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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在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下袁我国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发

展袁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具有积极作用遥 采用产业经济学和计量经

济学等方法袁 基于 2006要2017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袁 探寻我国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

的动态互动关系遥 研究表明院渊1冤我国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具有很强的线性关

系渊r=0.981袁P＜ 0.01冤曰渊2冤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存在协整关系袁即长期均衡关系曰
渊3冤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不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曰渊4冤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不存在单

向和双向的 Granger 因果关系遥
关键词院 体育产业曰文化产业曰经济曰时间序列数据曰计量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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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national fitness and health China, the interactive develop-

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and cultural industr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meeting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sports culture. Based on the time series data from 2006 to 2017,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s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to explore the dynamic interactiv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China. The research shows: (1)

There is a strong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sports industry (r=0.981,

P<0.01); (2) There is a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the cultural indus-

try, that is, the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3) There is no short-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 (4) There is no one-way and two-way Granger

causality between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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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互动关系的

动态计量研究
任 波 1,2

叶体育产业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指出袁提升产业能

级袁促进体育与文化尧养老尧教育尧健康等产业融合发

展遥 叶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曳渊国办发也2019页43 号冤进一步指出袁
实施野体育＋ 冶行动袁促进产业融合发展遥 随着人民群

众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袁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具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袁大力发展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有利于更

好地满足大众消费需求遥在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的国

家战略实施的背景下袁深剖中国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

的动态互动关系具有现实意义遥 近年来袁国内学界关

于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院体育

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策略和机制研究[1-2]曰城市

体育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相容性和耦合互动研究[3-4]曰以
产业链和价值链为着手点袁对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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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尧一个民族的灵魂袁坚定文化自

信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袁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10]遥体育产业和文化产

业属于服务业的范畴袁 推动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融

合发展有利于形成新业态袁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尧多
层次的消费需求遥 当下袁我国区域之间尧城乡之间发

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袁 体育产业与文

化产业互动融合发展袁 有利于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和

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发展袁提升大众消费水平遥体育

产业需要体育文化的滋养袁体育产业要做大尧有竞争

力袁也需要文化[11]遥要以体育文化作为提升体育产业

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袁 并通过体育产业与

文化产业的互动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转型升级遥

体育产业增加值是指一个国家渊或地区冤所有常

住单位一定时期内进行体育产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

果 [12]遥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是指一个国家渊或地

区冤 所有常住单位一定时期内进行文化及相关产业

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13]遥所以袁本研究选取体育产业

增加值表示体育产业发展状况袁 选取文化产业增加

值表示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袁 具有一定可行性和合理

性遥 体育产业增加值记为 tycy袁文化产业增加值记为

whcy遥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容易出现异方差现象袁通
常采用自然对数处理的方式避免数据可能出现的异

方差袁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有效遥自然对数处理的体育

产业增加值记为 lntycy=logetycy曰自然对数处理的文

化产业增加值记为 lnwhcy=logewhcy遥

渊1冤采用协整检验探寻中国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

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袁其基本操作方法如下院
对体育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值时间序列

数据建立回归方程院
lnwhcy=c0+c1lntycy+着t

估计回归方程袁得到回归残差院
u=lnwhcy-c0-c1lntycy

表 1 相关政策文件助推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互动发展

行比较研究[5]曰等等遥 从现有研究看袁基于理论层面分

析中国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互动关系的研究相对较

多袁而从计量实证角度探寻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互动

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从计量实证角

度剖析中国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动态互动关系袁为
新时代体育产业发展提供多元化路径遥

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是野五大幸福产业冶的重要

组成部分 [6]袁前者是 21 世纪的朝阳产业尧绿色产业尧
健康产业袁后者在野十三五冶末期成为了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7-8]遥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能否对文化产业起

到促进作用袁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又能否对体育产业

起到带动作用袁 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是否存在

长期稳定的均衡发展关系或短期均衡发展关系袁本

研究将从计量实证角度解析上述问题遥

近年来袁我国政府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袁给
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互动发展提供了保障遥 表 1 显

示袁 政策文件中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关系主

要体现在两方面院 一是推动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融

合发展曰 二是推动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在促进消费

结构升级中的作用遥 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属于

产业间的延伸融合袁即通过产业间的互补和延伸袁实
现产业间的融合 [9]袁推动两者融合发展能够更好地

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遥

时间 主管部门 政策文件 基本思想

2014 年 国务院 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
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

积极拓展业态袁丰富体育产业内容袁推动体育与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等融合

2015 年 国务院办公厅 叶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
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曳

加快发展体育服务尧文化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2016 年 国家体育总局 叶体育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 体育与文化等领域的互动融合日益加深袁加强体育文化建设袁促进体育文化
大发展尧大繁荣

2016 年 国家体育总局 叶体育产业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 提升产业能级袁促进体育与文化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2016 年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 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 培育健康文化产业和体育医疗康复产业袁发展健康服务新业态

2017 年 文化和旅游部
渊原文化部冤

叶文化部野十三五冶时期文化产业
发展规划曳

推动文化产业与体育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019 年 国务院办公厅 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 推动运动项目文化建设袁丰富体育文化产品等袁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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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袁对 u 进行单位根检验袁若残差 u 是平稳状

态袁则说明序列 lnwhcy 和 lntycy 是协整关系遥
渊2冤若 lntycy 与 lnwhcy 具有协整关系袁则可以

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剖析中国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之

间是否具有短期均衡关系袁对 lntycy 与 lnwhcy 建立

误差修正模型如下院
驻lnwhcyt=c+c1驻lntycyt+c1ecmt+着t
其中袁ecmt 表示体育产业增加值对文化产业增

加值的误差修正项袁 反映了体育产业增加值对文化

产业增加值的短期波动变化袁误差修正项渊ecmt冤表
达式为 ecmt=ln(whcy)t-1-c0-c1驻(tycy)t-1遥

渊3冤采用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对中国体育产业

与文化产业之间建立如下方程院
Yt=

m

i = 1
移琢iXt-i+

m

j = 1
移茁jXt-j+ut

Yt=
m

i = 1
移姿iXt-i+

m

j = 1
移啄jXt-j+vt

式中袁 假设随机误差项 ut 和 vt 之间是不相关

的遥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的原假设是野X渊或 Y冤不
是引起 Y渊或 X冤变化的 Granger 原因冶遥

体育产业增加值数据来源院2006要2008 年数据

是从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公布的 叶2006要2008 全国

体育及相关产业统计公报曳中所得 [14]曰2009要2014 年

数据是从 叶国际体育产业发展报告曳 中所得 [15]曰
2015要2017 年数据是从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统计局

联合发布的数据所得[12,16-17]遥 2006要2017 年文化产业

增加值数据全部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 [18]遥 本研究

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官方公布袁 从一定程度上可以

确保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尧权威性尧可靠性遥

图 1 显示袁 我国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呈现逐年

稳步提升态势袁2006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较体育产业

增加值高 4 140 亿元袁2017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较体

育产业增加值高 26 911 亿元袁并从 2006要2017 年中

国文化产业和体育产业增加值折线图的坡度看袁
2011 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出现增长拐点袁2014 年

体育产业增加值出现增长拐点袁 文化产业增加值的

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体育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袁并
存在文化产业增加值与体育产业增加值之间距离不

断拉大的趋势遥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大众生

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袁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作为野五大

幸福产业冶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不仅拉动了消费增长袁
而且促进了消费升级[6]遥

图 1 2006要2017 年中国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增加

值折线图渊亿元冤
Figure 1 2006-2017 China Sports Industry and Cultural

Industry Added Value Line Chart (100 million yuan)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和

每个产业内部的构成袁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的经济

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19]遥文化产业尧体育产业作为产

业结构的组成部分袁优化其产业结构袁有利于推进产

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方向发展遥近年来袁随着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动袁文化产业结构和体育产

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遥图 2 显示袁我国文化产业包括

文化服务业尧 文化制造业和文化批零业三部分遥 其

中袁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 55.6%袁远远高于文化

制造业和文化批零业遥 同时在体育产业结构的比例

分布中袁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体育服务业和体育用品业遥
由此可以看出袁我国文化服务业和体育服务业分别在

文化产业结构和体育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相对较高遥

注院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袁数据分项合计与总值不

等是由于数值修约误差所致 [12-13]

图 2 2017 年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增加值结构

文化产业是兼有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的产业形

态袁具有绿色环保尧高附加值尧消费群体广等诸多特

点和优势袁已经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 [20]遥体育产业作

为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袁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1]遥
文化产业增加值和体育产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

^ ^

9.6%

体育服务业
57.0%

文化制造业
34.8% 文化服务业

55.6%

体育用品和
相关产品制造
41.8%

文化批零业

体育场地
设施建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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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袁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化产业和体育产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遥表 2 显示袁我国文化产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已由 2013 年的 3.63%增长至 2017 年

的 4.20%袁 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已由 2013

年 0.63%增长至 2017 年的 1.00%遥 2017 年袁我国文

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已经超过 4%袁 而体育产

业增加值仅占 GDP 比重的 1%遥与文化产业相比袁我
国体育产业的经济效益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遥

表 2 文化产业和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院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尧人民网尧国家统计局官

网[12,16-18]

回归散点图是以序列组中某一个序列为横轴袁其
他序列为纵轴袁并可以选择对这些序列进行变换袁通过

二元回归方程得出带拟合回归曲线的散点图[22]遥 本研

究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对文化产业增加值与体育产

业增加值做回归散点图遥 图 3 显示袁散点大部分位于

拟合回归直线附近袁表明文化产业增加值与体育产业

增加值之间具有很强的线性关系遥本研究采用对文化

产业增加值与体育产业增加值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

析袁 得出文化产业增加值与体育产业增加值之间的相

关系数 r=0.981袁相伴概率 P＜0.01袁进一步佐证了我

国文化产业与体育产业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遥

图 3 体育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回归散点图

时间序列平稳性是经典计量经济学分析的理论

基础袁随着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袁现代计量经

济学研究认为对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之间进行回归

分析袁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袁即检验序列的平稳性[22-24]遥
Augmented Dickey-Fuller 检验 渊增项 DF 检验袁 简称

ADF 检验冤是最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袁其基本原

理是依据 Mackinnon 给出 3 种不同检验回归模型以

及不同样本下 t 统计量在 1%尧5%尧10%检验水平下

的临界值遥 若检验 t 统计量值小于临界值袁则拒绝原

假设曰 反之则接受原假设[22,25]遥 本研究采用 EViews

10.0 计量经济学软件袁对 lntycy 与 lnwhcy 进行单位

根检验袁操作方法院采用 ADF 检验袁滞后阶数采用

Schwarz Info Criterion 准则渊简称 SIC 准则冤袁检验类

型为没有截距项和趋势项袁差分滞后阶数为 1遥
表 3 显示袁中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原始序列渊lntycy冤

和文化产业增加值原始序列渊lnwhcy冤的 t 统计量对应

的相伴概率分别为 0.9999 和 1.0000袁 远远大于 1%的

显著性水平袁 即原始序列 lntycy 和 lnwhcy 是非平稳

的曰体育产业增加值一阶差分序列渊驻1lntycy冤和文化产

业增加值一阶差分序列渊驻1lnwhcy冤的 t 统计量对应的

相伴概率分别为 0.4202 和 0.2415袁 大于 1%的显著性

水平袁 即一阶差分序列 驻1lntycy 和 驻1lnwhcy是非平稳

的曰体育产业增加值二阶差分序列渊驻2lntycy冤和文化产

业增加值二阶差分序列渊驻2lnwhcy冤的 t 统计量对应的

相伴概率分别为 0.0004 和 0.0011袁 远远小于 1%的显

著性水平袁即二阶差分序列 驻2lntycy 和 驻2lnwhcy 是平

稳的袁记为 驻2lntycy ~I(2)尧驻2lnwhcy ~I(2)遥
表 3 中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值时间序

列的 ADF 检验

注院检验类型渊0,0,1冤表示模型中没有截距项和趋势项袁差
分滞后阶数为 1

1987年袁Engle 和 Granger 提出了时间序列数据

之间的协整关系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袁 其基本思想

是院虽然一些时间序列数据是非平稳的袁但是这些时

间序列数据之间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袁 则可以

认为这些时间序列数据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袁 即长期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文化产业增加值 /% 3.63 3.76 3.97 4.14 4.20

体育产业增加值 /% 0.63 0.64 0.80 0.90 1.00

检验
序列

序列
类型

检验
类型

t 统计量
相伴
概率 P

是否
平稳

单整
阶数

lntycy 原始序列 渊0,0,1冤 10.7324 0.9999 非平稳 2

驻1lntycy 一阶差分 渊0,0,1冤 -0.6213 0.4202 非平稳

驻2lntycy 二阶差分 渊0,0,1冤 -4.7594 0.0004 平稳

lnwhcy 原始序列 渊0,0,1冤 8.8097 1.0000 非平稳 2

驻1lnwhcy 一阶差分 渊0,0,1冤 -1.0587 0.2415 非平稳

驻2lnwhcy 二阶差分 渊0,0,1冤 -4.0871 0.0011 平稳

体育产业增加值 tycy渊亿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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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关系 [26]遥 协整检验一般包括基于模型回归系数

的协整检验渊即 Johansen 协整检验冤和基于模型回归

残差的协整检验遥 本研究是对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

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袁 若残差序列是平

稳序列袁 则表明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存在协整

关系袁否则就不存在协整关系[26]遥
表 4 显示了中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

增加值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的结果遥 被解

释变量 lnwhcy 与解释变量 lntycy 的回归方程为

lnwhcy=1.7691+0.9832Intycy袁常数项 c 和体育产业增

加值 lntycy 的 t 统计量相对应的相伴概率都小于

1%的显著性水平袁且方程拟合优度 R-squared渊R2冤和
Adjusted R-squared渊R2冤接近 1袁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的拟合效果较好遥 通过回归方程可以

看出袁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提升 1%袁则文化产业增

加值增长 0.9832%遥
表 4 中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值时间序

列的协整检验

注院检验类型渊0,0,1冤表示模型中没有截距项和趋势项袁差
分滞后阶数为 1

表 5 显示袁中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

值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遥 本研究

采用 EViews 10.0 计量经济学软件袁 对协整回归方程

进行单位根检验袁操作方法院采用 ADF 检验袁滞后阶

数采用 SIC 准则袁 检验类型为没有截距项和趋势项袁
差分滞后阶数为 1遥表 5 显示袁ADF 检验 t 统计量对应

的相伴概率 P=0.0045袁小于 5%的显著性水平遥 可以说

明袁lnwhcy 与 lntycy 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袁 即中国体

育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遥
表 5 中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值协整回

归方程的残差序列 u 平稳性检验

注院检验类型渊0,0,1冤表示模型中没有截距项和趋势项袁差
分滞后阶数为 1

误差修正模型是用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动态非均

衡关系的方法袁即当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时袁则可

以通过建立变量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袁 分析变量之

间的短期波动变化 [22,25-26]遥 由于中国体育产业增加值

与文化产业增加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袁 所以可以采

用误差修正模型对体育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

值是否存在短期均衡关系进行分析遥
表 6 显示袁在解释变量渊lntycy冤对被解释变量

渊lnwhcy冤的误差修正模型中袁常数项的 t 统计量对

应的相伴概率大于 1%的显著性水平袁 解释变量和

误差修正项的 t 统计量对应的相伴概率大于 5%的

显著性水平袁可以表明模型整体上不显著袁即体育产

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值没有短期均衡关系遥
表 6 体育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值时间序列的

误差修正模型

文化产业增加值短期波动有两部分影响院第一部

分是由体育产业增加值的短期变动影响袁第二部分是

由前一期文化产业增加值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渊即误差

修正项 ecmt-1冤影响遥 如果前一期文化产业增加值没有

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渊即误差修正项 ecmt-1=0冤袁则当期

文化产业增加值全部是由当期体育产业增加值影

响曰如果前一期文化产业增加值偏离长期均衡关系

渊即误差修正项 ecmt-1屹0冤袁则为了维持文化产业增

加值与体育产业增加值的长期均衡关系袁将以 -0.2490

的速度渊误差修正项 ecmt-1 的系数估计值冤对前一期

体育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值之间的非均衡

状况进行修正袁将其调整到长期均衡状态遥 由于体

育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值的误差修正模型

整体不显著袁所以体育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

值之间不存在短期均衡关系遥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格兰杰

渊C.W.Granger冤于 1969 年提出的袁检验变量之间的因

果关系袁 即判断一个变量的变化能否被看成另一个

变量变化的原因袁可以通过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来

被解释变量 lnwhcy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 统计量 相伴概率 P R2 R2

常数项 c 1.7691 0.3539 4.9995 0.0005
0.9800 0.9780

lntycy 0.9832 0.0444 22.1543 0.0000

^

残差序列 检验类型 t 统计量
相伴

概率 P
是否平稳

u=lnwhcy-1.7691

-0.9832伊lntycy
渊0,0,1冤 -3.2852 0.0045 平稳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统计量 相伴概率 P

lnwhcy 常数项渊c冤 0.1698 0.0695 2.4443 0.0403

lntycy 0.0375 0.3564 0.1052 0.9188

ecm渊-1冤 -0.2490 0.2186 -1.1388 0.2877

^

中国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互动关系的动态计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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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体育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检验的原假设 滞后长度 F 检验统计量 相伴概率 P 对原假设的判断

体育产业增加值不是文化产业增加值的 Granger 因果关系 1 0.3384 0.5768 不能拒绝原假设

文化产业增加值不是体育产业增加值的 Granger 因果关系 1 0.1112 0.7474 不能拒绝原假设

体育产业增加值不是文化产业增加值的 Granger 因果关系 2 0.6011 0.5835 不能拒绝原假设

文化产业增加值不是体育产业增加值的 Granger 因果关系 2 1.0047 0.4298 不能拒绝原假设

体育产业增加值不是文化产业增加值的 Granger 因果关系 3 1.1131 0.5054 不能拒绝原假设

文化产业增加值不是体育产业增加值的 Granger 因果关系 3 2.7176 0.2804 不能拒绝原假设

实现[23,25]遥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不是单纯检验变量之

间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袁 而是分析变量的前期信息是

否会影响另一个变量当期的检验方法遥 Granger 因果

关系检验中最重要的是滞后时间长度的确定袁 不同

的滞后长度袁其检验结果可能不同遥Granger 因果关系

检验方法是通过简单滞后模型进行检验袁 而滞后长

度的选取存在随意性袁 所以滞后长度的选取就显得

尤为重要[22,26]遥 为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袁本研究选择

滞后长度为 1-3袁以保证能够基本反映体育产业增加

值与文化产业增加值的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遥

表 7 显示袁 从体育产业增加值不是文化产业增

加值的 Granger 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看袁 在滞后长

度为 1-3 的条件下袁 其 F 检验统计量对应的相伴概

率 P 都远远大于 10%的显著性水平袁 即不能拒绝原

假设曰 从文化产业增加值不是体育产业增加值的

Granger 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看袁在滞后长度为 1-3
的条件下袁 其 F 检验统计量对应的相伴概率 P 也远

远大于 10%的显著性水平袁 即不能拒绝原假设遥 综

合看袁 中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值不存

在相互的 Granger 因果关系遥

从协整检验结果看袁 中国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

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遥近年来袁随着国家层面利好

政策的大力推动袁体育产业总规模渊增加值冤与文化

产业总规模渊增加值冤取得了较快的增长速度遥 从长

期看袁存在着体育产业增加值提升 1%袁文化产业增

加值增长 0.9832%的动态互动关系遥 叶体育产业发展

野十三五冶规划曳指出袁到 2020 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

模超过 3 万亿元袁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

1.0%遥 叶文化部野十三五冶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曳指
出袁 到 2020 年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遥
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尧快速发展遥体
育产业可以通过融入文化元素袁 提升体育产业核心

竞争力曰文化产业可以通过融入体育元素袁展现多样

化的文化内涵袁 实现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利共

赢和融合发展袁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

需求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袁服务业结构

持续优化袁服务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27]遥
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体育产业增加值结构和文化产业增加值结构不断趋

于合理袁2017 年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占体育产业增加

值比重达到 57.0%袁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占文化产业增

加值比重达到 55.6%袁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体育服务业

和文化服务业为主的合理的体育产业结构和文化产

业结构[12-13]袁对推动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向长期

均衡方向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遥

从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结果看袁 中国体育产业与文

化产业之间不存在短期均衡关系遥 当前袁我国体育产

业增加值与文化产业增加值还存在较大差距袁具体体

现在院2017 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为 7 811 亿元袁而
文化产业增加值为 34 722 亿元遥 随着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的深入推进袁我国体育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袁但
由于其规模相对较小袁 占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高袁 体育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没有充分

发挥出来曰而文化产业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袁对国民

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袁 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对国民

经济的贡献率具有较大差距遥 当前袁文化产业已成为

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袁 而体育产业发展才刚刚起

步袁 在短期内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难以达到均衡发

展遥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袁我国体育产业和文

化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袁提供优质高效的产品和服务袁
对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尧多层次需求具有现实意义遥
在 2013 年底袁我国文化产业潜在的消费规模可以达

到 4.7 万亿元袁文化消费的形态已经呈现出多样化发

展趋势[28]遥 而叶全民健身计划渊2016要2020 年冤曳指出袁
到 2020 年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 1.5 万亿元遥 可以看

出袁 我国文化消费规模与体育消费规模存在着比较

大的差距袁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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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产品与服务的协同发展遥 从体育产业与文

化产业总规模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尧消费规模等方

面看袁 中国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不存在短期均

衡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必然性遥

从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看袁中国体育产业

与文化产业之间不存在相互的 Granger 因果关系遥从

体育产业增长不是文化产业提升的 Granger 因果关

系看袁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水平还不高袁市场主体

活力不强袁产品有效供给不足袁体育产业政策体系不

完善等[29]袁制约了我国体育产业向高质量发展曰加之袁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完善袁 区域体育产

业发展不平衡尧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袁体育产业内部

各业态尚缺乏与文化产业互动融合的机制袁 且体育

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偏低袁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融

合发展的基础薄弱 [30]袁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体育产

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发展遥 从文化产业提升不是体

育产业增长的 Granger 因果关系看袁当前体育产业与

文化产业的扶持政策不统一袁 尽管国家对于体育产

业尧文化产业都出台了相应扶持性政策袁但是扶持政

策具有较大差异遥 如在税收优惠方面袁文化产业免收

所得税乃至政府贴息袁而体育产业尚未落地实施 [30]遥
叶文化部野十三五冶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曳指出袁促
进创意设计尧文化旅游尧文化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全

面协调发展袁但体育产业并没有被纳入其中遥 相关政

策规划中没有明确文化产业与体育产业互动融合发

展的保障措施袁 这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化产业与

体育产业的互动发展遥

随着大众消费需求不断升级袁 体育产业发展步

伐加快袁推动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互动发展袁有利于

拓宽以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为主体的多种业态袁对
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尧 多层次体育文化需求具有

积极作用遥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院中国体育产业与文

化产业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袁 但不存在短期均衡

关系和相互的 Granger 因果关系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院一是优化体育产业

结构和文化产业结构袁 促进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互

动发展遥 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袁通过优化体育产业结构和文化产业结构袁提升体

育服务业和文化服务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

用袁促进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发展遥二是加强政

策支持袁保障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发展遥对从事

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企业袁国家应给予财政支持尧税
收优惠等袁保障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遥
三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 提供体育产品和文化产

品的有效供给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袁有利于

更好地提高供给质量袁扩大体育产品与服务尧文化产品

与服务的有效供给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尧多层次

需求袁充分发挥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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