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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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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评价方法,对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在探析体育

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上海为案例进行实

证分析。结果显示:①体育产业能够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城市化能够为体育产业发展创造良

好条件;②2014—2016年上海体育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低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2017—2018年则高

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③2014—2016年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状态为体育产业滞后型耦

合,2017—2018年为城市化滞后型耦合;④2014—2018年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程度由极

度失调发展至初级协调,2014—2016年为体育产业滞后型耦合协调,2017—2018年为城市化滞后型

耦合协调。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对策,旨在提升二者耦合协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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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耦合起初是物理学的概念,随着交叉学科的

发展,耦合逐渐运用到测量两系统或多系统的相

互作用而产生相互影响的现象方面[1]。由于耦合

只能说明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状况,不

能反映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状况,有必要采用耦合

协调评价方法来研究体育产业与城市化互动发

展,这样不仅能够反映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相互

作用和相互影响,也能较全面地反映体育产业与

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状况。
  

目前学界关于耦合协调的研究,多体现在两

系统或三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方面,大多涉

及旅游业、生态环境、文化产业、区域经济、城

市化等,而体育领域关于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实证研究较少。有研究

认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将是未来的

热点研究议题[2]。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形成了体育赛

事活跃、体育用品总部经济集聚的显著特征[3]。
数据显示,2014—2018年上海体育产业总规模

已由767.05亿元,增长至1
 

496.11亿元,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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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达到18.18%,增幅达到95.05%;体育

产业增加值已由308.22亿元,增长至556.9亿

元,年 均 增 长 率 达 到 15.94%,增 幅 达 到

80.68%。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上海市体育产业和城市化发展为分析对象,综

合考虑体育产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的影响因素,
构建体育产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的耦合协调评价

模型,探寻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状

况,以期为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

提供参考。

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作用机理

  体 育 产 业 作 为 新 时 代 “五 大 幸 福 产 业”
“六大消费工程”“十大扩消费行动”的组成部

分[4-5],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

凸显。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6-7]。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以及在体育产业提质增效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

协调作用愈发明显:一方面,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对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
社会城市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
城市化进程将加快驱动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

业贡献、优化产业结构、夯实产业基础、扩大

市场主体等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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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作用机理

体育产业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有利

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第一,体育产业促进经济城

市化。近年来,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

著增 加,2014 年 中 国 体 育 产 业 的 增 加 值 为

4040.98亿元,占当年 GDP的比重为0.64%;
到2018年体育产业实现增加值10078亿元,占

同期GDP的比重增长至1.1%。可见,体育产

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8-9],对加快经济城

市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二,体育产

业促进人口城市化。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提供大

众健康休闲娱乐需要的体育产品与服务,有利于

提升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品质,改善人民生活方

式;同时,还有利于增加城镇就业,如2016年

体育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为440余万人,其吸纳就

业的能力还在不断增长[10],对推动人口城市化

具有积极作用。第三,体育产业促进空间城市

化。体育产业对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城市活

力、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具有促进作用。如国发

〔2014〕46号文指出, “各地要将体育设施用地

纳入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

划,合理安排用地需求。”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有

利于合理布局城市体育场地设施,以整合资源、
盘活存量,充分利用城市废旧厂房、仓库、老旧

商业设施等 “金边银角”,促进城市空间优化利

用,助推空间城市化发展。第四,体育产业促进

社会 城 市 化。根 据 《体 育 产 业 统 计 分 类

(2019)》,体育产业包括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

育健身休闲活动、体育教育与培训、体育用品及

相关产品制造、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等11大类。
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活动能够为大众提供体育

竞赛观赏需求,加快发展体育健身休闲活动能够

为大众提供多样化和多层次的健身休闲产品,加

快发展体育教育与培训能够为大众提供科学的健

身指导并培养健身运动习惯,加快发展体育用品

及相关产品制造能够为大众提供适宜于健身休闲

活动的运动装备等,这些都能够极大地推进社会

城市化进程。
  

另一方面,城市化为体育产业发展创造良好

条件,有利于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第一,城市化

扩大体育产业规模。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基础

设施逐渐完善,城市规模经济凸显,第三产业发

展迅速,体育赛事、体育用品制造、体育场地设

施建设、体育培训教育、体育传媒与广告等体育

产业子业态迎来良好发展环境,对推动体育产业

规模扩大、促进体育产业集聚发展、优化体育产

业空间结构和布局等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城

市化提升体育产业贡献。经济城市化进程加快,
有利于增强城市经济发展动能、优化城市产业布

局,在城市经济减速换挡和提质增效发展过程

中,城市居民消费水平显著增强,为体育产业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消费基础;空间城市化进程加

快,有利于合理布局城市体育基础设施,对加大

城市全民健身活动供给、提升城市体育活力、增

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增强体育产业吸纳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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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具有积极作

用。第三,城市化优化体育产业结构。体育、旅

游、文化、养老、健康作为 “五大幸福产业”[4],
都属于生活性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其具有某些相

同的属性和特征。在城市化进程中,经济、人

口、空间、社会等城市化指标增长,能够促进以

健身休闲和竞赛表演为主的体育服务业,与旅

游、文化、养老、健康等融合,有利于体育产业

提质扩容、优化结构。第四,城市化夯实体育产

业基础。人口城市化作为城市化评价体系中最为

重要的要素之一,主要是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 (即城镇化率)。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有利

于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提升参与型和观赏型体育

消费人口数量,进而增加体育消费需求;社会城

市化进程加快,有利于提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进而提升居民的体育消费能力和消费欲

望,促进体育消费,夯实体育产业发展基础。第

五,城市化培育体育产业市场主体。伴随着经济

社会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众对健身休闲活

动、体育赛事观赏活动等需求加大,需要政府加

大对体育产业的扶持力度,如在财税价格、水电

安保、场地设施供给等方面给予优惠,为培育体

育市场主体、促 进 体 育 产 业 发 展 提 供 强 有 力

保障。

2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指标选取

根据近年来关于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评价指标

体系的研究成果,构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指标体

系,体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通过5个维度的8个

具体指标反映[11-13];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通过4
个维度的13个具体指标反映[1,14-19] (表1)。

表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体育产业系统 体育产业规模 X1:体育产业总产值/亿元

X2:体育产业增加值/亿元

体育产业贡献 X3: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X4:体育企业就业人员总数/人

体育产业结构 X5:体育服务业总产值/体育产业总产值/%

体育产业基础 X6:人均体育消费/元

X7: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平方米

体育市场主体 X8:年末登记体育企业数量/家

城市化系统 经济城市化 Y1:人均GDP/元

Y2:二三产业占GDP比重/%

人口城市化 Y3:城镇人口比重/%

Y4:城市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Y5: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比重/%

空间城市化 Y6:人均拥有建成区面积/ (平方公里/万人)

Y7:人均城市拥有道路面积/平方米

Y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社会城市化 Y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Y10: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万人

Y11: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

Y12: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Y13: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标台

2.2 数据来源

由于体育产业统计工作开展较晚,官方公

布的国家体育产业统计数据始于2006年,而

省域体育产业数据更难获得。考虑指标数据的

可获得性,这里选取2014—2018年上海体育

产业相关数据,体育产业评价指标具体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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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上海体育局与上海运动与健康产业协同创

新中心联合发布的 “体育产业发展数据”。城

市化评价指标具体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5—2019年)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http://

www.stats.gov.cn/tjsj/)的统计数据。具体数据

见表2和表3。

表2 上海体育产业发展数据

指标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X1:
 

体育产业总产值/亿元 767.05 910.13 1
 

045.87 1
 

266.93 1
 

496.11

X2:
 

体育产业增加值/亿元 308.22 351.22 421.27 470.26 556.9

X3:
 

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1.3 1.4 1.5 1.6 1.7

X4:
 

体育企业就业人员总数/人 197
 

426 216
 

704 250
 

412 283
 

554 333
 

375

X5:
 

体育服务业总产值/体育产业总产值/% 55.3 60.3 64.6 65.5 75.8

X6:
 

人均体育消费/元 1
 

672 1
 

934 2
 

094 2
 

460 2
 

580

X7: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平方米 1.74 1.76 1.83 1.96 2.23

X8:
 

年末登记体育企业数量/家 7
 

938 7
 

938 8
 

910 11
 

489 16
 

286

表3 上海城市化发展数据

指标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Y1:
 

人均GDP/元 97
 

370 103
 

796 116
 

562 126
 

634 148
 

744

Y2:二三产业占GDP比重/% 99.50 99.60 99.60 99.70 99.70

Y3:
 

城镇人口比重/% 89.60 87.60 87.90 87.70 88.10

Y4:
 

城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3
 

826 3
 

809 3
 

816 3
 

814 3
 

823

Y5:
 

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比重/% 61.80 62.85 63.82 65.54 66.30

Y6:
 

人均拥有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万人) 0.694
 

4 0.692
 

3 0.689
 

0 0.686
 

5 0.846
 

6

Y7:
 

人均城市拥有道路面积/平方米 4.11 4.27 4.37 4.51 4.58

Y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7.33 7.62 7.83 8.19 8.49

Y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8
 

841.4 52
 

961.86 57
 

691.67 62
 

595.74 68
 

033.62

Y10: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万人 50.66 51.16 51.47 51.49 51.78

Y11: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 64
 

666.47 70
 

212.82 75
 

493.79 81
 

300.64 86
 

630.7

Y12: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68 70 74 77 81

Y13: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标台 11.97 12.36 12.70 13.94 9.04

2.3 研究方法

2.3.1 熵值法

熵值法是确定指标权重的基本方法,其优势

是能够避免主观因素造成的误差,有效处理多指

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问题[20-21]。
基本步骤如下:
  

(1)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为消除各指标

之间的量纲影响,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便于指标数据的权重赋值[20-21]。由于熵值法对

指标数据处理,涉及到自然对数的计算过程,为

避免赋值数的无意义,通常对指标数据标准化处

理后的数字增加一个略大于0的正数,一般选取

增加0.001[22]。
  

正向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公式:

Zij=
xij-min (xij)

max (xij)-min (xij)
+0.001

    

(1)

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公式:

Zij=
max (xij)-xij

max (xij)-min (xij)
+0.001

    

(2)

式中,Zij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xij 为

原始数据,min (xij)表示最小值,max (xij)
表示最大值。由于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具体指标

数据都是正向指标,因此,采用公式 (1)计算。
  

(2)计算第i 项指标对应的第j 个数据占

比。公式如下:

pij =Zij/∑
n

j=1
Zi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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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公式如下:

ej =-k∑
n

j=1
pijln(pij),k=1/In

 

N
    

(4)

式中,N 代表时间跨度,由于本研究分析的是

2014—2018年数据,因此,N =5。
  

(4)计算第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gj。公式

如下:

gj =1-ej
    (5)

  

(5)计算指标权重。公式如下:

wj =gj/∑
n

j=1
gj

      (6)

2.3.2 耦合协调评价方法

耦合协调度是对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耦合协

调程度的测度指标,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

评价的基本分析步骤如下:
(1)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为了消除各

指标之间的量纲影响,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
  

正向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公式:

uij =
xij -min(xij)

max(xij)-min(xij)
+0.001

    

(7)
  

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公式:

uij =
max(xij)-xij

max(xij)-min(xij)
+0.001

    

(8)

式中,uij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xij 为第i个

系统的第j项指标数据,min(xij)表示最小值,

max(xij)表示最大值。由于体育产业评价系统

与城市化评价系统都是正向指标,因此,采用公

式(7)表示。
  

(2)构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采用线性

加权法测度体育产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的综合发

展水平,公式如下:

ui=1,2=∑
n

j=1
ωijuij(其中∑

n

j=1
ωij =1)

    

(9)

式中,u1 表示体育产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评

价函数;u2 表示城市化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评

价函数;ωij 表示权重,是通过熵值法所得。
  

(3)构建耦合度模型。通过借鉴物理学中的

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构建系统间的耦合度模型。
公式如下:

cn ={(u1×u2L×un)/∏(ui+uj)}1
/n

    

(10)
由于本研究立足分析体育产业系统与城市化

系统的耦合协调模型,因此可建立体育产业系统

与城市化系统的耦合度模型为:

c2={(u1×u2)/[(u1+u2)×(u1+u2)]}1
/2

    

(11)
式中,c2 表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度,u1

表示体育产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u2 表

示城市化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4)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由于体育产业系

统与城市化系统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外部环境的影

响,可能会出现两者发展水平较低,但耦合度较

高;亦或出现两者发展水平较高,但耦合度较低

的现象。建立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模

型能够较客观体现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

状况。公式如下:

D= C×T(其中T=αu1+βu2)
    

(12)
式中,D 为体育产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的耦合协

调度,T 为体育产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的综合协

调水平指数,α、β 为待定系数,分别表示体育

产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的贡献系数。由于体育产

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相对独立,很难评定二者的

相互影响强弱,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将

α、β 均取值0.5[20,23]。
根据耦合协调度大小,可将耦合协调度划分

为10个等级,如表4所示。

表4 耦合协调等级评价指标[20,22]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等级

[0.9,
 

1] 优质协调

[0.8,
 

0.9) 良好协调

[0.7,
 

0.8) 中级协调

[0.6,
 

0.7) 初级协调

[0.5,
 

0.6) 勉强协调

[0.4,
 

0.5) 濒临失调

[0.3,
 

0.4) 轻度失调

[0.2,
 

0.3) 中度失调

[0.1,
 

0.2) 严重失调

[0,
 

0.1) 极度失调

3 实证分析

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评价通过2
步实现,一是通过熵值法的基本计算步骤 (公式

1—6),对体育产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的各指标

进行赋值,由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权重系数

反映各指标相对重要程度;二是通过耦合协调评

价方法的基本计算步骤 (公式7—12),分析得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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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体育产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
耦合度、协调度、耦合协调度等指标 (表5),
从实证层面解释体育产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的耦

合协调状况。
表5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指数

年份
 

u1 u2 C T D
耦合协

调等级

2014年0.001
 

0 0.225
 

7 0.066
 

3 0.113
 

4 0.086
 

7 极度失调

2015年0.136
 

8 0.183
 

4 0.494
 

7 0.160
 

1 0.281
 

4 中度失调

2016年0.324
 

6 0.346
 

2 0.499
 

7 0.335
 

4 0.409
 

4 濒临失调

2017年0.583
 

5 0.483
 

4 0.497
 

8 0.533
 

5 0.515
 

3 勉强协调

2018年1.001
 

0 0.850
 

9 0.498
 

4 0.925
 

9 0.679
 

3 初级协调

  注:u1 表示体育产业综合发展水平,u2 表示城市化综合发

展水平,C 表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程度,T 表示体育产

业与城市化的综合协调指数,D 表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

协调度

3.1 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综合发展水平

图2是2014—2018年上海体育产业和城市

化综合发展水平折线图。可以看出,体育产业

综合发展水平由0.001
 

0增长至1.001
 

0,城市

化综合发展水平由0.225
 

7增长至0.850
 

9。整

体上,2014—2018年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综合

发展水平呈现以下特点和规律:①2014—2016
年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高于体育产业综合发展

水平,但二者之间存在缩小趋势。②体育产业

综合发展水平快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至

2017年超过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总体上看,
近年来在上海推进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

的建设进程中,体育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其综

合发展水平高于同期城市化、GDP等综合发展

水平具有一定的现实必然性。

1.200 0

1.000 0

0.800 0

0.600 0

0.400 0

0.200 0

0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0.001 0
0.136 8

0.324 6

0.483 4

0.183 40.225 7
0.346 2

0.583 5

0.850 9

1.001 0

体育产业

城市化

图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对比图

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状况

耦合度是衡量两个系统或多个系统之间关联

程度的指标,分析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度,
能够客观认识体育产业与城市化之间的关联程度。

图3显示,2014—2018年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

发展指数由0.066
 

3增长至0.498
 

4,体育产业与

城市化耦合发展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体育产业与

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线性趋势线直线上升,反映出

二者处于正向互动耦合发展状态。由于体育产业

与城市化耦合发展受到体育产业系统和城市化系

统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可从两系统综合

发展水平状况评判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态

势。整体上,2014—2018年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

耦合发展状况呈现以下特点和规律:①2014—

2016年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状态为体育产

业滞后型耦合,体育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较低制约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②2017—2018年体

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状态为城市化滞后型耦

合,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较低反过来制约体育产

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究其原因,近年来上海相

继出台 《关于加快本市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

意见》 《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等利好政策,为上海体育产

业较快增长,进而超越同期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

提供了条件。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0.498 40.497 80.499 70.494 7

0.700 0
0.600 0
0.500 0
0.400 0
0.300 0
0.200 0
0.100 0

0

0.066 3

注： 图中直线为线性趋势线

图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程度

3.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状况

1.000 0
0.900 0
0.800 0
0.700 0
0.600 0
0.500 0
0.400 0
0.300 0
0.200 0
0.100 0

0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0.113 4 0.160 1

0.335 4

0.533 5

0.925 9

注： 图中直线为线性趋势线

图4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程度

分析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状况,
能够较好认识体育产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的动

态变化过程。图4显示,2014—2018年体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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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城市化协调度由0.113
 

4增长至0.925
 

9,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逐年稳步增长,反映出近年

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态势。整体

上,2014—2018年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状

况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规律:①2014—2016年体

育产业与城市化协调状态为体育产业滞后型协

调,此阶段需要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以促进与

城市化协调发展;②2017—2018年体育产业与

城市化协调状态为城市化滞后型协调,此阶段

需要加快推进城市化发展,以促进与体育产业

协调发展。

3.4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状况

综合表4和图5,2014—2018年体育产业

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程度由极度失调 (0.086
 

7)
发展至初级协调 (0.679

 

3)。整体上,2014—

2018年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规律:①由于耦合协调程度

测算是耦合程度与协调指数的综合评价,因此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程度受到两系统耦

合程度和协调指数的影响。图5所 示,2014
年、2017年、2018年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

调指数大于耦合程度,这3个时期是耦合发展

滞后,制约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

2015年和2016年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指

数小于耦合程度,这2个时期是协调发展滞

后,制约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②
根据体育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综合发展

水平,可将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划分为

体育产业滞后型耦合协调、城市化滞后型耦合

协调2种类型。图6显示,2014—2016年,体

育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低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

平,为体育产业滞后型耦合协调;2017—2018
年体育产业综合发展水平高于城市化综合发展

水平,为城市化滞后型耦合协调。
1.000 0
0.900 0
0.800 0
0.700 0
0.600 0
0.500 0
0.400 0
0.300 0
0.200 0
0.100 0

0 2018 年

0.679 3
0.925 9
0.498 4

0.515 3
0.533 5
0.497 8
2017 年

0.409 4
0.335 4
0.499 7
2016 年

0.281 4
0.160 1
0.494 7
2015 年

0.086 7
0.113 4
0.066 3
2014 年

协调指数
耦合程度

耦合协调程度

图5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程度、

协调指数与耦合协调程度

1.200 0
1.000 0
0.800 0
0.600 0
0.400 0
0.200 0

0

0.679 3
0.850 9
1.001 0
2018 年

0.515 3
0.483 4
0.583 5
2017 年

0.409 4
0.346 2
0.324 6
2016 年

0.281 4
0.183 4
0.136 8
2015 年

0.086 7
0.225 7
0.001 0
2014 年

城市化发展水平
体育产业发展水平

两系统耦合协调程度

图6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综合发展水平

与耦合协调度

4 结论与建议

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为分析对象,在构

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探

析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的内在机理,并对

2014—2018年上海市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进

行耦合协调评价,主要结论如下:
  

(1)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的外在基础

是体育产业发展能够为城市化提供强劲动力,城

市化发展为体育产业创造良好条件;内在条件是

体育产业发展能够推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

化、空间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发展,城市化发展

能够扩大体育产业规模、提升体育产业贡献、优

化体育产业结构、夯实体育产业基础、培育体育

市场主体等,进而形成外在基础和内在条件相结

合的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机理。
  

(2)上海体育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城市化综

合发展水平呈现差异性。2014—2016年上海体

育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低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

2017—2018年则高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
  

(3)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状况

和协调状况都呈现相对平稳的变化态势。2014
年、2017年、2018年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协调程

度高于耦合程度,2015年和2016年体育产业与

城市化协调程度低于耦合程度。
  

(4)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程度改

善迅速,已从极度失调发展至初级协调。根据体

育产业与城市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差异,2014—

2016年 属 于 体 育 产 业 发 展 滞 后 型 耦 合 协 调,

2017年 和2018年 为 城 市 化 发 展 滞 后 型 耦 合

协调。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针对上海体育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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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综合发展水平发展的差异性,建议合理布局城

市体育产业,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在城市化进程中

的积极作用;要大力提升城市化发展水平,以适

应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要积极探索体育产

业与城市化深度融合的路径,以促进体育产业与

城市化互促共进发展。
  

(2)针对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

和协调状况平稳变化的情况,建议制定相关政

策,把体育产业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

入城市财政预算,纳入城市土地发展规划,夯实

体育产业发展基础,因地制宜发展地域特色体育

产业。多措并举提升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发

展水平和协调发展水平,增强二者的耦合协调

能力。
  

(3)针对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

水平整体不高的问题,建议推动体育产业与城市

化的联动发展,打造与城市发展定位相一致的健

身休闲活动、竞赛表演活动等,如围绕体育赛事

活动,打造体育精品赛事;围绕体育用品与相关

产品制造,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业集聚水平,打造

体育用品总部经济;围绕体育市场主体,加强政

策扶持,活跃体育市场,打造良好的体育营商环

境;围绕特色旅游资源,推动体旅融合,打造体

育产业发展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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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ur-
banization

 

by
 

methods
 

of
 

entropy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sports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ports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for
 

empiri-
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Sports
 

industry
 

can
 

provide
 

strong
 

impetus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an
 

create
 

good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
try;

 

②From
 

2014
 

to
 

2016,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Shanghai’s
 

sports
 

industry
 

was
 

lower
 

than
 

that
 

of
 

urbanization,
 

while
 

that
 

of
 

2017—2018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urbanization;
 

③
From

 

2014
 

to
 

2016,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state
 

of
 

Shanghai
 

sports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is
 

coupling
 

of
 

sports
 

industry
 

lag,
 

and
 

from
 

2017
 

to
 

2018,
 

it
 

is
 

coupling
 

of
 

urbanization
 

lag;
 

④From
 

2014
 

to
 

2018,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sports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in
 

Shang-
hai

 

developed
 

from
 

extreme
 

imbalance
 

to
 

primary
 

coordination.
 

From
 

2014
 

to
 

2016,
 

the
 

coupling
 

co-
ord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lagged
 

behind,
 

and
 

from
 

2017
 

to
 

2018,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ur-
banization

 

lagged
 

behind.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two.
Key

 

words:sports
 

industry;
 

urban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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