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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体育消费
“奥运经济”热度居高不下，记者走访体育市场的新需求、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看比赛时的一票难求，
到了热度不断攀升的马拉
松中，变成了一签难求。

作为 2024年全球第一
场马拉松白金标赛事，于 1
月 7 日开跑的厦门马拉松
报名人数创新高，超过 13.6
万人，中签率仅为 5%。如
果只把眼光盯在那 5%上，
这就意味着放弃了 95%这
片更广阔的市场。

厦门文广体育有限公
司总经理花云表示，要增加
这 95%受众的黏性，就要将

“跑者服务”提升到“报名者
服务”。“这也恰恰是消费升
级的切口。其实，可以通过
开启全球线上跑、发放旅游
消费优惠福利、开发特色文
创产品等形式，将线下生活
场景延展到线上生活消费，

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
毫无疑问，要把“流量转

变为留量”“流量转变为能
量”，最大程度地发挥赛事在
促进消费中的杠杆作用，就
需要不断地探索新模式。从
2003年开始探索至今，厦门
马拉松已经能利用赛事品牌
去带动新的消费增长点，多
维度拉动体育消费，累计综
合经济影响超60亿元。

上海体育学院教授黄
海燕表示，从提升运动技能
到购买硬件装备，从自身锻
炼到参加比赛，从“体育+
旅游”到“体育+娱乐”，体
育消费产业链点多、线长、
面广，要因地制宜、顺势而
为，加强规划设计，增加项
目供给，丰富消费场景，推
动体育消费提档升级。

这个夏天，宋晶去欧洲
的愿望实现了，而这一家子
关于体育的消费也不止一
块桨板这么简单。

“暑假正赶上巴黎奥运
会，很早就计划一家人去巴
黎看比赛，顺便旅游一趟。”
在宋晶的行程安排里，门
票、住宿、机票等一系列开
支将近 8 万元，“住的是民
宿，买的是中转航班，还是
能省下一笔费用”。

中国各大旅游平台数
据显示，“体育+旅游”正成
为中国人消费新宠。

在业内人士看来，体育
和旅游相结合，既能健身也
能修心，这是更多中国人追
求高品质消费的典型代
表。此外，“体育+旅游”也
促进产业链延长，成为相关
领域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最新发布的《2023国家
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居民体
育消费调查分析报告》显
示，同 2020年相比，2022年
我国体育观赛消费支出增
长14.48%，越来越多的体育

赛事走进大众生活，体育观
赛支出已成为我国城市居
民消费中的重要一环。

“越来越多人从‘入门
级’的观看赛事，到参与性更
强的赛后游，再到更进一步
亲自参与体育运动进而成为
体育旅游的‘忠实粉丝’。这
样的热情推动我们通过办
赛，更加主动、多方面地挖掘
当地的体育场馆等资源，进
行更多创新。”省体育局产业
处处长张名烽说。

而这也成为我省打造
“跟着赛事去旅行”体育消费
品牌的初衷。据张名烽介
绍，今年一季度，我省就成功
举办了包括厦门马拉松、
CBA全明星周末、茶BA等
规模以上品牌赛事 105场，
同比增长123.4%，赛事参与
人数达到53万余人次，赛事
总投入达到1.18亿元，拉动
消费达14.5亿元。目前，我
省体育赛事规模和数量迅速
攀升，但顶尖观赏型赛事吸
引力强、影响力大，经常出现

“一票难求”的现象。

趁着“6·18”活动促销，家
住福州的宋晶买了一块3000
多元的桨板。据她介绍，这个
价位在专业竞速桨板中只是
属于入门级别的，而且这笔花
销在她最近两年的桨板总投
入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自打孩子对桨板产生
浓厚兴趣以来，宋晶全家开
始深度参与这项运动。这
些年来，宋晶一家人划桨板
的技术取得了不小的进
步。于是，他们有了进一步
扩大桨板消费预算的想法：

“都说欧洲是桨板运动的
‘圣地’，有机会也想去国外
体验一下玩桨板的氛围。”

宋晶一家经常在闽侯
绿洲家园一带玩桨板，在这
个不大的水域已经有四五
家机构“扎堆”。陈高辉是
其中一家机构的负责人，他
认为：“80%的学员是全家
一起来的，全家参与不仅可
以增进家庭成员的亲密感
和凝聚力，还能在潜移默化
间让运动成为健康的生活
习惯。”在陈高辉看来，水上

运动已经逐渐成为体育消
费的新场景，而亲子运动更
是体育消费中流行的趋势。

陈高辉是一名户外运
动“达人”，也是福州最早一
批推广户外运动的“先驱”
之一。早在十来年前，陈高
辉就在福州开起了第一家
攀岩馆，起初生意不温不
火，还要靠着卖点户外装备
平衡收支，“这两年终于赚
钱了”。这个暑假，陈高辉
的攀岩馆里来了不少人，有
体验的，有培训的，“我们把

这些爱好者慢慢培养成有
强烈愿望的训练者”。

从传统的路跑、骑行、登
山、露营，到最近几年兴起的
冲浪、飞盘、攀岩、桨板……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在人们
日益注重健康和生活质量
的趋势下，贴近大自然的户
外运动越来越受欢迎，其消
费呈现爆发式增长。

陈高辉认为，这种多样
化的趋势反映了消费者对
体育活动的广泛兴趣和个
性化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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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钦文同款网球裙”“全
红婵同款拖鞋”“黄雨婷同款发
卡”……2024 年巴黎奥运会已
经落下帷幕，而“奥运经济”热
度仍居高不下，福建体育消费

“新潮澎湃”。
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

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是经济发
展的重要引擎。随着人民群众
的健身需求不断增长，相关消
费业态不断涌现，体育消费迎
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在新需求、新场景、新业
态、新模式下，福建体育消费市
场又面临怎样的前景？请看记
者的调查。

通过运动项目释放压力结交好友

进入 7月，羽毛球价格
的上扬引发了广泛的社会
讨论和舆论关注。众多羽
毛球爱好者不约而同地感
叹，这项曾经亲民的运动似
乎正在逐渐迈向“贵族运
动”的行列。

谢国伟是泉州一家羽
毛球培训机构的教练。在
日常训练中，他们需要用
到大量羽毛球。在他看
来，羽毛球价格上扬的原
因除了原材料价格上涨之
外，还跟参与人群的不断
增加有关，“这几年打球的
人多了，而球是最大的消
耗品，所以求大于供，涨价

是必然趋势”。
国家体育总局的一项

调查报告显示，除了基本的
“健步走”，羽毛球在中国是
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运动，
羽毛球爱好者多达 2.5 亿
人。价格上涨似乎并未减
少人们对羽毛球运动的热
情，与之相对应的是，羽毛
球馆“一馆难求”。美团数
据显示，工作日晚间和周末
是羽毛球场馆预订高峰期。

马斌是一名警官，球龄
32 年，开始练打球的时间
有点儿晚，但一玩上便全情
投入，业余时间几乎都用在
了打羽毛球上。对于羽毛

球 如 此 受 欢
迎，马斌有自
己的看法——
运动门槛低，
能够提高身体
素质，是享受快
乐、释放压力、结
交好友的最佳运
动。

一粒小小的羽
毛球正在折射出当前
体育消费市场中出现的
新需求——专业化、社交
化、多样化。集美大学体育
学院教授郑志强认为，体育
消费中的新需求不仅体现
在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专

业化上，还体现在消费者对
社交属性的追求上。这些
新需求推动了体育产业的
创新与发展，也为体育品牌
提供了新的市场机遇。

新需求

“体育+旅游”成消费新宠新业态

户外运动消费呈现爆发式增长新场景

利用赛事带动消费增长点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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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皮划艇、桨板为代表的水上运动广受体育消费者喜爱

亲近自然已经成为推动体
育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推手

中国版“星链”升空

凯旋！福建奥运冠军回家啦
“彬彬有礼”的李发彬在机场第一时间“找老婆”，“功夫熊猫”李雯雯请

大家“放过吴教练”；巴黎奥运举重女裁判周志琴接受海都记者专访

福州退出“高温群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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