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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因子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袁建立了体育产业环境评价的量化指标袁
对我国 31 个省渊市尧区冤的省域差异进行分析和研究遥 进一步运用聚类分析法将我

国体育产业环境按政府和市场因子的强弱分为四大类院玉类地区渊强市场尧弱政府冤
主要包括北京尧上海尧浙江 3 个省市曰域类地区渊强市场尧强政府冤主要包括院江苏尧山

东尧广东 3 省市曰芋类地区渊弱市场尧强政府冤主要包括院河北尧山西尧辽宁尧安徽尧福

建尧河南尧湖北尧湖南尧四川尧陕西尧天津尧重庆 12 个省市曰郁类地区渊弱市场尧弱政府冤
主要包括院内蒙古尧吉林尧黑龙江尧江西尧广西尧海南尧贵州尧云南尧西藏尧甘肃尧青海尧宁

夏尧新疆 13 个省市遥 基于研究结论从体育产业政策尧产业结构尧产业优势与劣势尧政
府与市场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优化我国省域体育产业环境的对策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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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factor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article establishes the quanti-

tative indicators of sports industry environment assessment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31

provinces (cities, districts) in China. By the method of clustering analysis, It classifies China's sports

industry environment into four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strength of the governments and the sta-

tus of the markets. The first category (strong market, weak government) includes Beijing, Shanghai

and Zhejiang Province. The second category (strong market, strong government) includes Jiangsu,

Shandong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The third category (weak market, strong government) includes

the provinces of Hebei, Shanxi, Liaoning, Anhui, Fujian, Henan, Hubei, Hunan, Sichuan, Shaanxi

and the cities of Tianjin and Chongqing. The fourth category (weak market, weak government) in-

cludes Inner Mongolia, Jilin, Heilongjiang, Jiangxi, Guangxi, Hainan, Guizhou, Yunnan, Tibet,

Gansu, Qinghai, Ningxia and Xinjiang.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the article puts for-

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provincial sports industry environ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sports industry policy, industry structur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industry,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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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省域视角下我国体育产业环境的差异研究
吴立川袁李安娜

近年来袁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及体育事业的快速

发展袁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遥
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叶体育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中提

出袁野十三五冶时期袁我国体育产业规模和质量要不断

提升 ,到 2020 年袁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 3 万亿

元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 1%[1]遥 然而袁我国

是一个典型的野非均衡冶经济国家袁各个区域之间在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袁 基于此我国

先后实行了野西部大开发冶 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冶
和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袁 但是这种失衡的局面仍没

有得到根本的改变遥 这种分化和失衡的局面在体育

产业领域里也表现得十分明显遥 当前我国体育产业

主要集中在野北上广冶及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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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内地省份和西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则相对落

后袁而且呈现较大的区域特征[2]遥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

自然资源尧文化尧政策尧制度等存在着巨大差异袁必然

对国家或地区各产业的战略制定尧 生产经营活动等

产生影响遥 2014 年袁国务院印发 46 号文件叶关于加

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袁 提出

要优化体育产业布局袁因地制宜发展体育产业袁建立

区域间协同发展机制袁形成东尧中尧西部体育产业良

性互动发展格局 [3]遥 体育产业环境的差异是造成各

国体育产业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遥由此可见袁各地区

体育产业环境是影响区域社会体育产业发展的最重

要因素遥 这也使得体育产业环境成为各级地方政府

和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议题遥
本文依据我国大陆地区 31 个省级行政区划有

关体育产业环境的量化指标袁 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的基础上袁 运用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等方法分

析和研究我国体育产业环境发展的省域差异袁 力图

通过比较和分析袁 为各地区体育产业环境的优化提

供依据袁 为相关部门制定体育产业环境优化发展战

略时提供思路和参考遥

体育产业是新兴产业袁 有关体育产业环境方面

的研究源于其它产业的产业环境研究遥 从现有成果

来看袁 国内对产业环境方面的研究已较为深入遥 但

是袁相对于其它领域的产业环境袁我国体育产业环境

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遥 国内学者对体育产业环境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遥
刘惠君从体育产业环境的内涵尧构成因素尧影响

因素方面入手袁对体育产业环境进行了评述袁并提出

要结合我国具体的环境特征袁 因地制宜地发展体育

产业[4,5]遥 曹继红从体育产业及其发展的社会环境因

素方面提出在市场经济中袁体育产业的发展袁不仅有

赖于体育产业市场主体的建立尧 产业市场法规的完

善袁更取决于体育事业整体的发展水平 [6]遥 俞林尧厉
丽玉尧刘光宇等分别对我国三大都市圈尧浙江尧辽宁

区域的体育产业环境进行分析袁 指出了各区域体育

产业发展环境的优势和劣势袁 并提出了合理化的意

见和建议[7-9]遥 由于体育产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尧社会

环境和自然环境等方面因素对此袁 因此一些学者以

体育产业环境的某一项外部因素为视角袁 进行了探

讨和研究遥 董莹娟通过对东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的

社会经济外环境进行比较研究袁 提出发展东部地区

体育产业袁应该选择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发展模式 [10]遥
尹小俭等以区域体育产业发展外部环境作为研究对

象袁构建区域体育发展外部环境指标体系 ,并把我国

区域体育产业发展外部环境划分为 3 个水平层次袁
并在此基础上袁提出了发展区域体育的基本途径 [11]遥
汪晓琳等对我国 22 省市体育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区

域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袁 并提出了要优化体育文化

产业环境袁才能促进体育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 [12]遥
综上所述袁体育产业环境研究已经引起国内学者

重视袁研究内容不断增加袁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

本文的开展奠定了基础遥但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

于从国家或某个区域展开袁研究内容比较宽泛袁研究

视角比较单一袁缺乏从省域层面对全国体育产业环境

进行横向比较和分析遥本文在对我国 31 个省渊市尧区冤
体育产业环境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描述的基础上袁基于

省域视角展开分析和研究袁从而能更好地对优化我国

各地区体育产业环境提供针对性的具体建议遥

目前国内外关于体育产业环境构成要素及评价

指标的研究很多袁迈克尔窑波特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

出了野五力分析模型冶袁他认为行业中存在着决定竞

争规模和程度的 5 种力量袁 这 5 种力量综合起来影

响着产业的吸引力以及现有企业的竞争战略决策袁
分别是院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尧购买者的议价能力尧潜
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尧替代品的替代能力尧行业内竞

争者现在的竞争能力曰 并从规范的角度分析区域产

业竞争力袁构建了野钻石模型冶遥 冯韵雯在此基础上袁
将区域产业环境界定为生产要素尧需求条件尧相关支

持产业尧产业组织结构和政府行为 5 个维度[13]遥本文

根据体育产业环境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袁 将在这 5

个维度的基础上袁选取生产要素尧需求条件尧相关支

持产业和政府行为 4 个方面袁 建立区域体育产业环

境的评价识别指标袁 用来比较各地区体育产业环境

发展水平并进行分类探讨和分析遥

生产要素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

各种社会资源袁是维系国民经济运行及市场主体生产

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遥波特将生产要素

分为高级要素 渊社会和个人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的

因素冤和初级要素渊自然资源尧地理位置等冤两类[14]遥 高

级生产要素是以初级生产要素为基础的袁 但高级生

产要素对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性比初级生产要素高

得多遥 吴刃刚研究指出袁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袁最
基本的生产要素概括起来有 4 种袁 即自然资源尧劳
动尧资本尧知识 [15]遥 基于此本研究将该指标进一步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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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2 个二级指标袁分别是院经济水平和人力资源袁
在经济水平当中袁 本文用地区生产总值和文化体育

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2 个三级指标来衡量曰 在人

力资源中袁 本文从体育专业数和二级以上运动员人

数这 2 个三级指标来衡量遥

市场需求袁是指一定的顾客在一定的地区尧一定

的时间尧一定的市场营销环境和一定的市场营销计划

下对某种商品或服务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数量遥市场

需求及规模是区域产业及相关企业发展的原动力遥波

特认为市场需求条件主要包括需求结构尧需求规模和

需求成长[14]遥 冯韵雯从市场规模尧居民购买能力尧市场

成长速度 3 个方面构建需求条件指标[13]遥 借鉴这些成

果并考虑现有的权威数据袁 本文釆用 野市场规模冶和
野居民购买能力冶两个二级指标下的有关野文体娱冶居
民消费需求方面的 4 个三级指标来测量袁它们分别是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尧居民消费水平尧城镇居民人均

现金消费支出和文化体育娱乐业新增固定资产遥

相关支持产业指的是企业所有相关产业及供应

商的供应能力袁包括上游供给产品及其他相关产业遥
王育晓认为上尧 下游行业及相关行业的优势将构成

有利的外部环境和信息环境袁 通过发挥群体优势并

拉动互补产品的需求袁 从而对某一产业起到相互促

进尧扩大优势的作用[16]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袁其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袁用于物质生活方面的

支出比重有所下降袁 而用于精神生活和服务方面的

支出比重不断上升袁 这也势必对体育产业的发展和

繁荣起到促进作用遥 人们在闲暇时间里去健身场所

运动健身尧观赏各种文化体育赛事袁同时也增加其他

方面的文化娱乐消费遥因此袁结合体育产业领域数据

的可获得性袁 我们以重点文化服务业和艺术表演业

来作为相关支持产业的二级指标袁 用重点文化服务

业企业单位数尧重点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利润尧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比重尧 艺术表演场馆机构数来做为可

测量的 4 个三级指标遥

政府行为是对于企业尧个体尧自然人的行为而言

的袁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遥政府通过制定相关产业政

策尧优惠政策或制度等袁从而为各产业的发展提供良

好的外部环境遥波特在其野钻石模型冶中指出袁政府不

应该是钻石关键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袁 政府最有影

响力的部分往往是间接的遥 李建平 [17]等釆用政府发

展经济竞争力尧规制调控经济竞争力尧保障经济竞争

力 3 个指标来描述政府作用遥 这些指标较全面地对

政府行为指标进行了总结遥在体育产业领域袁用政府

在文化体育传媒方面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政府保障能

力能较好地体现政府行为遥因此袁本文从公共财政支

出渊文化尧体育与传媒冤来测量政府行为指标遥
本文分别从上述 4 个方面选取了 13 个指标袁对

31 个省级行政区的体育产业环境水平进行评价袁构
建我国体育产业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遥 关于数据库

的建立袁本文选择评价年份为 2013 年袁数据资料来

源主要是叶国家统计年鉴 2014曳遥

本文依据上述 13 个指标袁应用 SPSS16.0 软件袁
采取因子分析的方法对 31 个省的数据进行分析遥在

SPSS 提供的 13 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尧KMO 值尧
Bartlett 检验结果中袁KMO 为 0.721 且通过了 Bartlett

的显著性检验袁因此袁该组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遥 表

1 显示袁 所有的 13 个指标中可以提取 2 个公共因

子袁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81.811%袁且各公共因子的

特征值大于 1遥 因此袁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袁提取 2

个公共因子是合适的袁 也就是说它能够反映原始变

量的绝大部分信息遥
表 1 初始因子旋转前尧后解释公因子贡献率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从表 1 可知袁 影响我国省域体育产业环境发展

的因素可分为两类袁 其中公因子 1 的方差贡献率为

47.966%袁能够解释原始变差的 47.966%曰其次是公

因子 2 的贡献率达到 33.845%袁 能够解释原始变差

的 33.845%遥 虽然公因子 1 的影响力略大于公因子

2袁但总体来看袁作为影响我国地区体育环境优化的

主要两个因子袁其影响力是较为平均的遥

为便于对各因子载荷做出合理解释袁 对因子进

行正交旋转遥 旋转后得到的正交因子负载矩阵与 2

个公因子渊表 2冤可作为评价我国不同地区体育产业

环境差异的新变量遥

序号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1 6.236 47.966 47.966 

2 4.400 33.845 8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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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握各个地区的不同特征袁 可以将 4 类地

区的特征进行概括院Ⅰ类地区属于强市场尧弱政府曰

Ⅱ类地区属于强市场尧 强政府曰 Ⅲ类地区属于弱市

场尧强政府曰Ⅳ类地区属于弱市场尧弱政府遥为了更直

观地看到各地区的差异袁 本文使用 SPSS 16.0 绘制

表 2 旋转公因子矩阵一览表

从表 2 看出袁在公因子 1 中袁地区生产总值尧体
育专业数量尧二级以上运动员数量尧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尧文化体育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尧艺术表演场

馆数量尧 文体娱乐业新增资产和公共财政支出几项

指标有较高的因子负载值遥 这些指标大多都反映了

省级政府对本省体育产业环境发展的支持和带动袁
因此可以命名为野政府支持因子冶遥

在公因子 2 中袁则是居民消费水平尧城镇居民人

均现金消费支出渊文教娱乐冤尧重点文化服务企业单

位数尧重点文化服务企业营业利润尧第三产业增加值

比重这几项指标有较高的负载值遥 这几项指标主要

反映了各地区市场发展的水平袁 因此这个公因子可

以命名为野市场活力因子冶遥

基于两个公因子得分和总分已经可以对各地区

间的体育产业环境差异进行基本的了解遥为了进一步

对我国体育产业环境的省域差异和分化进行解释和

说明袁本文尝试运用快速样本聚类分析的方法袁对我

国各省体育产业环境的差异进行分区研究袁并对结果

进行处理和分析袁探讨不同省域间体育产业环境的差

异遥 本文运用的快速样本聚类分析是聚类分析的一

种遥 现有的聚类方法主要可以分为 K 均值聚类渊非层

次聚类冤尧层次聚类和两步聚类分析法[18]遥 快速样本聚

类是计算某一事物点到各聚类的重心的距离袁然后将

一些事物点分派到距离最近的那个聚类遥
按照各地区在两因子上的得分袁通过 SPSS16.0

的 K-means 快速样本聚类功能袁 把我国 31 个地区

聚为四大类遥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袁以组为自变量袁
以政府支持和市场活力为因变量袁 结果如表 3 所

示袁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来看袁分组效果较为

理想遥 基于分项评分差异袁可将我国 31 个省渊市尧
区冤聚类成 4 类区域袁各类区域所包含的省渊市尧区冤
如表 4 所示遥

表 3 单因素方差结果分析图

 Df F值 SIG 

政府支持 27 36.465 0.000 

市场活力 27 65.175 0.000 

 
表 4 省域体育产业环境发展水平的区域划分及特征

类别 省份 特征 

Ⅰ类地区 北京、上海、浙江 经济发达、区位优势明显、消费水平高、市场因子作用力强 

Ⅱ类地区 江苏、山东、广东 经济发达、区位优势较强、政府支持作用力与市场活力均较强 

Ⅲ类地区 河北、山西、辽宁、 

安徽、福建、河南、 

湖北、湖南、四川、 

陕西、 天津、重庆 

经济相对发达、政府作用力强、资源总量丰富、体育人才队伍较

强、市场活力明显不足 

Ⅳ类地区 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

海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 

经济相对落后、区位劣势明显、体育基础设施不完善、市场活力、

政府支持作用力均较弱 

 

 公因子1 公因子2 

地区生产总值 0.892 0.371 

体育专业数 0.741 0.146 

二级上运动员数 0.905 0.164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0.886 0.381 

文体娱固资投资额 0.923 0.027 

文体娱新增资产 0.923 0.022 

公共财政支出 0.861 0.341 

艺术表场馆机构数 0.781 -0.086 

文教娱城均消费 0.147 0.947 

重点文服业企业数 0.343 0.867 

重点文服业利润 0.237 0.871 

三产业增值占比 -0.247 0.843 

居民消费水平 0.132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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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 个因子的散点图渊见图 1冤遥 图 1 说明了政府支

持因子和市场活力因子的相关关系遥而且袁图中各个

散点的位置袁 能直观地反映出各个地区的省份在两

因子能力上的强弱遥

图 1 政府支持因子和市场活力因子的散点图

首先袁在Ⅰ类地区中袁北京尧上海以及浙江在市

场活力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袁 而在政府支持因子方

面相对较弱遥 这些地区经济发达尧居民消费水平位于

全国前列袁 以及重点文化服务企业发展迅速等方面

的因素给该地区的市场注入了巨大的活力遥2013 年袁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45%的省

份有 8 个袁其中 6 个为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曰排在前两

位的分别是北京和上海 [19]遥 这表明袁就全国来说北

京尧上海的第三产业发展得最好袁产业结构布局最为

合理袁 也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对体育产业以及其所处

的体育产业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遥 Ⅱ类地区中江苏尧
山东尧广东 3 省具有强政府尧强市场的特征遥 这 3 个

省都是我国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袁 因此凭借其地位优

势和国家政策优势袁在对外经济交流中迅速发展袁经
济建设突飞猛进遥 而且袁这 3 个省的体育局都先后出

台政策措施袁助推体育产业的发展遥 江苏省体育局印

发 叶江苏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曳袁
通过资金支持来带动体育产业发展曰 广东省体育局

起草了叶关于加快广东体育产业发展的意见曳袁打造

体育产业品牌袁培育市场发展体育产业曰山东省体育

局也发布了 叶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实

施意见曳遥 因此Ⅱ类地区 3 个省份无论在市场方面还

是政府政策支持方面袁都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遥
Ⅰ 尧Ⅱ类地区的 6 个省渊市尧区冤都是我国东部发

达省份袁市场经济发展水平高袁无论是生产要素尧市
场需求还是相关性产业的发展均位于全国前列遥 因

此区位优势明显袁 体育基础完善袁 体育投入的力度

大袁体育院校和人才集中遥同时有关学者利用主成分

分析法对我国省域体育竞争力进行比较袁 得出这 6

个省份也是全国省域体育竞争力排名最靠前的 6 个

省份 [20]遥区域竞争力与区域的环境有着重要的联系袁
甚至有些学者将区域竞争力定义为区域的环境遥 他

们认为袁在界定竞争力上袁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国内

的产业环境上袁这比帮助任何特定产业更有益处 [21]遥
这表明袁 体育产业环境与体育竞争力之间也存在着

必然的联系袁 地区体育产业环境的优劣直接对该地

区体育竞争力产生重要的影响遥因此袁提高和优化地

区体育产业环境袁是提高体育产业竞争力尧促进体育

产业发展的重点内容遥
Ⅲ类地区包括的省份有河北尧山西尧辽宁尧安徽尧

福建尧河南尧湖北尧湖南尧四川尧陕西尧天津尧重庆袁属
于强政府尧弱市场类型遥 从地域上分析袁这些省份涵

盖了我国东尧中尧西部的省份遥 这些省渊市尧区冤大部

分都是我国人口尧资源大省袁因此在一些资源总量上

具有优势遥 然而袁大部分省份经济发展速度慢袁居民

消费水平低袁产业结构不合理等袁导致其市场缺乏活

力遥 因此体育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大多依赖于政府

方面的投入和支持遥值得一提的是袁天津作为我国一

个经济发展程度较好的直辖市袁 其体育产业环境却

分在Ⅲ类袁这表明即使同在一个经济圈袁其体育产业

发展的环境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遥 以京津冀经济圈

为例袁北京地区的体育产业环境最好属于Ⅰ类袁而河

北尧天津则被分在Ⅲ类遥 相关资料显示袁2002 年北京

市尧河北省尧天津市体育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42.25 亿

元尧15 亿元尧2.8 亿元袁这也不难看出袁与北京相比袁
同处于一个经济圈的河北尧 天津的体育产业发展相

对落后很多遥 Ⅳ类地区属于弱政府尧弱市场的类型袁
无论是市场活力因素还是政府支持因素均处于较低

水平遥 该地区所有省渊市尧区冤位于中西部袁经济发展

水平落后尧居民消费水平低以及投资环境尧政策开放

程度等方面的劣势造成了该地区体育产业环境处于

全国最落后地位遥
Ⅲ 尧Ⅳ类地区的市场活力因素都处于劣势地位遥

这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袁 同时也与该

地区制定产业政策的时机有关袁相关研究表明袁各地

区制定政策的滞后时间与人均收入呈出反比关系袁
也就是说人均收入越高的地区出台相关政策的时间

越短遥由此可以看出袁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产业环境明

显优于中西部地区袁 这与我国东部地区各省份能快

基于省域视角下我国体育产业环境的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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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及时地制定本地区的体育产业发展政策有着直接

的关系遥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体育产业环境

的省域差异进行了分析袁 基于政府支持因子和市场

活力因子的作用袁将我国大陆地区 31 个省份进行了

4 个大类的区块划分遥 通过建立 2 个公因子袁发现在

我国体育产业环境发展中存在着两种决定性因素袁
即政府支持的作用力和市场活力遥

从四大区块划分的省域视角看袁各省渊市尧区冤之
间体育产业环境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袁 因此将其划分

为野强市场尧弱政府冶野强市场尧强政府冶野弱市场尧强
政府冶和野弱市场尧弱政府冶4 种类型遥 从划分的 4 个

区块来看袁Ⅰ类地区的京尧沪尧浙三地市场发展环境

最佳袁同时又是体育院校和体育人才的聚集地袁因此

具备最为理想的体育产业发展环境遥 Ⅱ类地区虽然

在政府支持和市场活力方面都具有较强的作用力袁
但相比于Ⅰ类地区袁市场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曰Ⅲ类

地区市场活力明显不足袁 过渡依赖于政府支持因素

来支撑体育产业环境的发展袁 社会和个人力量不能

得到充分发挥袁显然后劲不足曰Ⅳ类地区的体育产业

环境最薄弱袁 无论政府支持因素还是市场活力都需

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遥

Ⅰ类地区在市场活力方面遥遥领先于我国其他

省市袁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遥例如体

育产业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袁 这直接导致某些体育行

业缺乏一定的竞争力遥此外袁该地区应该充分利用本

省市的人才优势袁要创设人才环境袁不断拓宽人才培

养渠道袁建立科学的人才评定机制遥因此要对此地区

的软环境进行优化袁 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

保障机制袁促进该地区体育产业的合理优化和布局袁
形成规范尧有序尧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遥

Ⅱ 类地区具备优越的区位优势袁3 个省份的经

济尧交通袁地理位置均十分发达遥 因此要充分利用这

一优势袁加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袁对地区的

产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遥 同时体育产业的发展应该

走野自发发展要政府引导要市场主导冶的模式袁在不

断发展过程中确立市场的主导驱动作用遥 该地区发

展体育产业具备了充足的条件及政府支持袁 要充分

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化袁 进一步激发该地区的市场活

力袁优化体育产业环境遥

Ⅲ类地区的各省份大部分属于我国中部省份袁
要充分发挥野承东启西冶的地理优势袁大力挖掘这些

省市体育人文环境好尧群众基础优越的优势产业遥同
时袁在野中部崛起冶的大背景下袁牢牢把握叶体育产业

野十三五冶规划曳及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

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等政策机遇袁大力发展本地区体

育产业袁释放市场活力袁提高体育产业效益遥

Ⅳ类地区的省市大部分属于我国西部地区袁由
于受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袁存在体育基础设施差尧投
入低等一系列问题遥 因此本地区体育产业环境的优

化要从根本上转变袁就不得不大力发展经济袁在野西
部大开发冶战略的大背景下袁要充分利用好国家的政

策和资金支持袁同时要不断加强与东尧中部地区发达

省份进行合作交流袁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本地区体育

资源丰富的优势袁 从根本上使该地区的体育产业环

境得到优化和改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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