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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苏超”去旅行

“我平时自己也爱踢球，‘苏超’球员水
平很高，每场比赛都非常精彩。”在北京上
大学的张翼然来自江苏南通，他时刻关注
着“苏超”赛事，不错过南通的每一场比赛
直播。

“苏超”全称“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
由江苏省13个城市各组建一支球队参赛，
尽管参照职业联赛标准进行赛程编排，但

“苏超”采取的是“草根化”组队模式，65%
以上都是业余球员，参赛选手来自各行各
业。

随着比赛进行，各个城市“热梗”频出：
苏州与无锡的“太湖恩怨”、扬州与镇江的

“早茶德比”、南京与无锡的“盐水鸭对阵水
蜜桃”都掀起讨论热潮。“感觉家乡被更多
人看到了。”张翼然告诉记者，身边不少同
学都在谈论“苏超”，还把江苏列入毕业旅
行计划，这让他感到非常自豪。

“苏超”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也实
实在在地按下了推动消费、提振经济的按
钮。开赛以来，“苏超”单场最高2.2万名观
众，盐城2万份“观鸟+观赛”产品瞬间售
罄，常州“9.9元门票+萝卜干炒饭套餐”带
动本地萝卜干品牌线上销量翻番。美团数
据显示，端午节后，江苏省文旅热度持续走
高，6月3日~8日，省内景区预订同比增长
305%。

这种以体育赛事撬动地方旅游市场的
模式并非个案，近两年火爆的贵州“村超”
同样印证了“体育+文旅”的强大“吸金”能
力。据了解，自“村超”举办以来，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累计接待游客
超过17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
200亿元，落地招商引资项目30余个。

赛事搭台“花式揽客”

伴随夏季旅游旺季到来，多地推出系
列赛事，通过各种办法“花式揽客”，激发游
客旅游消费热情。5月31日，第十一届梅
里100极限耐力赛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
州德钦县举办，“赛事巴士”专线途经各大

景点，带领选手领略沿途风光；6月4日，秦
皇岛举办ILCA亚洲帆船锦标赛，配套帆船
基地、海边市集及非遗文创，打造“帆船之
城”城市名片，吸引游客体验滨海特色与长
城文化……

“我们民宿附近的榕江县广场有一个
巨型LED屏幕实时转播比赛，观众参与度
很高，不少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会围观喝彩，
能感受到这里的足球文化下沉到每一个
人。”和朋友在现场观看贵州“村超”的经
历，让陆娅记忆犹新。

陆娅对“村超”的“接地气”津津乐道：
“即使在体育馆内，一瓶矿泉水售价也只有
2元，没有溢价，场馆内外遍布贵州本地特
色美食，中场休息时还有侗族大歌表演
……看得出主办方在用心展示当地文化的
魅力。”她回忆道。

对于“苏超”“村超”等地方赛事的火
爆，中国饭店协会酒店资产管理专业委员
会专家王悦认为，当下，居民的旅游模式逐
渐从花更多钱、去更远的地方转为精细化、
重视文化体验。“这类草根赛事打破了专业
比赛的壁垒，激发了人们对体育文化的热
情，从而带动消费增长。”王悦说。

提振消费注入新动能

热门赛事近期接连举办，不仅带动了
居民的体育活力，随之而来的赛事经济也
带动了消费的热情。业内人士指出，随着
商旅文体健业态的持续融合，观赛、参赛以
及更广泛的体育相关消费有望为提振消
费、促进经济注入新动能。

“我平均一年参加8场到10场马拉松
比赛，每次参赛都会在当地多待几天。”来
自湖北的曾晓辉是资深马拉松爱好者，他
告诉记者，马拉松比赛本身的报名费不高，
大部分花销都用于往来路费和在当地游
玩。“不过这是很好地了解一座城市的机
会，我不想错过。”曾晓辉说。

和曾晓辉一样，不少体育爱好者“因一
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变赛事为促进消费
新“赛道”，需要进一步推动文体旅融合发
展，打造新场景、创造新供给、激发新消费。

“‘苏超’的门票不过5元~10元，价格
相当亲民，可以吸引大量观众，把本地文化
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这种做法被称为‘轻
资产运营’模式。”王悦认为，轻资产运营能
通过较低的成本刺激消费、发掘商业潜力，
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立足于基础项目推

广城市文化，以“小而美”的方式来吸引更
多游客，也能获得很大收益。

“文化和旅游本就相生共兴、相辅相
成，文体旅融合成功的核心要素在于城市
文化的深度挖掘与活化。”华侨大学旅游学
院教授殷杰表示，城市需要自主发掘地方
文化独特性，将文化符号转化为可体验的
旅游产品，并进行精细化引流和宣传推广。

殷杰认为，要实现文体旅融合的长效
发展，关键在于配套服务的完善和业态创
新。一方面，需加强赛事场馆、交通、住宿、
餐饮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的承载能
力。另一方面，推动“体育+”多维度产业有
机融合，例如与文创产业合作开发赛事周
边、策划本土化的特色旅游产品，以优质文
旅供给将客流变为“留客”。

多元场景激发消费活力

赛事的热度不仅是流量，还有望成为
消费和经济发展的增量。

“赛事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显著。”中
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
指出，赛事经济的带动效应包括对消费、对
相关产业、对居民就业和收入、对城市品
牌、对不动产价格等多方面的影响，最终也
会带动宏观经济增长。

以佛山的龙舟赛事为例，佛山市文广
旅体局数据显示，2025年端午假日三天，
全市A级景区（41家，38家对外开放）共接
待游客134.18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
长52.69%；营业收入6073.78万元，按可比
口径同比增长37.36%。

北京同样以龙舟赛等端午民俗文化为
核心，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
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体验，活动期间，全市
共接待游客821.1万人次，同比增长5.4%；
实现旅游总花费 107.7 亿元，同比增长
6.7%。

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冯珺表示，得益
于赛事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近年来体育
赛事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赛事流量正变为经济增量。

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地发力体育赛事，
接住这“泼天流量”。浙江此前发布的《大
力提振和扩大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
出，2025年，举办国际级体育赛事30场以
上、国家级体育赛事200场以上、省市级赛
事1000场以上。山东日前宣布支持各市
引进高端赛事，2025年计划举办国家级以
上赛事200场，同时将进一步培育打造自
主品牌赛事。

“国际赛事是城市品牌的‘金名片’，可
带动多个产业联动，形成亿元级消费规
模。”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院
长李启迪说，“未来，通过持续引进高规格
赛事、优化配套服务、深化体旅融合，城市
将进一步激活城市经济新动能，提升国际
影响力，实现体育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双向
赋能。”

多业态融合潜力十足

业内人士指出，体育赛事的火热，也将
进一步激发商旅文体健等多元业态融合的
发展潜力。

北京怀柔区通过推动“影视+体育”融
合模式，打造出跨界融合创新消费场景，雁
栖湖家庭帆船赛、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
等赛事落地怀柔，赛事期间周边餐饮、住宿
消费同比增长8%，形成“赛事流量”向“消
费增量”的转化。广东文旅为广大消费者
送出酒店房券、景区门票等大礼包，“龙舟
经济”牵动民俗游、赛事游、乡村游等多元
业态，撬动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

“从赛事经济提振服务消费品质来看，
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的‘三进’
拓展了赛事经济的空间边界。体育赛事愈
发融入日常生活，从传统场馆拓展到新型
消费聚集地，促进消费提质增效。”冯珺说，

“通过推出系列活动，体育赛事发挥了市场
引流作用，延伸赛事观赏和参与链条，催化
文体旅商融合互促的新业态。众多赛事走
进景区、街区和商圈，成为赛事经济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因需制宜的典范。”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副研究
员、系主任杨剑飞指出，从消费端看，消费
者对体验性强、高附加值的综合性一站式
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多业态融合场景精准
契合了当前的消费升级趋势。在市场端，
融合打破了单一行业的局限，通过业态间
互补与资源整合，能够挖掘各业态最大价
值，实现整体利润最大化和效率提升，形成

“范围经济”优势。
“未来要打造好以赛事为核心的多元

融合消费业态，不仅需要持续发力打造良
好的赛事品牌，还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和产
业配套建设，做好协同和融合发展。要增
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能力，加快
住宿餐饮、休闲服务、观光旅游等赛事关联
产业联动机制。政府机构也需要积极作
为，在做好顶层设计、引导产业向上的同
时，加强市场监管，提升消费者体验，保证
产业的良性持续发展。”王裕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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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全方位消费热情拉动全方位消费热情
赛事经济赛事经济

近日，“苏超”爆火出圈，掀起“跟着赛事去旅行”热潮。以赛
事为媒，各地“花式揽客”，点燃游客旅游消费热情。进一步激发文体旅融合

活力，变客流为“留客”，需要完善配套服务，创新多元业态，推动“体育+”多维度产
业有机融合。

近年来，草根体育赛事通过降低参与门槛、融合地方文化特色等方式成功点燃了人们的观
赛热情，成为文体旅融合的新引擎，“体育+文旅”“体育+消费”大放异彩。如何进一步激发文体
旅融合活力，从客流向“留客”再迈一步？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也是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2024年
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
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并将
其列为今年经济工作各项重点任务之首。

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消费潜力正
加速释放。相关预测称，到 2035 年我

国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将达到7万
亿元，占GDP的比

重超过2.5%，成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赛事经济、“体育+文旅”的融
合模式将深度赋能乡村振兴，构建起“赛
事引流、消费提质、产业融合”的良性循
环。

本报综合解放日报、工人日
报、中国商报、经济参考报等

我国体育产业市场规模2035年将达7万亿元

人们在贵州榕江县举办的“村超村晚”
活动中表演非遗节目“多耶”

叠滘龙船比赛现场座无虚席

“苏超”现场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