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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袁野服务型制造冶 成为多因素驱动下制造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袁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也亟待加快产业服务化的转型升

级袁进一步提高产业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遥 运用文献资料法尧专家访谈法等袁剖析当前

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袁并进行产业模式创新阐释遥 在服务要素

的引领之下袁与之结合的新兴技术尧数据要素尧劳动力需求在制造模式尧资源配置模式

以及人才培养模式上凸显了服务型制造的时代性与创造性曰由绿色理念尧新业态及区

域合作引导了体育用品消费模式尧社会投资模式以及进出口贸易模式的变革遥 基于体

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现状袁提出院应当加大数字科技的应用袁提高产品研发力度曰
激发消费者参与热情袁驱动价值共创曰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袁丰富品牌内涵曰加大服务型

人才的培养力度袁优化人才队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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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China忆s economy enters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ervice-oriented manufac-

turing" has become a new path for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ri-

ven by multiple factors. China忆s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lso urgently needs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ervice, and further improve industrial value added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service model innovation in sports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elaborates on the industrial model innovation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 Combined with service elements, the emerging technologies, data

elements and labor demand highlight the timeliness and creativity of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ing in

manufacturingmodel,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l and talent trainingmodel. The green concept, new busi-

ness form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have led the model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goods consumption, so-

cial investment and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orts goods manufacturing

service development, the study propose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o increase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

cation to improve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arouse consumer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to

drive value co-creation;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enrich brand implication; to promote

the training of service-oriented talents to optimize the talen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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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袁得益于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袁我
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实现了与全球体育产业价值链和

制造业体系的国际化对接袁 在产品的研发和出口贸

易方面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遥 然而袁 在中美贸易摩

擦尧新冠病毒的影响下袁产业链尧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加大袁国内循环运转不畅的问题也日益突出遥在此背

景之下袁 由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过渡的趋势日益明

朗和凸显袁野服务化冶 成为体育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导向与趋势袁其过程具有知识密集性及专业性强尧
产业融合及创新活跃度高等特征袁 逐渐成为了体育

企业和相关制造商强化自身市场竞争力尧 接轨时代

的有效途径袁 并成为新一轮全球性体育市场竞争的

战略制高点 [1]遥 顺应服务化转型趋势尧构筑野产品 +

服务冶 的商业形态是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为适应时

代变迁的必然选择曰通过借助柔性化生产方式袁丰富

体验式服务型业务尧提升服务水平袁是实现跨产业的

合作及资源的互换尧 形成新的市场竞争优势的一种

新型制造模式遥 鉴于此袁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袁体育

用品企业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袁 在研发制造新

产品的同时袁 选择与自身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模式并

不断创新尤为重要遥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体育用品制造业在逐步实现服务化升级的同时必须

厘清其在时代背景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袁 与时俱进

地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袁 持续增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

业及相关产业的稳定性和竞争力袁 为推动体育产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遥

关于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的概念袁 可追溯于

野服务化冶本身的含义袁即可视为企业从提供纯产品

到提供纯服务之间的转型过程遥 据国外学者 Sandra

等 [2]的观点袁服务化是制造业企业借助提供产品之

上的服务尧 专业技术知识和建立专门的服务部门来

满足用户需求变化的倾向袁 由仅提供物品或物品与

附加服务向物品要服务包转变袁 而服务是增加值的

主要来源曰White 等 [3]则认为袁服务化是制造商的角

色由物品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袁 可视作一种角

色的动态变化过程曰国内学者赵宏宇等 [4]从企业发

展战略的角度则提出了野完全产品冶的概念袁认为服

务是产品的延伸部分遥 综合业内学者的观点并应用

于体育产业来看袁 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的内涵可

分为微观尧中观尧宏观 3 个层次遥从微观层面来看袁体

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指企业从关注体育用品自身的

性能尧质量转化为聚焦消费者需求袁与体育用品相关

的外部服务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日益提高遥 企业提供

与体育用品本身功能互补的关联性服务袁 旨在满足

消费者的个性化体育需求袁 各经济主体间的服务网

络得以形成遥就中观层面而言袁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

化指产业逐步挖掘服务要素尧实现价值创造的过程袁
摆脱价值链低端区并向高端价值链攀升的过程遥 企

业通过与价值链中的利益相关者多向互动以共创产

品价值袁依托原有体育用品制造业价值链向上尧下游

两端服务业价值链延伸袁 并增加和突出服务价值创

造的环节遥从宏观层面来看袁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

可看作体育用品制造业尧 体育服务业中一个新的经

济增长点出现的过程和趋势遥 传统生产模式中以体

育用品为中心的售后服务转化为帮助客户实现价值

创造为核心的全新服务袁 体育用品配套服务质量的

竞争已成为市场竞争的新焦点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

迁尧 体育市场的发展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赋予

了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更加确切的时代内涵袁服
务化不仅是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突破口袁 也是体育用品制造业对

接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尧 对标双循环战略的一大着

力点袁是在新格局背景下获得竞争优势的新途径袁对
推动体育相关产业现代化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时代

意义遥

体育用品制造业在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繁荣袁
也同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袁繁荣与阴影并存袁生
产与消费兼顾袁是当前体育用品行业新的发展特性[5]遥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可大致分为 3 个

阶段院补充和延伸用品功能阶段尧提供一站式服务方

案阶段尧以服务为中心的组织形成阶段渊图 1冤遥 第

一袁补充和延伸用品功能阶段遥服务仅作为体育用品

制造过程中的延伸与补充袁用以支撑产品的销售袁通
常可体现于体育用品的组装和配送等售后服务遥 在

此阶段内袁体育用品的销售大多为一次性交易袁企业

与消费者往往都以体育用品的基本性能尧外观尧使用

感为最大关注点袁而配套服务的附属性较高袁通常不

作为体育用品增值和企业获得更多收入的策略手

段遥 第二袁提供一站式服务方案阶段遥 体育用品企业

开始有意识聚焦服务要求和服务体验袁 体育用品制

造企业和供应商开始向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的综合服

务方案遥 得益于我国社会的进步和相关法律制度的

完善袁 消费者在购买体育用品的经济活动中逐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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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袁新的信任和服务关系在制造方尧销售方以及购买

者间形成遥 体育用品企业通过改变交易活动中的衔

接方式以及生产过程中的治理方式为顾客构造包括

体育用品外观设计尧器材配置与维护尧装备调试尧系
统升级等服务的一整套综合性方案遥第三袁形成以服

务为中心的组织阶段遥 当体育用品企业在服务化过

程中获得超出预期的经济收益时袁 相关主体开始以

服务为中心形成组织架构袁 并在营利上侧重于服务

导向策略遥 制造商在分工明确的组织内部制定较为

成熟的服务化生产流程袁 有计划地从消费者要求出

发袁 形成体育用品与涵盖其全生命周期的定制化服

务系统袁而系统中实体部分的生产通常为外包形式遥
IT 技术提供者通过在互联网搭建技术平台袁 实现

野硬件 + 软件 + 服务模式冶袁使制造要素与服务要素

价值协同的平台模式成为企业服务化的最理想形态[6]遥
在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的价值创造过程中袁 需要

更多流动资源与要素来支持服务型制造的演进袁一
些体育用品制造流程中的服务行为逐渐被剥离袁通
常是以生产性体育服务企业为平台袁 进而嵌入价值

网络当中遥 原本由单一体育用品企业及制造商主导

的价值创造活动逐渐分解为多个部门共同进行袁这
些体育企业和部门围绕特定的体育用品逐步制定了

不同层次与深度的服务袁 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

上与产业的现代化治理水平都呈现逐渐提高的趋

势遥 服务化的导向进一步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业通过

使用高端生产要素和新型资源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袁
在新的时代潮流中彰显产业自身的生命力和对于体

育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力遥

图 1 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发展阶段

当前外贸出口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驱动力

逐渐下降袁主战场将由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 [7]袁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促使体育用品企业将目光

放置于更好地满足于国内广大消费群体的需求之

上遥囿于业内产品趋于同质化袁体育用品行业的竞争

愈加激烈袁在传统的产业模式当中袁企业仅依靠固有

的体育用品类型已难以形成差异化优势袁 因而可创

造的价值和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小遥 在时代的引领和

服务化趋势的影响之下袁 体育用品企业及相关制造

商相继进行了战略层面的转变和部署袁 并通过拓展

产业链上尧下游支撑战略规划袁提升体育用品自有品

牌影响力和知识产权比重遥 许多品牌以现有的热销

产品为基础袁向产业链上游延伸袁在产品的研发和设

计过程中转变生产思路和经营重点袁 立足于满足顾

客更多个性化定制的需求袁 应用数字技术推动柔性

化生产遥 与此同时袁在产业链下游进一步拓展市场袁
注入更多的服务意识袁 以优质的产品配套服务推动

零售转型的实现袁 为销售渠道和产品库存水平的优

化提供实时指导与管控遥 得益于价值链上游资源和

信息有效整合尧下游市场价值的进一步开发袁体育用

品制造业服务化的转型升级得以推进袁而在这之中袁

关注体育用品的基本性
能尧外观尧使用感

补充和延伸用品
功能

阶段一

用品服务

阶段二

阶段三

消费者服务

提供一站式服务
方案

形成以服务为中
心的组织

开始聚焦服务要求与体
验袁新的信任与服务关

系形成

以服务中心形成组织
架构袁在营利上侧重于

服务导向策略

体育用品制造
主导

体
育
人
文
社
会
学

林舒婷袁等. 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的模式创新与实现路径

72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23年 第 44卷 第 2期

知识资源的共享成为服务型制造转型过程的内生力[8]遥
体育用品的生产端立足于知识资产和信息技术基础

上袁将原本闲散的生产资源集中起来以实现整合袁借
助品牌文化形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影响力袁 并通过提

供带有创新色彩的服务系统与实施方案扩大国内市

场的共享范围袁 促使体育用品品牌的升值大于制造

的升值遥 销售终端通过信息网络的构建收集与体育

用品产业制造有关的信息袁 与顾客共同创造了新的

交易形式与消费场景遥

消费者价值导向不仅是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

模式创新的关键因素袁 遵循其变化并进行价值创造

亦是产业成功转型和提高现代化治理水平的引领力

和推动力遥在传统的体育用品生产线与市场当中袁往
往以器材尧服饰等品类划分袁生产形式单调袁供需匹

配模式也较为单一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袁
扩大体育用品内需尧 以消费者价值为导向成为充分

发挥我国超大规模体育市场优势尧 提高物流组织效

率尧完善制造业服务化体系袁并形成以国内市场和产

业为核心的国际供应链尧创新服务模式的战略基点遥
消费者在生活基本需求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对体育用

品的需求日益呈现出个性化与多元化的趋势袁 且海

外体育市场需求和关注也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过

渡到科技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袁 体育用品

制造业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遂日渐凸显遥 为了

契合市场需求导向尧与时代接轨袁体育用品企业通过

生产与营销手段的造势与运营模式的创新袁细分不同

体育消费群体市场以实现精准定位袁将原本刻板的品

类划分为更加细化和精致化的市场袁并设立了多形式

的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应用场景袁 如当下火热的

运动服饰线上直播销售尧 为特定群体参与竞赛表演

所需物品的定制化服务尧 健身器械销售附赠形体指

导和体能培训课程等遥 消费者价值导向的变化促使

体育企业提高了在产品制造过程中的服务意识袁围
绕体育用品与顾客建立信任感袁 为大众与中高端顾

客提供体育用品与服务并进行与之对应的模式创

新遥在新时代背景下极大满足了消费者对于各类体育

用品的诉求袁并给予了消费者增权与获利的心理满足

感袁提高了消费者效用袁激发了内需潜力的释放遥

随着中国制造融入世界分工格局袁 体育用品制

造业在享受分工的效率红利时袁 在体育用品供给能

力上得到迅速提升遥但长期以来体育用品类单一袁出

口产品技术含量尧 附加值低已成为我国体育用品制

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袁 因此如何强化核

心制造技术尧把握科技浪潮以提高体育用品的供给

质量同样是产业服务化进程中面临的棘手问题遥 受

益于国际循环中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尧知
识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袁我国体育用品的生产制造

实力通过野干中学冶不断得到累积和提高 [9]遥 新兴技

术与体育用品制造的融合在受到消费者追捧的同

时袁 也为产业内各品牌创造了差异化竞争优势袁较
为直接地带来了经济效益遥 在制造过程中袁企业通

过智能化设备及信息管理技术投入更多的服务性

要素袁使得智能研发尧个性化设计等专业化生产服

务的比重也愈来愈高遥当体育用品进入销售环节时袁
企业利用大数据信息以提升产品附加服务价值或将

服务作为产品差异化销售袁 并通过信息反馈机制将

产出水平尧销售情况及服务评价汇总和监测袁进而回

溯作用于体育用品的生产端遥 譬如院 安踏公司于

2017 年推出的个性化产品定制服务体野ANTAUNI冶袁
通过信息系统了解个性化订单的设计数据及详细

要求袁完成了从前端销售电商到后端制造业的信息

化对接遥 体育用品生产全生命周期的不断智造化袁
更有利于企业打造差异化体育用品袁产业服务化水

平也相应提升遥 在价值链支撑环节尧供应链管理环

节以及市场营销环节中袁由于智能型产品的不断进

入市场以及迭代周期的缩短袁 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无

论在内部的服务职能或对市场需求的服务效能方面

都必须提质增速遥

目前袁 新冠病毒对于各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打

击及负面影响仍在持续袁以当前国内情况来看袁疫情

虽整体上得到有效控制尧经济也呈现出回暖趋势袁但
对体育用品制造业而言袁 消费需求的回温仍不及预

期遥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发布的中国体育用品行

业数据显示院2020 年 1要3 月体育用品制造业营业

收入 213.6 亿元袁同比下降 16.4%遥 与此同时袁国家

统计局发布叶2020 年 3 月要2021 年 2 月中国采购经

理指数运行情况曳中的数据显示院我国制造业生产扩

张步伐以及市场需求增速有所放缓袁 主要原材料库

存量继续降低袁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下降袁原材料

供应商交货时间有所延长遥 2020 年 1要12 月袁全国

体育用品行业营业收入 1 340.3 亿元袁 同比增长

8.0%袁可见营收有所回温遥 疫情之下面对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袁供应链尧产业链衔接不畅袁体育用品行业

的外贸出口受到较大影响袁 我国体育产业亟待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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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模式创新

野微笑曲线冶两端袁依靠国内市场拉动居民参与体育

用品消费袁重构体育用品市场[10]遥推动野服务化冶是当

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抗击疫情冲击的可行之策院
从短期来看有望降低疫情对于产业线下生产集聚的

负面影响曰 从长期来看则可降低体育用品制造业对

外需的依赖度袁推进基于工业互联网的远程智能服务遥

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注重产业转型升级尧发
展的过程袁主要强调体育用品与服务之间的关系曰而
模式创新则源于电子商务繁荣发展的需要袁 后逐步

扩展应用于各个行业和范围遥 二者虽在关注和强调

的方面存在差异袁但都以价值为核心袁变化趋势上存

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袁 可通过体育相关产业链拓展延

伸实现二者的联结与价值创造遥 当传统制造行业遇

到新常态经济时袁 通过对产业发展模式中的各要素

及要素间的关系创新袁有利于提高效率袁寻求新的盈

利点袁从而以点带面促使新的产业链条形成袁以此增

强制造行业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11]遥 我国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袁 为需求侧管理提供了坚实

保障袁 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并实现高质量发

展袁不仅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袁还要重

视需求侧管理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袁把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结合起来袁 形成供给和需

求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袁 才能畅通产业经济循

环遥 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的模式创新是在服务要

素引导下为体育用品制造业新的价值创造提供基本

逻辑的变化袁 是把服务要素和新的生产条件引入体

育用品生产体系袁 以提升顾客价值和体育用品制造

业竞争力尧体育企业营利能力为目的的过程袁这一过

程的独特性与创新性既可体现在产业发展模式构成

要素的转变上袁 也可体现在要素间的关联性和或运

行机制等方面遥如图 2 所示袁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

的模式创新主要从新兴技术尧 数据要素尧 劳动力需

求尧绿色理念尧新业态尧区域合作等方面引导并以具

体的维度呈现袁创造产业服务化的新价值遥

传统的体育用品制造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分

工体系的中低端袁核心技术供给不足袁关键技术难

关有待攻克袁消费者需求与个性化意愿尚未成为关

键点袁而新兴技术的运用转变了粗放型经济的增长

方式袁引导体育用品制造过程愈发趋于柔性化遥 一

是袁在科技变革背景下袁互联网技术尧数字化科技尧
数据库等新兴技术在体育用品制造业中得到了更

多的应用机会遥 体育用品制造技术相较于传统生产

得到了有效的创新袁并塑造了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

新模式遥 科技进步与创新是服务化转型的外在推动

力 [12]袁个性化定制服务以及柔性化生产的提供赋予

了体育用品更多的外延服务机会袁提高了顾客的满

意度和产品的附加值遥 二是袁新兴技术的加持提升

了体育用品个性化定制服务的能力遥 在消费多元化

的过程中能给顾客创造新价值的是服务而不再是

产品袁即只有真正实现个性化定制服务与柔性化生

产相结合才能使得体育企业在排浪式消费浪潮中

保持定力遥 数据的流通和汇集促使产业在体育用品

的研发阶段便开始利用大数据网络和精密的计算

机数控机床配合产品的构思与设计袁通过整合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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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浏览尧收藏记录袁贴近和吻合顾客偏好袁将个性

化定制服务贯穿于体育用品制造的全生命周期遥 三

是袁新兴技术从生产端上提高企业对于消费者个性

化需求的精准管理袁加速了服务要素与制造环节的

有效融合遥 体育用品制造模式的创新能够带动以知

识资本为主导的服务要素嵌入生产运营过程袁发挥

自身具有的技术创新作用 [13]袁并拓展了计算机及自

动化技术等物质技术基础受益的范围袁使体育用品

的制造体系能对市场需求的变化迅速反应袁并降低

生产资源损耗遥

传统的体育用品在制造过程对于资源的整合尧
配置能力有限袁主要集中于对劳动力尧土地尧资本等

传统生产要素的把控袁其中以低成本的劳动力为传

统体育用品最依赖的资源袁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袁经济信息以及数据要素在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

服务化过程中的应用与投入成为关键遥 畅通产业经

济循环的前提是能够生产出与需求相匹配的有效

供给袁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意味着相关企业和制

造商在生产体系尧供应链运作模式和业务模式等方

面都将作出结构性的重大调整袁这也必将伴随着生

产要素的重新分配尧利用与组合遥 一方面袁服务化转

型将带动服务要素与数据要素等新生要素不断融

合袁并嵌入体育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袁通过

对实物投入要素的替代袁改善了体育企业的要素结

构袁 从要素投入层面降低了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袁从
而降低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 [14]遥 数据要素的加入使

得体育用品制造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模式更加人性

化袁数据的流通和运用进一步促进产品供给与市场

需求信息的对接袁并引发资源重配袁能够有效减少

因不合理的重复建设而产生的无效供给遥 在服务化

的趋势之下袁 体育商品逐渐成为一种服务商品袁服
务化的过程虽需要一定的体育装配以支撑袁但从本

质上来讲袁因其不完全属于实体体育用品袁因此其

供给更具备灵活性与适应性遥 另一方面袁数据要素

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投入尧替代与重新配置使得产

品的制造适配于我国当前扩大内需尧坚持结构性改

革的主线袁 有利于扩大中高端体育用品的供给袁发
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遥 与实体的体育用品相

比袁 消费与供给的同步性是服务化商品的典型特

征袁这一特征体现出体育用品市场的疲软得到有效

缓解袁数据要素的融入在一定程度上能消除体育用

品制造数据与市场需求及交易信息的偏差袁创造新

服务需求袁有利于形成健康尧可持续的内需主导型

增长体系遥

从劳动力的角度上看袁 人力资本是产业发展过

程中最活跃尧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遥传统体育用品制

造业对劳动力的数量要求较高袁 通常借助大量廉价

劳动力形成大规模尧批量化生产袁对于劳动力质量和

专业素质要求较低遥同时袁专业院校对于体育人才的

培养模式也遵循固有体系袁 与变幻的市场需求不相

适应袁体育类人才就业局限性较大遥随着我国当前经

济结构的调整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袁劳动力在总量减

少的同时还呈现出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袁 中国正逐

步从制造大国向服务大国转变遥 而寻找和培养具有

良好服务意识与技能的人才是大多数体育企业在实

现服务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任务遥 服务提供主要通

过人员与相应的渠道来实现袁 人员是企业需要长期

积累的资产袁 其素质与能力关系到服务模式的创新

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 [15]遥 虽然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

化过程中其产业结构已不断优化袁 但知识密集型和

人力资本素质的服务投入还有待提高遥一方面袁传统

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对某一特定产业领域人才的专

业性培养袁但对于急需转型尧升级的体育用品制造业

而言袁单纯对技术型人才或销售尧管理型员工的培养

难以满足当前服务化趋势下市场对于复合型服务人

才的需求遥另一方面袁体育用品制造过程中服务往往

会因生产尧 销售的时空等因素的交叉影响而有所差

异曰不同类型体育用品的适用范围尧不同体育品牌的

生产营销手段也不尽相同遥 培养体育用品制造业服

务化人才队伍要求体育企业的员工具备多能的素

质袁并拥有较强的适应性与灵活性遥故而在培养专业

服务人才的同时也应注重不同应用场景下异质性服

务人才的塑造袁 在提升服务质量的前提下能保证服

务所关联的体育用品保持自身特质袁 从而体现出服

务的异质性袁吸引顾客的关注遥

目前袁 我国的体育用品市场的消费环境呈现出

错综复杂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遥在以往的制造过

程中袁部分体育企业和制造商为了扩大产量尧提高供

给袁常常会不加节制地使用工业原材料袁导致大量有

害气体和工业废料的产生遥 当体育用品生产商仅看

到消费者需求上涨袁无法洞悉其日益多元化尧个性化

的趋势袁则易于一味地批量化生产袁最终导致产能过

剩和日益严重的资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遥 绿色生产

概念的提出尧 绿色服务战略的推行与我国体育用品

制造业服务化的模式创新理念相吻合遥在 202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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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颁布的叶关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曳[16]提出院要强化节能环保服务对制造业绿色

发展的支撑作用袁推动节能环保服务由单一尧短时效

的技术服务袁向咨询尧管理尧投融资等多领域尧全周期

的综合服务延伸尧拓展曰提倡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和专业化服务能力的市场主体遥 在体育用品制

造业服务化的过程中袁 已有不少体育企业正试图贴

近这一政策袁通过免费或低价售卖实体体育用品袁并
围绕该产品提供服务而获得利润袁 从而引导消费模

式的创新遥 譬如院特步在 2020 年 6 月 5 日世界环境

日当天袁推出了全球首款聚乳酸风衣袁用聚乳酸代替

塑料化纤袁能从源头上降低对环境的危害袁从野取材

环保冶野生产环保冶野服用环保冶3 个维度全链条推动

环保袁成为集团绿色材料创新的主要驱动力袁引导消

费者追求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遥 体育用品制造业服

务化所呈现出的新型业态与绿色消费理念在保护环

境和消费者健康的前提下袁 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以

有效引导顾客绿色尧合理化消费袁最大程度上实现能

源的有效使用曰亦能通过体育消费观念尧体育用品交

易方式尧购买体育用品形态等方面的改变袁保障了体

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可持续性遥

社会投资作为体育用品制造业在服务化过程

中的重要环节袁 一方面对于扩大公众的体育需求尧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袁 另一方面袁
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业社会投资模式的优化升级尧保
持民间投资活力和投资规模的合理增长袁亦是引导

体育需求尧拉动体育用品相关供给的有力保障遥 体

育用品制造业在以往吸收社会投资的过程中袁大多

针对某一实体体育用品袁或是该用品相关系列产品

制造的投资袁更多注重体育用品本身所能为投资方

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遥 在体育用品

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下袁体育企业在服务战略上的

转变和创新驱使相关投资商也参与实践遥 在劳动力

的投资上袁由从前主要对生产工人的投入逐渐转化

为对服务人才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袁投资回收期或

将一定程度被延长遥 体育产业本身作为绿色健康产

业袁其发展潜力并未完全被激发和释放袁在未来仍

有可持续发展和拓宽的空间袁尤其在新一轮科技革

命浪潮的影响下袁体育用品在应用数字科技制造过

程中技术溢出效应将吸引更多社会投资力量或投

资拉长战线遥 社会投资模式的创新在保证体育用品

相关企业和制造商扩大社会影响力的同时袁还能通

过对新型可持续发展业态的持续投入取得更多的

经济回报遥

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来看袁从
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中从事出口业务的以收

取加工费为主要经营模式袁加工贸易环节的占比较高[17]袁
依赖于各种器材器械尧运动鞋的出口袁对于先进工艺尧
新兴技术的引入较少袁体育用品贸易顺差规模呈现进

一步扩大的趋势遥 目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袁将体育作为沟通手段袁增强区域间合作袁从国内区

域一体化走向国际区域协同化袁 是体育产业连接世

界尧联通区域袁野走出去冶与野引进来冶重要手段[18]遥 随着

全球化价值链分工愈加精细化以及海外体育市场需

求结构的持续改善袁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必须提高开

放层次袁以更加崭新的进出口贸易模式对接国际体育

市场遥 在野引进来冶方面袁国际优质的体育服务资源协

同知识密集型尧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资源要素流入国

内袁融合我国传统体育用品制造的基础袁缩减与发达

国家生产性服务产业的差距袁 拓展服务化的增值空

间遥 在野走出去冶方面袁得益于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和文

化的独有特色袁相关体育用品在对外出口贸易时往往

因其中式风格而受到关注遥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的引导袁
加深了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与沿线国家和国际市场

中高水平服务资源的融合袁易于发挥中式体育用品和

服务特色的品类效应遥进出口贸易模式的创新符合新

发展格局下降低中国经济对外依赖性的目的袁能够有

效提高我国体育经济的自生能力袁 实现体育产业的

野对外开放冶由接受到分享尧由被动向主动尧由制造向

智造的转变遥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所呈现的新型业

态结合我国政策袁 进一步推动了高水平对外开放进

程袁使国产体育用品在国际市场的消费便利性和区域

消费的服务质量得以提高袁 有效释放国内外消费潜

力袁减少进出口环节的负面影响遥

随着体育企业发展战略和生产方向的转变袁体
育用品制造业传统的发展模式难以适应服务化的发

展趋势遥为在国内外市场寻求新的竞争优势尧把握新

的商业机遇尧创造新的消费热点袁体育企业必须积极

革新生产方式并调整营销手段袁 结合服务化生产要

素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模式袁 从科技应用尧 价值共

创尧品牌内涵尧人才培养等方面着手袁契合时代热点袁
使日常生产运营更加灵活有效袁 促进我国体育用品

制造业服务化的转型升级遥

长期以来袁 技术瓶颈制约着传统体育用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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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袁设计尧研发等核心环节并非掌握在国内体

育用品制造业企业中袁而柔性化生产的趋势尧消费者

诉求和定制化导向加大了体育用品企业对于数字技

术的需求与投入袁品类齐全尧服务缺失的现状逐渐被

打破遥 新一代数字技术在制造业的深度和广泛应用

有效破解了服务型制造发展瓶颈袁 为服务型制造的

模式创新尧应用领域拓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19]遥数字

技术为体育用品制造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坚实的技术

支撑袁 推动数字技术的深层次应用可以有效提高体

育用品生产过程中的协作效率与运营的透明度袁并
优化各类体育用品柔性化服务袁如球鞋私人定制尧运
动器材远程监测尧系统远程升级等袁皆是推动体育用

品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有效途径遥第一袁体育用品企

业及相关制造商应当以体育用品为基础袁 积极利用

数字技术以建设线上服务的虚拟化营销渠道袁 贴合

互联网时代的交易特点袁使其逐渐规范化尧合理化袁
并依托大数据尧云平台等对服务化水平监控与反馈袁
畅通信息流通渠道遥第二袁应当借助大数据及时把握

消费者对于体育用品的价值需求与个性主张袁 并重

新界定体育用品配套服务的业务范围遥 通过不断学

习和引进新技术尧 新模式袁 提高服务水平与对接效

率袁 为消费者提供的产品更加贴合时代与市场的需

求遥 第三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完善数字技术袁
落实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的基础性工作遥
新基建不仅能通过网络效应催生新模式尧新业态袁还
能发挥乘数效应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袁并带动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 [20]遥不仅为国际体育用品市场野输送营

养冶袁更要注重体育用品产业自身再造和再生能力的

提升遥体育企业应更积极投入新基建的建设浪潮袁发
挥生产部门尧研发部门尧销售部门的协同效应袁推动

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模式的协同创新遥第四袁应用

数字化科技努力提升核心产品的研发力度袁 促进国

产体育用品现代化与国际体育服务现代化的双向贴

合遥 服务型制造作为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

条现代化路径袁 推动数字技术与产品研发环节的融

合袁能够促进国内生产新技术与服务要素相配合袁实
现制造模式的创新并在国内尧国际市场中持续获利遥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是体育用品制造业提高服务

占比尧创新制造模式尧引导资源配置模式以及形成绿

色生产和消费氛围的关键驱动因素袁 消费者在参与

体育用品研发设计尧产品营销尧战略咨询等专业化生

产服务过程中与企业所共创的新价值符合体育用品

制造业服务化的模式创新内核与目标遥 体育产业早

日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着力推动传统消费向新型消

费升级袁 引导顾客介入服务过程以改变价值创造方

式袁形成互动性高和体验性强的新型消费模式遥 野生
产服务主导体育用品制造冶 是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

在服务化过程中实现价值共创的内核袁 主张产业整

体系统的动态交流与多元共享遥 依托消费者个人运

动健康数据而产生的个性化尧精准化服务袁将大幅提

升体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 [21]遥 体育用品企业及

制造商应始终保持与消费者的互动袁 让他们参与体

育用品的设计尧研发尧制造和销售的全生命周期中袁
为顾客营造无缝式购物体验遥第一袁不断延伸和拓展

体育用品制造业产业链的上游袁 把握市场中具有撬

动效应的消费刺激点遥譬如院361毅在体育用品研发和

设计环节中洞悉了定制化需求和趋势袁 把握了父母

对孩子运动鞋的健身需求与安全需求袁 赋予儿童运

动鞋以定位尧检测等功能袁并提供安全预警尧行程追

踪尧健身计划等服务遥 在保证舒适耐穿的前提下袁这
一适销对路的智能童鞋还增强了父母对品牌的信任

感遥第二袁体育用品企业及市场销售部门应积极向电

子商务平台发力遥在新冠病毒的影响下袁便利的云购

物提升了国内外消费者的体育消费参与意愿遥 可通

过微信小程序等途径充分实现线上尧 线下的融合发

展袁努力提高互联网销售的能力袁进一步提升品牌竞

争力 [22]袁并及时收集消费者的需求信息袁应用于新一

轮体育用品的研发遥第三袁不同区域的体育企业应根

据当地顾客实际的消费情况袁 融入特色服务产品与

形式以打造当地的消费名片遥 制造业是参与国际循

环的主体袁 需要处理好提升制造业整体竞争力和参

与内循环的关系袁提升制造业整体增加值率[23]遥吸引

本地潜在顾客的同时袁激发其他区域尧民族的消费意

愿袁实现品牌价值的多维提升曰推动服务消费趋于多

样化袁畅通体育产业消费链条遥当消费者意识到个人

意见受到品牌充分重视时袁 既获得了个人购物乐趣

与良好服务体验袁 体育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信任感也

由此提升遥顾客角色由单纯接受向参与制造转变袁也
推动了体育企业角色的转变袁 使其获得更多的经济

效益遥

全球化进程对世界各地的体育文化正产生不同

程度的影响袁野中国风冶野国潮冶 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

体育企业创造新消费热潮尧对接国际市场的着力点袁
也是吸引社会投资尧引导进出口贸易模式尧吸引消费

者参与的市场新热点遥 步入消费者需求前置的服务

经济时代袁 利用中国特色文化赋予产品以崭新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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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是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的独特体

现袁亦是本土体育用品引导野外溢需求冶向国潮体育

品牌回流的新起点 遥 本土体育品牌中的国潮新

秀要要要野李宁冶袁坚持野自省尧自悟尧自创冶的精神内

涵袁并以野悟道冶为主题袁从体育出发传达了中国传统

文化和现代体育的时尚理念袁 成为了首个登上纽约

时装周的中国运动品牌遥在 2018 年纽约时装周结束

后不久袁李宁线上在售的秀场同款鞋服被抢购一空袁
尤其是印有繁体汉字的服饰袁 一度成为国内同类品

牌竞相模仿尧借鉴的对象遥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在服

务化的进程中应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袁丰富品牌内涵遥
第一袁牢牢把握本土文化资源优势袁将别具一格的中

国元素和东方美学融入体育用品的制造与服务中袁
通过联名尧 跨界等形式融入时代元素以丰富品牌内

涵并提升体育用品服务型制造的特色遥譬如院特步推

出野潮拜少林冶系列产品袁向千年少林文化致敬并传

承少林武学经典袁以野体育 + 时尚冶的双轨营销战略

脱颖而出袁 引发了广大消费者的关注并掀起了一阵

抢购热潮遥 第二袁建立体育品牌间尧跨产业品牌间良

好的交流氛围遥共同引导文化资源与制造环节尧服务

要素的动态协调袁破除行业壁垒尧吸引社会投资遥 譬

如院李宁与无聊猿游艇俱乐部达成合作袁结合自身品

牌特点与时下流行元素进行创意设计袁 融合青年文

化尧极限运动尧潮流等元素打造超现实体验袁以服务

带动产品销售遥第三袁在传扬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同

时应避免盲目跟风袁 在打造高品质服务的同时致力

于产品创新袁 在对接国际体育市场的同时保护知识

产权和服务理念袁在坚持野和而不同冶的同时实现不

同国家间体育品牌的良性交流与互动袁 推动带有本

土特色的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模式创新与工艺出

口袁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袁促进野国际循环冶的畅通遥

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袁
强调的是在新的消费环境下人之于产业链的创造性

活动袁 而服务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顾客的消费体

验和产品反馈袁 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社会

对该体育企业的总体评价和既定形象遥 持续输出的

复合型体育人才是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尧引
导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关键袁挖掘和塑造集创新型尧
应用型尧 复合型人才于一体的服务型人才团队是当

下体育企业的必要举措遥第一袁体育用品企业要加强

对科技型人才服务意识的培养遥 在研发设计时能更

好地洞悉市场需求袁 推动体育用品服务溯源化的转

变袁提高员工为促进产业价值链沿着野微笑曲线冶的

上游延伸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遥第二袁企业应加强对服

务型人才技能的培训袁 在为消费者提供体育用品体

验服务时以专业的角度讲解袁 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的过程中提高员工的适应力和应急力袁 以现代服务

理念为指导来配置尧运行和管理体育用品生产性工作遥
坚持叶全国体育人才发展规划渊2010要2020 年冤曳[24]所

提出的野服务发展尧人才优先尧以用为本尧创新机制尧
高端引领尧整体开发冶的指导方针袁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以及服务型制造工作体制袁 为推动体育用品制造

业转型升级尧 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坚

实的劳动力保障与智力支撑遥第三袁对于国际中高水

平尧高层次的行业人才袁体育企业以及社会各相关主

体应当积极配合和响应教育部尧 发改委等部门贯通

制造服务业人才职业发展通道袁 响应体育产业人才

激励政策袁 培养和重视既熟悉体育又懂经营的跨界

管理人才袁构建多层次人才奖励体系袁实现体育产业

的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 [25]遥 破除国籍尧行业尧身份的

壁垒袁加强世界范围内劳动力的互动与交流袁重视具

有世界视野的服务型人才袁 从而促使整个行业以更

高的视角看待人才的培养与投入问题袁 塑造有效且

适时发展的服务型制造人才培养模式遥

随着世界格局不断地变化袁 我国体育产业在转

型升级的过程中面临着更大的竞争与挑战袁 体育用

品制造业服务化的模式创新是提高自我竞争力的必

然选择袁是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尧推动价值链向中高端

攀升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遥 在此背景之下袁
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的制造模式尧资源配置模式尧
人才培养模式尧消费模式尧社会投资模式尧进出口贸

易模式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产业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

特性与变化袁 未来以服务型为主的体育用品制造趋

势将愈加凸显袁 制造业与服务业在体育领域内的协

同性与关联度也将得到大幅提升遥为更好对接时代尧
契合市场发展规律袁 体育用品企业以及相关制造商

应当围绕生产技术尧顾客参与热情尧品牌文化尧人才

培养等方面落实规划袁 驱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服务化

的模式创新袁 进一步提高产业在生产制造各环节中

创造价值的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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