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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把深

度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工作。

所谓“双碳”目标是指 2030 年“碳达峰”与 2060 年

“碳中和”目标。“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

是推进体育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体育企业绿色

低碳发展、培育引导大众低碳体育消费的有力抓手，

能够为新发展阶段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

动力。近年来，学界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从实证层面探究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的关

系，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

放效率的关系（刘志华等，2022）、基于长江经济带数

据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张晨露等，

2022）、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

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尹迎港等，2021）；二是，从理论

层面探究“双碳”目标下区域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如

基于“双碳”目标视角下分析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

（李国平等，2022）、基于“双碳”背景下分析产业结

构调整思路（包思勤，2021）。整体而言，实证层面研

究较多，理论层面探析较少。目前，体育领域涉及低

碳发展的相关研究以理论层面的分析较多。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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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中碳足迹研究进展（陈怡莹等，2022）、探析

数字技术赋能体育产业低碳发展（王孟等，2022）等。

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作为影响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因

素，学界关于“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

碳减排、低碳发展等相关研究涉及较少，这为本研究

开展提供了可以拓展的空间。鉴于此，本研究基于

“双碳”目标，分析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意义、

内在机理以及升级策略，以期为新时期体育产业低

碳发展提供动力，为体育产业更高质量、更高效率发

展提供支撑。

1　“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意义

1.1　宏观层面：积极融入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文明

建设已经融入经济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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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产业是公认的绿色产业，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

有利于推进体育产业低碳发展，更好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就产业经济学视角而言，

产业结构发挥促进作用、防止阻碍作用的唯一途径

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发展［1］。《体育强国

建设纲要》提出，到 2035 年体育产业将成为国民经

济支柱性产业，体育产业占 GDP 比重将达到 4%［2］，

凸显出体育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体育产

业结构优化不仅能够促进体育产业发展，而且也会

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双碳”目标下，体育产

业结构优化体现在生产要素的密集度变化、劳动对

象的加工程度变化等方面，以积极适应经济社会系

统性变革要求，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就“双

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对生产要素的密集程

度变化的影响而言。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的提高，大众对体育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呈现

个性化、多样化趋势，体育智能制造、体育智慧场馆、

体育低碳建筑等供给增加，倒逼体育企业采用先进

的技术、工艺和设备，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适应经济社会低碳发展要求，积极融入生态文明建

设。另一方面，就“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

对劳动对象的加工程度变化的影响而言。产业结构

优化与演变呈现出产业的加工度不断提高与附加值

不断增加的趋势。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

展背景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并与体育产业深度融

合，可大幅度提高体育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体育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生产出科技含量更高、功能

更齐全、服务水平更优的体育产品，体现出体育产业

的加工度与附加值越来越高，体育产业结构中的高

加工度和高附加值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为体育产业

全面布局低碳发展提供契机，也为适应经济社会系

统性变革、积极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夯实基础。

1.2　中观层面：促进体育产业低碳转型发展

在“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体现在体

育产业内部业态的绿色低碳发展，也体现在体育主

导产业与体育重点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①就

体育主导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而言。以健身休闲业和

竞赛表演业为体育主导产业。“双碳”目标下，健身

休闲业低碳发展主要体现在对大众日常健身活动

（如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运动项目（如水上运动、

航空运动、山地户外运动等），特色运动（如马术、击

剑、高尔夫等）进行全面绿色低碳布局，促进健身休

闲与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完善绿色低碳健身

休闲服务体系；壮大与健身休闲相关的体育社会组

织、支持健身休闲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培育健身休闲

市场主体；布局低碳化健身休闲基础设施、加强绿

色化健身休闲设施建设、提升健身休闲器材装备制

造能力等，为大众低碳健身提供物质基础。②就体

育产业重点业态绿色低碳发展而言。“双碳”目标

下，体育建筑业和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绿色低碳发展

是体育产业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就

体育建筑业而言。一般意义上，建筑全过程能耗和

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建材生产、建筑施工和建筑运行

等 3 个阶段［3］。体育建筑业的低碳发展可通过使用

低碳材质的原材料，减少体育建材在生产过程中的

碳排放；通过科学合理规划、采用数字技术赋能，提

高建筑施工效率；通过探索在建筑设计、建筑运营、

能源系统等方面采取全过程综合节能方案，减少建

筑运行阶段的碳排放，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注入活

力，也为体育产业低碳转型发展提供动力。另一方

面，就体育用品制造业而言。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

在材质选取、生产设计、销售服务等全链路绿色低碳

发展，如在材质选取方面，选用低碳排放量、可循环

利用、天然染料染色的材质；在生产设计方面，升级

改造工厂车间装备，布局智能化生产设备，提高柔性

化生产能力，降低在生产、加工、组装、设计等环节的

碳排放；在销售服务方面，探索体育新零售模式，加

强体育供需对接，提高库存周转率，增强精准化供给

能力，优化供应链，以减少物流环节的碳排放。

1.3　微观层面：推动体育消费低碳发展

体育产业与体育消费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是供给

与需求的互动关系。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

别于西方供给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框架范式，强调

既关注供给又重视需求、既突出发展生产力又注重

完善生产关系、既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又重视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即就供需视角而言，体育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的落脚点应是满足大众体育消费需求。

“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以提供低

碳体育产品与服务为方向，以低碳体育供给促进大

众对低碳消费的需求，推动体育消费低碳发展。“双

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可从推动实物型、观

赏型、参与型体育消费低碳发展等方面［4］，促进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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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全面低碳发展。①就“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

结构优化对推动实物型体育消费低碳发展的影响而

言。通过在供给端发展智能制造、加大节能减排生

产、选择低碳材质面料，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体育制

造企业的生产、运输、销售全过程，产出低碳体育服

装、鞋帽、器材等，促进需求端的实物型体育消费低

碳化发展。②就“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

对推动观赏型体育消费低碳发展的影响而言。通

过在供给端发展智慧体育场馆，发挥 5G、人工智能、

VR/AR 等新型数字技术优势，升级场馆能源系统，

在提升大众观赏体验的同时，减少场馆运营的碳排

放，促进需求端的观赏型体育消费低碳化发展［5］。

③就“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对推动参与

型体育消费低碳发展的影响而言。通过在供给端探

索发展低碳健身休闲产业，制定相关标准、培育典型

案例、推进试点工程等，打造低碳健身休闲示范区、

新样板，促进需求端的参与型体育消费低碳发展。

2　“双碳”目标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机理

“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应围绕生态

效益优先目标，推进体育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

化方向发展，发挥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

优化供给结构、需求结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促

进体育产业内部业态低碳发展，进而形成以低碳

发展为基本遵循的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机理

（图 1）。

图1　“双碳”目标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机理

Fig.1　Internal mechanism of sports indust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under the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s 

2.1　围绕一个目标：生态效益优先

党的十八大以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新时代加快发展体育产业能够产

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体育产业生态

效益的提出初衷是为了在体育市场化、产业化过程

中减少能源消耗、降低污染物排放，避免过分追求体

育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保护生态环境，促进

体育产业全面可持续发展。生态效益是指生态系统

及其变化引起的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改

善［6］。就产业生态化理论视角而言，产业结构优化

能够为产业生态化发展提供动力［7］。一般而言，产

业结构优化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软化和绿色两个

方面，这与产业生态理论的基本原理和评价标准相

吻合［7］。一方面，产业结构软化是指社会生产和再

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源的投入减少，科学技术的投入

增加，体现在体育产业发展的硬资源（如能源、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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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作用相对降低，软资源（如信息、科技）的作用

相对增强，使体育产业发展因物质消耗大幅度降低

而提高产业的生态效率。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绿化

是指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提高各种资源利用

率，体现在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能够减少污染与废

物排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体育产业发展建立在

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突出生态效益优先

原则。

2.2　迈向两个方向：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

2.2.1　以低碳为导向，促进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

发展

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指相关产业之间协调能

力不断加强的过程［8］。“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

构合理化发展应以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低碳发展为

导向。①以低碳为导向，促进体育产业内部业态之

间素质的协调。通过推进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的技

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工业生产与运输的碳

排放，促进体育产业各业态低碳发展。②以低碳为

导向，促进体育产业内部业态之间联系方式的协调

高质量发展。“双碳”目标影响下，体育产业内部之

间的相互联系体现在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在投入产

出联系基础上的相互服务和促进，即体育建筑业的

低碳发展能够为体育场馆服务低碳发展提供基础，

体育用品制造业低碳发展能够为健身设施低碳化布

局提供基础。③以低碳为导向，促进体育产业内部

业态之间相对地位的协调。“双碳”目标下，体育产

业内部业态应注重体育服务业低碳发展与体育制造

业低碳发展之间的协调、健身休闲业低碳发展与竞

赛表演业低碳发展之间的协调等，促进体育产业内

部各业态之间更合理分布。④以低碳为导向，促进

体育产业内部业态之间供需关系的协调。“双碳”

目标下，体育产业低碳发展应以引导需求端低碳发

展为导向，体育消费低碳发展应以适应体育供给结

构变化为导向，形成体育供给端与需求端互动对接、

全面低碳发展。

2.2.2　以低碳为导向，促进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

发展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

高的过程［1］。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标志主要表现在高

加工度化、高附加值化、技术集约化、知识化、服务化

等方面。需要摆脱传统粗放发展模式，推动体育产

业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实现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

演进［9］。“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

体现在体育制造业由低端化、低层次向中高端转化，

体育建筑由传统钢架结构材质向重量轻、强度高的

节能环保绿色建材转化；体育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化

体现在体育智能制造、体育用品新零售、智慧体育场

馆等新形态将是未来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体

育产业结构技术集约化体现在新型数字技术加速向

体育实体经济渗透，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

新技术应用于体育产业领域，为体育市场主体集约

化发展夯实基础；体育产业结构知识化体现在人力

资本越来越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培养

体育产业复合型人才，能够为体育产业经营与管理

带来新的理念与新的方向；体育产业结构服务化体

现在随着高端体育制造业与现代体育服务业融合加

快，体育制造业有向服务化发展趋势，这在一定程度

上为体育产业整体低碳发展提供有利契机。

2.3　发挥三个效应：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

效应

2.3.1　促进体育产业内部业态低碳发展，发挥回顾

效应

回顾效应是指主导部门的增长对向自己供应投

入品的部门产生的影响。“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

绿色低碳发展，要求供应绿色低碳的投入品。①体

育制造业低碳发展，将会对体育原材料和机器设备

等投入品产生新的要求。通过使用低耗能的体育器

材设施，减少工程生产制造的碳排放；使用可降解、

可回收的体育服装材质，提高体育服装制造与装备

的环保等级以及循环利用率。②体育建筑业低碳发

展，将会对能源、建筑用材、土地等投入品供给产生

新的要求。通过按照《绿色建造技术导则（试行）》

要求，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绿色建造的工程策划全

过程，即需要对场地、建筑空间、建筑设备进行全面

统筹；融入绿色建造的工程设计全过程，即需要对

建筑布局、场地环境、交通组织进行合理设计；融入

绿色建造的施工全过程，即需要运用信息化技术组

织绿色施工，提高施工管理的信息化和精细化水平；

融入绿色建造的交付全过程，即采用数字化交付，提

高交付效率。③场馆服务业低碳发展，将会对赛前

的赛事筹备、赛中的赛事呈现、赛后的场馆综合利用

产生较大影响，倒逼投入品的供应部门转变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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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供应模式，产生积极的回顾效应。

2.3.2　促进体育产业整体低碳发展，发挥旁侧效应

旁侧效应是指主导部门的发展会对周围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构成一个以主导部门发展为

核心的产业综合体系［10］。一方面，就体育产业低碳

发展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而言。在体育产业

迈向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发展进程中，体育

产业低碳发展可为低碳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并有效

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如发挥大型体育赛事关

注度高、影响力大的特点，加快布局体育赛事低碳

化发展，可为城市低碳发展带来正向引导效应。另

一方面，就体育产业低碳发展对社会发展带来的积

极影响而言。体育产业低碳发展能够发挥多业态

作用，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低碳体育产品与服务，

可有效引导大众践行绿色低碳体育消费理念；体育

产业低碳发展要求人力资源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可

有效引导与培育低碳体育相关人才。整体而言，体

育产业低碳发展所产生的旁侧效应能够积极适应经

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求，为经济社会低碳发展注入

活力。

2.3.3　促进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应用，发挥前向

效应

前向效应是指主导部门的发展会引致新技术、

新材料、新能源等出现，进而提高本体产业供给质

量，促进前向关联产业发展。①就新技术出现对体

育产业低碳发展的影响而言。通过主动把握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深层次布

局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体育产业低碳发展；

同时，加强碳捕集与利用等技术在体育产业领域的

推广与应用，加强体育企业碳排放监控，降低体育企

业的绿色溢价。②就新材料出现对体育产业低碳发

展的影响而言。通过加大对体育建筑新材料、体育

用品制造新材料等应用，为体育产业低碳发展提供

基础。如采用四氟乙烯共聚物材料，发挥其自重轻、

强度高、耐磨耐擦、耐腐蚀、耐高温、透光性佳、可循

环使用等特点和优势，为体育场馆与建筑领域低碳

发展提供基础；采用聚乳酸纤维、生物基材料等，发

挥其易降解、可循环利用等特点和优势，为体育用品

及相关产品制造低碳发展提供基础。③就新能源出

现对体育产业低碳发展的影响而言。通过加大利用

可再生能源、加强对新型能源技术的应用，提高体育

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能力。如 2020 年北京冬奥会建

立低碳能源示范项目、建立跨区域绿色交易机制，为

大型体育赛事低碳发展提供样板。

2.4　优化四个对象：供给结构、需求结构、产值结

构、就业结构

2.4.1　体育产业供给结构低碳化

“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供给结构优化应体现

在使用绿色低碳原材料、加大碳管理人员培养、推动

数据要素供给等方面，产业链上游的供应端注重低

碳产品与服务供给，促进体育要素供给在体育产业

各业态发展过程中占据绝对地位。①依托地域自然

资源禀赋，加大使用绿色低碳原材料，促进体育产业

供给结构的低碳化。自然资源作为运动项目产业、

体育赛事产业、健身休闲活动等发展的物质载体，践

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能够以生态环保为抓手，提高

在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对山地湖泊、水域河流等自

然资源利用率，更好发挥体育产业的生态效益；自

然资源也是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体育公园、体育综合

体等发展的物质载体，以生态环保为导向的开发模

式，为绿色低碳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提供基础。②

依托劳动力要素，加大体育市场碳管理人员的培养

力度，促进体育产业供给结构的低碳化。体育市场

人力资源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推动

体育产业低碳发展需要体育产业人才结构的适应性

调整，即通过加强政校企合作，培养与体育领域相关

的碳排放监测员、碳排放管理师等，提升对体育场

馆、体育赛事、健身休闲等低碳管理水平，增强对各

类体育市场主体的碳排放监测与管理，探索形成以

碳排放为价格信号的体育碳排放交易市场，促进体

育市场低碳化供给，进而优化体育产业供给结构。

③依托数据要素，加大数字技术在体育产业领域的

应用，促进体育产业供给结构的低碳化。在数字经

济时代，数字经济有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趋势。而体

育产业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推动数字经济与体育

产业融合，可促进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即体现在通

过新型数字技术赋能体育产业发展，发挥数据作为

核心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体育产业各业态发展的

全要素生产率，使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更精准、更高

效、更便捷。总体而言，“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

构优化会对供给端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数据资源

等产生积极影响，促进体育产业供给结构向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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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化发展。

2.4.2　体育产业需求结构低碳化

“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需求结构优化主要体

现在大众对绿色低碳体育产品与服务的需求，集中

反映在低碳体育消费的增加，倒逼体育产业需求结

构的优化升级。低碳消费模式的宗旨是人文消费、

保护生态环境和气候，主张适度消费、低碳化消费，

提倡消费者以低碳产品与服务的购买、使用、处置为

主，并将消费行为进一步法治化和规范化［12］。体育

消费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以体育消费的类型为

划分标准，低碳体育消费是以“低碳”为导向，涵盖

实物型低碳体育消费（如购买环保体育服装、器材

等），参与型低碳体育消费（如参与健身休闲、体育培

训活动等），观赏型低碳体育消费（如观赏各类体育

赛事活动等），这些都属于典型的节约型消费。就供

需视角而言，低碳体育消费是低碳体育产业发展的

基础和保障，低碳体育需求的强弱决定着低碳体育

消费的水平。总体而言，体育产业需求结构的低碳

化发展是以大众低碳体育消费为导向，体育消费者

通过在实物型、观赏型、参与型低碳体育消费过程

中，践行绿色低碳环保理念的消费活动。“双碳”目

标下，大众对绿色低碳体育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显著

增强，体育消费低碳化转型，可促进体育产业需求结

构适应性调整，助力体育产业低碳发展。

2.4.3　体育产业产值结构低碳化

体育产业产值结构低碳化是从体育产业产值结

构延伸而来。从体育产业发展的本质特征出发，体

育产业产值结构是指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产值占比（一般指体育产业产值的外部结

构）、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在体育产业中的产值占比

（一般指体育产业产值的内部结构）［13］。“双碳”目

标下，体育产业产值结构优化主要体现在体育产业

低碳发展达到一定高度，给体育产业发展带来全面

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在厘清上述概念的基础上，本

文把体育产业产值结构低碳化包括体育产业产值的

外部结构低碳化与产值的内部结构低碳化两部分。

其中，体育产业产值的外部结构低碳化是指体育产

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绿色低碳体育货物和服

务的价值占 GDP 的比值；体育产业产值的内部结构

低碳化是指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在一定时期内生产

的所有绿色低碳体育货物和服务的价值占体育产业

总产值的比值。一方面，就体育产业产值的外部结

构低碳化而言。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0 年

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为 10 735 亿元，而同期文化产

业和旅游产业的增加值分别为 44 945 亿元、40 628

亿元；2020 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仅

为 1% 左右，而同期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增加值

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4.43%、4.01%［14-16］。由此可

见，体育产业产值的外部结构相对较薄弱。需推动

“体育 +”，即促进体育产业与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

融合，催生出新业态、新模式，增强体育产业的发展

效益；推动“+ 体育”，即发挥数字技术优势，推动数

字经济与体育产业深度融合，增强体育产业的发展

效能，推动体育产业整体绿色低碳转型，提升体育产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促进体育产业产值的外部

结构低碳化发展。另一方面，就体育产业产值的内

部结构低碳化而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以体育

服务业为主的 9 个业态（包括体育教育与培训、体育

场地和设施管理等）总规模及其在体育产业结构中

的比重相对较低，而体育用品制造业总规模及其在

体育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相对偏高［14］。由此可见，体

育产业产值的内部结构相对不合理。需要发挥体育

产业具有多业态的特征，加快推进场馆服务、体育培

训、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体育贸易等业态的绿色低

碳发展，推进竞赛表演、健身休闲等体育主导产业绿

色低碳发展，推进体育服务业与体育制造业协调绿

色低碳发展，以促进体育产业产值的内部结构优化。

2.4.4　体育产业就业结构低碳化

体育产业吸纳就业状况是其发挥社会效益的重

要衡量指标。随着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体育

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也将呈现递增态势。《“十四五”

体育发展规划》指出，2019 年体育产业从业人员达

到 505.1 万人，到 2025 年体育产业从业人员超过 800

万人。可见，“十四五”期间，我国体育产业吸纳就

业人数将有较大增长空间。就产业结构的特征而

言，体育产业就业结构优化是指体育产业整体吸纳

就业人数在国民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一般指体育

产业就业的外部结构）、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吸纳就

业人数在体育产业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一般指体

育产业就业的内部结构）。所谓绿色就业是指在经

济活动中创造的可以减轻环境影响并最终实现环

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工作［17］。其中，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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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就业的外部结构低碳化是指体育产业提供绿色

低碳就业岗位在整个国民总就业中的占比；体育产

业就业的内部结构低碳化是指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

提供绿色低碳就业岗位在体育产业吸纳总就业中的

占比。一方面，就体育产业就业的外部结构低碳化

发展而言。随着体育产业总量和规模的扩大，体育

市场主体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加，就业岗位的增多为

吸纳体育就业提供了基础。“双碳”目标下，体育产

业提供绿色低碳就业岗位，本质上要求多元体育市

场主体（包括体育中小微企业、体育大型龙头企业

等）在生产、加工、制造、运营等环节绿色低碳发展，

进而提升吸纳绿色就业能力，优化体育产业就业的

外部结构。另一方面，就体育产业就业的内部结构

低碳化发展而言。一般而言，体育产业就业的内部

结构低碳化发展是由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低碳化发

展所决定。需要发挥健身休闲业和竞赛表演业作为

体育主导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需要发挥体育用品

制造业作为体育产业结构中规模最大业态的引导作

用，推进体育产业内部业态的低碳发展，进而起到吸

纳绿色就业的作用。随着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的快

速发展，可通过吸纳善经营、管理与营销等相关从业

人员，参与发展体育产业，并提供更多的绿色就业机

会，促进体育产业就业结构的低碳化，带动体育产业

绿色低碳发展。

2.5　发展五个业态：健身休闲、竞赛表演、体育建

筑、场馆服务、体育制造

2.5.1　健身休闲业低碳发展

健身休闲业是体育产业的一个主导产业，《关

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指出，到

2025 年健身休闲业总规模达到 3 万亿元，为“双碳”

目标下健身休闲业低碳发展提供政策保障，也为体

育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坚实基础。①完善低碳健

身休闲服务体系。通过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加

快发展足球、篮球、排球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日常健身

活动；通过以运动项目产业低碳发展为核心，加快

发展冰雪、山地、水上等户外运动项目；通过以大众

个性化需求为导向，加快发展极限运动、击剑等特色

运动；通过以产业融合为方向，加快促进体育产业

与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通过推进数字技术

赋能，推动“互联网 + 健身休闲”。②培育低碳健身

休闲市场主体。通过加大体育社会组织对健身休闲

企业低碳发展的引导作用、加大债券市场对健身休

闲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绿色金融与健身休闲企业

融合等，为健身休闲企业低碳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③加强健身休闲设施与器材装备低碳发展。通过推

进健身休闲器材装备、可穿戴运动设备、虚拟现实运

动装备等低碳化发展，提升健身休闲设施装备制造

能力。④培育健身休闲低碳消费。通过制定与完善

健身休闲低碳消费政策、挖掘大众健身休闲低碳消

费潜力、营造积极健康的健身休闲低碳消费环境，为

大众参与健身休闲低碳消费提供基础。《关于构建

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

通过打造群众身边的体育生态圈、拓展全民健身新

空间、完善户外运动配套设施、推进健身设施绿色低

碳转型等，打造绿色便捷的全民健身新载体。如近

年来，福建省大力推进运动慢跑道、休闲骑行道、滨

江亲水步道等慢行系统建设，截至 2021 年底，福建

省已建成各类慢行道 6 600 km［18］，满足广大市民绿

色出行、休闲健身的多样化需求，为健身休闲业低碳

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2.5.2　竞赛表演业低碳发展

竞赛表演业是体育产业另一个主导产业，《关

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指出，

到 2025 年竞赛表演业总规模达到 2 万亿元，为“双

碳”目标下竞赛表演业低碳发展提供政策保障，也

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坚实基础。①完善低

碳赛事体系。通过发展群众基础好、社会关注度高

的职业体育赛事，把低碳理念融入到体育赛前筹备、

赛中运行、赛后多功能利用等全过程，以低碳赛事为

依托，提高赛事综合运行效能；通过承办大型体育

赛事，以北京冬奥会践行低碳能源、低碳场馆、低碳

交通、低碳标准为目标，推广低碳办赛经验，为国内

其他相关赛事低碳发展提供样板；通过扶持群众喜

闻乐见、参与度广的业余体育赛事发展，加大低碳体

育赛事的宣传推广力度；②壮大体育赛事市场主体。

通过制定利好政策，支持体育赛事运营企业低碳发

展；采用数字技术赋能，提升体育赛事低碳发展水

平；培育低碳体育赛事消费环境，创造良好的低碳

体育消费氛围。③优化低碳体育赛事布局。通过根

据地域资源禀赋，发展适宜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低碳体育赛事活动；根据地域不同运动项目的发展

基础，发展适宜于大众不同参赛与观赏需要的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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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④创新低碳体育赛事发展环境。通过持

续推进体育赛事领域“放管服”改革，加强对低碳体

育赛事的监管与服务；探索将体育产业引导资金用

于支持体育赛事低碳发展，拓展低碳体育赛事的投

融资模式，为企业组织开展低碳体育赛事活动提供

良好环境。

2.5.3　体育建筑业低碳发展

建筑业是碳排放较高的行业，《中国建筑能耗研

究报告（2020）》显示，2018 年全国建筑全过程碳排

放总量占全国碳排放的比重为 51.3%。其中，建材

生产阶段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的比重为 28.8%，建

筑施工阶段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的比重为 1%，建筑

运行阶段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的比重为 21.9%［19］。

当前，我国体育建筑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2020 年

体育建筑业总规模 948 亿元，占体育产业总规模的

比重为 3.5%［14］。遵循建筑业碳排放的 3 个阶段（即

建材生产、建筑施工以及建筑运行），“双碳”目标下

体育建筑业低碳转型应加强在建材生产、建筑施工

以及建筑运行阶段的节能减排。①加强体育建筑业

在建材生产阶段的节能减排。通过使用新技术，提

高体育建材生产加工效率；推广与使用轻质、易降

解、低污染等绿色新材质，降低建材生产过程中的碳

排放。②加强体育建筑业在建筑施工阶段的节能减

排。通过合理研判不同区域体育消费需求的承载能

力，合理与科学地进行规划论证，提高体育建筑的使

用率；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推动数字化建筑施工，以

减少工业垃圾、提高施工效率、减少碳排放。③加强

体育建筑业在建筑运行阶段的节能减排。通过布局

智能管理系统，实现对建筑设备的精细控制与优化

运行；通过布局能源设备、优化功能系统，以采用精

准供热、供水、供电等方式减少运行碳排放；通过布

局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太阳能、地热能等，提高能

源利用率，为体育建筑业低碳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在体育建筑业低碳发展的典型案例方面，北京五棵

松冰上运动中心是目前世界上单体面积最大的被动

式超低能耗体育建筑，其二氧化碳跨临界制冷制冰

系统，相比传统制冷方式可节约 40% 以上的综合能

耗，光伏发电系统每年可产生约 70 万 kW·h 的清洁

电力，可满足冰上运动中心部分用电需求，有效节

约能耗［20］。随着体育产业各领域低碳发展的持续

推进，超低能耗体育建筑不断涌现，体育建筑“碳中

和”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2.5.4　体育场馆服务业低碳发展

体育场馆服务业是体育产业发展的物质载体，

也是大众参与体育消费的重要基础。“双碳”目标

下，体育场馆服务业低碳发展主要体现在体育场馆

在建设、运营与服务过程中，秉承低碳发展理念。①

就体育服务综合体低碳发展而言。体育服务综合体

是体育场馆服务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把低碳发

展理念融入其中，以运动健身、体育培训、用品销售

等为主要业态，并融入健康、旅游、娱乐、商业等功

能，发展适宜于老中小三代运动健身与休闲活动的

体育服务综合体，逐步形成多功能、多业态、高效益

的体育消费集聚地，为体育场馆服务业低碳发展提

供样板。②就体育特色小镇低碳发展而言。体育特

色小镇是体育场馆服务业的有力抓手，通过把低碳

发展理念融入其中，打造独具特色的体育小镇，应以

地域资源禀赋和运动项目产业为依托，把独特的自

然资源和传统体育人文资源相结合，将体育场馆服

务业低碳开发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融合，推动体

育场馆建设与服务更好契合体育特色小镇发展要

求。③就体育公园低碳发展而言。体育公园是体育

场馆服务业的承载基础，推进体育公园低碳发展是

践行体育场馆服务业低碳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在

体育公园内布局低碳体育健身设施、布局低碳体育

器材装备、布局低碳体育场馆（地）、布局数字化技术

等，打造集自然、生态、运动于一体的体育主题公园，

以更好发挥生态效益优先原则，为营造健康、绿色、

低碳的体育消费空间提供基础。如国家体育馆“鸟

巢”为满足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

活动需要，开展包括观众服务设施系统等37 项翻新

改造工程，多个细节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开

启了节能低碳、智慧化服务的全新模式［21］。

2.5.5　体育用品制造业低碳发展

体育用品制造业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 年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总规模达到 12 287 亿

元，占体育产业总规模的比值达到 44.9%［14］。“双碳”

目标下，推进体育用品制造业全面低碳发展，应体现

在由传统体育制造向绿色体育制造转化，以期为体

育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基础。①完善体育用品绿

色制造的技术标准与管理规范。积极适应“双碳”

目标下体育产业系统性变革的内在要求，对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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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用品制造标准进行修改与完善，按照绿色可持

续原则，运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实施低碳标准管

理，制定国内绿色体育制造标准，并积极参与制定国

际绿色制造标准。②加大对体育用品绿色制造的资

金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参与体育绿色制造发展，开

发专门针对体育制造企业的金融信贷产品，利用风

险资金、私募基金等手段创建有利于体育制造企业

绿色发展的风险投资市场，同时加大金融机构对体

育绿色制造企业的信贷支持［22］，推进体育制造业绿

色低碳发展。③推动绿色体育零售发展。通过运用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体育零售业，催生出体育新零售

模式，可通过以体育消费者为中心，构建体育新零售

场景；以电商与线下实体商业融合，实现线上与线

下在价格、产品、销售、发货等方面的无缝对接，为体

育消费者提供精准化消费体验；以线上销售、门店

发货、订单打通为特征，打造运营成本低、运行效率

高的新型模式，促进体育用品销售与贸易的低碳化

发展。④探索建立体育用品绿色制造的闭环模式。

绿色制造区别于传统制造模式，它是一种闭式循环

的生产模式，其在传统制造流程中加入了“回收”环

节［22］。体育绿色制造需在产品设计、材质选用、生

产加工、产品包装、回收处理等全链路、全环节进行

绿色低碳发展，构建绿色制造闭环模式。如加大使

用可替代、易降解的生物基材料（如无氟防水面料、

环保纤维面料、水性胶材料等），打造可持续的运动

用品，尽可能减少碳排放［23］。并通过全面融入环保

理念、丰富品牌内涵，走低碳发展道路，从而在供给

端引领体育用品行业低碳循环发展，在需求端引领

大众绿色低碳体育消费新风尚。

2.6　内在机理构建

“双碳”目标将对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体育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新消费的不断涌现，体育产业结构呈现出较丰富

的发展内涵。一方面，就构成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内

在机理的“目标—方向—效应—对象—业态”之间

关系视角而言。上述阐释的“围绕一个目标”“迈向

两个方向”“发挥三个效应”“优化四个对象”“发展

五个业态”是以体育产业内部业态低碳发展为联结

纽带，即发挥体育产业的生态效益目标，明确体育产

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演进方向，发挥体育产业的

回顾、旁侧和前向效应，优化体育产业供给结构、需

求结构、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发展健身休闲、竞赛表

演、体育建筑、场馆服务、体育制造等业态都需要以

低碳发展为导向。另一方面，就构建体育产业结构

优化内在机理的视角而言，由于体育产业结构是由

多个体育业态组成，“双碳”目标下应重点推进健身

休闲、竞赛表演、体育建筑、场馆服务、体育制造等业

态低碳发展，优化体育产业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

产值结构、就业结构，以发挥体育产业结构低碳发展

所产生的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促进体育

产业内部业态之间素质的协调、联系方式的协调、相

对地位的协调、供需关系的协调，使体育产业结构向

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进而发挥体育产业结构优化

所带来的生态效益。

3　“双碳”目标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升级策略

围绕“内在机理”中阐释的实现生态效益优先

目标，提出构建体育产业结构生态化系统的策略；

围绕“内在机理”中阐释的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和

高级化方向，提出创新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

化机制的策略；围绕“内在机理”中阐释的发挥体育

产业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提出打造低

碳体育产业结构与培育低碳体育消费的策略；围绕

“内在机理”中阐释的优化体育产业供给结构、需求

结构、产值结构以及就业结构，以及推进健身休闲、

竞赛表演、体育建筑、场馆服务、体育制造等低碳化

发展，提出制定低碳体育产业结构政策的策略。整

体上，通过在生态优先、机制创新、供需对接、政策引

领等层面，相互协同、共同推进，以推进“双碳”目标

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图 2）。

3.1　生态优先：构建体育产业结构生态化系统

3.1.1　体育企业生态化

目前，中国大部分企业仍遵循“资源—产品—

废物”的单向线性非循环技术路线，在一定程度上

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24］。企业生态化是指企

业在生产活动、对资源利用以及对环境影响等方面，

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相容。体育企业生态化通常

是指传统体育企业向生态体育企业转化的过程，包

括生产方式生态化与企业结构生态化两个方面［24］。

一方面，推进体育生产方式生态化。通过使传统非

循环生产方式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

生产方式转化，推进体育企业生产、运输、销售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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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绿色低碳发展。另一方面，推进体育企业结

构生态化。通过提升生态技术创新在体育企业技术

构成中的比重，增强体育企业低碳化发展能力；通

过提升绿色低碳要素在体育生产要素构成中的比

重，增强可循环利用能力，进而使生态环保意识得到

大幅提高、废弃物得到有效处理、体育原材料得到可

再生利用。

3.1.2　体育产品生态化

产品作为呈现在市场上的一种形式，产品生态

化是产业结构生态化的微观体现。依据投入产出模

型，产品生态化能够通过前向与后向关联，给上下游

产业生态化发展带来积极影响，进而提升整个产业

结构的生态效益。体育产品是连结供给与需求的重

要形态，推动体育产品生态化有利于在供给端促进

体育产品生产、制造、加工等绿色发展，有利于在需

求端促进大众低碳体育消费。就产业生态化发展理

论而言，产品生态创新是实现产品生态化的重要途

径。一方面，通过新型数字技术的应用，提高体育产

品生态创新能力，降低体育产品在生产、设计、制造、

运输以及销售过程中的污染物以及碳排放，提高体

育产品生态足迹中可再生能源以及材质的占比，把

生态效益优先理念融入到体育产品生命周期全过

程；另一方面，由于体育消费者的购物偏好、参与需

求、观赛方式等影响着体育产品的生态足迹，因此可

通过将体育消费行为与体育产品生态影响联系起

来，以体育消费低碳化倒逼体育企业生产低碳体育

产品，以体育产品生态化促进大众低碳体育消费，使

体育产品生态化成为搭建体育供需两端低碳发展的

桥梁，促进体育产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3.2　机制创新：创新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

机制

3.2.1　创新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机制

“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本质

上是体育产业各业态向着低碳化发展，向着适应生

态文明建设要求发展。创新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机

制应充分发挥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使市场在体育

产业各业态资源调配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

政府调控作用。一方面，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市场

机制调整体育产业结构是一种外部环境的自我调整

过程，即通过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以及竞争机制等作

用，重组体育生产资料，调配其在体育产业各部门间

的流动。其中，体育企业的碳排放将成为体育产业

结构变动的市场价格信号，体育碳排放交易市场将

成为推动体育企业低碳发展的重要因素，高耗能、高

排放的体育企业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开展低碳生产，

而低耗能、低污染的体育企业将有更大的市场竞争

能力。另一方面，发挥政府作用。政府通过向体育

市场输入某种信号，促使体育资源合理配置，推动体

育各业态合理变动。“双碳”目标下，政府应探索把

碳定价作为体育市场调配资源的重要信号，发挥政

府在调节体育产业低碳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进而从

市场与政府两个层面完善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机

制，促进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

3.2.2　创新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机制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各个产业变动的综合结果，

是通过产业间优势地位的更迭而实现［8］。其是以优

势产业部门的变动为基础，引起整个产业结构变动

的过程。“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

应以创新体育产业低碳发展模式为导向，以创新体

育产业各业态低碳发展为落脚点，发挥体育产业的

优势地位。创新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机制体

现在 3 个层面，一是，以低碳发展作为调整影响体育

产业结构的决定因素，把体育产业内部业态低碳发

展作为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方向；二是，以

创新体育产业低碳发展作为方式，依据熊彼特关于

创新的观点，通过创新低碳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方

式、提高低碳体育产品与服务的产出质量与数量、增

图2 　“双碳”目标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升级策略

Fig.2　Upgrading strategy for sports indust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under the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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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低碳体育产品与服务的正外部效应等，促进体育

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三是，以发挥体育产业结构

效应作为重点，“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

已突破传统发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效

益模式，而更加注重发挥生态效益优先作用。整体

而言，创新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机制，应转变传统体

育产业发展方式，把减碳作为衡量体育产业发展的

核心指标，探索以低碳发展为方向，促进体育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

3.3　供需对接：打造低碳体育产业结构与培育低碳

体育消费

3.3.1　以优化低碳体育产业结构促进低碳体育消费

体育产业结构是指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之间相

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

因此低碳体育产业结构是指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能

够以低碳发展为导向，进而呈现出各业态之间在质

量与数量方面的相关联系与比例关系。因此，优化

低碳体育产业结构应以体育产业内部各业态低碳发

展为基础。①就健身休闲业低碳发展促进低碳体育

消费而言。健身休闲业是大众进行参与型体育消费

的重要业态。“双碳”目标下，健身休闲业绿色低碳

转型，有利于提供绿色低碳健身休闲产品与服务，为

需求端大众参与绿色低碳健身休闲消费提供基础。

②就竞赛表演业低碳发展促进低碳体育消费而言。

竞赛表演业是体育产业的另一个主导产业，是大众

进行观赏型体育消费的重要业态。“双碳”目标下，

竞赛表演业绿色低碳转型，可提供绿色体育赛事观

赏产品，增强需求端大众绿色观赏理念，培育绿色体

育消费。③就体育用品制造业低碳发展促进低碳体

育消费而言。体育用品制造业是大众进行实物型体

育消费的重要业态。“双碳”目标下，体育用品制造

业绿色低碳转型，可提供绿色体育服装、鞋帽、可穿

戴设备等产品，满足需求端大众绿色体育消费需求。

④就体育场馆服务业低碳发展促进低碳体育消费而

言。体育场地服务业是大众参与全民健身、承接体

育赛事的物质载体。“双碳”目标下，体育场馆服务

业绿色低碳转型，可提供智慧化、场景化、数字化的

体育场馆服务，为大众提供绿色化、低碳化体育参与

以及观赏体验。⑤就体育场地设施建筑业低碳发展

促进低碳体育消费而言。体育场馆设施建筑业是体

育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双碳”目标下，探索发展

绿色体育建筑，在体育建筑的选址设计、施工建设、

综合利用等方面秉承绿色低碳循环环保理念，减少

建筑垃圾、增加新能源供应，为大众参与体育消费提

供便捷化、智能化体验。

3.3.2　以培育低碳体育消费倒逼低碳体育产业结构

优化

低碳消费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为支撑、企业为

着力点、居民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和推进的一种

全新消费方式［12］。①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培育低碳

体育消费。政府部门通过政策支持，建立健全低碳

体育消费法律法规、完善低碳体育消费政策体系；

通过广泛宣传，采用多渠道、多形式加强低碳体育消

费宣传力度，培养大众低碳体育消费意识；通过示

范引导，发挥政府在低碳社会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以

及表率作用。②发挥社会支撑作用，培育低碳体育

消费。通过鼓励与引导社会力量建设低碳健身设

施，提升低碳体育设施供给水平；加强体育社会组

织对低碳体育消费市场的监督管理，营造积极健康

的消费环境；发挥各类体育社会组织、各类体育协

会、各类体育社团在引导低碳体育消费活动中的积

极作用。③发挥企业推动作用，培育低碳体育消费。

体育企业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微观主体，是提供低碳

体育消费产品与服务的主体。体育企业通过清洁生

产，加强节能降耗管理；通过加大低碳体育产品的

研发力度，开发低碳体育产品与服务，以满足低碳体

育消费需求。④发挥居民主体作用，培育低碳体育

消费。居民是践行低碳体育消费的主体，通过树立

正确的低碳体育消费观，选择自行车、步行等绿色出

行方式，加强观赏以及参赛过程中的食用物品垃圾

分类管理、选择低碳环保的运动装备等，多渠道、多

形式、全方位参与到低碳体育消费过程中。

3.4　政策引领：制定低碳体育产业结构政策

3.4.1　以低碳为导向，制定以健身休闲和竞赛表演

为体育主导产业

主导产业是指具有很高的成长性和创新率，能

够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换，并对经济

增长具有很强的带动性和扩散性的产业［7］。就产业

结构理论视角而言，主导产业选择理论是产业结构

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体育产业发展的实际出

发，一般选取健身休闲业和竞赛表演业为体育主导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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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制定以健身休闲业和竞赛表演

业为体育主导产业，需要遵循技术进步基准和可持

续发展性基准的要求，通过推进健身休闲业和竞赛

表演业技术创新，带动前向和后向相关联产业发展、

发挥体育主导产业的辐射扩散效应；通过以资源消

耗低、环境污染小为抓手，以生态效益作为体育主导

产业选择的重要基准，发挥体育主导产业的正外部

性效应。一方面，通过制定健身休闲产业低碳发展

相关政策，可围绕大众参与的运动休闲活动、群众体

育活动等制定低碳行为准则，围绕不同类型健身休

闲企业制定低碳服务标准，围绕健身休闲器材装备

制定低碳产品生产标准，围绕健身休闲场馆与设施

制定低碳运行标准等，为健身休闲业低碳发展提供

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制定竞赛表演产业低碳

发展相关政策，可围绕运动员抑或群众参与的职业

竞赛表演活动、非职业竞赛表演活动等制定低碳行

为准则，围绕不同类型体育赛事运营企业制定低碳

服务标准，围绕不同运动项目的体育赛事制定低碳

管理标准等，为竞赛表演业低碳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3.4.2　以低碳为导向，制定以用品制造和体育建筑

为体育扶持产业

依据体育产业结构政策的制定标准，“双碳”目

标下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不仅需要制定体育主

导产业选择政策，而且需要制定体育扶持产业政策，

推进体育产业全面低碳发展。就体育产业各业态低

碳发展的实际状况而言，体育制造业和体育建筑业

是涉及碳排放较大的业态。一方面，制定体育用品

制造业低碳发展相关政策，通过给予低碳转型发展

的中小微体育制造业相应财税政策支持，减少其在

低碳转型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成本投入压力；通过在

体育服装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全环

节，制定绿色体育制造标准；通过政策支持低碳技

术研发与应用，发挥政府在调配低碳技术方面的积

极作用，探索以“开放性、公益性、可持续性”为价值

导向，建设低碳技术支撑体系，为体育用品制造业低

碳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制定体育建筑业

低碳发展相关政策，可围绕体育场馆（地）建设的规

模与使用性质，制定不同的体育建设施工碳排放标

准，以严控碳排放，发展低碳体育建筑；可通过财政

支持体育建筑行业的技术创新，建立数字化综合监

控与运行系统，多渠道降低体育建筑能源消耗、提高

体育场馆（地）运行效率与服务质量；可通过探索建

立绿色节能的体育建筑标准，促进体育建筑企业以

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碳排放为抓手，提升体育建筑

业的低碳发展水平。

4　结语

“双碳”目标影响下，我国体育产业将发生广泛

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体育产业低碳发展将是未

来较长一段时间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体育产业结构作为影响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以“双碳”目标为引领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有利

于适应体育产业低碳发展要求。在此背景下，本研

究探究“双碳”目标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意

义、内在机理以及升级策略，以期为体育产业低碳发

展提供理论参考，为体育产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

求，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实践指引。就国家政策

导向而言，“双碳”是一个长期目标，体育产业需要

顺应“双碳”新形势，谋划“绿色”新发展，探索“低

碳”新路径。本研究主要在理论层面探析“双碳”目

标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具体的实践探索与案

例佐证相对偏少。展望未来，宏观层面的体育产业

低碳发展路径亟待厘清，中观层面的体育产业以及

内部业态低碳发展走向亟待明确，微观层面的体育

赛事碳足迹测算、体育场馆低碳运行效率评估、体育

建筑碳排放评价亟待论证。本研究希望能起到抛砖

引玉的作用，为体育学界围绕本主题开展持续性、系

统性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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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Mechanism and Upgrading Strategy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under the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s

REN Bo，HUANG Haiy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the optimization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structure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which is conducive to active integration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t the macro level，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t the meso level，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nsumption at the micro level. With the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s，the optimization of sports industrial structure needs to prioritize ecological benefits，move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structural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give play to the retrospective effect，side effect and forward effect，optimize the supply 
structure，demand structure，output value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and promote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fitness and leisure，competition performance，sports buildings，venue services，sports manufacturing and other business forms. 
Under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the optimization of sports industrial structure should focus on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build an ecological system of sports industrial structure； emphasize mechanism innovation，with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and advancement in particular；  realize the supply-and-demand docking，build a low-carbon sport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ultivate low-carbon sports consumption； formulate guiding policies for the structure of low-carbon sports 
industry.
Key words：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s； sports industry structure； low-carbon development； ecological priority； 
industry mechanism innovation； supply-and-demand doc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