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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之乡”在南通文化创意

产业中的品牌价值 ①

张晖
（南通启秀中学，江苏 南通２２６００６）

摘　要：以创意产业、体育之乡、体育文化等相关概念及内涵作为研究的起点，结合南通城市发展的相关理论，从体
育文化和产业视角对南通“体育之乡”的品牌文化价值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体育之乡”作为南通的文

化创意元素，是一种具有活力的特色文化，是符合城市现代化发展需求的一种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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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文化虽然不能代替经济和科技的提升，但人们期待实现体育强身、文化强国的追求和理想，

营造健康科学、文明和谐的生活理念一直没有改变。体育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一座城市

持续发展的原始动力，它通过人、竞赛、体制和环境等全方位、深层次地脉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教育事

业和经济社会。

南通文化积淀深厚，是著名的体育运动强市，南通籍体育比赛选手在各类项目中摘取的世界级金牌

总数在全国久居第一（地级市排名），拥有“体育之乡”“体育强市”等美称。曾经有７位奥运冠军和１８
位世界冠军从这片土地走向世界，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又誉南通为“世界冠军的摇篮”。

１　“体育之乡”的体育文化历史久远
南通的文化教育、体育活动源远流长。近代史上的南通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先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

的开拓者和先驱，培养国民健康的身心是张謇兴办教育的最高目标，他曾经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

育思想［１］，也很早就意识到要抵御外敌、强身健体就必须发展体育事业。于是，张謇创建了近代中国第

一所师范学校、博物苑、纺织学校、刺绣学校、戏剧学校、盲哑学校和农业气象站等“七个第一”，兴建了

公共体育场和运动馆，出资用于体育设备的维护和更新。１９０５年南通召开了地方学校联合运动会，
１９１３年南通兴建了第一所公共体育场，１９５０年南通举办了第一届体育运动会［２］。１９１８年张謇又修建
了南公园、西公园等５座公园，分散于城内的各个方位，园内体育运动设施有网球馆、气枪室、游泳池、赛
船坞等，还开展了球类、棋类、枪弹、秋千、垂钓、登梯等系列健身活动。他对体育运动的关注支持还体现

在《致师范、师附、农、商、医、纺、中、高小各学校》的信函中，对南通的公园体育运动项目做了详细说明，

鼓励广大市民参与其中［３］。在中国工业和城市发展史上，南通依托城市的人才、环境、文化、政策、市场

等诸多优势，大力发展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为全国的中小城市树立了典型，留下了许多光辉的历史

印迹。

南通民间流传较广的体育活动很多，有元霄放灯、龙船赛舟、跳马夫、踩高跷、清明踏青、板鹞风筝、

重阳登高、信鸽放飞以及踢毽、拔河、武术、海上迪斯科、休闲长牌、挑担赛跑、棋盘对弈等，这些百姓喜爱

的体育文化别具特色，逐步演变成为南通的体育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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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体育之乡”的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基本现状
体育文化产业指为社会提供文化产品的同一类体育经济活动的集合以及同类经济部门的总和。具

体有体育表演、健身娱乐、体育建筑、体育中介、体育科学、体育设施、体育彩票、体育传播、体能测试仪

器、体育广告赞助、体育经纪、体育旅游、体育金融等项目［４］。近二十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南

通体育市场逐渐具有规模，体育文化产业如雨后春笋迅猛成长，但与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水平高的国内外

城市相比还有努力的空间。

２．１　体育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缺乏
体育文化给新兴的创意产业赋予了内涵和品质，更需要大量的创意和设计人才。人才是创意产业

前行的舵手和导航，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提供了保障。高校作为培养体育专业和创

意人才的重地，要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体系等方面对教育模式进行探索和改革，为体育文化创

意产业的建构和提升提供创新型、综合型的人才储备。

２．２　体育文化资源丰富，但开发利用低少
南通是青墩文化的发源地，五千年前南通人民就创造了独特的开山辟林工具，在身心锻炼的同时也

弘扬了新石器文化。近年来，南通搭建了一系列具有特色和个性的体育文化平台，如全国青年男子篮球

联赛、全国男排大奖赛、全国女排大奖赛、全国青年击剑锦标赛、中日体育交流网球比赛、全国风筝锦标

赛等系列赛事。这些文化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对塑造南通形象、推动江苏文化创意产业启航，甚至对全国

体育事业发展起到促进、传播和引领作用。但南通的知名体育文化产业不多，资源优势没有很好掘取。

２．３　体育文化创意产业规模缺乏、消费低少
奥运会是世界体坛的顶级赛事，２００８年的北京奥运会拉开了中国体育文化创意产业的序幕，与之

相关的文化创意产业也让世界民众侧目。从火炬、会徽、吉祥物和奖牌，到运动员服饰、鞋子和奥运旗

帜，再到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的外形结构设计和材料安装施工，都体现了空前的

视觉创新、体育精神和文化理念。南通体育会展中心拥有先进的可开闭式屋盖和符合国际标准的体育

设施，它的视觉建构和设计规模标志着南通有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硬件平台，但是举办大型竞赛和演艺

活动比较少，全民健身的体育运动项目还不够丰富。

３　“体育之乡”的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策略
体育产业是全球最具活力和前景的新兴产业之一，也是全球经济中发展最迅猛的产业之一。体育

创意产业在某些发达国家已跃升为代表性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在中国发展也充满着朝气，即将成为中

国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南通城市经济体系的优化、提升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随着文化品牌和经济建设战略的打造，南通也实施了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实现体育文化产

业的现代化，提高了经济建设水平。

３．１　举办国内、国际体育竞赛表演
体育赛事对南通城市品牌的塑造与提升以及城市创意经济和旅游产业的推动，包括体育文化、体育

工艺品和其他方面的开发是显而易见的。定期举办国内、国际体育竞赛表演活动，抓住发展的契机，提

高城市知名度的同时必将推动体育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将国外的优秀管理者、教练员、策划师请到南

通来，既可以带给我们先进的理念，促进时尚体育项目的产生，同时，也使优秀的体育成果和特色文化相

互促进，提高南通在国际平台的可识度和知名度。此外，还可以通过体育文化的研究和比较，以更加宏

阔的视野对“体育之乡”文化进行审视和理解，逐步建立完善的体育文化和运行机制，引导社会资源进

入体育领域，挖掘“体育之乡”的体育产业价值。

３．２　完善南通体育健身设施
近年来南通体育场地设施、场馆建设跨越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城市形象，加快了城市发展。南通体

育会展中心又称“南鸟巢”，总建筑面积为２２００００ｍ２，有２万个固定座位和１万个活动座位，拥有先进
的可开闭式屋盖，是有史以来南通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设施精良的现代化体育会展设施，集体育赛事、

娱乐会演、游泳健身、展览贸易等多功能于一体，其标志性的建筑被广泛用于城市的对外宣传和推广。

滨江临海、濠河绕城的地理特征，给南通开展水上运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市

区现在已有各类体育健身场馆、游泳池和俱乐部１６０多家。更多的中老年人、家长甚至孩子关注身体素
质，将生日聚会、同学重逢、家庭休闲和生意洽谈等活动移向了休闲场所、公共体育场和健身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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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提升南通民众体能素质
南通重视全民健身以及体育产业和创新人才的扶持打造。南通体育教育硕果累累且领先国内，科

研能力在全国影响很大。有关体育的研究机构有体育博物馆、风筝博物馆、科技馆等，教育机构如南通

大学体育科学院、南通少儿体校等，体育休闲文化场所有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公园、青少年体能拓展基地

等。以“人文、科技、绿色”为核心内容全面开展体育健身项目，把南通建设成为体育特色品牌城市，推

动精神文明建设，契合体育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步伐。通过文化创意集市，力争把南通体育文化与相关

产业打造成华东自由贸易区的品牌特区。体育本身兼具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需要集中商界

和学界的热情和能量对“体育之乡”品牌加以挖掘和宣传。

３．４　打造南通体育品牌产品
新时期南通人民的精神是“包容会通、敢为人先”，体育品牌产品的打造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关键。

目前，南通发展体育创意产业可从两个方面做一些思考：一是生产与文化元素、旅游元素、媒体元素有关

联的时尚、休闲体育用品，二是在市场流通中逐步打造出南通的体育品牌。充分发挥示范、集聚、辐射和

推动作用，整合多行业资源，打造南通的体育品牌，占据市场中的有利位置，推动南通体育产业化和市场

化的进程。

３．５　设计南通体育吉祥物
体育文化、体育吉祥物和工艺品对体育产业等方面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借鉴相关理论成果和研究经验，考察南通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现状，顺应市场经济潮流和社会发展环境，

并依托南通百姓喜闻乐见的媒介手段，设计出南通的体育吉祥物。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民营资本的作

用，提高南通体育吉祥物的科技含量和创新样式，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开发，打造体育文化用品

的国际化、专业化。再通过行政部门的系列宣传活动，让大家熟悉和关注体育吉祥物，从而形成消费群

体和体育产业链，体育文化市场的能动效应有效发挥。

３．６　振兴南通体育教育事业
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以及丰富的文化生活是“体育之乡”人民的热切愿望。南通市政府很早就意

识到推新人比夺金牌更具战略意义，所以对体育教育发展有长期的规划。与国家体育总局共建了中国

乒协乒乓球运动学校，积极争取与优质训练资源的合作对接，重点开设了乒乓球、羽毛球、体操、击剑、跳

水、排球等业余训练项目，并且大力扶持体育文化创意产业［５］，如体育健身休闲、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彩

票等体育类的创意产业。

江海文化与南通体育教育相得益彰，形成了良好的体育氛围和体育精神，南通市委市政府也将每年

的８月１２日定为“南通体育日”［６］，以铭记南通健儿在世界体坛上创下的辉煌，同时以此为契机，全面
推进“体育之乡”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腾飞。

４　“体育之乡”的体育文化创意产业价值
文化创意能提高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或者城市取得竞争力的源泉，文化创意产业是推动我国体育经

济发展的一个鲜活力量。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成功运作使人们开始关注其发展空

间［７］。“体育之乡”成为南通闻名全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靓丽名片。发展“体育之乡”文化创意产业是优

化南通产业结构，实现江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值得广大产业专家关注。“体育之乡”要素

体系一旦构建成功并得到广泛传播和运营，将产生良好的品牌价值，为南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逐步实现体育产业化，为南通体育史书写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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