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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区域体育经济一体化 

发展研究
1 

周德康 

(浙江省之江棋院，浙江 杭州 310004) 

【摘 要】为探究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体育经济一体化发展情况，本文在了解长江三角洲区域体育经济发展现状基

础上，通过区域产业协调和规划，产业组织整合与协调，树立区域整体发展理念，以及打破各地区贸易壁垒等方法，

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体育经济一体化发展。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区域体育产业资源整合，经济效益大幅度增长。

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体育经济一体化发展，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优势，为产业高维度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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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合经济全球化发展浪潮，城市发展水平高低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区域领域，而是关乎区域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地位。长江三

角洲区域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位居前列，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产业结构都超出国内其他区域，而体育产业作为一种发展前景广阔

的产业，推动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可以为产业高维度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但也有很多转型期存在的矛盾问题，有待进一步

深化改进。 

1 长江三角洲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中的问题 

长三角区域属于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体育消费市场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为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通

过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可以对现有产业资源结构性调整，带来更大的结构优化效应；促使资源规模持续扩大,提升规模经济效

益同时，赋予长三角体育产业更强的国际影响力；体育产业资源一体化，为区域资源整合,开发大型项目提供了有利平台[1]。但

是，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中，却有两个问题是无法规避的。 

1.1 长三角区域差异导致观念分歧 

长三角尽管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甚至很多人将其看作是一个整体，但本质上区域内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表

现在几点。①制度变迁方式不同。江、浙、沪均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从制度变迁方式来看，上海属于我国的金融

区和老工业区，改革开放后制度调整，坚持国企改革为主的制度变迁模式；浙江省的个体私营企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飞快崛起,

促进了当地经济蓬勃增长；江苏省则是基于农村集体工业制度变迁，推动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2]。②经济结构差异。结合相关数

据调查显示，上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构成比分别为 2%、49%和 49%；浙江省为 12%、54%和 34%；江苏省为 13%,52%和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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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人力资源差异。上海作为我国长期的金融中心,加之中心大城市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在资金、技术和政

策方面实力雄厚，有着江苏省和浙江省所不具备的优势。也正是上述分歧差异，导致在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中，发展方

式和发展路径的差异问题将长期存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
[3]
。 

1.2 长三角行政区划赋予了政府自利性特点 

由于长三角行政区划的不同，政府自利性特点愈加鲜明。政府之间利益分配存在矛盾冲突，本位意识和部门主义的存在，

衍生了外来进入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长三角区域体育资源二元结构特点，政府对区域原本体育资源行政操控，导致产权关系

模糊不清，尤其是职业体育主管部门，同各职业体育俱乐部的产权关系模糊不清，不可避免出现政府部门通过行政权力来干预

职业体育相关交易活动。尽管推动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但是政府职能部门特性，成为了阻碍体

育产业一体化的主要因素之一。[4] 

2 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措施 

2.1 明晰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中，竞争作为基础内容，包括体育企业彼此之间的竞争和地区之间的竞争,需要多方考量,

在竞争的同时建立合作关系。地区的竞争，不同地区政府均力求将本地区作为体育产业一体化中心区域划分职责，力求在这个

过程中占据更大的优势和利益。体育企业间的竞争,资源投资方面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力求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满足投资者的

投资预期。从中可以看出竞争的激烈，希望三地政府及体育企业在明确合作所带来的利益基础上,形成合作冲动，淘汰恶劣竞争，

实现跨地区资源整合配置，为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奠定基础
[5]
。 

2.2 区域竞争与合作中形成基本共识 

上海由于自身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实力，体育产业同样不容小觑，对于江苏和浙江两省体育产业更高层次发展将起到极

大的促进作用，是推动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的有利条件。上海自从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并且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

力，在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中更是占据着领头位置，不断增强上海体育产业持续发展能力，对于浙江和江苏两省的

共同进步也将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气所以，区域竞争与合作中需要具备基本共识，对上海的领头地位有着基本认同，避免相互

拆台，延误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有利时机。以上海为中心，浙江、江苏省为腹地，是推动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一体

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2.3 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 

制度是竞争与合作的首要前提,涵盖了经济体制、制度环境与具体制度等内容，通过激励、保障、协调和约束等核心，实现

社会公平公正公开和经济效益提升的规则体系。通过合理有效的制度环境，便于长三角区域体育产业有机整合与配置，构建良

性竞争环境，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实现体育产业资源最大化利用。因此，未来应致力于构建鼓励市场进入和竞争的制度,进一

步提升区域体育市场开放度；建立长三角区域政府职能部门协调制度，为共同举办大型项目提供支持。 

结论 

综上所述，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水平在国内名列前茅，推动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应综合考量区域之间的观念分歧、

行政区划等特点，力求在竞争与合作基础上，完善配套制度体系，实现体育产业资源有机整合与配置，推动区域体育产业更高

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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