供个性化、
专业化的服务；其次，企业要加大技术创新力
度，为新兴运动、健康需求提供更加智能化的产
品；最后，针对体育消费这一全球化的消费市
场，企业要在品牌建设、文化消费品等方面继续
发力，提高产品的文化附加值等，从而达到弯道
超车的效果。

中国绿发文安公司总经理杨旭东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围绕‘跟着赛事去旅行’理念，仅
今年以来，中国绿发文安华美胜地俱乐部就举
办了多场潮流赛事，包括腰旗橄榄球、匹克球
等。之所以选择在度假区引进体育赛事，一方
面可以丰富旅游体验，吸引更多游客，另一方面
是希望通过体育赛事的举办，促进品牌建设和
市场推广。”

在杨旭东看来，当前，我国体育产业迎来了
战略、政策、市场三大引擎强力推进的发展机
遇。未来，文安度假区将持续推出一系列以户
外运动为载体，以体育休闲体验为主要形式，以
促进身心健康为目的的户外运动品牌赛事、户
外运动节庆展会、户外运动特色项目、户外运动
主题活动等，将体育旅游形成多样化、品牌化、
大众化和常态化的产品和服务，助推体育消费
潜力进一步释放。

“十一”黄金周观察：

尽情“燃烧卡路里”体育消费激活经济新潜力

图①北京荟聚迪卡侬专卖店门前人群络绎不
绝 杜雨萌/摄
图②中网钻石球场内，郑钦文女单第二轮比赛
现场 孟珂/摄
图③中网赛事比赛现场 孟珂/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