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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体育特色小镇作为体育产业新兴增长点，提升小镇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理论，围绕影响体育特色小镇竞争力的生产要

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企业策略、企业结构、同业竞争，政府行为和发展机遇六方面因素

展开分析，提出我国体育特色小镇竞争优势构建的对策，认为联动生产要素，集聚资源整合力、拉动消

费需求，增强小镇辐射力、完善关联产业，培育产业驱动力、厘清自身定位，提高核心竞争力、发挥顶

层设计，构建全局引导力、把握发展机遇，打造品牌效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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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ports power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sports characteristic town is a new 
growth point of sports industry,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town.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logic analysis, based on Porter’s “Diamond model”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demand conditions, 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 
enterprise strategy, enterprise structure, horizontal competition,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devel-
opment opportunities that affec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ports tow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construct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sports characteristic town: linking 
production factors, gathering resources integration; Boosting consumer demand, enhancing the 
town radiation force; Completing the related industries, cultivating industrial driving force; Clarify-
ing their own position, improv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Exerting top-level design and establish-
ing global guidance force;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uilding brand effect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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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始转型，作为朝阳产业的体育产业

呈现加速发展趋势，竞争优势也日益明显。而体育小镇作为体育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新时代背景下

更应凸显竞争优势。2016 年特色小镇的培育工作在全国开始开展；2017 年全国掀起体育特色小镇热潮，

首批确立 96 个体育特色小镇试点名单。2019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

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稳步推进建设一批规划科学、特色突出、产业集聚的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体育特色小镇的培育与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城镇化率提高、全民健康实现的重要

载体，然而体育特色小镇作为产业新形态，如何提升小镇竞争优势是关键[1]。基于此，从波特“钻石模

型”理论出发，围绕影响小镇竞争力的因素展开分析，提出我国小镇竞争优势构建的对策，以期为小镇

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价值。 

2. 体育特色小镇竞争力的评判标准 

体育特色小镇作为体育产业与关联产业的缔造者，其竞争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中愈发重要，竞争能力

代表一定的发展水平和内在潜力。美国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波特“钻

石模型”理论，用于分析国家某种产业所处的竞争地位和具有的竞争力，为国家产业提供经济学分析范

式。决定产业竞争力大小有六个要素，分别为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结

构、同业竞争，政府行为和发展机遇。前四者为基本要素，后两者为辅助要素，共同建构“钻石模型”(如
图 1) [2]。六要素相互整合、相互依赖，共同形成产业竞争力的动态系统。波特“钻石模型”作为比较成

熟的竞争力分析框架，能为我国小镇的竞争力构建优势对策，因此本文借助波特“钻石模型”对小镇的

竞争力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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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orter’s “Diamond model” 
图 1. 波特“钻石模型” 

3. 体育特色小镇的竞争力分析 

3.1. 生产要素 

根据波特“钻石模型”理论，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

等五大要素[2]。体育特色小镇培育所需的生产要素主要有天然要素、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天然资源

的充沛、地理位置的优越是小镇赖以开发的独特载体，但小镇作为体育产业新型态，在人力资源与知识

资源上匮乏，体育特色小镇的高效运作离不开小镇设计、体育项目开发、运营模式的构建，对于经营开

发者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和实践要求。基础设施是小镇发展定位与运营的物质保障，是满足消费者需求

的物质基础，这些要素可直接影响体育特色小镇的竞争力。 

3.2. 需求条件 

市场需求与供给条件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是产业竞争优势的另一要素。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与其收

入水平具有直接的联系，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体育消费额度越高，在健康方面的支出也逐渐

增多[3]。小镇的建设符合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转型的内在需要。随着体育产业化

进程的持续推进，体育文化逐渐积淀，居民体育消费观念发生转变，体育用品消费市场扩张。2015~2018
年，我国体育消费市场稳步增长，2018 年我国体育消费达到 9105.3 亿元。近几年居民对体育用品的消费

需求也有明显的变化，虽多以实物类消费为主，对于体育旅游、体育康养等服务类型产品的需求也愈发

提升，并且更为重视体育消费产品的品质、服务与体验感。 

3.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 

由于人们消费需求的不同及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小镇作为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的新型态，满足了人

们的多元化消费需求。小镇作为独立单一的业态无法实现长久盈利，跨界融合、共生发展也是其发展的

有效路径。国外小镇发展历史悠久，在小镇设计、运营模式上较为成熟，体育拉动的旅游消费、培训消

费、文化产品消费、产品与服务消费，远远大于体育运动本身消费。国家体育总局与旅游局联手推动“体

育 + 旅游”产业模式就是以体育为先导，促进相关产业整体消费[4]。体育小镇的旅游产品设计与发展，

应该谨记特色原则，避免放诸四海皆可的“充数型”旅游产品，在设计中结合当地的体育运动项目特色、

历史文化特色、生态风光特色，最终汇成特色鲜明的体育旅游产品体系。 

3.4. 企业策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 

我国现有的体育特色小镇主要有四种类型，不同类型小镇的企业战略和组织结构都呈现出不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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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休闲型体育小镇以休闲娱乐集体验为一体，提供多样化户外休闲运动项目。一般来说，休闲型体育

小镇通过参观、体验等多种方式吸引游客参与其中，并提供一个或多个相应的运动项目；同时，利用小

镇的生态人文环境融合运动项目打造体育旅游资源，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产业型体育小镇主要涉及

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服务业、体育竞赛表演业等业态，结合多个产业链环节，形成融合发展的产业聚

集区。赛事型体育小镇以体育赛事为载体，进行赛事承办或赛事直播等服务，同时也提供休闲体验活动，

将运动比赛与旅游休闲结合，延伸发展与赛事有关的服务。康体型体育小镇主要凸显优良的康养环境，

以运动项目为载体，以康养为目标，结合多元化方式形成的康体型小镇。 

3.5. 政府行为 

小镇在培育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政府行为的支持和投入，涉及生产要素、政策文件等多方面。自小

镇孕育以来受到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一方面出台了相关利好政策文件，描绘了小镇的整体发展方向，

《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通知》对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提出

了总体发展方向，明确了开发的基本条件，基本原则中提出“坚持产业立镇”进一步规范、扶持特色

小镇及特色小城镇的发展。另一方面，提供人财物力资源，保障小镇整体运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

小镇的发展。国务院 46 号文件出台后，体育产业凸显出强大的内生性动力，带动一批小镇搭乘政策东

风在全国试行。基于此，政府还应做好体育特色小镇的宣传工作，宣扬小镇浓郁文化、秀美环境，树

立良好形象。 

3.6. 发展机遇 

近年来，我国三次产业迅猛发展，尤以体育产业市场规模日益扩大，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性

产业。从经济层面上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20 年 1 月 20 日发布的我国 2018 年体育产业总产出为 2.6579
万亿元，增加值超过 1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1.1%，表明我国体育产业具有良好发展态势[5]。
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看，大健康时代的到来，为体育特色小镇带来契机。在“全民健身”、“全民健康”

的大背景下，体育运动在体育特色小镇的建构下，逐渐趋向于全民化、大众化、休闲化，体育产业上升

成为健康产业的中流砥柱，拉动着小镇发展。从技术层面上看，数字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借助人工智能、

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可提升劳动生产率，缓解降低劳动成本，运用高端先进技术优化产品和服务，

提升产业价值链。 

4. 新时代提升体育特色小镇竞争力的对策 

4.1. 联动生产要素，集聚资源整合力 

体育特色小镇的构建，最主要的是要形成产业生态系统，首先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天然资源、人力资

源、知识资源，科学规划小镇板块设计，围绕小镇自身的产业定位，加强小镇的运营机制等，着力推进

小镇规划、运营、统筹等一系列工作，提升员工服务意识。再者，发挥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

职能，集聚资源提高供给[6]。在体育特色小镇规划设计初期，地方政府要以当地特色生态禀赋和文化底

蕴为重点，以长远发展的目光为出发点，科学做好各项规划设计工作，引入适合本地区开展的体育运动

项目，打造具有浓郁地域文化气息的体育小镇。相反，并不是盲目复制，避免建造同质类体育特色小镇。

最后聚集高级生产要素，争取引入现代化仪器设备以及运动基地，寻找体育研究机构合作，引进体育专

业人才，开设专业体育组织等要素，标准化运营场馆等其它设施，将体育元素与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与

运营深度融合，实现体育小镇有活力，产品服务有保障，品牌认知有延伸，体育消费有提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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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拉动消费需求，增强小镇辐射力 

现今，我国经济水平不断上升的同时居民休闲时间与收入水平也越来越充裕，人民不再满足于基本

物质生活需要，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中提出稳步推进建设一批规划科学、特色突出、产业集聚的小镇[1]。当前健康中国、全民健

身、全民健康等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注重健康休闲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消费需求与理念也在

发生转变，不断增加用于体育旅游、体育休闲、体育康养等方面的消费支出。正是由于人们多元化以及

个性化需求，促使体育特色小镇与旅游、休闲、康养等产业融合，供给高质量产品与服务。需求与供给

推动产业不断融合，拉动体育消费需求，增强小镇辐射力。 

4.3. 完善关联产业，培育产业驱动力 

体育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以产业融合为驱动，培育小镇离不开关联产业，“体育+”已经成为体育

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新路径，体育特色小镇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休闲健身产业等融合发展而来的新

兴业态，具备跨界融合的特质和基础[8]。继续推动小镇跨界融合，需要立足于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以及体育强国的时代潮流，多域联合、全域联动，发挥多重产业带动作用。小镇的规划、建

设要以特色产业作为引擎，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整合区域链。一方面，带动体育休闲等相关业态

融合发展，联动上下游产业链，打造体育产业生态圈。另一方面，在进行小镇定位、打造的同时，要实

现体育特色小镇与区域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联动发展，提升地方各区域体育服务供给能力，为全民健

身战略、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贡献。 

4.4. 厘清自身定位，提高核心竞争力 

培育体育特色小镇首要核心就是明确小镇的自身定位，这是建设小镇的必要前提和关键所在。小镇

根据产业定位不同，其开发模式也不同。体育特色小镇的规划和设计，关键在于“特”，首先，特在“产

业”，以产业带动小镇发展，特色产业融合旅游产业是当今小镇发展趋势[9]。其次，特在“形态”，特

色小镇依据自身定位，具有不同的建筑风格、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综合三者塑造小镇独有风情。再者，

特在“功能”，以不同小镇的产业基础为依托进行生产和服务功能；以休闲旅游、观光体验刺激文化、

服务、居住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最后，特在“机制”，首先多种机制引导小镇发展，其次政府把控方

向、提供支持；再者企业整合资源、运作管理；最后居民积极参与、日常监督。明确体育特色小镇的建

设定位，以产业、形态、功能、机制为出发点，以体育服务为主体，发挥地域优势，融合民俗文化，结

合特色运动项目，提高核心竞争。 

4.5. 发挥顶层设计，构建全局引导力 

明确政府在引领体育特色小镇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发挥顶层设计的重要意义。第一，在小镇初建之

时，应根据小镇的生产要素、文化底蕴等进行科学规划，避免重形式化与过于理想化，科学规划生产要

素，挖掘内在文化底蕴。自 2016 年起国家高度重视小镇的培育与发展，小镇搭乘政策的“便利东风”，

如火如荼地建设着，但当前由于管理体制的缺失，小镇逐步房地产化，利用开发小镇为由，挖掘体育特

色小镇房地产红利问题[10]。第二，在小镇建设中时，按照建设规模与之相契合，是小镇长远发展的基础

堡垒。《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通知》，明确了小镇的开发条件，具有产业

基础和生态资源禀赋，范围为 3 平方公里左右，集聚高端要素，聚焦特色之处，打造的新型区域平台。

地方政府要依据建设规模做好小镇建设相关政策和审批服务工作。第三，在小镇建成之后，完善监管、

考核力度和管理体制是确保小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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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把握发展机遇，打造品牌吸引力 

当前，由于小镇具有可复制性，搭乘政策东风存在建设高速、同质同化等问题，各地方特色小镇在

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同化[11]。品牌作为体育特色小镇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体现，体育特色小镇要依据区域

产业生产要素，开发区域极具潜力的的特色产业，防止出现同质化与地产化的小镇。小镇的品牌体系主

要是由精品赛事、体育旅游、康养等组成。因此，小镇的品牌建设需要结合短期小镇的天然资源与长期

小镇经营能力进行系统整合，开发最具特色的产品服务，打造具有经济、文化与体育融合的多重价值品

牌。构建全方位服务平台，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别具一格的服务体系也是增进小镇品牌竞争力的重

要因素。 

5. 结语 

体育特色小镇是新时代背景下体育产业发展的新兴增长点，增强小镇的竞争力是其健康发展的内在

要求。依据波特“钻石模型”理论，小镇的竞争优势由六方面要素合力构建。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必须联

动生产要素，集聚资源整合力；拉动消费需求，增强小镇辐射力；完善关联产业，培育产业驱动力；厘

清自身定位，提高核心竞争力；发挥顶层设计，构建全局引导力；把握发展机遇，打造品牌吸引力。小

镇作为体育产业新型态的重要载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逐步向产业集群化转型，提升核心竞争力。

小镇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打造竞争优势、促进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小镇的着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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