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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型体育场馆业态发展水平是影响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效益的重要指标。基于业态

分析视角，探索不同阶段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利用的业态选择困境，寻找进路，期望为大型体育场

馆赛后可持续利用提供有益借鉴。研究认为：大型体育场馆业态包括场馆核心业态、场馆辅助业

态和场馆外围业态 3 种类型。在场馆赛后利用初期业态结构单一、赛后利用中期业态秩序混乱、

赛后利用成熟期业态管理难度大。应构建场馆核心业态骨架、弹性优化场馆业态结构、加强场馆

内外业态联动、培育业态协商发展政策等路径，促进新时期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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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business format for large sports venues is a crucial factor that impacts the 

post-competition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for sports venu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format 

analys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in selecting business formats for the post-competition utilization of large 

sports venues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seeking for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post-competition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for those sports venu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business format for large 

sports venues contains three types: core business formats, auxiliary business formats, and peripheral business 

formats for larger sports venues.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early-stage business format used after competitions have 

a simple structure, while middle-stage business format lack orderliness, and mature-stage business format face the 

bigger management difficulties. Given that the present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aths that establishing a core 

business format framework, optimizing the flexible business format structure, enhancing connectivity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businesses format, and fostering consultative development policies for businesses format, and 

those aim to serve as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for large sports venu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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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民健身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大型体育场

馆赛后可持续利用一直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话

题。探索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路径，对于发

挥大型体育场馆价值功能、塑造场馆形象具有重要意

义，也是实现体育场馆对城市产生持续正面影响的关

键[1]。大型体育场馆，因其具有聚拢性和中心辐射特征，

集聚了城市重要地段的优质资源，因而呈现复杂多样

的业态形式。发展至今，场馆业态类型愈发多样，聚

集方式、空间形态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赛后

可持续利用的不同阶段，对于业态的选择至关重要，

不同阶段选取的业态类型及业态培育水平已成为大型

体育场馆赛后利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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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体育场馆业态不同于传统的零售业态，是一

种突破传统零售主体并具有可持续性、具备一定规模

的特殊业态情形。大型体育场馆业态的本质是以民众

体育消费需求和市场体育发展需要为依据，以提升民

众公共服务满意度为目的，以创新场馆管理模式和场

馆服务业形式为手段，不断对大型体育场馆进行可持

续性的业态创新。可以说，大型体育场馆业态是产品

形态、组织形态和经营形态的有机融合。基于此，本

研究从业态分析视角，从业态识别、业态关联、业态

困境、业态培育等方面，对大型体育场馆业态进行分

析，以期优化资源要素在大型体育场馆的合理配置，

为探索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提供有益参考。 

 

1  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业态识别 
大型体育场馆作为集聚体育资源要素的重要物质

载体，在其本体价值发挥和外围空间利用的过程中，

存在多种业态形式。业态选择决定了大型体育场馆运

营的方向和性质，业态构成也影响大型体育场馆效益

实现的质量和水平。随着民众体育需求的阶段性变化

和升级，大型体育场馆业态经历了从单一向多元、从

浅层向深层的发展过程，场馆业态融合愈发复杂。基

于调研访谈资料，根据分布特征、构成特征、空间特

征等要素，将大型体育场馆业态分为场馆核心业态、

场馆辅助业态和场馆外围业态(见图 1)。这 3 种业态构

成了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主体，也是导致

场馆在不同阶段运营和服务存在差异的关键。 

 

 
 

图 1  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利用的业态分类 

 

1.1  场馆核心业态 

核心业态的形成往往围绕核心资源或核心竞争要

素展开，因其具有优势明显、规模庞大、集聚性强等

特征，能够迅速有效地吸收产业资源，实现生产和消

费需求的集聚增长，并对其他业态产生直接或间接的

影响。同时，场馆核心业态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具

有明显的带动效应[2]，可以基于需求收入弹性、生产率

上升水平、产业关联度和产业比较优势进行选取[3]。场

馆核心业态是指在大型体育场馆运营过程中，具有较

大规模，能够对区域资源禀赋、产业质量水平和业态

结构布局产生较大影响的业态，如健身休闲服务、体

育赛事服务等。这一业态类型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空间

分布集群性，其以体育场馆资源开发为前提，基于场

馆内部各种资源要素协同利用，以发挥体育场馆价值

功能、提升场馆经济社会效益为目的，并以体育资源

为核心实现其他业态的延伸式发展。 

作为承担竞赛表演功能和健身休闲功能的公共服

务空间，场馆核心业态以二者为依托，不仅承担大型

体育赛事、群众性体育赛事开展的责任，同时在赛后

可持续利用过程中发挥全民健身场馆的价值使命。当

然，不同类型和地区的大型体育场馆，一定程度上也

会存在微小的核心业态差别。以竞赛表演功能为主导

的大型体育场馆，其核心业态表现为重量级的体育赛

事与商业化的企业活动，如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杭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大型体

育场馆，以举办重量级体育赛事推进场馆建设、带动

区域发展，往往受到国家及地方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

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北京万事达体育中心、工

人体育场、宝能国际体育演艺中心等综合性演艺场馆，

通过举办音乐会、演唱会、庆典集会等活动，影响场

馆所在区域的业态更新，具有极强的业态辐射和经济

拉动作用。但鉴于大型体育场馆的全民健身功能，绝

大多数体育场馆在赛后可持续利用过程中，其核心业

态表现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即与体育健身相关的

配套服务、群体活动等商业大规模集聚在场馆之中。

随着全民健身需求的多样化，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如

射箭馆、搏击馆、空手道馆、瑜伽馆、轮滑馆等业态，

成为场馆核心业态的重要组成。 

1.2  场馆辅助业态 

辅助业态依托核心业态，与核心业态紧密相连，

其对资源要素的投入利用与其他业态相关，是能够推

动产业发展的辅助性产业形态。场馆辅助业态因场馆

核心业态而存在，受到场馆核心业态直接或间接的影

响。场馆辅助业态多是以场馆承载的体育业务为核心，

向消费者供给与核心业态相关的、满足体育需求和体

育服务的各种产品服务，这也是在场馆核心业态基础

上互补形成的新业态[4]。主要表现为体育用品、中介服

务、体育培训、体育会展等处于产业链中间环节，具

有更高附加值和可推广性的企业。 

学术界对于场馆辅助业态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保

持着一样的共识，即场馆辅助业态仍以场馆核心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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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托，是二者融合发展形成的新业态发展模式[5]。场

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早期阶段，场馆辅助业态往往较

为单一，以售卖衣袜鞋帽、器材用品的企业为主要组

成。随着体育市场日益壮大，体育中介、体育培训等

内容涌现在场馆之中，丰富和拓展了大型体育场馆的

服务内容。新时代，随着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机制日

渐完善，场馆辅助业态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以技术

融合、业务融合和市场融合为基础，打破原有产业边

界，进而实现各自价值链的渗透、解构和重组[6]，以最

大限度挖掘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价值。需要注意的是，

业态不局限于商业，也存在多种业务经营的形式和状

态。大型体育场馆也会吸引一大批的社会组织入驻，

这也是影响场馆运营结构、提供服务类型的重要方面，

进而也属于场馆辅助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八一体

育场综合体吸引南昌市足球协会、南昌市田径协会、

南昌市击剑协会、南昌市广场舞协会、南昌市航空航

海运动俱乐部、南昌市象棋协会、南昌棋院、南昌咏

春拳协会等 18 家协会和俱乐部入驻，各类协会积极探

索社会力量办体育的发展新模式，使大型体育场馆成

为协会组织集聚的重要空间。 

1.3  场馆外围业态 

在大型体育场馆运营中各种资源要素影响和波及

外侧，还存在大量与场馆服务互补的产业形态，可以

称其为外围业态。外围业态存在于绝大多数的产业形

态之中，是市场需求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作用的结果。

场馆外围业态，正是由消费者需求、场馆核心业态和

场馆辅助业态需求而衍生出来的。大型体育场馆因其

特有的体育属性，必须配套服务业予以支撑，在产业

分工和协调发展理念引领下，场馆外围业态以第三产

业为主。近年来，大型体育场馆运营中生产性服务业

数量与日俱增，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投入品，

以推动产业升级和生产力发展的配套服务业[7]，带着独

立的新型姿态，成为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内容。 

场馆外围业态对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

价值表现是多样的。生活服务行业作为场馆经营的重

要内容之一，是大型体育场馆赛后经营业态的重要组

成，为大型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提供了必要

的物质保障。绝大多数体育场馆内都存在生活服务类

企业。如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内便存在酒店、餐厅、

茶馆、咖啡厅等多种类型的业态；苏州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则更为丰富，配置有品牌酒店、精品超市、美食

连廊、万达影城、超级乐园等业态，有力打造以体育

休闲健康为主题的城市生活空间。同时，随着“互联

网+”理念逐步在场馆建设中实践运行[8]，科技智能化

行业的入驻推动了场馆智慧化改造与升级，实现了新

科技与场馆管理的深度融合[9]，体育科技、创新孵化类

业态不断入驻大型体育场馆空间。如杭州阿里体育中

心的 VS SPORTS PARK 运动玩乐园、洛克体育综合体

的一站式运动街区 PARTY KING、南翔印象城 MEGA

运动中心的弹力猩球超级运动中心等，将体育、科技、

娱乐有机融合，使场馆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新选择。

当然，时代发展催生出康养、旅游、文化、医疗等一

系列新兴业态。如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的重启心动力

运动医学康复诊所、瑞康海思肌骨康复诊所、铭天图

书馆、立品斋文创馆等，为构建大型体育场馆业态注

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生机。 

 

2  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业态关联 
业态并非孤立存在，不同业态类型组合下的业态

空间可以为场馆提供多样化的营收来源，创设更为丰

富的消费者体验，这使得业态关联成为影响大型体育

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效益水平的重要因素。从历史和

现实两个坐标考察，大型体育场馆既在一定时期呈现

稳定的运营状态，又因自身成长的特殊性呈现为漫长

复杂的业态变迁。从赛后运营初期到中期到成熟再走

向稳定或衰败，场馆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就会更加明显。

这一过程，正是由于业态间的关联关系变化所引起的

(见图 2)。 

 

 
 

图 2  大型体育场馆的业态关联 

 

2.1 正向关联：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与场馆核心业态是

相互促进、互相补充的关系。在场馆从赛时到赛后衔

接的过程中引入多样化的业态类型，可以提高场馆的

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从而实现场馆的长期运营。这

一过程会沿着场馆核心业态——以场馆活动和产品为

中心的辅助业态——辅助业态的后续业态产生正向的

关联[2]。这一连锁效应展现了大型体育场馆在国民经济

中的正面影响，也是大型体育场馆建设投入运营之后

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大型体育场馆举办的体育

活动被体育赛事、体育培训、体育中介用作中间产品，

这些中间产品反过来满足了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例如，不同类型的体育赛事可以吸引不同的体育爱好

者和赛事观众群体，提高了场馆赛事的入座率；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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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可以为不同人群提供专业的体育训练，提高了场

馆的经营收入；体育中介为运动员和经纪团队提供了

推广和管理的渠道，推动了体育产业快速发展。这一

波正向关联不仅增加了体育场馆的受众范围，还扩展

了传统的体育场馆功能，催生出一系列新业态、新模

式，衍生出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体育产品和体育服

务。体育旅游、体育文化、体育娱乐等业态从体育赛

事、体育活动、体育培训中汲取了资源，进一步满足

了广大社会群体的需求。此外，还通过产业链的延伸

影响了大型体育场馆周边居民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使

其成为丰富城市生活、提供社区活动、推广体育文化

的新平台。 

2.2  逆向关联：整合业态资源优势 

大型体育场馆赛后运营过程中，可以通过需求拉

动、合作发展、供应链加工、品牌曝光、创新激励等

方式通过场馆业态对上游产业链产生积极影响。大型

体育场馆业态会沿着场馆核心业态——以场馆活动和

产品为中心的先行业态——先行业态的先行业态产生

逆向关联。场馆在赛后长期运营过程中，需要大量的

体育器材、体育设施、体育服饰和体育用品，这些商

品的生产和供应构成了逆向关联的第一波辐射。以上

内容的生产需要相关材料、劳动力和技术工具的支持，

因而会推动体育用品制造、装备设施供应等业态发展。

第二波辐射涉及化工材料、服装辅料等产业。随着体

育器材和服饰需求的增加，与其相关的供应链也会蓬

勃发展，进一步激发化工、纺织等行业的生产与创新。

第三波辐射则涉及资源挖掘和能源供应领域。随着体

育场馆活动日益扩大，一系列的文化演出、体育展销、

赛事活动需要大量的电力供应和水资源用于设备运行

和顾客服务，也会带动周边区域的资源消耗，对能源

供应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同时，体育节能设备、创

新管理系统、可再生能源等需求也会影响能源供应领

域的技术创新。在逆向关联的过程中，业态波及的影

响力依次传递，逐渐减弱，但它的影响却是持久的。

以上相关业态虽然只有少部分存在于大型体育场馆运

营空间内，但确是通过业态关联，对业态资源整合、

产业链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不仅大大刺激

了体育资源的开发与竞争，还带动了相关业态乃至城

市整体经济的发展。 

2.3  旁侧关联：融入城市生活空间 

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与其所在区域息息

相关，已成为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提升城市形象的有效手段。大型体育场馆服务本质上

具有较强的消费互补性，从而使得大型体育场馆业态

具备极强的旁侧关联效应。这种关联涉及与场馆运营

有着消费互补性的业态，以及消费互补性行业的先行

业态和后续业态，进而对国民经济各领域产生多层次

的影响。民众在前往体育场馆观看比赛或参与体育活

动时，通常会在交通、饮食、网络、通信、购物等方

面消费，因而场馆运营中相关业态的迅速增长会直接

影响这些互补性业态。大量民众涌入体育场馆，刺激

了周边餐饮业、酒店业和零售业的消费需求，不仅在

短时间内带动周边区域创收，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

会。除了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旁侧关联也在环境方面

产生了极强的辐射效应。体育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不

可避免地涉及场地设施和场馆空间的兴建、运营和修

缮，这通常需要大量的资源，如土地、能源、水资源

等。这会影响场馆所在区域内的经济结构，影响城市

和地区的资源利用方式和配置方式。此外，旁侧关联

还会涉及制度规制的调整。大型体育场馆运营需要一

定的管理和监管，相关的制度和法规可能会得到调整

和完善，如建筑规范、交通管理、食品安全法规等方

面的改进，以确保体育场馆运营的顺利进行。 

 

3  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业态发

展困境 
不同时代背景下体育发展理念和民众体育需求的

变化会影响大型体育场馆在赛后不同运营阶段的业态

选择。大型体育场馆所处运营阶段、运营状态、运营

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激烈市场竞争、季节性

需求、场馆资源限制、社会文化差异等问题，也使得

场馆业态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提高了大型体育场馆

赛后可持续利用的难度。按照赛后利用不同阶段对场

馆业态进行分析，可以梳理大型体育场馆业态发展趋

势，理清不同时期业态发展困境。 

3.1  赛后利用初期业态结构单一，业态形式匮乏 

业态布局往往与空间规划相伴而生。大型体育场

馆赛后利用初期，场馆运营有着较强的指令性和干预

性，较大层面上表现为“单一计划者主权机制”[10]。

一方面归因于管理者的思维观念局限，早期建设的大

型体育场馆较少考虑赛后的规划与管理，在场馆建设

标准、设施配置、相关配套等方面设计不足，从而使

得场馆业态布局单一，内容形式匮乏，多数场馆设计

用地在赛后用于体育竞赛运动员用房和办公用房，空

闲资源较少对其他业态进行开放[11]。一方面因单位属

性、管理体制和政策条例限制，部分大型体育场馆难

以开展市场化、公司化运作，作为商业立项的物业、

租赁、广告等业务存在较高的审批难度。为了筹办大

型体育赛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兴建的大型体育场馆

具有明显的政府干预特征。但是这样一种业态呈现存



 
第 5 期 曾播思，等：业态识别与培育：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路径探析 41  

 

在较大的改进余地，可行性论证和长期发展规划的不

足以及政策规章约束保障不到位，使得场馆业态与民

众需求在赛后利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这归

因于发展初期政府领导小组和场馆管理者对业态刚性

统一的管理和指导，标准限定产业业态以服务体育赛

事和群众体育为主，较为零星地存在部分生活服务类

业态，如餐饮、住宿等，较小体量尚不能形成一定的

产业规模(见图 3)。同时作为体育竞赛举办而兴建的副

产品，场馆赛后利用多纳入场馆管理系统，基本不考

虑市场资源引进，或者因其选址偏僻，商业生态不够

成熟，交通网络不够完善，缺乏应有的消费群体，使

得场馆相关服务生存年限较短，逐步落后于社会需求。

一旦运营初期忽视了场馆业态发展的弊端，就会限制

大型体育场馆的赛后利用，为后续运营埋下隐患。 

 

 

图 3  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利用初期的业态发展 

 

3.2  赛后利用中期资源加速集聚，业态秩序混乱 

伴随着政府管理机制逐渐放开，场馆周边空间规

划的不断跟进，场馆区域商业发展日趋成熟，场馆内

外业态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增强，由体育需求衍生的前

向和后向产业形态逐步完善，场馆核心业态日益稳固，

这充分激发了场馆业态的对外探索能力。在外部环境

和自身发展特征改变的状况下，原有的场馆业态布局

均会在新冲击下形成新的集聚，新建体育场馆表现得

更为突出。我国绝大多数体育场馆建设存在场地归属

权不明、产权证不齐的通病，这导致原有场馆改造难

度大、耗时长、过程繁杂，新建场馆的管理限制较小，

办理手续往往较为便捷，业态引进和资源集聚速度也

会更快。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利用中期的业态集聚，一

部分来自体育赛事、文娱表演，一部分来自场馆自身

资源要素，场馆管理者不断开辟新的空间来容纳场馆

辅助业态和场馆外围业态，并加快体育新生业态进驻。

一部分来自民众体育需求在场馆内的匹配与满足所引

起的场馆外围业态大规模发展，这也对大型体育场馆

赛后利用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升大

型体育场馆外部业态的弹性水平，场馆核心业态与外

围业态之间形成有序的供需引导，成为影响消费选择

的重要支撑。在外部需求的不断刺激下，大型体育场

馆运营中的业态发展弹性水平不断提高，能够对内外

变化产生更快的传导作用和恢复效果。然而，环境变

化对场馆发展的影响巨大，使得部分场馆脱离了“以

体为本”的本质，业态大规模引进初期，未合理签订

的商业合同变成了影响场馆长期发展的隐形“地雷”，

过量的商业性活动影响了场馆本体功能实现[12](见图

4)。此外，自 2014 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陆续推进大

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政策，部分场馆存在形式

主义、表面文章现象，有限的营收与较高的场馆运营

费用难以平衡，也逼走了大量的商业形态，进一步制

约了场馆赛后利用的效益水平。 
 

 
 

图 4  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利用中期的业态发展 

 

3.3  赛后利用成熟期业态形式复杂，管理难度加大 

随着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利用步入成熟阶段，场馆

自身对各类业态的融合性探索日益完善，场馆功能愈

发成熟，对业态的理解也愈加透彻。从外部环境来看，

场馆周边区域规划更加科学合理，商业区、文化区、

居民区等区域配置也日渐充裕。在内外业态相互作用

下，大型体育场馆向着更加优化的稳定结构转型，体

育综合体、体育生态圈、体育产业园区等成为大型体

育场馆发展的新趋势[13]。场馆业态发展权限已经大大

放宽，不再拘泥于体育本身，而是围绕竞赛表演和健

身休闲活动，逐步吸引教育、文化、康养、旅游等业

态，以创造新的产业形态。旁侧效应的不断优化为场

馆内外空间更新提供了利好优势，场馆内部空间会根

据新的要素供给和体育需求进行整体安排和调整，以

配置专门区域为新兴业态提供空间[14]。核心业态为场

馆赛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类型的独特性，辅助业态为

场馆资源集聚提供了集群的多样可能，外围业态则通

过资源整合创新场馆赛后利用的业态类型。以上 3 种

业态功能互补、相互延伸，实现大型体育场馆内部业

态与外围业态的融合，赋予了大型体育场馆新的附加

功能和更强的场馆竞争力[15](见图 5)。然而这一时期，

业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对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提出了

新的挑战，体育培训市场乱象、从业者素质水平良莠

不齐、体育消费“踩坑”等问题频频涌现，在体育产

业生态圈打造、体育场馆综合体兴建、相关产业合理

化控制等方面，对场馆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标准和更高难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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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利用成熟期的业态发展 

 

4  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业态培

育路径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大型体

育场馆赛后利用指明了方向。体育赛事、体育活动、

体育产品、体育康养、体育旅游、体育文化、体育消

费等一系列升级，都在推动大型体育场馆向着多元化、

创新化和可持续方向发展。有效应对大型体育场馆赛

后利用的业态发展困境，需要准确挖掘、精准培育场

馆业态，持续优化场馆业态结构、强化业态融合联动、

完善政策制度引导，才能使大型体育场馆在赛后可持

续利用过程中成为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助力城市建设

的重要力量。 

4.1  打造赛事核心，构建稳定的核心业态骨架  

无论场馆处于何种赛后利用时期，大型体育场馆

需要始终坚持“以体为本”的运营方针，以场馆核心

业态为主导，供给人民美好健康生活所需的服务产品。

以体育赛事、群众性体育活动为重要平台和载体的大

型体育场馆，要加强体育与文化、旅游、休闲等业态

的融合，打造融赛事展演、文化娱乐、健身体验、体

育培训、休闲服务多种业态于一体的场馆服务体系，

才能进一步带动场馆赛后开发和利用。其中关键便是

推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国内体育赛事引进落户，

拉长赛事的“长尾效应”，以赛事经济带动流量经济。

当前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积极引进和培育

重大体育赛事，借助顶级赛事资源改善大型体育场馆

业态结构，并以此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经济快速发展。

除了重量级体育赛事，还积极发挥大众体育赛事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发掘新兴赛事活动对场馆业态的吸引

力。以深圳为例，近年来深圳以深圳湾体育中心、深

圳宝安体育中心、深圳罗湖体育中心等为依托，举办

中国足球超级联赛、CBA 篮球联赛、WHL 女子冰球

联赛、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等高水平体育商业赛事，

为深圳加快打造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发挥了有效助力。

可见，保持场馆核心业态的长期发展优势，提振整个

体育产业链条的景气度，可以为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可

持续利用的多元业态融合发展构筑稳定的内在骨架。 

4.2  空间纵横置换，弹性优化场馆的业态结构 

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尤其需要关注场馆空间布局

的改造与优化升级，合理利用场馆空间相容性、开发

强度等弹性指标，有利于在可浮动区间范围内实现场

馆业态的优化配置。大型体育场馆发展初期的固定性

规划指令，使得场馆的前期运营较为艰难，赛后空间

转换利用不到位，从而影响场馆运营中业态发展的有

序推演。随着建设者对体育场馆的认知逐步提升，新

建成的大型体育场馆较多考虑了赛后利用，对空间资

源的划分也更贴合民众需求。针对综合性体育场馆，

需在从赛时到赛后衔接过程中及时考虑业态筛选问

题，需要根据场馆现有业态状况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

把握，对不同阶段的无效商业进行清退，充分利用自

身可整合的资源优势，引进体育相关的优秀商业品牌。

空间相容性方面，要对场馆进行分区配置，体育运动

空间、体育商品贸易、体育康复养生等内容，都可以

按照民众需求的便利程度进行定点，商务办公区也要

以体育、文化、旅游、教育等相关企业为主，增强场

馆的复合经营能力。针对小众项目建设的体育场馆，

如冬奥场馆，其赛后可持续利用难度更高，往往需要

依靠赛后空间改造和设备调整赋予场馆赛后利用的多

样可能[16]。随着场馆发展水平、空间利用的不断优化，

也要对相关业态进行纵向置换，加强场馆核心业态、

辅助业态和外围业态的关联效应，形成内外促进、互

利互惠的发展局面，做到灵活空间、业态筛选、品质

把控的有效融合。 

4.3  加强业态联动，营造城市发展的增长极 

大型体育场馆外围业态发展水平是影响场馆内部

业态发展的重要指标，依托场馆所在区域的“资源、

民众、服务”三大要素，加强场馆业态联动，提高区

域的内外业态配置，可以发挥场馆在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过程中的增长极效应。政府部门需要结合大型体育

场馆规划区域特性，对场馆所在区域进行专门规划配

置，实现区域发展的合理分区。商业区、居民区、文

化休闲区等规划内容，可以与体育场馆业态有效衔接，

将民众服务需求与内容供给高效对接，实现资源要素

的科学化配置。通过外围消费性服务业态、生产性服

务业态、智力型服务业态等的规律演变，刺激场馆业

态结构、形态发生改变，发挥大型体育场馆在区域产

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赋能效应。同时，要伴随

不同赛事活动的需求变化，超前谋划运营，深挖体育

市场，强化场馆多元业态开发，促进场馆冠名权、空

间运营权、赛事转播权等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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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和游客提供品类丰富的产品和服务。随着大城市多

中心、郊区化发展趋势加深，大型体育场馆的空间布

局、产业生态能够发挥更好的空间辐射力和服务辐射

力，可以通过业态联动、品牌互补，将场馆业态延伸

至文体活动中心、健康产业园、城市综合体的开发，

为区域发展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4  凝练政策机制，推进场馆业态协商发展    

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始终离不开政策法

规的推动和约束。近年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办法》《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

的行动计划(2019—2020 年)》《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

设施建设 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关于恢复和扩大体

育消费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出台，给大型体育

场馆发展带来了明显的政策红利。当然，运营的放开

并不意味着完全自由，政府管理者应强化政策支持，

加大对体育场馆的扶持力度，对体育场馆业态发展做

好指导工作，有条件地开放大型体育场馆内部的激励

机制，完善大型体育场馆运营发展的奖励政策。同时，

科学规划大型体育场馆全局性发展，放松对体育场馆

的财政和制度管制，加大场馆内部制度创新，使其能

够优化资金流和区域资源的配置，依照体育场馆类型

和其社会定位，在市场需求的引导下加大对多元业态

的扶持力度，在赛事落地、场馆更新、人才培育、业

态扶持等方面，引导场馆运营单位服务入驻企业，为

大型体育场馆业态发展规制航标。 

 

大型体育场馆业态是影响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效

益的重要指标。大型体育场馆所处运营阶段、运营状

态、运营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激烈市场竞争、

季节性需求、场馆资源限制、社会文化差异等问题，

使得场馆业态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加大了场馆赛后

可持续利用的难度，更考验着政府和管理单位的决策

智慧。本研究初步探讨了大型体育场馆业态类型，分

析赛后利用不同阶段场馆业态发展困境，提出新时期

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业态发展出路，期望为后续研

究提供启示。当然，从业态分析视角研究大型体育场

馆赛后可持续利用，未来还需从业态成长机理、业态

运作模式等角度继续探索，以期切实提高大型体育场

馆赛后可持续利用的效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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