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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能够把这里的美食、美景、人民的热情好
客展示给全世界。”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中国乒协
主席刘国梁表示，希望混合团体世界杯能够为成都
建设世界赛事名城增加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国乒

“顶流”的带领下，天南海北的球迷来到成都，除了
抢票看球外，还看到一幕幕爆棚的场景，比如在玉
东社区广场，美食嘉年华和趣味乒乓球互动小游戏
让人流连忘返，现场还可以开麦一展歌喉；手撕兔、
串串香、蛋烘糕、麻辣豆腐干……在成都，味蕾所带
来的快乐，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很多值得我们反
复去的地方，还有可能偶遇球员。”从新疆赶来的毛
小慧说，“哈哈，我还在玉林唱民谣。”

国际乒联发布的数据显示，本次比赛购票用
户中，仅有23.4%的用户来自成都本地，外地用户
占比 76.6%。其中，13.1%的用户来自四川其他城
市，而从外省市来到成都观赛的用户比例高达
63.5%。巨量的人流，带来了周边社区经济的巨大
涨幅。自混团黄金周启动以来，本次混团世界杯
共带动消费3.8亿元，较去年2.5亿元增长52%。其
中，赛事的举办带动场馆周边200余个商家实现营
业收入总计约4800万元，平均增幅220%。

“体育+旅游”这条赛道，正在让赛事的流量转
化为经济增量。再比如，创始于2017年的成都马
拉松，今年又获得了东亚半程马拉松锦标赛及全
国半程马拉松锦标赛（第五站）的承办权，“三赛合
一”助推成马品质再上新台阶。成马衍生文创产
品、纪念品不断“上新”，文化展演、特色产品展销
等活动也为城市进一步“引流”，以至于今年3.5万
名参赛选手中成都市外选手占比达到74.3％。热
情好客的成都通过一场马拉松展现了足够的诚
意，成马以“体育+”融合创新旅游产品体系，拓展
体旅消费空间，联动全市13处A级旅游景区，在比
赛日前后免费面向参赛选手开放参观。携程数据
显示，成马赛事前后，成都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六成以上，比赛当天订单量居全国第三。成马期
间，成都酒店预订量翻番，旅游门票销售量同比增
长365%。美团数据显示，成马赛事前“成都酒店餐
厅”“成都酒店套房”等成关联高频搜索词。

还有，5月举办的“汤尤杯”，入场观众累计7.5
万余人次，其中近半数来自外地；随后的“网球观
赛季”，一口气迎来2024成都公开赛-ATP250等五
项国际赛事，商竣程、穆塞蒂等球员在成都激情挥
拍。如果将这些高能级赛事作为“锚点”，将能带
动包含消费、制造、文化在内的体育产业氛围加速
形成，一条以赛事撬动城市产业经济发展的“成都
路径”已然浮出水面。

眼下，各色体育赛事推陈出新不断丰富，
“体育+旅游”，其实是一地文化特色、经济发
展以及治理水平的综合展现。挖掘地方特
色，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将塑造地方更丰富的
形象，培育发展更强动能。中山大学旅游休
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九霞认为，“体
育+旅游”的深度融合，为全民休闲提供了新
方向，为文化发展开辟了新路径，塑造着新的
全民生活方式。

孙九霞认为，本质上，“体育+旅游”代表
了两类资源价值的聚合，即通过对体育、旅游
两种文化重构、融合，可以形成“文化合力”。
这股合力正在振兴乡村经济，促进文化繁荣，
引领低碳发展，赋能健康中国。孙九霞分析，
体育运动、旅游休闲尤其对于人们的生理及
心理健康有着积极作用，通过大力推动体育
旅游项目，有助于向乡村人口普及健康知识、
倡导健康生活，进一步改善全社会的健康状
况，是赋能健康中国的有效途径。

自“健康中国”战略提出以来，随着一系
列政策文件的出台和健康知识的普及，大众
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孙九霞观察到，散步和
跑步是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攀岩、滑板等
小众运动也逐渐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在
旅游消费日趋日常化、生活化的背景下，体
旅融合相关新兴业态快速增长，已成为引领
健康中国新风尚的重要力量。比如，北京冬
奥会“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推
动冰雪运动普及水平大幅提高，新疆、黑龙
江、吉林、河北等地的冰雪“冷资源”变身“热

经济”。除了激发全民运动热情外，大型赛
事还带动了以观赛和体育运动体验为核心
的体育旅游市场，“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越
来越多人的选择。

如何更好地践行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和
全域旅游要求？孙九霞建议，体育旅游产业
需要进一步推动产品升级和服务升级，增强

其普及度和吸引力。相关经营主体应从消费
者需求出发，不断开发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体
育旅游产品和服务，优化提升体育旅游产业
链长度和关联度。要充分开发各地资源，持
续推出更受年轻人喜爱的体育项目和文化旅
游产品。比如户外产业就正在迎来从“小众
专业”转向“全民共享”的新时代，City walk、

溯溪探洞等户外休闲活动越发受到欢迎，体
旅融合的户外运动休闲正成为大众强健体
魄、磨炼意志、亲近自然的活动首选。一些体
育研学项目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沉浸式营地
活动，如徒步拉练、运动挑战、野外生存等，促
进青少年团队协作、环境适应等能力的全面
发展，也为开展素质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方
式。孙九霞还认为，各地要发挥赛事的引领
效应，持续营造浓厚的体育氛围，促进全民
健身常态化，更深层次、更长时间激发体育
旅游活力。

体育赛事的广度和深度，促使着体育旅
游逐渐走向“全龄化”。孙九霞表示，伴随着
体育旅游市场的持续扩张，丰富的体育旅游
产品也为全年龄段居民参与体育旅游提供
了多种途径。比如体育旅游夏令营为青少
年群体提供了假期新选择，2024 年暑期以

“体育+旅游”为主题的研学夏令营订单量较
去年增长超七成；中青年群体则热衷于在旅
途中延伸个人爱好、结交趣缘共同体；还有
就是适合家庭旅游的体旅融合项目如亲子
骑行、亲子徒步、亲子滑雪、亲子露营等，在
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能增进亲子情感、培育健
康的家庭关系；老年群体喜欢康养旅游活
动，在目的地打卡广场舞、练习太极拳等成
为老年人融入并体验目的地文化的重要方
式。孙九霞期待各年龄层全员参与，体旅
融合正构筑代际联结新方式，而多元功能
全方位嵌入，这种融合正在绘就国民生活
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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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黄一可

12月8日晚，2024年成都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

在四川省体育馆落下帷幕。从上海专程赶来观赛的吴雨

佳，刚体验完场内国乒全胜收官的完美，走出体育馆又在

汹涌的球迷人潮中，挤到玉林东路大快朵颐，“这几天成

都一直在降温，但大家都很嗨，去了不少地方，真的玩过

瘾了！”以“世界杯公园”为核心，以玉林民谣季互动专区

为支撑，以“吃行游购娱”消费场景为外延，这仿佛是一个

独属于成都的“体育黄金周”，体育大赛为主办城市带来

的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赛事经济缘何火热？这一方面有赖于体育赛事服务

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得益于社会体育消费需求

的日益强劲。一场场精彩的体育比赛，牵动无数观众的

心，也激发了人们“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热情。

体育成为人们走进一座城市的入口，随着人们的运

动休闲和旅游需求日益多元化，“体育+文旅”模式发展空

间广阔。为更好地践行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和全域旅游

要求，未来体育旅游产业应如何发力？北京体育大学体

育休闲与旅游学院副院长蒋依依认为，要充分开发各地

的水域、沙滩、山地等资源，持续推出更受年轻人喜爱的

体育项目和文化旅游产品。各地还要发挥赛事的引领效

应，持续营造浓厚的体育氛围，促进全民健身常态化，更

深层次、更长时间激发体育旅游活力。

体育新空间
如何更打动人

文化合力将撬动什么

体育与旅游融合的实践，不仅为
城市或地区发展带来客流量，而且还
带来了更多综合效益。如“双奥之城”
北京因举办两次奥运会留下了丰厚的
奥运遗产，鸟巢、水立方等场馆得到充
分利用，成为旅游热门地；河北张家口
市的冰雪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京张体
育文化旅游带成为当地旅游的新名
片。“各类赛事的举办使得城市的体育
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更加完善，对市
民的开放程度更高，惠及更多人群。”
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王裕雄说。

2025 年 8 月，成都世界运动会将
拉开大幕，将再次成为成都定格在国
际竞技舞台上的高光时刻，秀出城市
充满活力的姿态。作为非奥项目最高
水平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飞盘、跑
酷、皮划艇、攀岩、滑水、滑翔伞特技飞
行、泰拳、桑搏、软氏曲棍球、浮士德球
等颇具观赛体验感、参与感的运动项
目，都将在“世运会”上拉开竞逐，这让
社交媒体上的爱好者已经迫不及待：

“每一项都新鲜有趣，就等着放票了。”
明年世运会期间，将有来自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5000 名运动员
来到成都。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
（IWGA）主席何塞·佩鲁雷纳说，“预
计每项赛事都会爆满。在棒垒球、腰
旗橄榄球、棍网球和壁球等项目出现
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这是一
次观看这些项目比赛的大好机会。”

“‘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核心在于
巧妙融合体育竞技与旅行体验。”北京
体育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邹新娴表示，

“相信明年的哈尔滨亚冬会、成都世运
会、粤港澳全运会将带动当地体育文
化更好地传播。”在首都体育学院奥林
匹克研究中心教授茹秀英看来，体育
赛事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城市全面
进步中具有“独特功能”，“需要积极培
育以体育赛事为圆心、以城市文化为
延展、以城市旅游为辐射的文体旅‘同
心圆’融合体，并借助互联网时代自媒
体的传播效能，让游客成为体育赛事
的报道者、城市文化的传播者。”

近年来，体育健身运动向着
全民化、常态化、休闲化发展，体
育赛事和体育休闲活动深受大
众喜爱，体育旅游也日渐成为热
点和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去年，
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关于恢复和
扩大体育消费的工作方案》，从
加大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
丰富体育消费场景等方面提出
16条举措，进一步促进体育与旅
游消费融合发展。

2022 年，世界冰壶巡回赛
（WCT）亚太总部入驻新都，并以
成都为中心，在中国和亚太地区
大力发展冰雪运动，汇聚更加优
质的冰雪产业链资源。以新都
尖锋四季旱雪场为例，不仅能为
国际国内专业冰雪队伍提供反
季节冰雪训练，还承接了全国自
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气垫大跳
台青年锦标赛等赛事，知名运动
员谷爱凌、苏翊鸣等多次到此封
闭训练。滑雪场负责人介绍，初
学者把这个几乎全年无休的四
季滑雪场比喻为“驾校”，在真正

“上冰”之前，以青少年为主的爱
好者通常会选择来此练习，“旱雪
正逐步成为四川冰雪运动的一
大地域特色，使滑雪运动逐步从
小众化向大众化延伸。”旱雪运动
成了全国冰雪消费重要的“风向
标”之一，独特的资源禀赋，也为
四川发力“冰雪赛道”提供了足够
的底气与差异化竞争优势。

寒假即将来临，“体育+旅游”
受到家长和孩子的青睐。冰雪运
动已成为成都市民尤其是青少年
参与度最高的新兴时尚运动之
一。运动衣帽、装备的购买，冰雪
运动带来的“冰雪+旅游”“冰雪+
研学”“冰雪+运动培训”等创新消
费模式，都在推动着“冷冰雪”有效
转化为“热效益”。

成都人在这条“赛道”上步
履不停。在国际大赛之外，有山
有水开放包容的成都，也擅长用

一些有趣的赛事，吸引着四方来
客。今年的中国·成都绿道运动
生活嘉年华，来自国内外的数千
名选手参与，国庆大假与“巨型赛
场”同频共振，其中的“中国城市
户外多项赛”在新津天府农博园
举行，约500名顶尖户外运动高
手通过越野跑、定向、皮划艇、滑
板车等丰富多元的运动方式，感
受公园城市的山水魅力。在东
安湖公园，“中国城市探索挑战
赛”上演了City walk（城市漫步）
的精彩，参与者以徒步、跑步、公
共交通为方式，体味不同的风貌
路线……

同时，在全民健身风潮涌起，
游客体验型、个性化旅游需求不断
增长的今天，一批批具有体育运动
特色的旅游新业态不断涌现。一
些新兴的小众项目，正丰富旅游消
费场景，攀岩、滑翔伞飞行、滑雪、
徒步、潜水等运动项目吸引了更多
关注，成为人们旅行清单中的“新
宠”。彭州龙门山湔江河谷生态旅
游区就新晋为“2024中国体育旅游
十佳目的地”，这里以山地运动为
主导产业，先后引进了CBSA中式
台球国际公开赛、环中国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举办龙门山国际山地户
外运动挑战赛等赛事，已建成特色
民宿60家、品质营地36个，呈现蹦
极、攀岩等体育旅游消费场景20
余个。

“这些体验型户外活动火
热，与游客更加注重健康、运动、
自然等消费倾向密切相关，越来
越多的游客将户外运动作为生
活的一部分，促进了目的地体育
旅游产业链的发展，带来了旅游
业态创新。多元化、个性化和规
模化的需求让更多适合老年人、
亲子、家庭、学生等不同群体的
旅游业态和旅游产品涌现出来，
体育旅游的综合带动作用更加
突出。”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
副研究员韩元军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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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发布2024—2025全国冰雪旅游精品线路，“蜀山冰雪·安逸四川”等
12条线路入选。图为滑雪爱好者在西岭雪山。 图据文旅成都

法国霞慕尼是欧洲著名的登山和滑雪胜
地，是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的举办地。环勃朗
峰超级越野耐力赛始于 2003 年，每年举办一
次。图为中国选手申加升。 图据新华社

2024年成都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在成都举行期间共带动消费3.8亿元。 图据国际乒联官方公众号

如何让体育赛事发挥更大作用？这就需要
各地因地、因时、因需制宜，把体育赛事从传统
体育场馆拓展到更多场景中，打造“体育新空
间”，这是体育要素与城市金角银边、商业综合
体、自然景区、城市公园等存量空间融合所形成
的能够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的新型载体。

探讨体育新空间对赛事经济发展的助推作
用，国外不乏典型案例。比如，拥有5000多条攀
岩路线以及众多攀冰、登山路线的法国霞慕尼
小镇，每年通过举办著名越野赛事——环勃朗
峰超级越野赛，获得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收
益。再比如，久负盛名的美国洛杉矶L.A.LIVE是
集体育、赛事、娱乐、酒店、餐饮、购物为一体的
体育娱乐综合体，拥有丰富的冰球与篮球赛事
资源，形成了“职业体育+商业”的运营模式。在
成都，“体育新空间”其实也不少，如融创文旅
城、西村大院、凤凰山体育公园、麓客岛等。

体育新空间赋能赛事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科学布局不断扩容、科技赋能、培育新
业态、搭建赛事国际交流平台。这样的体育消费
新场景，已不再局限于体育场馆；正在尝试主体
多元化；多为拥有多种复合业态，满足多种服务
需求的体育综合体；吸纳新兴运动项目；数字技
术的应用使得体育参与的互动性更强……而正
是这一类“强体验”“新场景”“趣空间”的基因，让
体育新空间发挥着引领市民消费的独特功能，而
在未来，要真正实现“跟着赛事去旅行”，真正为
老百姓提供一流的消费体验才是关键。

体育新空间正在经历渐变升级的过程，比如
从功能性需求过渡到情感性、社会性需求。如凤
凰山的球市，热血、共融，淬炼出社交网红平台，
运营方正努力让“球市热”产生“长尾效应”，商家
也需要精准锁定消费者的诉求，并以此打通出
行、住宿、餐饮、周边产品等衍生产业链。虽然客
流也具有明显的潮汐性特征，但凤凰山规划多条
业务线，接待全民健身活动、体育研学团等。

近年来，绿道体系、郊野公园、林下空间打造
等“热词”频频出现在体育新空间领域。一方面，
运动社交的立体化，对Z世代这批同时拥有潮流
先锋和落地生活消费需求的年轻人来说，有温
度、有内容、有生活的主题，才有足够“黏性”。位
于温江的鲁家滩潮玩运动公园，就是这样一个定
位为城市微度假主题运动公园的体育新空间。
这里自带自然禀赋，集聚了以运动休闲为特色的
滨河消费场景；园区在运动空间主题（板式网球）
突出的前提下，承载了更丰富的叠加商业，涵盖
亲子玩乐、潮玩艺术、休闲生活等多元功能。“如
何通过在自然、开放、多空间特色中加入更多互
动元素于沉浸式体验场景中，并针对目标人群营
造出足够的社群氛围，这点对于长期运营极为重
要。”公园运营方负责人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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