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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优化区域体育产业布局已成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利用区域

分工指数、区域竞合关系模型、区位熵测度长三角三省一市2017年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水平

与竞合关系。研究表明，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分工水平偏低，上海与安徽区域分工水平最

高，浙江与安徽区域分工水平最低；从分行业看，长三角区域体育用品制造业区域分工最明

显，体育服务业区域分工亟需改善；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同时存在强互补合作关系和强竞

争关系，江苏是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互补合作能力最强的省份；从产业专业化视角分析，长

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初步形成专业化优势，但专业化同构也成为制约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合

作的主要障碍。基于结论从加强区域沟通合作、提高地方专业化水平、构建良好竞合关系3

方面提出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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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regional sports industry has become a practical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The paper uses the regional division in‐

dex, regional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 model and location entropy to meas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regional division and co-opeti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

er Delta in 2017. According to the study, the regional division level in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low. Shanghai and Anhui have the highest level of regional division,

while Zhejiang and Anhui have the lowest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regional division of sports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the most

obvious, and the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lso has strong complementary cooperative relations and strong competitive

relations, and the sports industry in Jiangsu has the strongest ability of complementary coopera‐

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the pro‐

fessional advantages of the regional sports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ve been prelim‐

inarily formed, but the specialization isomorphism also becomes the main obstacle which re‐

stricts the regional sports industry coop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ased on the conclu‐

s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mproving local professional level, and establishing good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

Key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sports industry; regional division index; co-opetitionrelation‐

ship; Location Entropy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

优化体育产业布局已成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多份国家级体育产业政策均

提出要优化区域体育产业布局。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形成区域体育产业良性互动发展

格局。同时相关政策也明确指出，要将长三角区域打造成为体育产业核心集聚区。2017年

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总产出和增加值分别达到 7 418.48亿元和 2 540.28亿元，占全国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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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总产出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到 33.74% 和 32.52%。

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三省一市于 2018年 9月举

办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推进会，审议并原则同意《长三角

地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秉承“合作、互利、共赢”原则将“共同促进体育产业联动发

展”作为长三角体育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上海市体育局，

2018）。在国家相关政策及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政策的引

导下，明确长三角各省市体育产业区域分工，形成合理的体

育产业竞争与合作关系，是推进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

展的重点任务。因此，基于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 2017年体

育产业统计数据，利用相关量化研究方法实证分析长三角

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水平与竞合关系。

1 相关文献回顾

区域分工，指各区域为获得资源配置的高收益，通过

专业化生产和区际贸易而实现专业化利益的区域经济空

间组织形式（孟德友 等，2012）。区域分工是为了实现区

域间要素的合理配置，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一

体化发展。区域分工促进区域产业专业化发展，在区域

优势互补及互利共赢的驱动下形成区域合作。因此，区

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动力来源于经济规律下区域之间的

发展差异、优势互补与互利共赢（梁柱全 等，2005）。产业

专业化分工是区域分工的表现形式，产业专业化和同构

化是研究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重要方式。

关于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相关研究中，测度经济一

体化区域产业分工和合作程度是研究区域分工与合作的

主要方式，研究对象主要包括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厦漳

泉、陕川渝等经济圈的产业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产业专业

化分工与合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区域产业

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因素，成为当前区域经济的研究热点。

体育产业已逐渐成长为长三角区域的主导产业，促进长三

角体育产业科学分工和形成良好竞合关系，是长三角区域

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诉求。2018年提出了 22项切

实可行的体育产业一体化项目，建立长三角地区体育企业

联盟，形成了长三角运动休闲体验季、长三角体育产业高

峰论坛等精品合作项目。同时，在产业政策方面，上海、江

苏、浙江的《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政策均提出要

推动长三角体育产业合作发展。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方法

地缘经济关系是地缘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由美国

学者Luttwak（1994）提出，是指两个不同地区之间在地理、文

化、政治、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及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张亚明 等，2012）。因此，测度长三角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水

平和竞合关系是研究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地缘经济关系的

科学方法。研究采用区域分工指数、区域竞合关系模型、区

位熵分析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分工与合作。

2.1.1 区域分工指数

区域分工指数最早由克鲁格曼提出，通过衡量地区间

产业结构差异测度区域分工程度（Krugman，1991）。本研究

利用区域分工指数测度长三角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情况。计

算公式如下：

Sik =∑
j = 1

n |

|
||

|

|
||
Pij

Pi

-
Pkj

Pk

Sik为长三角地区 i省与 k省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指数，Pij

为 i省体育产业细分行业 j产业的增加值，Pi为 i省体育产业

增加值，Pkj为 k省体育产业细分行业 j产业的增加值，Pk为 k

省体育产业增加值。Sik取值范围为［0，2］，Sik取值越大，表示

两省体育产业区域分工越明显，产业同构化程度越低；Sik取

值越小，表示两省体育产业区域分工越不明显，产业同构程

度越高。

2.1.2 区域竞合关系模型

基于欧式经济距离构建的区域竞合关系模型是研究区

域合作的主要方法（温志宏，1998），研究利用区域竞合关系

模型测度长三角各省市体育产业竞合关系。具体步骤

如下：

1）由长三角区域 i省体育产业8个细分行业增加值构成

状态向量X=｛Xi1，Xi2，Xi3…Xin｝，对体育产业 8个细分行业向

量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ZXij为 i省体育产业细分行业 j产业

标准化后的数值，Xij为 i省体育产业细分行业 j产业的增加

值，
-
X j为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细分行业 j产业的平均值，Sj为

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细分行业 j产业的标准差，N为区域数

量，即N＝4。则得到标准化指标向量ZX=｛ZXi1，ZXi2，ZXi3…
ZXin｝。标准化公式如下：

ZXij =
( )Xij -

-
X j

Sj

，

Sj =
∑i = 1

n ( )Xij -
-
X j

2

N

2）计算省际间的竞合关系指数。根据如下公式计算长

三角区域省际间体育产业的欧式经济距离，通过欧式经济

距离大小判断长三角区域省际间体育产业的竞合关系。

Dik = ∑
j = 1

n

( )ZXij -ZXkj

2

EDikj = | ZXij -ZXkj |
Dik为 i省与 k省体育产业欧式距离，EDikj为 i省与 k省体

育产业细分行业 j产业的欧式距离，ZXij为 i省体育产业细分

行业 j产业标准化后的数值，ZXkj为 k省体育产业细分行业 j

产业标准化后的数值。

3）将Dik和EDikj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 i省与 k省体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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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竞合关系指数ZDik和体育产业细分行业 j产业的竞合关

系指数ZEDikj，标准化过程与第一步相同。ZDik和ZEDikj的数

值越大，省域间体育产业差异越大，互补合作关系越强，反

之，地区间存在竞争关系。根据ZDik或ZEDikj的值可分为 4

种类型：强互补合作型（ZDik或 ZEDikj≥0.5）、一般互补合作

型（0.5＞ZDik 或 ZEDikj＞0）、一般竞争型（0＞ZDik 或 ZEDikj

＞-0.5）、强竞争型（-0.5≥ZDik或ZEDikj）。

2.1.3 区位熵

利用区位熵测度长三角各省市体育产业细分行业的专

业化程度。区位熵是某省某一体育产业细分行业增加值占

该省体育产业增加比重与长三角区域该体育产业细分行业

增加值占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增加值比重的比值（唐炜，

2018），用于衡量长三角区域某省体育产业某细分行业的专

业化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LQij =
Pij /Pi

Pj /P

LQij为长三角区域 i省体育产业细分行业 j产业的区位

熵，Pij为 i省体育产业细分行业 j产业的增加值，Pi为长三角区

域 i省体育产业增加值，Pj为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细分行业 j

产业的总增加值，P为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总增加值。LQij＞

1表示 i省体育产业细分行业 j产业具有专业化优势，LQij＜1

表示不具备专业化优势。区位熵反映各省市体育产业细分行

业集中程度，揭示体育产业细分行业的区域分工格局。

2.2 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体育产业区域分工与合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测度三省一

市2017年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指数、竞合关系指数和区位熵。

当前，我国体育产业细分行业包括 11个产业门类，在《体育

产业统计分类（2019）》中体育管理活动和体育场馆服务两

个产业门类主要为行政管理活动，同时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主要是建筑行业，均不存在区域间分工与合作。因此，本研

究以长三角三省一市8个体育产业门类为具体研究对象（表

1），包括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服务、体育中介

服务、体育培训与教育、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其他与体育

相关服务、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

销售贸易代理与出租。

2017年上海市体育产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上海市体育

局官网（www.shsports.gov.cn），2017年江苏省、浙江省、安徽

省体育产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2018年全国各省（区、市）体

育产业工作情况报告》。采用SPSS 20.0测算长三角区域体

育产业的区域分工指数、竞合关系指数和区位熵。

3 长三角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格局

3.1 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分工水平偏低

通过比较长三角区域间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指数（表2），发

现长三角省际间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水平整体偏低。2017年长

三角省际间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指数均未超过1。上海与安徽

（0.850 6）区域分工指数最高，上海与浙江（0.752 7）体育产业

区域分工指数位居第二，上海与江苏（0.572 9）区域分工指数

位列第三，而浙江与安徽（0.205 6）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指数最

低。表明长三角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水平较低且产业同构严

重，上海与安徽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水平最高，产业同构度低，

浙江与安徽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水平最低，产业同构度最高。

同时，上海与安徽、浙江、江苏的区域分工指数位居前3位，表

明上海是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分工最明显的省份；从2017年

8个体育产业门类区域分工指数平均值及标准差可知，上海与

安徽8个体育产业门类区域分工指数离散程度最高，浙江与安

徽8个体育产业门类区域分工指数离散程度最低。表明上海

与安徽体育产业发展存在分工合作空间，而浙江与安徽体育

产业区域分工较为稳定，产业同构化将长期存在。

表1 本研究对象的样本数据

Table 1 The Sample Data of Research Objects

产业门类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体育健身休闲活动

体育中介服务

体育培训与教育

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

其他与体育相关服务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贸易代理与出租

合计

上海

增加值

/亿元

32.96

31.27

2.49

13.96

44.90

14.64

79.77

210.22

430.21

占比/%

7.01

6.65

0.53

2.97

9.55

3.11

16.96

44.70

91.48

江苏

增加值

/亿元

25.49

37.97

8.25

34.51

22.66

61.18

494.69

417.63

1 102.38

占比/%

2.09

3.11

0.68

2.83

1.86

5.02

40.56

34.24

90.39

浙江

增加值

/亿元

6.24

61.26

2.28

12.86

41.55

33.33

260.96

113.42

531.90

占比/%

1.05

10.33

0.38

2.17

7.01

5.62

44.00

19.12

89.68

安徽

增加值

/亿元

2.68

17.60

2.21

8.38

8.79

13.76

135.21

45.81

234.44

占比/%

1.04

6.84

0.86

3.26

3.42

5.35

52.54

17.80

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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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长三角区域体育用品制造业区域分工显著

体育用品制造业作为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的主导产

业，其发展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从体育用品供给看，江

苏、浙江、安徽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在体育产业结构中

的比重分别达到40.56%、44.00%、50.54%。从体育用品需求

看，上海和江苏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的销售、贸易代理与出

租的比重分别为 44.70%和 34.24%（表 1）。同时，长三角区

域省际间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指数贡献度最大的两个产业门

类是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

贸易代理与出租。上海与江苏（0.263 3）、上海与浙江

（0.305 2）、上海与安徽（0.391 3）的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

造的区域分工水平位居前三（表 2），上海与浙江（0.275 4）、

上海与安徽（0.293 2）的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贸易代

理与出租的区域分工水平居前两位。从体育用品的供给和

需求看，长三角区域体育用品制造业区域分工最明显。但

部分省际间也存在明显的产业同构现象，江苏与浙江、浙江

与安徽体育用品制造业区域分工指数均较低，是长三角区

域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3.3 长三角区域体育服务业区域分工亟需改善

长三角区域的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体育健身休闲活

动、其他与体育相关服务等体育产业门类已经成为长三角

各省市体育服务业的主导产业。随着长三角区域交通的一

体化并形成“两小时交通圈”，地理空间的可达性增强。交

通的便利化，以及长三角区域地理特征相似、资源禀赋雷同

等产业发展特征，导致体育健身休闲服务、体育培训与教

育、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等出现产业同质性，降低体育服务

业区域分工水平。

4 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竞合关系分析

4.1 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强竞争关系和强互补合作关系

并存

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所需要的区域合作及

生产要素的流动与组合，是建立在体育产业分工与合作的

基础上。根据区域竞合关系模型测算2017年长三角省际间

体育产业竞合关系指数（表3），发现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形

成强竞争与强互补合作并存的地缘经济关系。上海、浙江、

安徽3省市与其他省份间竞争多于互补合作，江苏与其他两

省一市都呈现出互补合作关系，江苏为长三角区域体育产

业互补合作能力最强的省份；从各产业门类竞合关系看（图

1），长三角省际间8个体育产业门类中均存在强竞争关系和

强互补合作关系。表明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尚待形成合理

的区域合作关系。

4.2 产业专业化视阈下长三角体育产业竞合关系

4.2.1 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形成专业化优势

利用区位熵分析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专业化水平，从

体育产业专业化视角判断区域体育产业竞合关系形成的原

因（图 2），区位熵指数＞1表示具备专业化优势。长三角三

省一市体育产业专业化水平整体较高，上海、江苏、安徽具

备专业化优势的体育产业门类均达到5个，浙江具备专业化

优势的体育产业门类达到4个。

表2 2017年长三角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指数

Table 2 The Regional Division Index of Sports Industr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in 2017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体育健身休闲活动

体育中介服务

体育培训与教育

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

其他与体育相关服务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

贸易代理与出租

区域分工指数

平均值

标准差

上海-江苏

0.053 5

0.038 2

0.001 7

0.001 1

0.083 8

0.021 5

0.263 3

0.109 8

0.572 9

0.071 6

0.086 3

上海-浙江

0.064 9

0.042 5

0.001 5

0.008 3

0.026 3

0.028 6

0.305 2

0.275 4

0.752 7

0.094 1

0.122 9

上海-安徽

0.065 2

0.002 4

0.003 6

0.003 3

0.066 9

0.024 7

0.391 3

0.293 2

0.850 6

0.106 3

0.150 2

江苏-浙江

0.011 4

0.080 7

0.003 2

0.007 1

0.057 6

0.007 2

0.041 9

0.165 6

0.374 7

0.046 8

0.055 7

江苏-安徽

0.011 7

0.040 6

0.001 9

0.004 4

0.016 9

0.003 2

0.128 0

0.183 4

0.390 1

0.048 8

0.068 8

浙江-安徽

0.000 3

0.040 1

0.005 1

0.011 6

0.040 6

0.004 0

0.086 1

0.017 8

0.205 6

0.025 7

0.029 0

表3 2017年长三角体育产业竞合关系指数及类型

Table 3 The Co-opetitionIndex and Types of Sports Industr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in 2017

竞合关系指数

竞合类型

上海-江苏

0.631 6

强互补合作型

上海-浙江

-1.184 3

强竞争型

上海-安徽

-0.707 4

强竞争型

江苏-浙江

0.469 2

一般互补合作型

江苏-安徽

1.435 9

强互补合作型

浙江-安徽

-0.645 0

强竞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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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上海的体育竞赛表演活动具备绝对的专业

化优势，区位熵显著高于其他省份的各产业门类和本市的

其他产业门类。其次，上海的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体育培

训与教育、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

售贸易代理与出租等产业也具备专业化优势。上海在长

三角区域拥有最多的体育赛事资源，每年举办国际级赛事

包括 F1中国大奖赛、上海ATP1000大师赛、上海国际马拉

松、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等一系列国际赛事，高价值

体育赛事虹吸各类体育产业资源，促进了体育传媒与信息

服务业、体育用品销售贸易、体育健身休闲活动等产业的

快速发展。江苏体育产业体量为长三角区域最大，各产业

门类发展较为均衡。其中体育用品制造业一直采取质与

量均衡的发展策略，产业结构相对合理（李亚蔚，2015），但

同时也表明江苏体育产业专业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浙江的体育健身休闲服务业和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具备

明显专业化优势。浙江作为健身休闲产业发展最好的省

份，截至 2020年 3月，已拥有 9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均以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为主导产业，健身休闲产业集聚效

果显著，带动体育传媒等产业发展。安徽的体育中介业及

体育用品制造业具备专业化优势。在体育用品制造业方

面，安徽着力发展渔具等特色体育用品制造业，推动体育

用品制造业专业化发展。

4.2.2 专业化同构制约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合作

体育产品及服务同质化导致区域体育产业竞争，体

育产品及服务差异化促进区域体育产业合作。上海与江

苏、江苏与浙江、江苏与安徽体育产业呈现出同质化互补

合作关系，上海与浙江、上海与安徽、浙江与安徽体育产

业呈现出同质化竞争关系。从产业专业化视角进一步解

析发现，长三角三省一市省际间 8个体育产业门类中多数

行业表现为专业化水平高低差异的市场竞争关系和强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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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 7

1.10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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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长三角三省一市8个体育产业门类区位熵

Figure 2. The Location Entropy of 8 Sports Industries in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C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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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7年长三角体育产业门类竞合关系指数

Figure 1. The Co-opetitionIndex of Sports Industry Segme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in 2017

注：C1～C8分别代表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体育中介服务、体育培训与教育、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其他与体育相关服务、体

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贸易代理与出租；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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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合作关系，但同时也存在低专业化水平的强互补合作

关系和高专业化水平的强互补合作关系，以及低专业化

水平的强竞争关系和高专业化水平的强竞争关系（表 4）。

上海与浙江的体育健身休闲活动表现为专业化同构的

强互补合作关系，表明区域产业特色鲜明，区域资源禀赋优

势明显，形成资源要素的优势互补，使体育产品及服务供给

差异化。上海的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主要依托健身场馆等城

市体育基础设施，并发展形成产业优势，浙江的体育健身休

闲活动主要依靠自然资源打造户外健身休闲，并发展形成

产业优势，二者的产品供给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上海与浙江

的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表现为专业化同构的强竞争关系，

表明体育产业资源要素同质化，尚未形成特色体育产业业

态，供给同质化体育产品及服务。长三角区域大型赛事纷

纷落户，加快了体育传媒服务和体育信息服务的发展；对于

低专业化水平强互补合作关系的产业门类，应继续提高产

业专业化水平，推进区域分工。低专业化水平强竞争关系

的产业门类，亟需加强区域合作。

从专业化视角判断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分工与合作可

知，专业化同构是导致区域体育产业竞争的主导因素。因

此，在长三角体育产业专业化发展的基础上，明确区域要素

禀赋优势，形成资源优势互补，供给差异化体育产品及服

务，是推动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前提。

5 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分工与合作存在的主要困境

5.1 区域行政区划制约体育产业分工合作

长三角三省一市2014年国务院46号文件、2016年国务

院办公厅77号文件等政策的《实施意见》，以及《体育产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等产业政策，均将体育健身休闲、体育中介、

体育竞赛表演、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等产业作为优先培育产

业，相同的产业发展目标导致长三角体育产业发展出现区域

同质化竞争，造成区域产业同构。长三角体育产业合作框架

已经建立，且形成常态化沟通机制，但相关制度及长三角体育

产业一体化发展政策尚处于摸索阶段，导致区域尚未形成产

业合作协调机制（高雪梅等，2014）。从政策及实际行动层面

的整体协同是推进区域分工合作的有效手段。因此，加强区

域产业规划衔接，推进政府、行业、企业、项目合理分工合作是

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5.2 区域发展不均衡阻碍体育产业分工合作

区域发展水平差异会造成合作主体在成本付出和收益

上产生不均衡，导致产业合作难以开展。长三角三省一市

区域发展不均衡包括：1）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发展

水平是推动区域体育产业分工合作的基础，上海、江苏和浙

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小，总体具备区域均衡性（张林，

2015），但安徽与江浙沪之间整体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利于形成产业协调合作；2）体

育产业发展水平不均衡。长三角体育产业整体结构失衡，

2017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体育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分

别为18.51%、48.01%、23.35%、10.13%，安徽体育用品及相关

产品制造占比达到 52.25%，安徽在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的

比重较低，产业基础薄弱；3）空间结构失衡。上海、苏南、浙

东、浙西及皖南体育服务业发展迅猛，导致产业空间集聚加

剧扩大，其他地区未形成有效的空间集聚（焦长庚 等，

2018）。区域经济和体育产业发展不均衡将制约长三角体

育产业区域分工与合作。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利用区域分工指数、区域竞合关系模型、区位熵对长三

角体育产业区域分工水平与竞合关系进行测度，总体而

表4 长三角体育产业细分行业专业化水平与竞合关系组合

Table 4 The Combination of Professional Level and Co-opetitionRelations of Sports Industry Segm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产业

门类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上海-江苏

A1

高-低

高-低

低-高

高-高

高-低

低-高

低-高

高-高

A2

强竞争

强竞争

强合作

强合作

合作

强合作

强合作

合作

上海-浙江

A1

高-低

高-高

低-低

高-低

高-高

低-高

低-高

高-低

A2

强合作

强合作

强竞争

强竞争

强竞争

竞争

竞争

强竞争

上海-安徽

A1

高-低

高-高

低-高

高-高

高-低

低-高

低-高

高-低

A2

强合作

强竞争

强竞争

强竞争

强合作

强竞争

强竞争

竞争

江苏-浙江

A1

低-低

低-高

高-低

高-低

低-高

高-高

高-高

高-低

A2

合作

合作

强合作

强合作

竞争

合作

合作

强合作

江苏-安徽

A1

低-低

低-高

高-高

高-高

低-低

高-高

高-高

高-低

A2

合作

竞争

强合作

强合作

强竞争

强合作

强合作

强合作

浙江-安徽

A1

低-低

高-高

低-高

低-高

高-低

高-高

高-高

低-低

A2

强竞争

强合作

强竞争

强竞争

强合作

竞争

强竞争

强竞争

注：A1表示两个省份间专业化比较，区位熵指数超过1为专业化水平“高”，低于1为专业化水平“低”。A2表示竞合关系，“强合作”代表“强互

补合作型”，“合作”代表“一般互补合作型”，“竞争”代表“一般竞争型”，“强竞争”代表“强竞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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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分工水平偏低，区域分工水平从

高至低依次为上海与安徽、上海与浙江、上海与江苏、江苏

与安徽、江苏与浙江、浙江与安徽，上海是长三角区域体育

产业分工最明显的省份；从分行业看，长三角体育用品制

造业区域分工最明显，体育服务业区域分工亟需改善；长

三角区域体育产业同时存在强互补合作关系和强竞争关

系，其中上海与江苏、江苏与安徽体育产业表现为强互补

合作关系，江苏与浙江表现为一般互补合作关系，上海与

浙江、上海与安徽、浙江与安徽体育产业表现为强竞争关

系，江苏是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互补合作能力最强的省

份；从产业专业化视角分析，发现长三角体育产业初步形

成专业化优势，但专业化同构也成为制约长三角区域体育

产业合作的主要因素。

6.2 建议

1）加强区域沟通合作。当前，长三角区域虽然初步建

立体育产业沟通协作机制，但尚未出台规范性且具有长期

指导意义的产业规划。因此，应加强长三角体育产业区域

沟通和形成区域合作，加快制定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一体

化发展政策，形成体育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具体应从政

府、行业、企业、项目 4个层面推动长三角体育产业合作，政

府通过联席会议及区域政策衔接等方面规范合作内容，各

行业协会应通过明确区域产业特色、产业优势等明确区域

产业分工，企业通过共同生产体育产品及服务实现区域合

作，体育产业项目需通过区域联动实现供需均衡。

2）提高地方专业化水平，促进区域分工。长三角三省

一市体育产业区域分工不明显且存在产业同构，但产业专

业化水平提高促进了区域产业分工（毕学成 等，2018），体育

服务业同构是制约长三角体育产业区域分工的主要原因。

因此，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需在明确地方体

育产业发展优势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地方体育产业集聚发

展，通过产业集群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来提高地方专业

化水平，促进体育产业区域分工。针对体育服务业，要重点

建设长三角区域具备专业化优势且体育服务产品差异化的

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体育产业园区、体育特色小镇等，建设

形成专业化水平高且与其他区域形成优势互补的体育服务

业集聚区。如上海着重打造22个以体育服务业为主导产业

的产业集聚区。针对体育用品制造业，江苏、浙江、安徽在

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业专业化水平的同时，需明确区域分工，

从体育用品制造业细分行业着手，着重发展具有区域特色、

产品差异化的体育用品，规避同质化竞争。

3）明确产业优势，构建良好竞合关系。由体育产品及

服务供给同质化造成长三角体育产业发展呈现出强竞争态

势，且多数体育产业门类存在高专业化同构或低专业化同

构的市场竞争。要推动长三角体育产业互补合作发展或形

成有序竞争，各省市应明确本省体育产业的优势和劣势产

业，立足省际间具有互补性的体育产业领域，做大做强优势

产业，求同存异促进区域间体育产业互补组合。体育竞赛

表演、体育健身休闲服务、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等形成专业

化同构的产业门类，应立足区域资源优势及劣势，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促进产业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形成

体育产品及服务差异化竞争，规避产业结构趋同而导致体

育产品及服务同质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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