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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为更全面掌握我国体育特色小镇的研究进展袁 把握体育特色小镇的理论

需求与实践方向袁为体育特色小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遥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尧
野可视化冶文献计量法尧实地考察法等对当前关于体育特色小镇的研究进行系统梳

理与归纳遥 发现院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背景与意义尧概念界定尧
类型与发展动力尧个案研究与国际经验借鉴尧现存问题与对策建议尧融资模式尧评估

体系研究以及建设中的政府职能研究方面袁 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多样袁 关注内容丰

富袁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层面均有涉及袁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遥 研究认为院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下袁国外体育特色小镇经济尧社会和文化绩效问题袁体

育特色小镇与脱贫攻坚战略尧乡村振兴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等新议题需要深化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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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get an insight into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ports towns in China, and be ful-

ly aware of the theoretical needs and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sports town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es on sports town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udies on sports towns mainly using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methods of bibliometrics and visualization. It's revealed that the current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concept definition, types and development impetus, case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references,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financing models,

evaluation system, as well as government functions under construc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researches from diverse perspectives and are concerned about rich contents

with both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nalysis, which has la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stud-

ies. Final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topics, including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 of sports towns abroad, sports towns and poverty al-

leviation strategie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all for furth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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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伴随着中国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全

国范围内特色小镇建设热潮的兴起袁野体育特色小

镇冶建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袁学界的相关研

究日益增多袁且已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袁但是尚未有

文章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述评遥 本文立足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袁 运用知识图谱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进行可视化分析袁以呈现当前的研究热点遥在此基础

上袁本文对研究热点内容进行系统梳理袁以更好地把

新时代我国体育特色小镇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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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院中国知网

图 2 基于 CNKI 的野体育特色小镇冶主题词共现分析图

握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理论需求与实践方向袁 为体

育特色小镇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提供思路

和参考遥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袁本文用野体育特色小

镇冶 作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检索得

到 161 篇期刊文献袁 运用中国知网指数统计的可视

化分析功能袁呈现出 2016要2017 年的学术期刊关注

度与文献增长率线性上升的趋势渊图 1冤遥

数据来源院中国知网

图 1 野体育特色小镇冶的学术期刊相关文献量的关注

度和增长率图

通过上图袁本文发现关于野体育特色小镇冶的学

术期刊相关文献量和月增长均处于持续上升的趋

势袁 说明体育特色小镇已经成为体育领域逐渐升温

的研究领域遥 据进一步统计袁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袁仅 2018 年发表的相关期刊文献达到百余篇遥

本文运用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5.3.R5

对上述搜集到的文献的主题词进行可视化分析袁
得到关于体育特色小镇的研究主题词聚类袁如图 2

所示遥
由上图可以发现袁 关于体育特色小镇的研究集

中在 野特色小镇冶野体育产业冶野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冶
等核心主题词上袁 与 野体育旅游冶野体育经济冶野新型

城镇化冶野供给侧改革冶野精准扶贫冶野体育文化冶野PPP
渊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冤模式冶野互联网 +冶野健康中

国冶野产城融合冶野跨界融合冶野产业集群冶等关键词联

系紧密遥 主要研究内容集中于野现状冶野建设冶野路径冶
野产业发展冶野发展对策冶野发展策略冶 等实践方面的

思考与探索袁同时也有基于野产业集群冶野治理冶等方

面的理论研究遥

2017 年 5 月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 叶关于推动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通知曳渊体群字也2017页73
号冤渊以下简称 叶通知曳冤遥 两年的时长无法从纵向梳

理出研究进展的特征遥因此袁本文基于期刊文章的内

容分析袁从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背景与意义尧概念界

定尧类型与发展动力尧个案研究与国际经验借鉴尧现存

问题与对策建议尧融资模式尧评估体系研究以及建设

体育特色小镇学术期刊相关文献量 体育特色小镇环比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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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政府职能研究方面对文献具体内容进行系统梳

理与分析袁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袁提供思路启示遥

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背景对于理解体育特色小

镇的内涵尧 建设路径和政策目标等方面都具有重要

的价值遥 尽管没有专门对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背景

与意义的研究袁但很多文章都有所述及袁其中涉及到

国外背景的研究较少袁 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城

市在后工业化时代的郊区化尧 城市群之间和城市之

间的互相竞争等方面遥 有学者将体育特色小镇兴起

的国内背景归因于浙江尧 江苏等地的特色小镇建设

实践袁 还有学者认为建设特色小镇是基于供给侧改

革尧产业升级尧新型城镇化尧创新创业等新时代背景

下的任务要求 [1-3]遥 本文认为袁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热

潮的兴起与我国现阶段国情尧发展战略紧密相关袁其
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与我国正进行的城镇化建设尧
精准脱贫攻坚战尧供给侧改革尧经济常态化发展尧体
育产业升级尧野全民健身冶与野健康中国冶战略推进尧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等的目标要求高度契合袁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破解现实发展中的诸多难题遥因此袁基于现

实发展需要袁 政府从政策层面大力鼓励并推动体育

特色小镇的建设遥
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意义与其背景相关联袁体

育特色小镇建设对区域经济尧公共服务尧国民素质等

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效应 [2]袁对体育产业融合和优化

升级尧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尧体育消费结构尧全民健

身都能发挥良好的推动作用 [3-4]袁是美丽乡村尧乡村

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大实践袁 也是推进体育

惠民和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 [5]遥
围绕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背景与意义方面袁学

者的论述比较全面袁 但目前这些观点都仅是有待验

证的研究假设袁 需要根据未来的发展实际进一步去

研究其联系机制和影响效果遥

体育特色小镇的概念界定是研究体育特色小镇

的逻辑起点袁 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是体育特色小

镇建设的重要依据遥 关于体育特色小镇的概念界定

存在着学术概念界定追随政策文本的现象遥 一类概

念界定与叶通知曳中的表述高度重合 [6]袁有学者认为

体育特色小镇是有体育文化产业特色袁 体育产业和

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基地尧 发展平台或空间载

体 [5,7-8]遥另一类则是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尧国土资源部尧
环境保护部尧住房城乡建设部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叶关

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

见曳的要求相似 [9]袁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袁要准确理

解特色小镇内涵特质袁强调不能盲目把产业园区尧旅
游景区尧体育基地尧美丽乡村尧田园综合体以及行政

建制镇戴上特色小镇的帽子遥 还有学者认为体育特

色小镇是除了具有明确体育产业定位袁融合文化尧健
康尧生态尧科技尧旅游等多种元素袁并具有一定社区功

能的综合性空间袁 不同于体育产业园区和一般行政

划分单元 [10]遥 也有学者认为体育小镇可以是以传统

行政区划分单元的建制镇袁 也可以是具有明确体育

产业定位的创新创业平台袁 区别于体育产业园区和

体育旅游景区[11]遥
文献中存在野体育特色小镇冶野体育小镇冶野体育

健康特色小镇冶野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冶 等不同名称袁
文字描述虽有差异袁但都指向于同一事物袁有诸多

共同点遥 从空间维度来看袁体育特色小镇是一个空

间或平台曰从发展形态上看袁体育特色小镇是野小冶
而野特冶的袁能够通过体育运动或体育项目将生产尧
生活与生态统合起来袁实现资源尧产业与服务的聚

集曰从功能定位来看袁主要是以体育元素或功能为

引领袁融合产业尧健身休闲尧运动体验尧文化旅游尧体
育赛事尧教育展示等多种功能曰从产业发展角度来

看袁可以搭建体育发展平台袁形成体育特色品牌袁增
加体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曰 从产业关联效应来看袁
可以培育体育市场袁 延长体育产业和服务链条袁带
动相关产业发展袁打造产业群和消费圈袁促进城镇

经济发展曰从效益上看袁除了产业经济效益外袁兼顾

全民健身尧生态发展尧文化传承等社会效益遥目前对

体育特色小镇的界定分歧集中在是否必须是建制

镇袁 是否可以等同于体育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等遥
通过考察国内外体育特色小镇袁 结合 2018 年公布

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叶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

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通知 曳 渊发改办规划 也2018页
1041 号冤袁 体育特色小镇在空间上可以是存在于城

市之中的野市中镇冶袁可以是在城市的郊区的野市郊

镇冶袁可以是在建制镇之内的野镇中镇冶袁甚至可以是

在长三角尧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出现野省间镇冶遥 因

此袁体育特色小镇是否必须是建制镇袁不应该成为

体育特色小镇概念界定的纠结点遥 体育产业基地和

产业园区不能简单等同于体育特色小镇袁忽略生态

和生活的体育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袁肯定不能视为

体育特色小镇曰兼具优美生态尧生活宜居的体育产

业基地和产业园区袁完全具备转型为体育特色小镇

的可能遥 因此袁本文认为体育特色小镇是在一定空

间区域袁体育成为主导产业或独特的信号显示机制袁

新时代我国体育特色小镇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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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尧生活和生态野三生冶融合的特色社区遥

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袁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

体育特色小镇进行分类遥当前比较普遍的分类与叶通
知曳中的表述一致袁将体育特色小镇划分为产业型尧
休闲型尧赛事型尧康体型 4 种类型 [6]遥 有学者从产业

集群理论出发袁 将体育特色小镇分为创新型和资源

型两大类袁 进一步将创新型体育特色小镇细分为专

业训练基地型尧体育用品制造园区型尧体育研发创新

型三小类袁 将资源型体育特色小镇细分为运动名品

市场型尧运动休闲乐园型尧康体养生驿站型尧户外运

动营地型四小类 [1]遥 还有学者把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分为娱乐型尧培训型尧健康型尧赛事型尧智能制造型和

文化民俗型 6 种类型[5]遥 综上袁各种分类都与体育特

色小镇的特点和功能定位紧密相关袁 是其主要功能

的集中体现遥
在体育特色小镇的发展动力与形成机制方面袁

有学者把野消费需求尧产业关联性尧技术创新冶作为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形成动力 [ 12 ]袁也有学者认为

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冶 是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产业

发展和产业融入的主要驱动力 [5]袁还有研究者认为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发展的动力来源于 野科技创新尧
优质服务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冶[13]遥 本文认为院体育特

色小镇的形成和发展受到现存资源尧体育产业发展

基础尧区域定位尧生活环境尧政策导向尧体育文化尧生
活方式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曰政府尧市场尧企业尧
社会力量尧小镇居民等都是体育特色小镇发展的参

与者袁其中政府制度保障和市场的良好运作袁企业尧
社会与居民的充分参与袁是体育特色小镇形成与发

展的驱动力量遥
针对体育特色小镇的类型与发展动力袁本文认

为进一步研究的重点是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区位尧资
源和空间特点对体育特色小镇进行分类袁并有针对

性地深入分析不同类别的体育特色小镇的概念尧特
征尧建设路径和治理模式遥 纵观欧美的体育特色小

镇的形成袁都是伴随着经济尧社会的发展袁体育项目

或文化不断积累尧沉淀尧传承尧演变袁在特定条件下

逐步发展壮大的遥 体育特色小镇实质上是一个有机

的系统袁 它的形成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袁但政策支持尧技术创新尧市场需求等可以加速体

育特色小镇的形成和发展遥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

结合多学科理论进行解释袁如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

论尧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尧增长极理论和产业梯

度转移理论等遥

目前对体育特色小镇的案例研究主要有两类院
一类是在发展较早的体育特色小镇发展实践的分析

基础上探寻体育特色小镇发展的一般理论规律遥 如

有学者对浙江尧上海尧江苏尧安徽尧黑龙江尧贵州六省

渊市冤的体育特色小镇进行调研袁探究体育特色小镇

建设的发展对策[14]遥另一类是对在政策推动下某些地

区发展体育特色小镇进行的可行性论证袁并提出建设

思路遥 如有学者分别就张家口[15]尧新疆[16]尧河南[17]尧山
西[18]等地依托天然的地理优势或现有资源建设体育

特色小镇的可行性进行论证袁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该

地体育特色小镇布局与建设的具体思路遥
野他山之石袁可以攻玉冶袁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对国

外体育特色小镇的发展经验的研究袁 从中寻求我国

建设体育特色小镇的启示与借鉴遥 有学者总结了发

达国家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经历的阶段袁 指出其共同

点为重视支撑体系建设尧形成完善体育产业链尧注重

体育文化传承等袁由此从顶层设计尧政府职责范围划

分尧中介组织培育尧强化细分目标尧多元功能发挥等

方面提出推进我国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措施 [19]遥 也

有学者在总结国外著名体育小镇发展经验的基础

上袁从特色定位尧政府与市场关系尧人才创新尧文化体

验等角度为我国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提供思路 [20]遥
还有学者从区位特色尧产业特色尧治理特色三方面总

结了国外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特色和发展经验袁 从运

营思维尧培育产业驱动力尧打造文化 IP尧消费驱动尧
生活吸引力的营造与生态保护等方面总结出中国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的路径[21]遥
在对体育特色小镇进行个案研究与国际借鉴方

面袁当前研究虽然对国外经验总结得较为全面袁但大

多是描述性的定性研究袁 接下来尝试将定性和定量

相结合进行研究袁 对体育特色小镇的成功经验进行

深度的总结提炼遥 此外袁收集一手资料和数据袁对国

内外经典案例展开深入的量化实证分析是今后的一

个重要研究方向遥

基于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实践袁 学者们发现了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袁 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发

展策略遥 体育特色小镇现存的问题主要包括院渊1冤概
念界定模糊导致业态模糊袁 规划缺乏科学性曰渊2冤项
目过于单一袁发展模式同质化严重袁跨界融合较为困

难袁创新集聚层次较低曰渊3冤制度不全袁资源要素保

障制约袁监管体系不到位袁管理成本较高曰渊4冤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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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发展不充分袁消费模式有待升级曰渊5冤文化内涵缺

失袁缺乏体育文化支撑曰渊6冤对乡土村落的民俗民间

体育造成冲击与消解等[4,22-25]遥综观学者们的观点袁当
前研究指出了体育特色小镇在概念界定尧发展规划尧
发展模式尧制度保障尧产业融合尧文化内涵等方面的

问题遥另外袁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特色小镇可能存

在不同的问题遥此外袁体育特色小镇发展的不同阶段

也可能遇到不同的问题遥 如本文在调研中就发现有

的体育特色小镇的补贴资金下达后袁 龙头企业并没

有得到相应的补助袁也就是激励约束机制尚未理顺遥
针对现存问题袁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促进

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建议和对策袁主要有院渊1冤根据

自身资源禀赋袁 找准特色曰渊2冤 要坚持规划先行袁加
强体育产业与多业态融合发展曰渊3冤明确主导产业定

位袁 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曰渊4冤 规范建设指标体系袁完
善考核评价机制曰渊5冤探索区域协同发展模式袁构建

野人口-理念-经济冶 三维协同体系曰渊6冤 从器物尧制
度尧 精神层面将传统体育文化融入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建设等 [26-29]遥 还有学者认为可以借助野互联网 +冶袁
在增强内容宣传力度尧找准定位分析尧拓宽招商引资

渠道尧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方面袁解决体育特色小镇建

设目前存在的产业单一尧上下游产业联动欠缺尧产业

链不完整等问题[7,30]遥
体育特色小镇存在问题的剖析和对策建议袁为

我国的体育特色小镇建设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

考袁但对策建议解决实践问题的有效性还有待检验遥
另外袁不同地区尧不同类型尧不同发展阶段的特色小

镇可能存在不同的问题遥 优化对策的建议也不可能

野包治百病冶袁这方面的研究应该野因镇施策冶遥

体育特色小镇的融资模式颇受关注遥 有学者认

为资金紧缺是制约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最大障碍袁
可以引入 PPP 金融创新模式推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的建设与发展袁 确保小镇发展的持续性袁 并总结出

PPP 助力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的 3 种创新金融支

持模式院体育基础设施尧运营和体育产业金融支持模

式[31]遥还有学者认为袁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建设与

运营中引进 PPP 模式袁可以形成野企业主体袁政府服

务冶的体育特色小镇的创新运行模式 [12]遥还有学者认

为 PPP 运作模式可以搭建包括资本机构尧 产业运营

商等元素一体化的第三方运营平台袁 吸纳社会资本

投入袁从规划尧建设尧运营尧管理等方面实现对体育特

色小镇建设的全流程监管 [32]遥 还有学者运用风险分

解结构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 PPP 模式进行风险

识别袁建立风险分担的 ANP 网络模型袁探究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建设的风险承担方案 [33]遥
投融资模式是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重中之重袁

因为投融资模式不仅决定能不能筹集到充足和持续

的资金落实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袁 还关系到这些资

金使用在体育特色小镇建设中所带来的公平正义问

题袁 进而决定着体育特色小镇建成后的运营和治理

等长远发展问题遥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袁不够深

入遥 而更广泛的议题需要系统深入研究袁如政府投资

体育特色小镇的资金来源和支持方式袁PPP 模式对体

育特色小镇建设的适用性和合理方式袁什么样的投

融资模式有利于体育特色小镇持续高质量发展等遥

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成效需要科学的测量和评

价体系遥 已有学者在体育特色小镇概念界定的基础

上袁 对体育特色小镇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

研究袁构建了涵盖体育特色小镇基本信息尧体育特色

产业尧体育特色资源尧体育公共服务 4 个维度的评价

指标体系 [8]遥 该研究为体育特色小镇发展水平评价

提供了有益的框架体系遥 但由于该研究将体育特色

小镇内涵理解为野产业基地或空间载体冶袁而不是社

区袁因而未将人的因素渊或劳动力要素冤纳入评价体

系遥 可见袁对体育特色小镇概念的不同理解袁将会产

生不同的评价体系遥此外袁对体育特色小镇的评价指

标研究袁 除对体育特色小镇自身发展水平的评价之

外袁 还需要评价体育特色小镇相关宏观政策目标实

现的程度袁如区域协调发展尧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等遥 需要强调的是叶通知曳的一个重要政策

目标是院脱贫遥 野通过当地体育特色产业的发展吸纳

就业袁创造增收门路袁促进当地特色农产品销售袁在
体育脱贫攻坚中树立示范冶 [6]遥 因此袁体育特色小镇

的脱贫成效应是评价研究的重要方面遥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议题遥体

育特色小镇研究同样少不了这一主题遥有学者认为政

府有体育特色小镇建设顶层设计职能尧资源要素保障

职能尧基础设施配套职能尧组织协调监督职能[34]遥 也有

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回归公共性事务袁 而不是作为特

色小镇的主导袁 为特色小镇提供更为宽松的发展环

境[35]遥 叶通知曳确定的基本原则是野政府引导袁市场主

导冶袁即野强化政府在政策引导尧平台搭建尧公共服务

等方面的保障作用曰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袁鼓励尧引导和支持企业尧社会力量参与

新时代我国体育特色小镇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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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并发挥重要作用遥 冶[6]但在体

育特色小镇建设初期袁在野中央和地方体育财力和支

出责任不匹配冶[36]的背景下袁政府的作用和作为将显

得尤为关键遥 中央尧省渊市冤和区渊县冤各级政府在体

育特色小镇建设中的职责划分是一个需要重点研究

的议题遥

当前体育特色小镇相关研究的方法袁 主要采用

的是理论探讨式的质性研究袁实证研究较少袁量化研

究极少遥 如学者们运用产业集群理论尧治理理论尧产
业链理论尧 文化创新理论等对体育特色小镇的发展

进行研究袁而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案例分析部分袁还
需进一步深化遥但也有一些创新性研究袁如有学者运

用 GIS 技术袁 对第一批建设的特色小镇与第一批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在地理区位上的分布进行

了编绘 [37]遥

学者们对体育特色小镇研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

探索袁为下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遥但在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下袁 未来的研究需要在上述方面

持续丰富和完善袁 并在以下研究主题方面继续拓展

和深化遥

借鉴国外体育特色小镇的成功经验袁 是我国在

体育特色小镇建设中少走弯路和避免失败的重要手

段遥但要知道国外哪些体育特色小镇是成功的案例袁
首先必须要对其进行经济尧 社会和文化绩效的实证

研究遥但目前的相关研究极少袁有学者从就业和劳动

力市场的角度袁 量化实证研究了美国明尼阿波利斯

市用体育产业作为野引擎冶发展中心城区渊可视为野城
中镇冶冤的经济绩效 [38]袁但未能总结出对我国的具体

经验启示遥 因此袁建议应在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袁重
点探究国外体育特色小镇的运营成本和绩效袁 为我

国体育特色小镇建设提供科学参考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遥在此背景和要求下袁体育特色小镇与生俱来地承

载着野体育脱贫攻坚冶的政策目标遥 很多学者已经论

及这一问题袁 但大多止步于体育特色小镇与精准扶

贫的背景关系袁 未能探究通过体育特色小镇实现精

准脱贫的具体实现路径遥因此袁未来的研究可以借助

地区发展实际袁 有针对性地探究体育扶贫与当地发

展的构成要素尧作用机制和可行性方案遥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解决野三
农冶渊农村尧农业和农民冤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

本性问题的宏大战略遥 体育特色小镇大多是与乡村

联系紧密的有体育文化特色的空间区域袁其发展可

以直接渗透到三农发展相关问题袁与乡村振兴的经

济尧文化尧生态等目标高度契合遥 因此袁体育特色小

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目标定位尧功能定位对于乡

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可发挥出真正功能和实际作用遥
目前几乎没有对体育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

协调作用机制的分析探索袁接下来需要加强这方面

的研究遥

我国已经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袁 高质量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

要特征遥 体育特色小镇是土地尧人力尧资本等资源要

素的聚合体袁其质量尧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高质量发

展目标的实现遥 因此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袁体育

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原则袁 体育特色

小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袁 体育特色小镇高

质量发展与国家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袁 以及政府

对体育特色小镇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模式等都是

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议题遥

我国特色小镇建设的实践和叶通知曳催生了体育

特色小镇研究的增长遥 现有研究主要涉及体育特色

小镇建设的背景与意义尧 概念界定尧 类型与发展动

力尧 个案研究与国际经验借鉴尧 现存问题与对策建

议尧融资模式尧评估体系研究以及建设中的政府职能

研究方面袁研究视角多样袁关注内容丰富袁在理论研

究与实践分析层面均有关照袁 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

了基础遥系统回顾相关文献后认为院在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的导向下袁国外体育特色小镇经济尧社会和文化

绩效问题袁体育特色小镇与脱贫攻坚战略尧乡村振兴

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等新议题需要深化研究遥
体育特色小镇研究不仅是学术问题袁 更是现实

实践的需要遥作为一种新的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平台袁
期待能有更多理论视角尧 更多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体

育特色小镇的研究和探索袁 把体育特小镇的理论研

究和实践发展更好地向前推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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