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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新兴经济形态层出不穷。其中，赛事经济发展迅速，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观赛到体验，赛事经济把赛事流量变成经济
增量，不仅充分激活上下游全产业链，也重构了全链条消费场景，为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今年，银川成功入选全国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城市，系西北地区唯一入选城市，这是机遇，也是挑战。
本期“他山之石”聚焦外地发展赛事经济的经验和做法，以期为银川提供有益借鉴。

许多人都还记
得，国家电影局曾发
布数据，2024 年领
跑票房前两位的均
为含体育题材的影
片——掀起健身热
潮的《热辣滚烫》和
以赛车比赛为背景
的《飞驰人生2》。

两部电影热映，
同样是赛事经济的
再延展。

从追着自己喜
爱的运动员、运动
队、运动项目观赛，
到跟着赛事去消费、
跟着赛事去旅游、
跟 着 赛 事 拍 电
影……在中国，赛
事经济已不再局限
于由赛场门票引发
的直接消费。

主动顺应赛事
经济趋势，积极拥
抱赛事经济浪潮。
在安徽，体育赛事
正悄然为创新多元
化消费场景、扩大
服务消费、促进文
旅融合发展打开一
条全新赛道。

日前，江苏省城市足球
联赛（以下简称“苏超”）以
现象级热度火爆出圈：线下
吸引超过 18 万观众涌入各
个主场城市现场观赛；线上
相关话题频登热搜，浏览量
以亿计。

与此同时，大众参与热
情 更 是 突 破 绿 茵 场 的 边
界——一张观赛门票化身

“消费通行证”，持票观众不
但可在周边餐饮店享受优
惠，还能解锁城市景点专属
折扣。美团旅行数据显示，6
月3日至8日，江苏省内景区
预订同比增长305%，真正将
赛场的热情呐喊，转化为多
场景的消费活力。

从门票赋能多元消费到
文旅场景深度融合，“苏超”
的火爆并非偶然，而是赛事
经济创新玩法的集中体现。
这种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
增量的新模式，为激活城市
消费活力提供了新思路。

首先，以小博大，乘数效
应撬动消费增长杠杆。赛事
经济的乘数效应，在于以一
场赛事为支点，撬动数倍于
赛事投入的经济增长。“苏
超”通过将门票与周边消费
场景深度绑定，实现了流量
的高效转化。以南京为例，6月1日“苏超”第
三轮赛事中，南京1∶0战胜无锡后，南京的特
色美食热度明显升温。美团数据显示，6月2
日当天，江苏地区“南京盐水鸭”搜索量较上
周同期增长 74%，盐水鸭菜品套餐的订单量
增长58%。

更重要的是，这种乘数效应在赛后仍持
续释放能量，借助赛事打造的主题IP正成为
消费增长的长效引擎。贵州“村超”便是生动
例证：凭借极具地域特色的足球赛事 IP，其
2023 年至 2024 年累计吸引超 1700 万人次游
客到访；2025年开年势头更猛，1月1日至5月
5 日接待游客量达 2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77%。而“苏超”同样在赛后发力，其官方
推出的城市足球主题纪念徽章、球队专属盲
盒等衍生商品，通过线上商城持续热销。从
中不难看出，赛事经济对消费市场的拉动，不
仅能点燃短期热度，更能通过IP价值沉淀，形
成可持续的消费增长点。

其次，跨界联动，融合效应拓宽多元消费
版图。赛事经济的融合效应，体现在打破产
业壁垒，推动体育与文旅、商业、娱乐等领域
的深度交融，进而创造出全新的消费场景和
业态。

例如，在“双奥之城”北京，多个奥运场馆
通过改造升级，与商业街、美术馆、小剧场等
空间有机融合，实现文商旅体多业态互补：首
钢园的大跳台在保留竞技功能的基础上，增
设滑梯、绳网、攀爬设施等，引入空中咖啡、绳
降、小蹦极、攀岩等项目，为游客带来丰富的
运动体验和消费选择。

最后，全链激活，带动效应激发消费内生
动力。赛事经济的带动效应，贯穿于从筹备
到运营的全产业链条，通过激活上下游产业，
持续为消费市场注入内生动力。

例如，在“苏超”赛事筹备阶段，体育场馆
建设、赛事设备采购等需求直接拉动了建筑、
制造业的消费；广告策划、媒体转播等服务采
购，带动了传媒、广告行业的业务增长。赛事
举办期间，大量观众的涌入使交通、住宿、餐
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又如，今年端午假期
期间，佛山举办龙舟赛事，佛山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时间，全市
A级景区（41家，38家对外开放）共接待游客
134.18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52.69%；
营业收入6073.78万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37.36%。

不难看出，赛事经济的乘数效应、融合效
应、带动效应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交织、
协同发力，共同构建起激活消费的强劲动
能。无论是门票与消费场景的深度绑定，还
是产业跨界融合的创新实践，抑或是全产业
链条的协同激活，都为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提
供了新范式。这不仅证明了赛事经济在释放
内需潜力、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更为
各地探索特色化、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提供了
生动范本。（原载于6月10日《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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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流量”带来消费“留量”

相较于体育强省，安徽受经济发展水平、
基础设施水平、组织水平等因素影响，引入高
水平赛事一度困难重重。而随着安徽近几年
在创新发展中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的净流
入，越来越多知名赛事也开始进入这个连南
接北、承东启西的省份。

2024年8月，合肥迎来全国夏季游泳锦
标赛，数万名观众从省内外来到合肥体育中
心游泳馆，在这里见证奥运冠军孙杨的复出
首战。

“2024年，我们共完成自办赛事、执行体
育赛事170场次，吸引观众约34万人次，实现
近2000万元的直接收益。”合肥体育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合肥体育中心负责人杨福运
说。据他介绍，数据显示这170场次的赛事带
动综合消费接近26亿元，赛事带来的“流量”
已转化为城市消费“留量”。

近几年，安徽举办过全国智力运动会、全
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全国男子篮球联赛、中
国女子篮球联赛、男篮亚洲杯预选赛、亚洲羽
毛球精英巡回赛总决赛和世界青年（U18）女
子手球锦标赛等赛事。这张清单上，2024国
际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2024大黄山国际
生态汽车拉力赛备受关注，这是该项国际赛
事首次落户亚洲。

这项国际汽联专门为新能源汽车打造的

国际顶级赛事，旨在推动新能源汽车普及和
发展，正契合了迈上万亿元台阶的安徽汽车
产业发展。据主办方估算，赛事带动合肥、芜
湖、黄山、池州、宣城、安庆6市餐饮、住宿、交
通、旅游、广告等经济效益约1.5亿元，也为安
徽汽车产业和赛事深度融合打开了大门。

“通过一场赛事认识一座城市，已成为人
们新的生活方式。比赛具有里程碑意义，达到
了体育产业、汽车产业、旅游产业融合的新高
度。”国际汽车联合会荣誉副主席万和平说。
安徽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认为，拉力赛充分发
挥安徽文旅资源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两大优势，
用赛事经济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赛事“硬件”升级城市“基建”

高水平赛事的举办，犹如一场对区域综
合实力的大考，对城市软硬件各方面都提出
全方位、高标准的要求。

“高水平赛事将对安徽经济发展、科技进
步、体育建设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安徽省
体育局负责人说，特别是可以倒逼地方不断
完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赛事组织和管
理水平。

在合肥，为应对重要赛事增多、规模逐年
扩大的局面，城市交通配套设施不断优化，场
馆等基础设施水平不断升级。为成功举办全
国夏季游泳锦标赛，合肥体育中心对游泳馆
场地布置、运动员通道、灯光照明、泳池、LED

大屏等进行升级改造，对泳池水温、赛场室温
和灯光都进行了严格测试，以满足赛事高标
准要求。

2024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
联赛总决赛举办地设在合肥少荃体育中心体
育馆。这一安徽新建的大型体育场馆于2023
年竣工并投入使用，属于大型甲级体育馆，建
筑面积约4.6万平方米，有8000个固定座椅、
2000个活动座椅，具备运动员、竞赛官员、贵
宾、媒体等专属通道，功能齐全的各类竞赛功
能用房、运动员更衣室，可以承办国际性赛事
和赛会制比赛。

马鞍山市为了举办全国性体育赛事，新

建占地面积近16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体育中
心，拥有标准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等设施，
可满足多种体育项目的比赛和训练需求。

芜湖市对市体育场进行全面改造，更新跑
道、草坪等设施，使其达到世界田联认证标准。

天长市为举办亚洲羽毛球精英巡回赛安
徽海选赛，提前完善体育场馆设施，赢得参赛
选手对场地环境的称赞。

“过去，我们曾因有的体育场跑道、草坪
达不到世界田联认证标准，而多次错失举办
高水平田径赛事的机会。”一位安徽省体育场
馆负责人说，“现在，我们正加紧补上短板，而
这也极大地拉动了城市基建投资。”

赛事“旅行”助推文旅“上行”

历时200多天、8站比赛、近700支参赛
车队、1.8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人员、15
万人次参与……这是2024年“中国·皖美山
水”骑行赛的一系列数据。

始于2022年的“皖美山水”骑行赛，是安
徽省体育局因地制宜打造的群众性原创品牌
赛事。2024年，这一沿途风景秀丽的赛事升
级为“中国·皖美山水”骑行赛，成为国家级赛
事，入选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发布的精品
自行车赛事十大案例。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该项赛事2023年
拉动消费3亿多元，2024年突破6亿元，显示
出为地方经济带来的强劲拉动力。

将骑行赛事与安徽的山水风光、人文底
蕴相结合，只是安徽省探索以培育原创赛事
品牌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
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的缩影。

“近年来，我们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赛事，

吸引众多长三角地区群众到皖南旅游。”安徽
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张伟说。安徽携手
沪苏浙打造“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精心设
置绿水类和青山类8项户外运动比赛，近两年
时间，直接参赛人数超过3万，线上关注人数过
亿，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黄山市，2024年成功举办的马拉松赛
事、汽车拉力赛、环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
193场赛事活动，共吸引149万人次来黄山参
赛、旅游观光、洽谈贸易。经第三方评估，各
类赛事共为黄山市带动消费超过18亿元，拉
动相关产业效应38.34亿元。

黄山市体育局局长宣红燕说，黄山市以
山水为平台，整座城市就是一个生态运动场、
天然健身房，入选过中国十佳运动休闲城市、
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

宣城市泾县，2024年的中国·桃花潭第十
一届龙舟赛上，除本地24支龙舟队外，还邀请

长三角其他地区、高校的49支队伍参赛，为历
届规模最大。比赛期间，地方组织了龙舟音
乐趴、龙舟少年研学、龙舟演艺巡游等文娱体
验活动。“下次要带上家人，一起来这里看美
景、品美食。”上海市青浦区龙舟队教练朱晓
弟说。

这种原创赛事的尝试也被国际赛事借
鉴。2024国际生态拉力杯赛事期间，沿途各
市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活动，外国参赛
选手体验了一场国际汽车运动和安徽山水人
文的精彩融合之旅。

“我们已将赛事经济和‘跟着赛事去旅
行’策划纳入2025年度工作谋划，也争取到
了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安徽省体育局经济
处副处长朱雪梅说，“未来，我们还将谋划在
此基础上打造体育旅游的精品线路，打造赛
事经济更多新的消费场景。”

新华社合肥6月5日电

① 2025 年 3 月 29 日，2025 年
全国竞走大奖赛在安徽合肥骆岗
公园举行。

② 2024年9月14日，全国男子
篮球联赛（NBL）总决赛在安徽合
肥进行。

③ 2024 年 6 月 9 日，2024 中
国·桃花潭第十一届龙舟赛在安徽
宣城泾县桃花潭镇举行。

④ 2025 年 3 月 22 日，2025“中
国皖美山水”骑行赛在安徽黄山黟
县屏山村举行。

⑤ 2024 年 12 月 15 日，2024 亚
洲羽毛球精英巡回赛总决赛在安
徽合肥举行。

⑥ 2024 年 8 月 25 日，孙杨在
安徽合肥参加全国夏季游泳锦
标赛。 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