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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耦合
协调的态势测度及影响因素

王玉珍　 　 张启明　 　 邵玉辉

　 　 【摘　 　 要】为探寻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构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对我国 31 个省市 2013-
2020 年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我国体育产业与

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且体育产业的发展水平高于旅游产业,整体属于体育产业发展超前

型;(2)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关系较差,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呈现省际差异明显、由东向西阶梯递

减的特征;(3)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形成的标准差椭圆基本覆盖华东、华中、华北地区,中心位于

华中地区,呈现由东向西集聚性逐渐增强的特征;(4)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影响程

度由大及小依次为:经济基础、消费能力、交通条件、生活水平、顶层设计、产业结构、城市发展。 研究从增强

消费韧性激活市场潜力、完善交通设施提升服务水平、强化政府推动保障统筹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均衡

发展 4 个方面提出优化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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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6 年《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

见》颁布以来,尤其是在《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擘画下,
体育与旅游的融合迎来顶层设计、整体布局、市场

驱动发展的新契机。 体旅融合对体育产业转型、旅
游消费升级、经济提质增效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凸

显。 在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探讨体育

与旅游耦合协调发展样态,是中国体育与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繁荣新时代体育与旅

游事业的重要命题。 学界有关体育产业的研究开

展较早,主要涉及产业发展趋势[1]、内在逻辑[2]、治
理模式与优化策略[3] 等方面。 而有关旅游产业的

研究主要涉及评价体系构建[4]、竞争力因子评

估[5]、发展潜力测评[6]、集聚与扩散的效应评价[7]

等方面。 在产业融合层面,体育产业多聚焦于与

健康产业[8],旅游产业多聚焦于与文化产业[9] 之

间的研究。 有关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关系的研究

近几年才被逐渐重视,主要涉及两个产业融合的

时代价值[10]、作用机制[11]、协同效应[12] 等。 现有

成果存在以下不足:(1)在研究范畴上,有关体育

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较少;(2)在
研究方法上,主要以定性讨论为主,缺乏运用数学

模型的定量分析;(3)在研究内容上,有关两个产

业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且鲜有耦

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相关研究。 鉴于此,本研究

从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的耦合关系出

发,在横向对比两个产业关联度的基础上,通过熵

值法、耦合协调模型、标准差椭圆对 2013-2020 年

两个 产 业 的 耦 合 协 调 关 系 进 行 测 度,并 运 用

Stata14 软件中的 OLS 回归方程对耦合协调度的

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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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
1. 1　 研究方法

1. 1. 1　 灰色关联分析法

灰色关联分析法常用于衡量不同产业指标在

年度曲线空间中的接近程度,计算结果越大表明不

同产业的关联性越强。 运用此方法对与体育相关

的产业进行测度并排序,从微观的角度判断体育与

旅游的关联程度。 计算步骤如下:
(1)设:X0 = { x0 ( k) | k = 1,2,…,n} 为参考

序列,
X1 ={x0(k) | k =1,2,…,n}为比较序列,则关联

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ΔX= |X0-X1 | (1. 1)
m1 =max(ΔX) (1. 2)
m2 =min(ΔX) (1. 3)

ε=m1+
ρm2

ΔX
+ρm2 (1. 4)

(2)关联度的计算公式为:

ri =
1
n
∑
n

i= 1
ξ(i) (1. 5)

式中,ρ 为分辨系数,取值 0. 5。
1. 1. 2　 熵值法

为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准确、科学,采用熵值

法计算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的综合指数,并通

过划分发展类型评价两个产业的发展水平(见表

1)。 计算步骤如下:
表 1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协调关系类型表

综合发展水平 发展类型

体育产业得分=旅游产业得分 同步型

体育产业得分>旅游产业得分 体育产业发展超前型

体育产业得分<旅游产业得分 旅游产业发展超前型

　 　 (1)标准化处理:

Zij =
Xij-min(Xij)

max(Xij)-min(Xij)
+0. 001 (1. 6)

(2)计算比重:

P ij =Zij / ∑
n

j= 1
Zij (1. 7)

(3)计算熵值:

e j = - 1
lnn

∑
n

j-1
P ij lnP ij (1. 8)

(4)计算差异系数:
g i =1-e j (1. 9)
(5)计算权重:

w i =g i / ∑
n

j-1
g j (1. 10)

式中,Xij 为原始数据,min(Xij)和 max(Xij)分
别表示原始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1. 1. 3　 耦合协调模型

通过耦合协调模型计算耦合协调度,可以度量

产业之间或产业内部相关要素协调配合与良性循

环的关系,借此反映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相互作用

水平的高低。 同时,通过耦合协调度等级与区间的

划分,全面反映两个产业耦合协调水平[13] (见表

2)。 计算步骤如下:
(6)计算耦合度:

C= U1×U2

[(U1+U2) / 2] 2{ }
1 / 2

(1. 11)

(7)计算协调度:
D=(C×T) 2 (1. 12)
T=αU1+βU2 (1. 13)
式中,C 为耦合度,D 为协调度,T 为 2 个产业

的综合评价值,α、β 为待定系数,分别赋值为 0. 6、
0. 4。

1. 1. 4　 标准差椭圆

通过软件 ArcGIS10. 8 中的标准差椭圆(SDE),
从中心趋势、聚集与离散、方向趋势分析我国体育

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演化特征。
在标准差椭圆的构成要素中,长半轴代表分布方

向,其差距越大表示数据的方向性越明显,反之则

不明显;短半轴代表分布范围,越短则说明向心力

越明显,反之则为离散。
1. 1. 5　 OLS 回归方程

OLS 回归方程是将横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数

据结合起来,对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进行连续观测

并得到数据集,反映耦合协调度发展的影响因素。
计算公式如下:

y it =α+β1x1,i+β2x2,i+β3x3,i+…+βnxn,i (1. 14)

　 　 表 2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表

得分 0 ~ 0. 09 0. 1 ~ 0. 19 0. 2 ~ 0. 29 0. 3 ~ 0. 39 0. 4 ~ 0. 49 0. 5 ~ 0. 59 0. 6 ~ 0. 69 0. 7 ~ 0. 79 0. 8 ~ 0. 89 0. 9 ~ 1

等级
极度 严重 中度 轻度 濒临 勉强 初级 中级 良好 优质

失调 失调 失调 失调 失调 协调 协调 协调 协调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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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y it 为耦合协调度,x1,x2 . . . xn 为所选取

的测度指标,i,t 分别为横截面和时间维度。
1. 2 指标体系

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可获得性,本研究采用

2013-2020 年我国 31 个省份两个产业的面板数据

作为分析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财政部网站、国家体育

总局网站、各个省市的体育会议公布,部分缺失数

据采用插值法补充完善。
1. 2. 1　 耦合协调发展指标

遵循可靠性、相关性、有效性、可获得性原则,
采用频度分析、理论探讨、德尔菲法依次筛选指标

和确定指标体系。 首先,以体育产业指标体系、旅
游产业指标体系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检索文献,分
别获得 126 篇、188 篇相关文献,通过频度统计,选
择出现频度高的指标形成第一轮指标。 其次,采用

理论分析法阐释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内涵与要

素,并对初选指标进行查漏补缺,确定第二轮指标。
如,借鉴姚松伯采用文化、体育、娱乐业指标作为体

育产业评价体系的内容[13],原因在于目前我国体育

产业统计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不完善性,无法获得

各个省市的体育产业相关指标,而体育产业隶属于

文化、体育、娱乐业,且体育产业的文化内涵与娱乐

性较强。 最后,采用德尔菲法对体育旅游、旅游和

体育领域专家进行 3 轮咨询,最终确定包含 8 个二

级指标、18 个三级指标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

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3)。
1. 2. 2　 影响因素指标

已有的研究表明,学者们对影响体育产业和旅

游产业发展的因素持不同态度[14-18]。 本研究从经

济基础、产业结构、交通条件、城市发展等 7 个方面

选取解释变量、测度指标及含义(见表 4)。
2　 结果与分析
2. 1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分析

2. 1. 1　 关联度

筛选近十年国家政策中大力支持的产业融合

发展内容,选择旅游、文化、医疗、教育、传媒、科技、
居民消费水平与体育产业进行关联测度。 故参考

序列为体育产业总规模(Y), 比较序列为旅游产业

　 　 表 3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类型

体育产业

体育产业环境

体育产业总规模(亿元) 0. 1135 +

财政拨款(亿元) 0. 1030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数(个) 0. 1403 +

体育产业效能
运动员获世界冠军数量(个) 0. 1154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万人) 0. 1009 +

体育市场需求
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数量(个) 0. 1081 +

马拉松等级赛事数量(个) 0. 1189 +

体育社会建设
体育彩票销售额(亿元) 0. 1027 +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m2) 0. 0972 +

旅游产业

旅游产业规模

国内外旅游收入(亿元) 0. 0945 +

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次(万人次) 0. 0937 +

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 ) 0. 0933 +

旅游发展环境
A 级景区密度(个 / 万 km2) 0. 1061 +

旅游搜索率(% ) 0. 1293 +

旅游社会建设
旅行社密度(个 / 万 km2) 0. 1331 +

星级酒店密度(个 / 万 km2) 0. 1197 +

旅游产业效能
公共厕所密度(个 / 万 km2) 0. 1322 +

旅行社从业人数(万人) 0. 0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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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指标表

解释变量 测度指标 含义 预期影响

经济基础 人均 GDP(元) 经济发展水平 +

消费能力 人均消费支出(元) 居民消费能力 +

生活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居民生活水平 +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经济发展阶段 +

交通条件 旅客运输周转量(亿人公里) 交通承载能力 +

城市发展 城镇化率(% ) 城市发展水平 +

顶层设计 体育旅游政策数量(件) 政府支持力度 +

总规模(X1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

(X2)、卫生总费用(X3)、教育经费总投入(X4)、传
媒产业总规模(X5)、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X6)、
科技成果登记数(X7)。

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见表 5),我国体育

产业与所选取指标的灰色关联度由大到小排序为:
X7>X2>X4>X6>X3>X5 >X1,即体育与其他业态的融

合度从高到低排序为:科技>文化>教育>消费>卫
生>传媒>旅游。 其中,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

度(0. 5810) 位居所测度指标之末,距离平均值

(0. 6852)相差 0. 1042,数据表明体育、旅游两大业

态的融合度较低。 源于体旅融合的口号虽已提出

多年,却并没有真正走入人们的生活中,财政拨款

多用于运动员争金而较少惠及体旅融合,且居民对

体育旅游这一新兴产业知之甚少。 与之相反,科技

产品在体育赛场、日常锻炼中频繁亮相,通过文体

结合发扬传统文化的活动已被有关部门落到实

处[19],我国“体教融合”的口号提出后大量的特色

运动学校也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 因此,相关部门

应积极探索促进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模式与优

化路径,并逐步加强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

作,努力推动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达成以旅

强体、以体促旅。
2. 1. 2　 综合发展水平

根据熵值法计算结果(见下页表 6、17 页表 7),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呈现以下特征:

(1)整体上,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呈

上升态势(2020 年除外),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1. 44
和 10. 17,属于体育产业发展超前型。 进一步分析

发现,2013 年两个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相差 0. 0034,
但在 2014 年后差值逐渐拉大(见图 1),源于 2014
年国家颁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

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通过体制创新、多元主体

培育、产业布局改善等措施为体育产业营造了良好

发展环境。

图 1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对比图

(2)从省域视角看,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
广东、广西、海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20
个省份为体育产业发展超前型。 北京、天津、山西、
上海、江西、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11
个省份为旅游产业发展超前型。 体育产业方面,江
苏(0. 3531)、广东(0. 3205)力推体育强省建设,发
展水平位居前二位,而西藏虽在登山运动方面发展

势头较好,但体育产业整体有待进一步发展,得分

位居尾位。 旅游产业方面,上海 (0. 5430)、北京

(0. 3529)分别是经济与政治中心,多元旅游消费市

场并发,发展水平位居前二,青海(0. 0219)、宁夏

(0. 0200)虽坐拥青海湖、沙坡头等特色景区,但囿

于地理偏僻、经济薄弱、设施落后等,吸引游客能力

受限,得分处于倒数后二位。
　 　 表 5 我国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灰色关联度表

X1 X2 X3 X4 X5 X6 X7

灰色关联度 0. 5810 0. 7168 0. 6243 0. 7123 0. 6016 0. 7121 0. 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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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体育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及排名表

省份
得分 排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3-2020 年

江苏 0. 2494 0. 3507 0. 3679 0. 4114 0. 4982 0. 4889 0. 5549 0. 3531 1

广东 0. 2911 0. 2753 0. 3068 0. 3280 0. 3898 0. 4330 0. 4592 0. 3205 2

北京 0. 2398 0. 2690 0. 2482 0. 3064 0. 2817 0. 3531 0. 3482 0. 2598 3

山东 0. 1578 0. 2111 0. 2229 0. 2371 0. 3555 0. 3491 0. 3707 0. 2732 4

浙江 0. 1670 0. 1613 0. 2024 0. 2154 0. 2506 0. 3647 0. 3699 0. 2434 5

福建 0. 1553 0. 1882 0. 2223 0. 2300 0. 2439 0. 2939 0. 3851 0. 2451 6

上海 0. 1697 0. 1910 0. 2015 0. 2751 0. 2807 0. 2741 0. 2746 0. 1637 7

陕西 0. 1566 0. 1507 0. 1802 0. 1893 0. 2090 0. 2737 0. 2877 0. 2522 8

河南 0. 1205 0. 1808 0. 1742 0. 2075 0. 2059 0. 2845 0. 2988 0. 2251 9

河北 0. 1312 0. 1712 0. 1801 0. 1851 0. 1948 0. 2328 0. 2710 0. 1599 10

湖北 0. 1327 0. 1583 0. 1406 0. 1814 0. 1888 0. 2482 0. 2565 0. 1836 11

辽宁 0. 1530 0. 1240 0. 1618 0. 1675 0. 1769 0. 1891 0. 2260 0. 1210 12

安徽 0. 1200 0. 1586 0. 1524 0. 1313 0. 1513 0. 1930 0. 2148 0. 1558 13

四川 0. 0729 0. 1045 0. 1059 0. 1194 0. 1398 0. 1762 0. 2275 0. 1832 14

甘肃 0. 0685 0. 1062 0. 1420 0. 1301 0. 1567 0. 1638 0. 1517 0. 1423 15

海南 0. 1080 0. 1279 0. 1228 0. 1236 0. 1385 0. 1369 0. 1418 0. 1433 16

云南 0. 0598 0. 0647 0. 1154 0. 1506 0. 1569 0. 1741 0. 1748 0. 1346 17

江西 0. 0770 0. 0836 0. 0948 0. 1289 0. 1418 0. 1666 0. 1880 0. 1428 18

新疆 0. 0637 0. 0942 0. 0867 0. 1412 0. 1427 0. 1631 0. 1597 0. 1677 19

山西 0. 1043 0. 1217 0. 1848 0. 1028 0. 1202 0. 1329 0. 1450 0. 1025 20

湖南 0. 0990 0. 1120 0. 1323 0. 1148 0. 1225 0. 1676 0. 1668 0. 0977 21

天津 0. 0924 0. 0909 0. 1106 0. 1173 0. 1163 0. 1237 0. 1228 0. 1257 22

贵州 0. 0980 0. 1022 0. 0906 0. 1106 0. 1182 0. 1149 0. 1237 0. 1268 23

内蒙古 0. 1135 0. 0945 0. 0935 0. 1076 0. 1307 0. 1219 0. 1319 0. 0899 24

青海 0. 0537 0. 0755 0. 1434 0. 1006 0. 1079 0. 1213 0. 1134 0. 1264 25

广西 0. 0583 0. 0601 0. 0798 0. 1280 0. 1138 0. 1411 0. 1587 0. 0993 26

黑龙江 0. 0964 0. 1265 0. 0800 0. 1085 0. 1259 0. 1108 0. 1065 0. 0809 27

吉林 0. 0624 0. 0749 0. 0862 0. 0737 0. 1601 0. 1126 0. 1603 0. 0801 28

宁夏 0. 0550 0. 0570 0. 0649 0. 0758 0. 1035 0. 0889 0. 1402 0. 1142 29

重庆 0. 0460 0. 0528 0. 0575 0. 0771 0. 0849 0. 0899 0. 1109 0. 0588 30

西藏 0. 0182 0. 0242 0. 0272 0. 0305 0. 0343 0. 0437 0. 0350 0. 0482 31

全国 0. 1158 0. 1343 0. 1477 0. 1615 0. 1820 0. 2041 0. 2218 0. 1620

　 　 (3)部分省市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均处于较高

发展水平,以沿海地区和一线城市最为突出。 对比

2013、2020 年全国 31 个省份体育产业、旅游产业发

展水平与 GDP 总量的排名可知(见 18 页表 8),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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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及排名表

省份
得分 排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3-2020 年

上海 0. 5039 0. 5028 0. 5162 0. 5374 0. 5592 0. 5729 0. 5810 0. 5430 1

北京 0. 3743 0. 3777 0. 3984 0. 3716 0. 3906 0. 3858 0. 4501 0. 3529 2

江苏 0. 2082 0. 2222 0. 2332 0. 2754 0. 2785 0. 2990 0. 3119 0. 2139 3

广东 0. 2429 0. 2580 0. 2703 0. 2272 0. 2420 0. 2658 0. 2888 0. 1666 4

浙江 0. 2004 0. 2123 0. 2178 0. 1977 0. 2561 0. 2746 0. 2867 0. 2259 5

山东 0. 1671 0. 1815 0. 2042 0. 2206 0. 2337 0. 2581 0. 2710 0. 1847 6

云南 0. 0898 0. 0996 0. 1086 0. 1350 0. 1767 0. 2313 0. 3569 0. 1592 7

贵州 0. 0894 0. 1006 0. 1069 0. 1444 0. 1912 0. 2453 0. 2956 0. 1539 8

天津 0. 1372 0. 1463 0. 1512 0. 1603 0. 1680 0. 1820 0. 1854 0. 1332 9

安徽 0. 1118 0. 1198 0. 1351 0. 1483 0. 1662 0. 1866 0. 2140 0. 1402 10

湖南 0. 0950 0. 1007 0. 1134 0. 1346 0. 1702 0. 1929 0. 2146 0. 1852 11

四川 0. 1041 0. 1131 0. 1317 0. 1476 0. 1809 0. 1772 0. 1989 0. 1248 12

河南 0. 1059 0. 1108 0. 1265 0. 1381 0. 1528 0. 1841 0. 2097 0. 1328 13

湖北 0. 1195 0. 1296 0. 1344 0. 1483 0. 1519 0. 1721 0. 1682 0. 1178 14

广西 0. 0741 0. 0863 0. 0968 0. 1196 0. 1439 0. 1856 0. 2367 0. 1750 15

江西 0. 0759 0. 0926 0. 1146 0. 1313 0. 1564 0. 1867 0. 2103 0. 1384 16

福建 0. 0880 0. 0979 0. 1083 0. 1236 0. 1395 0. 1644 0. 1832 0. 1328 17

山西 0. 0830 0. 0947 0. 1101 0. 1325 0. 1505 0. 1747 0. 2009 0. 0867 18

辽宁 0. 0946 0. 1036 0. 1079 0. 1273 0. 1403 0. 1518 0. 1708 0. 0983 19

河北 0. 0780 0. 0890 0. 0952 0. 1209 0. 1401 0. 1666 0. 1944 0. 0992 20

重庆 0. 0934 0. 1003 0. 1050 0. 1086 0. 1226 0. 1469 0. 1739 0. 1269 21

陕西 0. 0775 0. 0860 0. 1020 0. 1178 0. 1303 0. 1555 0. 1740 0. 0923 22

吉林 0. 0465 0. 0511 0. 0620 0. 0733 0. 0827 0. 0970 0. 1231 0. 0683 23

海南 0. 0578 0. 0575 0. 0579 0. 0580 0. 0624 0. 0687 0. 0740 0. 0679 24

甘肃 0. 0283 0. 0338 0. 0444 0. 0542 0. 0666 0. 0792 0. 0987 0. 0565 25

内蒙古 0. 0310 0. 0368 0. 0477 0. 0538 0. 0687 0. 0764 0. 0904 0. 0501 26

黑龙江 0. 0356 0. 0349 0. 0422 0. 0463 0. 0519 0. 0582 0. 0709 0. 0454 27

西藏 0. 0283 0. 0303 0. 0416 0. 0451 0. 0399 0. 0477 0. 0534 0. 0291 28

新疆 0. 0216 0. 0187 0. 0285 0. 0391 0. 0419 0. 0575 0. 0773 0. 0290 29

青海 0. 0100 0. 0124 0. 0149 0. 0186 0. 0322 0. 0345 0. 0379 0. 0219 30

宁夏 0. 0122 0. 0146 0. 0178 0. 0203 0. 0257 0. 0250 0. 0275 0. 0200 31

全国 0. 1124 0. 1199 0. 1305 0. 1412 0. 1585 0. 1776 0. 2010 0. 1346

总量排名靠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其体育

产业、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同样居于高位。 由此可知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体育产业、旅游产业发展的重

要内生动力,经济增长可升级居民消费方式、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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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GDP 总量与两个产业发展水平对比表

年份 GDP 总量 体育产业 旅游产业

2013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河北、
辽宁、四川、湖北、湖南

江苏、广东、北京、山东、浙江、福建、
上海、陕西、河南、河北

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天津、
湖北、安徽、河南

2020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
福建、湖北、湖南、上海

江苏、广东、山东、北京、陕西、福建、
浙江、河南、湖北、四川

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湖南、山东、广西、
广东、云南、贵州

消费市场,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4)除去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各省份旅游产

业发展水平相对稳定,而体育产业波动较为明显,
在 2015、2016 年分别有 8 个、6 个省份呈下降态势。
推测是受我国部分地区近些年推行减少体育固定

资产投资政策的内部环境影响,加之 2015 年世界

经济增速放缓的外部环境牵制,部分省份体育产业

发展出现逆增长的情况。
2. 1. 3　 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

通过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出我国体育产业与旅

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得分(见表 9)。 整体而言,两个

产业耦合协调度从 2013 年(0. 1826)严重失调阶段

演化至 2020 年(0. 2203)中度失调阶段,年均增长

率为 2. 38。 考虑到 2020 年疫情对服务业的严重打

击,排除 2020 年重新观测结果,发现两个产业耦合

协调关系(0. 2948)仍处在中度失调阶段,但与轻度

失调非常接近,反映疫情对两个产业的耦合关系产

生严重影响,也说明两个产业呈关联水平不断提

高、耦合协调程度向更高水平演化的趋势。
从耦合协调度与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关系来

看,耦合协调等级较高的省份如北京、浙江、江苏

等,体育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也同样位居前列,而
等级较低的省份如宁夏、西藏等,两个产业发展水

平相对落后。 源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具有一定

的发展交互作用:一方面,体育赛事、地标性体育场

馆(博物馆)、民族民俗体育表演等已经成为满足游

客需求、塑造旅游形象、增强景区吸引力的重要旅游

吸引物;另一方面,自然资源、人文景观与体育的结合

可提升旅游吸引力。 如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将自然

景观与攀岩、水上竞赛等项目相结合,赋予旅游以新

的表现形式,进一步增强了旅游胜地的竞争力。
从行政区划看,耦合协调度整体呈自东向西阶

梯递减的特征:(1)华东地区在 7 个行政区中整体

耦合协调度最好。 源于该地区经济基础厚实、交通

可达性强、服务设施相对完善等,而这些要素是体

育与旅游产业市场的支点、耦合协调发展的依托。
其中上海、江苏耦合协调程度处于较高水平,于

2016 年分别迈入勉强协调、濒临失调状态。 山东、
浙江处于中等水平,均于 2019 年达到濒临失调状

态。 安徽、福建、江西耦合协调度有待进一步发展,
处于中度失调状态。 (2)华北地区耦合协调程度处

于中等水平。 其中北京于 2008 年奥运会后大力发

展体育旅游,于 2019 年达到勉强协调状态;河北于

2019 年步入轻度失调状态。 其他省份由于对两个

产业的融合发展支持力度不足,8 年间一直处于中

度失调、严重失调状态。 (3)华中地区整体耦合协

调水平较为均衡,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在空间上呈

块状集聚。 (4)华南地区因不同省份经济本底为两

个产业耦合发展提供的动力相差较大,导致耦合协

调度差异显著,其 3 个省份广东(轻度失调)、广西

(中度失调)、海南(严重失调)分别处于 3 种状态。
(5)东北地区耦合协调程度较低。 主要因为该地区

侧重将资金、人力等投入至原材料与粮食发展,使
得两个产业发展动力不足、耦合效果不佳。 其中黑

龙江在 8 年间一直处于严重失调状态;辽宁、吉林

分别在 2015、2019 年从严重失调迈入中度失调状

态。 (6)西南地区目前虽无耦合状态较好的省份,
但部分省份已将体育旅游作为经济新增长点,产业

耦合协调发展潜力巨大。 其中四川、贵州、云南 3
省在 2019 年由严重失调步入轻度失调状态,且该

年度云南以 21. 71 的年均增长率高居榜首。 (7)西
北地区受区位、经济、人才等制约,导致两个产业市

场状况不佳、竞争力较弱,其耦合协调程度落后于

其他地区。 其中青海、宁夏处于严重失调阶段,甘
肃、新疆处于极度失调阶段,仅陕西曾进入轻度失

调状态。
2. 1. 4　 重心迁移轨迹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形成的

标准差椭圆基本覆盖了华东、华中、华北地区(见 20
页图 2),具体包括经济发展较好的北部沿海综合经

济区、长江下游综合经济区、黄河中下游经济区、长
江中上游经济区等区域,而发展相对滞后的东北、
西北地区则偏离于标准差椭圆之外。 造成这一现

象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政府部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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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演化表

地域
得分 耦合协调最高等级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3-2020 年

华北地区 北京 0. 4186 0. 4351 0. 4350 0. 4491 0. 4479 0. 4767 0. 5087 0. 4176 勉强协调

天津 0. 2002 0. 2051 0. 2207 0. 2307 0. 2350 0. 2481 0. 2497 0. 2167 中度失调

河北 0. 1723 0. 1979 0. 2071 0. 2328 0. 2527 0. 2882 0. 3233 0. 2038 轻度失调

山西 0. 1656 0. 1840 0. 2230 0. 2035 0. 2259 0. 2489 0. 2721 0. 1680 中度失调

内蒙古 0. 1079 0. 1109 0. 1247 0. 1371 0. 1624 0. 1670 0. 1846 0. 1260 严重失调

东北地区 辽宁 0. 1968 0. 1927 0. 2125 0. 2313 0. 2457 0. 2597 0. 2889 0. 1869 中度失调

吉林 0. 1093 0. 1205 0. 1371 0. 1411 0. 1876 0. 1817 0. 2249 0. 1401 中度失调

黑龙江 0. 1099 0. 1175 0. 1125 0. 1284 0. 1412 0. 1435 0. 1552 0. 1168 严重失调

华东地区 上海 0. 4324 0. 4472 0. 4598 0. 5135 0. 5260 0. 5280 0. 5316 0. 4429 勉强协调

江苏 0. 3253 0. 3708 0. 3844 0. 4285 0. 4557 0. 4681 0. 4953 0. 3652 濒临失调

安徽 0. 1975 0. 2215 0. 2311 0. 2304 0. 2530 0. 2868 0. 3150 0. 2365 轻度失调

浙江 0. 2835 0. 2880 0. 3119 0. 3042 0. 3577 0. 4129 0. 4229 0. 3351 濒临失调

福建 0. 1913 0. 2125 0. 2336 0. 2507 0. 2695 0. 3068 0. 3489 0. 2639 轻度失调

江西 0. 1453 0. 1628 0. 1860 0. 2169 0. 2415 0. 2745 0. 3003 0. 2290 轻度失调

山东 0. 2569 0. 2910 0. 3119 0. 3289 0. 3809 0. 3963 0. 4125 0. 3167 濒临失调

华中地区 河南 0. 1930 0. 2222 0. 2334 0. 2558 0. 2672 0. 3200 0. 3444 0. 2574 轻度失调

湖北 0. 2097 0. 2294 0. 2250 0. 2539 0. 2596 0. 2981 0. 2979 0. 2295 中度失调

湖南 0. 1733 0. 1845 0. 2046 0. 2119 0. 2401 0. 2790 0. 2923 0. 2330 中度失调

华南地区 广东 0. 3652 0. 3691 0. 3894 0. 3672 0. 3977 0. 4281 0. 4524 0. 3167 濒临失调

广西 0. 1321 0. 1428 0. 1638 0. 2076 0. 2177 0. 2604 0. 3010 0. 2283 轻度失调

海南 0. 1420 0. 1488 0. 1475 0. 1479 0. 1581 0. 1647 0. 1721 0. 1659 严重失调

西南地区 重庆 0. 1366 0. 1470 0. 1540 0. 1707 0. 1856 0. 2048 0. 2353 0. 1688 中度失调

四川 0. 1647 0. 1905 0. 2048 0. 2234 0. 2568 0. 2727 0. 3100 0. 2355 轻度失调

贵州 0. 1681 0. 1795 0. 1779 0. 2162 0. 2503 0. 2777 0. 3090 0. 2318 轻度失调

云南 0. 1452 0. 1558 0. 1926 0. 2302 0. 2630 0. 3063 0. 3728 0. 2397 轻度失调

西藏 0. 0604 0. 0679 0. 0811 0. 0870 0. 0853 0. 0994 0. 0979 0. 0819 极度失调

西北地区 陕西 0. 1810 0. 1877 0. 2138 0. 2316 0. 2497 0. 2930 0. 3129 0. 2251 轻度失调

甘肃 0. 0896 0. 1102 0. 1359 0. 1454 0. 1688 0. 1851 0. 2002 0. 1522 中度失调

青海 0. 0514 0. 0625 0. 0811 0. 0818 0. 1083 0. 1155 0. 1185 0. 0942 严重失调

宁夏 0. 0567 0. 0624 0. 0711 0. 0790 0. 0962 0. 0911 0. 1080 0. 0878 严重失调

新疆 0. 0774 0. 0807 0. 0962 0. 1279 0. 1325 0. 1595 0. 1818 0. 1165 严重失调

全国 0. 1826 0. 1967 0. 2117 0. 2279 0. 2490 0. 2723 0. 2948 0. 2203 中度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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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标准差椭圆空间转移图

设立体育类与旅游类政府专项债券、体育旅游发展

专项资金等,为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提供了多

样化的资金支撑,从而缓解了原材料、土地、薪水等

压力。 从旋转角度看,耦合协调度标准差椭圆沿顺

时针方向旋转、向西转动。 从标准差椭圆迁移轨迹

看,呈以华中地区为核心,向西南方向迁移之势,源
于云南、四川等省在“十三五”期间聚焦于服务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为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奠定

了良好发展基础。
从各参数计算结果看(见表 10),两个产业耦合

协调度形成的标准差椭圆总体变化幅度较大。 其

中,标准差椭圆的转角 θ 从 2013 年的 42. 5866°上
升至 2020 年的 75. 4330°,空间格局呈“东部—西

南”方向演化现象。 此外,标准差椭圆长轴与短轴

间的差距在 2013 年最小,此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

分布向心力强、方向性明显。 此后长半轴的间距从

2013 年的 907. 241km 扩大至 2020 年的 915. 306km,
说明耦合协调度发展的方向性特征基本未变。 但

短半轴差距逐步扩大、方向性逐渐减弱,从 2013 年

984. 477km 扩大至 2020 年 1291. 329km,说明耦合

协调度的空间分布范围逐步扩大,尤其自东向西方

向的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 究其原因是青海持续

发展马拉松、自行车等体育旅游活动,推动了两个

产业的发展与耦合协调演化;而四川服务业发展势

头同样迅猛,是我国第一个喊出万亿体育产业发展

目标的省份[20]。
2. 2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影响

因素分析

OLS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1),两个产

业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解释力由大到小的排序

为:经济基础>消费能力>交通条件>生活水平>顶
层设计>产业结构>城市发展。

2. 2. 1　 经济基础

人均 GDP 的系数为 0. 2856,在 1 水平下显著

为正,表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该地区两个产业的

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我国不同地

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人均生产总值存在差异,对
体育旅游的市场认知和消费需求也有很大差异。
人均 GDP 越高,意味着经济水平越高,人们有更多

的可能参与休闲、旅游、运动,进而带动两个产业耦

合协调度的提高[21]。 良好的经济基础也可以为两个

产业耦合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更多的支撑与帮助,如
社会资本通常投向经济基础雄厚的地方,这有利于加

快地方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发展进程。
　 　 表 10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标准差椭圆参数表

时间(年) 中心经度(度) 中心维度(度) 长半轴(km) 短半轴(km) 转角(°)

2013 112. 48 33. 26 907. 241 984. 477 42. 5866

2020 111. 10 32. 41 915. 306 1291. 329 75. 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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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的 OLS 回归结果表

经济基础 生活水平 产业结构 消费能力 交通条件 城市发展 顶层设计

系数 P
0. 28557∗∗∗

(0. 000)
0. 07721∗

(0. 072)
0. 06901
(0. 283)

0. 16994∗∗∗

(0. 000)
0. 00283∗∗∗

(0. 000)
-0. 00340∗∗∗

(0. 000)
0. 01325∗

(0. 087)

　 　 注:∗、∗∗和∗∗∗分别代表 P 值在 0. 10、0. 05、0. 01 水平上显著。
　 　 2. 2. 2　 民生发展

人均可支配收入系数为 0. 0772,在 10 水平下

呈正相关,而人均消费支出系数为 0. 1700,在 5%水

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这两个方面均可带动两个产业

的耦合协调发展。 其中人均消费支出对体育与旅

游耦合进程的决定性作用更突出,源于国民经济增

长的核心力量、服务业演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消

费[22]。 游客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会对体育与旅

游的服务内容、服务水平产生直接影响。 体育旅游

不仅涉及游客出行所需的基本旅游费用,还涵盖参

与体育活动带来的额外支出,对游客的消费水平要

求较高。 在 《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 《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

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等政策赋能下,人们的消费

水平不断提升,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为两个产业的

耦合协调发展提供了契机。
2. 2. 3　 交通条件

旅客运输周转量的系数为 0. 0028,在 1 水平下

显著为正,说明交通状况是促进两个产业耦合的重

要条件。 体育产业、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石是交通设

施:一方面便捷的交通为企业整合资源、开拓市场

提供保障,进而引发企业集聚,服务效能提升;另一

方面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高水平的交通辐

射网络、高可达度的边缘地区交通网络建设[23]。 当

前阶段国家推行交通一体化战略,提倡全国各地合

力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这一举措将有效提高我

国各省份之间的互通互联度,为两个产业的耦合协

调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2. 2. 4　 顶层设计

体育旅游政策数量系数为 0. 01325,在 10 水平

下为正,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体育旅游政策对两

个产业耦合协调关系的演进起重要作用。 部分体

育产品、旅游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其发展的重

要命脉便是政府承担财政拨款,而且相关政策的出

台有助于两个产业进入国家、省市的“产业重点支

持名录”,享受贴息贷款、税费减免、现金奖励等多

种便利条件,进而降低二者耦合的成本与风险。 影

响效果之所以稍逊于其他指标,一方面是国家虽在

多项政策中提及体旅融合,但鲜有体旅融合专项政

策为产业耦合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与政策效应的时

滞性有关。
2. 2. 5　 产业结构

体育与旅游属于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的转型

与升级可以推动高新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效率的提

升,激活体育和旅游两个产业内部新的链条,优化

两个产业的服务业态与服务需求。 目前,我国第三

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其增加值

占 GDP 比重从 2013 年的 46. 1 上升至 2020 年的

54. 5,为两个产业耦合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OLS 方程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源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虽迅猛,但体育产

业、旅游产业的总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较低、增速

偏慢,从 2013 年的 2. 74 上升至 2020 年的 8. 51[24]。
此外,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依托于消费,而体育产业

的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有待进一步发展[25]。
2. 2. 6　 城市发展

城镇化率的系数为-0. 0034,在 1 水平下显著

为负,表明其对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影响尚未体

现,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两个产业的耦合进程。 城

镇化为两个产业提供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要

素,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镇服务设施建设、交
通网络完善,是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同

时,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创造经济增长极,带动区域

经济增长为产业耦合提供经济基础。 之所以产生

负面影响,可能源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城市经

济增长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进而使城乡差距拉

大、发展失衡[26]。
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论

(1)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呈

上升态势,其中,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低于体育

产业,研究期内我国属于体育产业发展超前型。
(2)2013-2020 年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

展水平省际差异显著,江苏、浙江、福建等 20 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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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为体育产业发展超前型。 北京、天津、山西等 11
个省份为旅游产业发展超前型。

(3)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程度整体

较低,由 2013 年的严重失调状态演化至 2020 年中

度失调,而不同省份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出由

东向西阶梯递减的规律。
(4)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形成的标

准差椭圆基本覆盖华东、华中、华北地区,中心位于

华中地区,空间格局呈由东向西集聚性逐渐增强的

特征。
(5)按照影响程度由大及小排序,体育产业与

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依次为:经济基

础、消费能力、交通条件、生活水平、顶层设计、产业

结构、城市发展。
3. 2　 建议

3. 2. 1 　 增强消费韧性,激活体育与旅游市场

潜力

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基础、生活水平与消费能

力对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均具有较

强影响。 因此通过创新产品供给内容与方式、提升

居民经济水平、推行体育与旅游消费惠民措施等激

活消费市场,是促进体育与旅游协调发展的必由之

路。 第一,创新体育与旅游供给内容与方式。 培育

消费增长点。 针对个性化、小众化需求,为个人、家
庭、团体提供定制式休闲度假产品,使游客获得独

特体验。 利用球迷心理与明星效应,增加大型赛事

活动中观众与体育明星互动环节,提高赛事活动吸

引力。 第二,提升居民经济发展水平。 优化收入分

配制度,提升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所占比例,增加

居民财产性收入。 加大创业补贴、中小企业税收优

惠力度,通过“保市场主体”促进居民就业,实现人

均 GDP 的增长。 同时辅以降医疗、稳物价、固教育

等措施缓解居民消费压力,相对扩大可支配收入中

的体育、旅游消费支出。 第三,推出体育与旅游消

费惠民措施。 如发放体育旅游消费券、实施旅行社

带团奖励、景区门票优惠等,“助燃”体育与旅游消

费市场,提振居民消费信心。 同时以市场导向为前

提,制定层次有别的体育旅游产品价格,包括较高

消费的深度体验游价位,以及较低消费的休闲度假

游价格。
3. 2. 2 　 完善交通设施,提升体育与旅游服务

水平

研究结果显示,交通设施对两个产业的耦合协

调影响显著。 便捷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的交通服务

水平是推动两个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
第一,完善偏远地区交通网路,建立衔接合理的交

通体系。 受制于地理区位、资金投入以及建设时长

等,部分偏远地区存在较明显的交通短板。 应以偏

远地区省会城市为中心、地级市为轴线,建立起“十
字型”“几字型”交通网路,并以此为根基不断扩大

交通网络覆盖范围。 第二,推动交通与体育、旅游

融合发展。 深化体育、旅游与交通部门之间合作,
通过扩建道路与开通专用交通线路提高城市周边

旅游景点、体育场馆(展馆)的可达性,为体育旅游

一体化发展提供交通便利。 第三,提升交通服务

水平。 充分发挥智慧交通优势,如通过 GPS 定位

系统、近程影像识别技术动态监测道路堵塞程度

并预测路段车流量,缓解交通拥堵现状,提升出游

效率。 通过体育运动、旅游出行数据化提升游客

出行体验和互动体验,为体育与旅游发展提供服

务保障。
3. 2. 3 　 强化政府推动,保障体育与旅游统筹

发展

研究结果显示,顶层设计对两个产业的耦合协

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实现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

耦合协调发展,离不开政府战略规划、顶层指引、统
筹协调等方面的综合作用。 第一,研制体育与旅游

融合中长期发展战略,将其纳入各省体育与旅游发

展规划。 积极推动体育、旅游部门与发改委、国土、
财政等部门沟通,联合出台推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

业协调发展的配套政策,为二者耦合协调发展争取

更多的资金、土地、税收优惠等要素支持。 第二,加
大对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金融、人才、技术支持力

度,在努力提高两个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基础上,保
障两个产业发展水平相适应,确保两个产业同步、
有序、可持续发展。 第三,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推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跨省联动发展。 构建省

际互联、产业协同、机制共建的体育与旅游融合发

展体系。 各省主动作为,联合周边省份加强资源整

合,合力打造体育旅游产品,不断扩大区域联动发

展的“朋友圈”,形成“省内—省际—全国”的多层

次、立体化通力合作格局,有针对性的推进体育产

业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
3. 2. 4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体育与旅游均衡

发展

研究结果显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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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呈非均衡性,加之产业结构对体育产业与旅游

产业耦合协调的影响不显著,为此,应重视体育与

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合理布局其发展路径,不断优

化两个产业的结构体系。 第一,开拓体育与旅游产

业转型升级的方式。 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式,坚持体育与旅游的服务

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相应调整体育与旅游产品、服
务、品牌等,推动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 第二,弥补

体育和旅游产业发展短板,以需求导向为依托,推
动二者均衡发展。 因区位条件、经济基础、资源禀

赋的差异,我国不同省份体育与旅游发展水平不

同,西北、东北省份明显滞后于华东、华北省份。 因

此要发掘各省要素禀赋优势,以国家级中心城市为

核心,以区域城市群为辅助,推动各地体育与旅游

产业间合作,逐步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体育与旅游

协同发展体系。 第三,以城镇化赋能两个产业的结

构升级。 由城镇化引致的产业集聚与分工为体育

和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带来了劳动力、资本、技术等

要素。 因此应对城镇化发展进行合理规划,通过优

化城市空间及功能布局,完善城市服务功能,促进

体育、旅游与城市融合,不断推动体育与旅游实现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实现两个产业优化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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