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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生理论的“体育赛事进景区”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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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育赛事进景区”是促进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共生理论，从共生系统的四个要素对当前赛事

与景区融合发展的问题进行现实审视，构建了资源整合、动力运行、管理协同的共生机制，提出健全共生单元、优化共生模

式、改善共生环境、保障共生界面的共生路径。为进一步推动体旅融合及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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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events entering scenic spot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and 

touris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ymbiosis, this paper conducts a realistic examination of the current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events and scenic spots from the four elements of the symbiotic system. A symbiotic mechanism for resource integration, power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is constructed, and a symbiotic path is proposed to improve symbiotic units, optimize 

symbiotic models, enhance symbiotic environments, and ensure symbiotic interfaces, so as to provide ideas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tourism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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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体育总局办公厅联合商务部办公厅、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

进街区、进商圈”活动的通知》。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因

时制宜、因需制宜地将体育赛事活动与景区融为一体，打

造文商体旅融合的消费场景，将赛事活动的“流量”转化

为经济的“增量”。然而，在各地推进“体育赛事进景区”

活动中，存在主体协调不当、融合效益不高等难题。在此

背景下，本文基于共生理论揭示了体育赛事与旅游景区二

者共生的特征与规律，构建了二者共生发展的机制与推进

路径，对于推进“体育赛事进景区”活动进一步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共生理论的内涵 

“共生”一词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在 1879 年提出，

后经范明特、保罗·布克纳等学者不断完善和发展
[1]
。共

生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不同种属的

生物按照某种物质联系，形成相互协同、依存或者抑制的

关系，共同生存在一起，维系着一定的演进规律
[2]
。共生

单元是共生系统中最小的单位，指系统中独立的共生个体，

它是系统存在的前提。共生模式即共生关系，是指共生单

元在系统中相互作用的方式。其在行为关系上可以分为寄

生、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在组织关系上可以分为点共生、

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融合共生等多种状态
[3]
。共生环境

是影响共生单元的条件和因素，这些条件和因素有的会利

于系统的发展，有的则会破坏各单元之间的关系。共生界

面是共生系统的媒介，它是共生单元之间进行物质、能量

和信息交换的载体。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共

生界面四个要素按照某种关系或行为组合形成共生系统。 

 
图 1  共生系统要素组成图 

2 共生理论在体育领域的相关研究 

2.1 对不同类型体育的共生研究 

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群众体育是体育领域的三大类

型，其共生发展有助于体育事业的繁荣。冯发金根据共生

理论，对民族传统体育与学校体育进行共生研究，构建了

以赛事为主、课程教学为辅的多元共生模式，引领了学校

体育教育教学的改革发展
[4]
。乔峰分析了竞技体育与大众

体育的共生关系。提出了提高共生单元的关联度、优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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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环境、创新共生界面、构建协同发展的互惠共生模式。

以期促进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协同发展
[5]
。另有学者研

究美国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共生关系，打造体育与教育

高度融合、业余性与职业性密切结合、游戏性与商业化有

机统一的共生模式，提出我国要打通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

的绿色通道，建构其互惠共生的良好生态
[6]
。 

2.2 对“体育+”的融合共生研究 

做好体育加法，促进“体育+”的跨界融合是当今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冯振伟借助共生理论探究

体医融合的共生关系，得出了理念认同、部门协同、资源

共享的共生机制，并提出完善体医融合共生单元、优化融

合互惠共生模式、保障共生界面的共生发展路径
[7]
。高绿

路对“体育+5G”产业融合发展各要素进行共生分析，提

出了建设共生单元、优化共生模式、营造共生环境三条路

径，以促进“互联网+”的融合发展
[8]
。宋娜以共生理论

为逻辑起点研究体育与媒体的共生关系，得出体育与媒体

的共生必须建立“体育-媒体”一体化的共生单元联盟、

树立长期主义和“大体育观”的共生理念、构建生态系统

共生模式、优化共生环境
[9]
。 

2.3 对体育产业共生发展的研究 

雷涛以共生理论为指导，研究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间

的共生关系。认为体育消费市场是二者的共生介质和纽带，

需要建立以体育消费市场为支撑，以供需为切入点，在宏

观及微观层面提出了两者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
[10]

。李国分

析了区域体育产业发展的共生要素及机制，研究认为目标、

市场、管理、监控是区域体育产业发展的良好共生机制，

提高共生单元质参量关联度、塑造和谐共荣的共生环境、

建立科学的共生发展评价体系是区域体育产业共生发展

的路径
[11]

。刘桢根据共生理论，研究东北城市群冰雪产业

的共生发展，得出东北城市群冰雪产业存在共生单元之间

关联不足、共生模式结构失衡、共生环境因季节和融合度

限制的困境，提出了加强共生单元关联程度、优化共生模

式产业结构、突破共生环境不利限制的东北城市群冰雪产

业的共生发展路径
[12]

。 

3 体育赛事与旅游景区的共生关系 

体育赛事的举办和旅游行为的进行会汇聚大量的人

流、物流、信息流，对赛事举办地和旅游目的地带来不同

程度的影响。体育赛事作为一种参与性、竞技性和观赏性

的活动具有较大吸引力，而旅游景区也拥有吸引人们进行

观光休闲的旅游产品。因此，在共生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体

育赛事与旅游景区的共生关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1）社会学中的共生单元指某一区域或城市、事件

发生的个体或群体。体育赛事与旅游景区是生产能量的宏

观个体，而参与其中的体育组织、旅游企业等是实现其共

生发展的微观个体，两者满足共生单元的基本条件。（2）

体育赛事与旅游景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条

件下会相互依存的良性影响，进而形成一种互惠共生的模

式，一体化连续共生与对称式互惠共生是两者融合发展的

支撑。（3）社会学中的共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体育赛事和旅游景区的发展依赖一定的外部环境，景区所

在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及资源禀赋等是影响赛事举办的

自然环境，而赛事相关的政策、市场、文化也会对景区的

发展产生影响。（4）社会学中的共生界面：体育赛事会选

择在知名度高的旅游景区内举办，旅游景区也会为提高吸

引力而引进和申办体育赛事，两者通过交流信息达成共识。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体育赛事与旅游景区之间的要素

符合共生理论的条件。可以确定，基于共生理论的体育赛

事与旅游景区之间存在共生关系，其共生系统如图 2。 

 
图 2  体育赛事与旅游景区共生系统图 

4 “体育赛事进景区”的共生现实审视 

4.1 “体育赛事进景区”的共生优势 

（1）共生资源互补。体育与旅游活动有较强的兼容

性，体育赛事本身就作为旅游资源的一种表现形式成为旅

游的有机组成部分，吸引游客参观游览
[13]

。在“体育赛事

进景区”中，体育赛事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入景区，拓宽

了资源的广度及深度吸引游客观光游览。而在旅游景区中

举办体育赛事，有更丰富的场地、自然和人文资源及文化

底蕴满足参赛者的心理需要。（2）共生效益明显。体育赛

事与旅游景区的结合能充分发挥融合的集聚效益与长期

效益，体育赛事在景区举办提升了景区的旅游总收入和总

人次。如 2023 年日照市在举办中国水上运动会期间，当

地接待国内游客 5333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66.5%，旅游

收入达到了 353.71 亿元，提升了日照市的经济效益
[14]

。 

4.2 “体育赛事进景区”的共生机遇 

优质的政策是指导体育赛事与旅游景区共生融合的

强力支撑。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15]

中强调要以重大体育赛事为契机，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

体育旅游精品线路、精品赛事和示范基地，这为体育赛事

与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
[16]

中提到要实施“体育+”工

程，大力发展体育旅游产业，打造 100 个国家体育旅游示

范基地。同时，2023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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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17]

提到要推动体育赛事和旅游活动的一体谋划、一体开展，

结合重大、特色赛事，培育“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项目。

相关政策的出台，在顶层设计上促进了体育赛事与旅游景

区的高质量发展，为“体育赛事进景区”的发展提供了广

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 

4.3 “体育赛事进景区”的共生劣势 

随着体育、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新业态不断涌现，

对体育复合型人才和新型专业人才的需求也逐渐增大，但

现有复合型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较少，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18]

。

“体育赛事进景区”的实施和管理不仅需要赛事运营的组

织者、策划者，还需要旅游景区的管理者、实践者，目前

国内各大院校在本科人才培养上，体育专业较多注重体育

技术技能的锻炼，而缺乏管理运营思维的培养；同时，旅

游管理专业较多注重学科知识，而缺乏与旅游景区运营管

理相关的实践。不但如此，目前各大院校在体育旅游专业、

赛事运营专业开设的课程较少，缺乏专业化、复合化的人

才。共生人才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体育赛事进景

区”的共生发展。 

4.4 “体育赛事进景区”的共生威胁 

在体育赛事与旅游景区融合中，不仅要考虑赛事在景

区开展的可能性、安全性，也要考虑景区在引进赛事之后

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在体育赛事旅游发展中更多关注

赛事旅游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往往忽略了开发过程中

所造成的自然环境污染、地方特色消失、民族文化的冲击、

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
[19]

。体育赛事在景区举办期间可

能会产生大量的噪音、废弃物等对景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不

同程度的破坏。赛事参与者及陪同者涌入景区也会造成景

区环境承载力不足，对景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造成损

害。同时，在景区引进赛事过程中若不考虑赛事的开展与

景区环境的契合度，会加大赛事举办过程中的风险。因此，

“体育赛事进景区”过程中会受到外部客观条件带来的共

生环境威胁。 

5 “体育赛事进景区”的共生机制探索 

5.1 资源整合机制 

当前，在人们的消费需求逐渐走向高质量、高品质、

高享受的趋势下，观赏型、参与型体育赛事旅游是人们喜

闻乐见的产业融合新业态形式。“体育赛事进景区”本质

上是体育赛事资源与旅游产业资源的优化整合。两者通过

信息、人才和技术资源的利用与共享，将赛事举办的日程、

人数、形式与景区的客流量、最大承载力、实际运营情况

相结合，能实现其信息资源的互惠互通。同时，体育赛事

旅游产业复合型人才在其融合发展中至关重要，需将赛事

的运营者与景区的管理者进行角色互通、身份整合，引进

和培养复合型的体育赛事旅游人才。最后，科技手段是促

进其融合的直接动力。利用 5G+4K+VR 等赛事转播技术增

强比赛公平性；利用 VR 技术使旅游者更直观感受体育比

赛，能扩大赛事影响力。因此通过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实

现信息互通、人才流动和技术创新，能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5.2 动力运行机制 

“体育赛事进景区”这一过程需要内部动力、外部动

力的共同推动。其中内部动力指赛事一般及核心吸引物，

外部动力来自体育旅游政策的支撑力、地方政府的推动力、

市场需求的拉动力等
[20]

。高水平、高质量的体育赛事是“进

景区”的基础，赛事本身可以作为特殊的旅游吸引物进入

景区，通过较高的观赏性和参与性提升景区的知名度。景

区举办赛事的基础设施、文化氛围、运营水平也能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景区的综合吸引力。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政策支

持是强大的外部动力。地方政府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并出台

体育赛事进景区的管理体制，能提升政府公信力及城市形

象。同时，体育赛事进景区满足了人们高品质、个性化的

追求，为游客提供集观赏、参与、休闲于一体的综合赛事

旅游体验。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相互合作形成的动力系统，

是“体育赛事进景区”重要的动力运行机制。 

5.3 管理协同机制 

在体旅融合过程中，存在体育与旅游部门对推动“赛

旅互动”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21]

。部分赛事运作部门认为竞

赛及赛事开发才是工作重点，对推进赛事与旅游景区融合

的自觉性不足。同样旅游部门认为当前赛事的市场效益较

低，利用赛事平台沟通难度大，因此旅游主体对赛事的开

展积极性也不高。为了确保赛事能在景区顺利落户，需要

多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包括地方政府、体育赛事组织、旅

游部门、旅游企业到公安、消防、卫生防疫、市场监管等

多部门的协同参与配合。通过构建跨部门的合作平台，实

现体育部门、旅游部门、安全部门、监管部门、环境部门

等的紧密沟通与信息共享。各部门主体共同参与到赛事活

动规划、赛事交通疏导、赛事风险管控及景区管理中，形

成高效联动的工作体系，提升赛事的专业性、观赏性以及

景区发展的可持续性，为游客和参赛者提供更优质的体验

与服务。 

6 体育赛事进景区：的共生路径实现 

6.1 健全共生单元 

“体育赛事进景区”的核心功能是保障体育赛事在旅

游景区内顺利举行，同时借助赛事开展相关的旅游活动，

促进体育赛事旅游业的繁荣发展。体育赛事与旅游景区是

促进其共生发展的基本共生单元，但也离不开其他利益相

关者的支持与合作。“体育赛事进景区”的利益相关者由

需求和供给两部分构成，在共生系统中也可分为需求单元

及供给单元，其中需求单元包括赛事参与者、旅游活动者；

供给单元由政府机构、体育局、旅游局等管理组织以及媒

体机构、法律机构、教研机构等服务组织构成，同时也需

要兼顾目的地居民的角色参与作用。因此，在整个共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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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必须健全共生单元的数量与质量，协调不同利益相

关者的意见，满足多元管理主体的需求。坚定以高质量体

育赛事促进全域旅游的发展，践行“以赛促旅”“以旅振

兴”的情感目标，同时树立“绿色、共享、创新”价值理

念，通过双向沟通、合作共享保障各个共生单元的利益，

促进体育赛事与旅游景区的融合发展。 

6.2 优化共生模式 

在“体育赛事进景区”过程中，共生主体间物质、信

息、能量传递不断增强，共生模式也就不断完善。因此必

须持续优化一体化连续共生及对称式互惠共生的共生模

式。一体化连续共生首先要求体育赛事与旅游景区做到规

划一体化，保证赛事与景区之间做好资源、设施及服务的

协调，统一前期规划及后期反馈；其次要求赛事主体与景

区主体做到管理一体化，建立管理协调的统一机制，厘清

管理的责、权、力划分，提升体育赛事与旅游景区的管理

效率与管理质量；最后实现运营的一体化，完成赛事运营与

景区运营的衔接、转变运营理念，提升赛事旅游的服务质量。

对称式互惠共生则要求实现赛事与景区的互利共赢，一方面

需要旅游景区与体育赛事共享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

一方面，赛事与景区的利益也需互利，不断降低赛事及景区

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最终实现互利互惠持续发展。 

6.3 改善共生环境 

共生环境的稳定性关系到共生系统的持续性。“体育

赛事进景区”系统中的共生环境受到内外部条件的影响具

有不稳定性，因此需要共同营造和谐、持续的融合发展的

共生环境。首先，在自然资源条件方面要践行可持续发展

理念，在赛事开发中优先考虑景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在保

障景区最大承载力的基础上提升景区内部自然景观及人

文景观的可观赏性，将景观特色融入到赛事活动当中；其

次，在人才资源条件方面要培养“爱体育、懂旅游、会管

理、能经营”的复合型体育赛事旅游人才，加强团队建设

及人才培养提升体育赛事与景区管理从业人员的素质与

能力；最后，在文化环境条件方面要丰富赛事与景区的文

化内涵，培育一批高质量的精品赛事，将景区的文化内涵

历史底蕴融入到赛事举办中，打造体育赛事旅游示范地，

通过赛事传递文化魅力。 

6.4 保障共生界面 

“体育赛事进景区”融合共生模式的能量输送与信息

交流是在共生界面上完成互动实现的。共生界面的通畅程

度也是衡量其效率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而且共生介质的

数量和质量越高，界面通常越通畅
[3]
。在体育赛事与旅游

景区融合过程中，包含政府、企业、市场、媒体等多种共

生介质，其质量的高低关系到共生界面运行的质量。为了

确保共生界面的高质量运作，需要建立以社会资本为主，

政府投资为辅的体育赛事旅游运营管理模式，不断引入社

会资本参与到体育赛事与旅游景区的运营管理当中以改

变其传统的运营管理模式，提高运营的积极性和联动性；

借助市场和媒体，传播体育赛事的同时进行景区景点的宣

传推广，结合“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增加体育赛事与

旅游景点的新颖性、科技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

提升消费质量。 

7 结论 

本文基于共生理论的研究框架，深入剖析了近年来

“体育赛事进景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从体育

与旅游融合中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四方面对体育赛

事与旅游景区进行了系统的现实审视。通过构建资源整合、

动力运行、管理协同的共生机制，揭示了体育赛事与景区

融合的共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从共生单元、共生模式、

共生环境及共生界面四个核心维度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

两者融合的策略路径。研究指出，在国家积极推进体旅融

合的大背景下，体育赛事与旅游景区具备了共生理论的基

本要素和条件，促进赛事“引进来”，推动景区“走出去”，

通过推动二者的共生融合发展，是不断促进体育产业与旅

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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