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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推动新发展阶段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竞争策略三大要素,对我国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这一新业态发展状况展开体育竞争情报分析.“体育+旅游”“体育+赛事”已成为国内绝大多数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选择的体育产业发展模式,行业内现有竞争对手、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体育消费主体、行业内潜

在竞争者、关联区域替代者等五种力量构成了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竞争环境五力结构.目前保留试点资格的

93个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是行业内现有竞争对手,彼此以打造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品牌竞争力为竞争目标,属

于一种以区域和地区为单位进行的行业内竞争,呈现出适度竞争或竞争性共存关系.华东和西南等地区部分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的品牌化策略实施状况良好,但93个小镇进行差异化品牌建设的整体状况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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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启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成为我国体育产业发

展新的业态模式.以往中国学者此类研究主要聚焦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产业演化机制、品牌培育、文化继承和

发展路径等主题[1-2],未见有人对小镇建设的竞争格局和行业竞争态势展开系统研究.尽管国家体育总局于

2017年8月公布的第一批试点建设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为96个,但在2018年12月又通报取消了3个小镇的

试点建设资格.然而,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却仍以第一批试点建设的96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为数据主要分析

样本.这可能造成研究结果的偏差.体育竞争情报是竞争情报的下位概念.它是指在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竞
赛、科学研究和组织管理中,竞争主体为取得和保持自身竞争优势所进行的一切有关竞争对手、竞争环境、竞
争态势和竞争策略的体育信息研究,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可行动性信息和分析性情报[3-4].当前,我国体育竞

争情报相关研究主要应用于竞技体育和体育科技领域[5-6].体育竞争情报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产品[7-8].
它把分析起点建立在动态竞争基础之上,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分析三者密切关联,共同构成分析

框架整体[9-10].建设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其中涵盖体育产业培育、品牌开发、资源

争夺等,势必存在市场竞争.特色是一种比较优势,也涉及竞争问题.因此,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发展

内外部环境中蕴含的竞争关系,揭示出体育竞争情报在该领域具备自身存在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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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当前保留试点资格的全国93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为主要研究对象,以部分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游客为

主要调查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实地调研法

对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森林运动小镇、杭州市淳安县石林港湾运动小镇;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千龙湖国

际休闲体育小镇;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青浦区金泽帆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安徽省六安

市悠然南山运动休闲小镇;江苏省太仓市太仓天境湖电竞小镇等5省市的7个我国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以及吉林省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冰雪小镇、上海市松江区车墩影视小镇、浙江省杭州市良渚文化小镇等部分省

市创建的地方性体育特色小镇和特色小镇展开实地调研.对27名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当地居民和管理人员进

行深入访谈,并对230名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游客实施问卷调查,共回收正式问卷230份,删除2份无效问卷,
合计回收228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9.13%.将问卷调查相关数据导入SPSS软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

验,获得克隆巴赫系数a=0.919,Kaiser-Meyer-Olkin检验统计量为0.916,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1.2.2 网络信息检索方法

以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各省市区地方政府和体育局等政府门户网站及电视台、报刊、新闻媒体网

站等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相关报道,以及部分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自建网站、微信公众号的媒介推送、报道、
行业动态与网络数据库等为数据和信息来源,进行情报数据采集、整理与分析.
1.2.3 文本分析法

对本研究采集的2014-2021年中央层级和地方政府层面颁布的588个(中央73个、地方515个)扶持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直接或间接相关公共政策和行动类文本进行量化比较,运用ROSTCM6工具对政策

文本进行语义网构建,进行k-核的凝聚子群分析.
1.2.4 五力模型分析方法

采用 MichaelPorter的五力模型分析法,构建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竞争环境分析基本框架,展开竞争

环境分析.
1.2.5 数理统计法

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各类信息数据进行录入和基本统计,对统计结果进行规律总结和比较研究.

2 结果与分析

2.1 竞争环境分析

竞争环境是竞争主体参与竞争的空间和场所.MichaelPorter认为行业竞争来源主要包括:行业内现有

竞争者的竞争能力、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购买者的议价能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等五

个基本竞争要素.这五种竞争力量的强弱变化影响该行业的竞争格局.很多学者已将此模型运用于行业(市
场)的微观竞争环境分析,试图精准认清自身所处的竞争态势[11-12].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是特色小镇行业细分

出的新兴体育产业版块,由我国首次提出.基于实地调研对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竞争环境的整体认知,本
研究认为,在Porter提出的五种竞争力量中,作为一项政策性工程,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供应方主要包括:政
府、企业、体育社会组织等向小镇提供政策、资金、技术、服务支持的多个供给主体.其中,政府是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政策资源的供给者,决定小镇的审批和冠名,并参与小镇的扶持规划、协调指导和管理监督.鉴于此,
本文对供应商的分析主要聚焦政策供给主体展开.另外,体育消费主体是从事各种体育消费活动的人,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购买者主要面向广大体育消费者.体育消费者属于需求方.为此,本文对购

买者的分析具体针对体育消费主体.本研究将以行业内现有竞争对手为中心的五种竞争力量构建分析基本

框架(图1),进行竞争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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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行业内现有竞争对手

在行业内能对自身构成较大威胁的竞争者即为本方的竞争

对手.建设运营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是基于市场化运作机制,让现

存93个小镇在客源、体育产品、服务质量、营销手段、市场份额、
品牌影响力等存在良性的自由竞争.这种竞争力产生于比竞争对

手以更低成本和更快速度建立竞争优势与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属
于一种以区域为单位进行的行业内竞争,竞争的源动力来自于对

小镇的品牌培育和竞争力提升.2018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下发

通知指出: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部分试点项目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

等问题,进而在2018年12月通报取消3个、警示整改30个试点

项目.一些竞争力匮乏的小镇面临被取消试点资格的危险.对现

存93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而言,行业内现有竞争对手相互之间的竞争压力较大.
2.1.2 公共政策供给主体

统计得知,2014年3月国务院颁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鼓励和支持培育“专业特色

镇”.截至2021年中央层级已颁布73个与支持体育小镇建设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政策文件,涉及31个政府部

门与机构.其中,国家体育总局的参与次数最多(33个),其次为国务院(25个),第三为国家发改委(19个)、
第四为国家旅游局(16个),国土资源部位列第五(12个).73个政策文件中有26个是两个及两个以上多部委

联合制定颁发,政策制定供给主体涉及面较广泛,显现出政策协同特征.
比较各省市区颁布相关扶持政策数量发现:2014-2021年,31个省市区地方政府合计颁发515个直接或

间接支持本地区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发展的政策文件.颁布数量排名前6位(包括并列)的涉及华东、华北和东北

地区9个省份.具体为:浙江(51个)、江苏(46个)、福建(31个)、安徽(28个)、上海(23个)、河北(23个)、
天津(22个)、山东(22个)、吉林(22个).华东地区相关省市地方政府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公共政策供给相对更

为重视,从小镇申报、创建、运营和品牌打造等给予地方扶植政策的引领和指导,加快了本地区小镇建设步伐.
进一步统计发现:中央和各省市区出台直接以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包括体育小镇、体育健康特色小镇等)

命名的政策文本仅有30个.其中,中央层级6个,地方政府层面24个(涉及10个省市).地方层面:华东9个,
华南5个,西北3个,西南和华北、东北各2个,华中1个.具体到各省市区,江苏颁布最多(6个),其次是广西

(5个),陕西排名第三(3个).相比之下,中央和地方出台直接以特色小镇命名的扶植政策文件有181个(中
央8个、地方173个),明显多于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这既反映出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属于特色小镇的一个子类

别,也说明地方层面出台的扶植政策大多是以发展体育产业、体育旅游业、体育健康休闲业、体育扶贫和城镇

化等为主题,相关政策内容间接涉及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发展,直接明确针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培育建设的

政策文件仍不多.
地方政府颁发的扶植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公共政策内容主要涉及:体育产业、体育旅游、体育健康、体育扶

贫、体育特色和城镇化.华东地区的江浙沪是我国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布局较密集区域[13].本研究对江浙

沪颁布与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直接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语义网构建和基于k-核的凝聚子群分析可知:三省市

此类政策内容关键词共线矩阵中,特色、小镇、休闲、健康、体育、建设、发展等词语构成一个重要凝聚子群,评
估、指导、计划、共建、申报等分布在上述核心词语周围.该特征与特色、建设、体育、小镇、体育局、休闲、申报、
发展、项目等词语构成的中央层级此类直接扶植政策关键词共现矩阵重要凝聚子群的相似度非常高.
2.1.3 体育消费主体

体育休闲旅游业是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面对的重要体育产业市场,以“体育+旅游”“体育+赛事”为
创新方向的产业融合成为小镇主要发展模式.体育旅游消费者属于该行业消费主体和主要目标消费人群,小
镇为消费者提供的产品主要是体育休闲旅游、大众体育赛事等相关产品与服务.然而,本研究对游客满意度

问卷(满分为5分)调查可知,一些游客不但对部分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整体满意度不太高(均值仅为3.56分),
并且对小镇生态环境、运动项目设置、空间布局、文化特色、经济服务、宣传策略等满意度也均不太高.这些指

标得分均值都低于4分(比较满意).揭示出一些小镇目前能提供给游客的基本上是无差异的产品和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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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旅游产品结构较单一、产品供给能力不太高、品牌竞争力不太强、基础设施建设较滞后,尚不能满足广大旅

游者多元的体育需求.
2.1.4 行业内潜在竞争者

初步统计知悉,全国各地已合计创建319个省市区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数量排名前4位:浙江(35个)、
宁夏(27个)、江苏(20个)、安徽(19个).这些地方性体育特色小镇也主要采取“体育+旅游”“体育+赛事”
的发展模式,以体育为载体,以体育旅游、参与(观摩)体育赛事、休闲康养等产业为核心,依托自然资源禀赋,
通过开发不同运动项目、打造品牌赛事、创办体育特色培训、举办健身休闲活动,吸引游客参加体育旅游、赛
事或健身,着力培育精品运动项目和体育旅游品牌.这与93个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发展类型结构大

多类似.地方性体育特色小镇属于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行业内潜在竞争者.如果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

小镇的竞争优势不明显,势必面临一定的竞争威胁.
2.1.5 关联区域替代者

2016年7月,国家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下发通知,计划至2020年在全国培育1000个特色小镇.我国

特色小镇政策体现出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的政策目标,以打造服务型政府为重点的政策价值取向,以经济

学学科为主导的政策话语体系的演进逻辑[14].2020年,国家级和地方性特色小镇规划数量达2698个[15].
我国特色小镇基本类型包括:工业发展型、旅游发展型、历史文化型、农业服务型.由于国内旅游业已从

传统、单一的观光游发展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显著的个性化休闲度假游.以制造业、加工业、采矿业等

为主的工业发展型特色小镇与旅游业的关联度不大,但其他如历史文化型中的特色小镇等与旅游业的文旅、
康养等多种形式相互关联较紧密.

在竞争环境的五力结构中,93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当前面临的竞争强度和压力主要来自于水平方向的

行业内现有竞争对手、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体育消费主体三种竞争力量,垂直方向的行业内潜在竞争者和关

联区域替代者对其竞争威胁要弱于水平方向的三种力量.但这两种力量的竞争威胁现实存在.
2.2 竞争对手分析

竞争对手分析既属于竞争环境分析的重要内容,也是相对独立的核心环节.2019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稳步推进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开展定期测评,实行动态调整,打造10个具有

示范意义的小镇样板.2021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也指出: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建设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在相邻地区或区域内建设的特色相近

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之间,彼此的竞争关系会更加明显和突出.这种竞争关系不是绝对的相互排斥,而是一

种适度竞争或竞争性共存关系.
2.2.1 区域布局特征

现存93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分布在31个省市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密度较大的华东

(24个)、华北(17个)和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生态环境良好的西南地区(15个)布局的小镇数量依次排名前

三位,合计占比60.22%,华中(14个)、华南(11个)、东北(6个)和西北地区(6个)分列4~7位.分布密度与区域

经济、人口、生态环境条件的契合度较高,彼此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这与我国特色小镇的区位布局特征相类似.
2.2.2 命名方式比对

93个小镇命名方式见表1.这既与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域相联系,也可以成为品牌的观点吻合[16],也
说明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与地理资源密不可分,具有很强的地理依赖性.

表1 93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命名方式

Tab.1 Namingmethodsof93sportsleisurecharacteristictowns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命名方式 小镇数量

以“地域名称”命名 37

以“地域名称+风景区(旅游度假区)”命名 19

以“地域名称+运动项目”命名 17

以“地域名称+环境特征”命名 10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命名方式 小镇数量

以“地域名称+产业特征”命名 6

以“地域名称+运动项目+产业特征”命名 2

以“地域名称+企业品牌+运动项目”命名 1

以“地域名称+房地产开发项目”命名 1

  注: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第一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名单统计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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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开展的核心运动项目特点

综合实地调研、访谈、相关媒体与官方网站的宣传报道等获得的信息数据知悉,93个小镇开展的核心运

动项目涵盖山地户外运动、水上运动、户外休闲运动、高尔夫、网球、马拉松、棒球、足球、乒乓球、冰雪运动、汽
车、摩托车、电子竞技、航空、民族传统体育及养生类运动等.命名方式中包含运动项目名称的20个小镇和未

以运动项目命名的73个小镇开展的核心运动前三位均依次为:山地户外运动、水上运动、户外休闲运动.前
三位项目数合计分别占20个小镇的60%,占73个小镇的64.38%.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核心运动项目

大多雷同,更多是依赖当地旅游文创等配套资源来支撑小镇整体发展.
2.2.4 交通网络体系建设现况

很多小镇选址在城郊接合部,地理位置相对较偏远(表2).这也是造成部分小镇客源以本地区或周边区

域为主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对93个小镇的地址进行查询,在地图上能准确显示出具

体地理位置的小镇有48个.说明很多小镇需要建设更为便捷的对外交通体系,亟待完善区域交通可达性、交
通网络密度、路网覆盖率和交通便利性等交通基础设施条件.
2.2.5 宣传渠道比较

  依靠互联网检索和微信

公众号、新浪微博等查询功

能进行查找之后发现:仅有

浙江、安徽、湖南、河北、辽
宁、广西、云南、青海等8个

省市区的10个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建有自主型门户宣传

网站、微信公众号或微博.以
上三种网络宣传方式皆有的

表2 现存93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交通网络体系可达性统计

Tab.2 Accessibilitystatisticsoftrafficnetworksystemin93sportsandleisuretowns

交通网络体系可达距离/km 公路交通可达小镇数量 公路排序 铁路交通可达小镇数量 铁路排序

[0,10] 51 1 33 2
(10,15] 8 5 7 4
(15,20] 12 2 10 3
(20,30] 10 4 7 4

>30 12 2 36 1
  注:参考文献[17]分析结果,统计修正得出本表数据.公路指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

小镇为0,同时拥有门户宣传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网络宣传方式的仅有1个.调研访谈也得知,仅有33.6%的游

客对小镇宣传推广方式表示满意,很多当地居民对小镇举办的体育赛事活动并不知晓,部分居民甚至不知道

本小镇属于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体现出小镇网络宣传影响力较差,宣传方式单一,大多数小镇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不高,难以吸引更远距离的游客前来.
2.2.6 体育消费人群数量和经济效益产出

本研究调研的浙、湘、沪、皖、苏等5省市7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目前已完成的建设投资为8~36亿元,
发展类型不同导致各个小镇的年度体育消费者数量从数十万到上百万不等,产出的经济效益也存在一些差

异.排除2020年至今COVID-19疫情对国内体育产业的冲击因素,2017年以来,获批国家级首批运动休闲

特色小镇荣誉称号对各小镇的年度体育消费人群数量和经济效益产出,均具有较大的提升和促进作用.例
如,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千龙湖国际休闲体育小镇的2016年旅客接待量为80万人次、体育旅游接待收益为

1亿元.2017年8月该镇成为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之后,此年度小镇的旅客

接待量和体育旅游接待收益快速上升至100万人次、1.5亿元.两项指标的环比增长分别达25%和50%.
2.2.7 体育产业培育和示范效应

2006年至今,国家体育总局合计命名79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和112个示范项目.由表3得知:9个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所在地被评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6个被评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这15个国家体

育产业示范基地和示范项目分布在华东(6个)、西南(4个)、西北(2个)、华北(1个)、华中(1个)、华南(1
个).

例如,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利用凉风村的山水自然资源优势,以生态垂钓为核心产

品,以渔村自然风貌和民俗为重要景观,以市场主体集群化培育推动生态产业、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

展,打造体育旅游产业综合体,凉风村由国家级贫困村迅速蜕变为全域旅游、全民健身和精准扶贫的典

型[18].93个运动休闲小镇中,安徽九华山体育健康产业园、广西歌娅思谷民族体育运动基地、四川广元曾家

山滑雪场、上海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云南安宁温泉半岛红土网球休闲项目等6个项目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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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其中,九华山将小镇与皖南村落密切联系,开发乡村马拉松、乡村骑游和乡村露

营等旅游项目,带动当地居民脱贫致富,让他们变成运动休闲产业和健康旅游产业的从业者[19].
表3 现存93个小镇入选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和示范项目统计

Tab.3 93sportsandleisuretownswereselectedasnationalsportsindustrydemonstrationbasesanddemonstrationprojects

指标 2006-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合计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总数 25 11 9 12 13 9 79
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入选数量 4 2 1 1 1 0 9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总数 12 16 25 20 33 6 112
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入选数量 0 2 1 1 1 1 6

  注:根据2006-2021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示范项目评选结果统计得出.

  体育是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旅游是推进体育产业的重要动力,体育可以成为旅游的核心内容,旅
游能为体育带来消费人群与配套支撑.“体育+旅游”“体育+赛事”不但成为这15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和示范项目着力打造的体育产业类型与核心业态,也是国家体育总局力推的体育产业方向.
2.3 竞争策略分析

竞争策略分析的目的是帮助竞争主体制定出自己的制胜方略.
2.3.1 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实施品牌化策略的现实基础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品牌塑造是一个双向过程,涵盖经营者的品牌定位和消费者对品牌的联想及感知.
小镇品牌是公众对小镇功能性和符号性特征的总体感知结果和内在印象积累,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必须打造

品牌,应实现小镇历史资源、自然资源、产业基础、客观条件等多要素相互整合.体育产业的核心是资源整合

和运营模式创新,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对自身“特色”的构建,并非所有的运动项目都适合纳入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建设体系.小镇运动项目建设应首选与一些传统运动项目存在某些差异化的娱乐性高、互动性强、体验性

佳的项目.要注重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提供有特色的产品和消费服务,做好“体育+”模式,吸引不同年龄层

消费者.通过品牌培育和打造,构建与众不同、具有差异化和辨识度的身份与定位,促进消费意愿,最终在受

众层面实现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品牌的符号固化.
2.3.2 品牌化策略下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发展类型对比

93个小镇的发展类型按数量依次排列为:体验型(59个)、康体型(17个)、体育赛事型(16个)、产业型

(1个).依托山地户外运动、水上运动、户外休闲运动等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项目构建而成的.由于全国各地

旅游资源丰富,各省市区对以体验为主要形式的“体育+旅游”“体育+赛事”型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培育热

度高涨.但也说明,体育产品研发、体育用品生产制造等发展类型对国内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的驱动力不

太大.
2.3.3 不同发展类型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品牌化策略实施状况

93个小镇中的华东和西南等地区一些不同发展类型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品牌化策略实施状况良好.59个

体验型小镇中,四川省达州市渠县龙潭乡賨人谷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依托4A级旅游景区賨人谷,把运动、旅
游、赛事、康养、度假融为一体,开发山地自行车、登山、攀岩、露营、垂钓、独木舟等参与性和体验性强的多样

化运动项目,推动小镇与賨人谷景区的景镇一体、融合发展.17个康体型小镇中,江西省九江市庐山西海射

击温泉康养运动休闲小镇凭借5A级旅游景区庐山西海的山水资源优势,以“健康运动休闲”主题特色,依托

温泉康养休闲,打造登山、野外拓展、漂流、冲浪、探险、垂钓等多样化体育运动项目群,举办各种体育旅游赛

事,丰富体育赛事活动种类,扩大体育旅游覆盖面.以上两镇均入选《2018年中国特色小(城)镇发展指数报

告》的“全国最美特色小镇50强”.
这些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品牌化策略主要聚焦运动项目、体育旅游资源、健康休闲、体育赛事活动、体育

文化等特色,通过大力挖掘小镇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浓郁的体育文

化氛围,拓展体育旅游内涵,提高承办体育赛事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在“体育+旅游”“体育+赛事”发展模式

下,助推体育与养生、培训、创意、文化、扶贫等其他相关产业多业态融合发展.但总体来看,我国运动休闲特

色小镇品牌化建设依然存在不足,某些小镇品牌塑造状况不容乐观,有同质化发展倾向.国家体育总局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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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改委已撤销3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体验型民族传统类1个、康体型养生类1个和生态类1个).被撤销

的主要原因在于:小镇长期停留在纸面上的概念阶段,投资运营主体缺失,未开展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和规划、
用地、环评等前期工作,未落地开工建设;概念泛化,以及规划、环保等问题.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体育产业链规划是以体育为核心的“体育+”,而不是“+体育”.“体育+旅游”
“体育+赛事”已成为绝大多数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选择的体育产业发展模式,现存93个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

小镇主要采取体育与自然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体育节事或体育赛事与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等形式来促进

体育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这些体育元素的融入,为传统旅游注入新的内涵.
竞争环境五力结构的水平方向三种竞争力量的竞争威胁明显强于垂直方向的两种竞争力量.93个国家

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是行业内竞争对手,彼此以打造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品牌竞争力为竞争目标,属于一种以

区域和地区为单位进行的行业内竞争,呈现出适度竞争或竞争性共存关系.
华东和西南等地区部分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品牌化策略实施状况良好,差异化品牌建设的整体状况仍

有较大提升空间.一些小镇对外宣传力度不足,传播渠道亟须拓宽,运动项目设置和体育服务的趋同性较高、
同质化现象较明显.
3.2 建议

我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需要建立更加丰富的多层次体育旅游、体育赛事产品体系,拓宽体育消费空间,
进一步凸显“体育+”特色,开发更多的“体育+旅游”“体育+赛事”精品项目.

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公共政策供给,大力健全和完善目前已建立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定期测

评、评估督导和优胜劣汰机制,持续强化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加强动态监管和协调指导,尽快重点打造和择优

遴选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小镇样板,引领全国其他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对标典型,加快推进品牌塑造步伐.
需要创新建设思维,增强体育竞争情报意识,全面审视国内竞争环境和行业竞争态势,识别小镇建设发

展的决策风险影响因素,精准定位自身特色,努力构建竞争优势.高度重视品牌培育、塑造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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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sportscompetitiveintelligenceofthedevelopmentofnewbusiness
forminsportsandleisurecharacteristictowns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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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sportsindustrytoanewstageinChina,basedonthe
threeelementsofcompetitiveenvironment,competitorsandcompetitivestrategies,sportscompetitiveintelligenceanalysisis
carriedoutonthedevelopmentofsportsleisurecharacteristictownsinChina.Researchsuggeststhat,"sports+tourism"and
"sports+events"havebecomethedevelopmentmodeofsportsindustrychosenbymostsportsandleisurecharacteristictowns
inChina,thecompetitiveenvironmentstructureofsportsandleisurecharacteristictownsinChinaiscomposedoffiveforces:

existingcompetitorsintheindustry,publicpolicysuppliers,mainbodyofsportsconsumption,potentialcompetitorsinthein-
dustry,andrelatedregionalsubstitutes.The93nationalsportsandleisurecharacteristictownsthatretainthepilotqualification
aretheexistingcompetitorsintheindustry.Eachtownaimstobuildthebrandcompetitivenessofsportsandleisurecharacter-
istictowns,whichbelongsbelongtoakindofintra-industrycompetitionwithregionalandregionalunits,showingmoderate
competitionorcompetitivecoexistence.SomesportsandleisurecharacteristictownsinEastChinaandsouthwestChinahave

goodbrandingstrategyimplementation,buttheoverallsituationofdifferentiatedbrandconstructionin93townsstillhasgreat
roomforimprovement.

Keywords:sportsandleisurecharacteristictown;sportscompetitiveintelligence;competitiveenvironment;competitor;
brand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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