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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1284、何猷亨

关于深化上海体育产业升级，对接大湾区

体旅融合发展的提案

※背景情况※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体

育不单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还是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更好地激发体育发展动力、实现高质

量发展，推动体旅跨界融合发展，是实现体育与旅游产业

繁荣的必然选择。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十四五”体育

发展规划》和国务院印发实施的《“十四五”旅游业发展

规划》等规划方案中，均着重强调要增强体育产业经济的

贡献力，发展体育融合产业。

――――――――――――――――――――――

※问题及分析※

近年来，上海大力推动体育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于 2020年印发了《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要》，提

出到 2025年基本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2035年迈向更高

水平，2050年全面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为进一步推动上海体育产业发展、体旅融合发展迈向

更高水平，本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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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1、持续优化体育产业发展环境，发展重大体育赛事活

动

突出顶层设计，完善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包括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以鼓

励社会资本投入、培育市场主体；根据上海各区优势的不

同，优化全市体育产业布局，推动体育活动及产业协同、

集聚发展；持续完善相关产业法律法规，由政府牵头成立

行业协会，促进体育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优化全市公共

设施和体育产业配套设施建设，以满足不同类型体育赛事

活动需求。

在发展重大体育赛事活动方面，首先应进一步鼓励和

支持本地赛事发展，例如上海市首创的四年一届的“市民

运动会”、“城市业余联赛”等，可进一步加强多媒介宣

传推广之余，探讨与长三角、大湾区等区域共同合办，以

增强赛事影响力、体育产业发展联动性，促进区域间体旅

融合发展，打造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赛事品牌和城市形象。

在推进“国际一流赛事之都”方面，去年上海已举办

的国际国内大型赛事共计逾百项，今年除 F1中国大奖赛、

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等国际赛事外，还可探讨与各类体育

项目的国际赛事组织机构建立战略交流合作机制，争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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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赛事组委会、体育项目联合会等机构落户上海，以恒常

性引进更多优质的区域性、国际性、高水平的专业体育赛

事活动。

2、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体育消费需求，打造“一程多站”

式体旅融合发展模式

得益于近年来上海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现时上

海拥有多个体育训练基地，2个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在

发展体旅融合方面拥有强劲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常年保持

超大经济体量和稳定经济增长，体育旅游消费需求旺盛，

并将于 2025年联合承办第十五届全运会。在全运会的大力

驱动下，预计粤港澳大湾区的体育产业发展前景和体育消

费需求还将大跨步提升，急需更丰富的产品服务供应。

对此，可尽快与大湾区共同建立体育旅游产业合作机

制，加强两地政策沟通与协调规划，推动两地体育产业要

素对接合作。目前大湾区特别是港澳，普遍存在体育训练

场地长期不足、设施紧缺、技术受限等问题，建议以上海

现有的多个大型体育训练基地为平台，大力发展竞技体育

培训服务，主动承接大湾区特别是港澳的职业体育训练、

青少年体育训练需求。同时，面向港澳青年、学生团体开

发寓教于乐的“体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研学项目，承

接港澳青少年体旅融合的研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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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依托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推出的体育产业

创新中心，与大湾区探讨共同搭建“上海-大湾区体育产业

资源合作平台”，共同推动两地体育资源集成、企业孵化、

体育市场融资、体育创新人才培养等，促进上海与大湾区

城市的体育要素互流互通、产业融合发展。

第三，以上海现有的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多个知

名国际国内体育赛事品牌为基础，与大湾区相关部门、行

业协会共同整合两地体育和文旅资源优势，开发“一程多

站”式体旅融合项目，举办“一赛两地”重大体育赛事活

动，促进两地体旅融合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