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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点看　点

23年以来，我国新型消费领域不断出现令人惊喜的

现象级的成功案例，其中很多案例都与体育旅游紧

密相关。从西南地区的贵州“村超”、长三角的杭州亚运

会到2023年年末东北的“尔滨”冰雪，无不有效拉动了内

需，为所在地区的相关产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每一个案例的成功，既有其自身独特的逻辑，也有

着共同的规律，因此对这些个案的研究对于新时代进一步

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和推动区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众多的成功案例中，贵州“村超”是一个非常独特

的存在。通过大型赛事或者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

户外运动和体育旅游，在过去十余年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

进程中并不鲜见。对于前者而言，跟着赛事去旅游已经成

为重要的工作抓手；而后者也同样是过去一段时间体育产

业发展的重要亮点，很多地区，特别是分布在丘陵、山地、

荒漠的欠发达地区，由于受不利的复杂地形地貌、区位、

交通、气候和生态等各种因素制约，传统产业难以成规模

发展起来，导致发展滞后，而进入新时代以来，通过发展

户外运动和体育旅游，成功地将上述不利的因素转化成优

势资源，有效促进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上述情况不同

的是，贵州“村超”本质上是将在很多地方都可见的“草

根”的乡村足球比赛打造成观赏性的赛事 IP，并基于这一

赛事来发展体育旅游，在“村 BA”“村超”和“村排”出

现之前，此类成功案例几乎没有，因此从体育旅游的角度

来看非常独特，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相关数据显示，“村

超”爆火之后，其所在地贵州榕江县 2023 年全年累计吸引

游客 733.1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1.13 亿元。而在“村

超”爆火之前的 2019 年，该县全年游客接待量只有 330.22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仅为 23.96 亿元，“村超”的成功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

“村超”背后的规律

“村超”的成功印证了群众体育的魅力。传统上，我

们往往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们对于体

育运动的参与需求和消费需求会快速增长，但“村超”的

发展打破了这一传统认知。榕江的足球运动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有较长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总人口规模不

到 40 万人，却拥有 5万足球爱好者，业余球员 1000 多人，

业余足球队几十支。在其下辖的车江三宝侗寨，甚至每个

行政村都有自己的足球队。足球已经深度融入榕江人的生

活，成为人们的社交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物质不丰裕的年

代，村民们会自制简易露天足球场举办赛事，场上的队员

和裁判年龄各异，职业不同，可能是学生、教师、警察、

商贩、农民、建筑工人……大家同场竞技。场上的比赛很

激烈，场下的观众同样狂热，特别是在每年联赛开始的时

候，村民们在场外比拼厨艺，带来逢年过节才舍得开坛的

腌鱼、腌肉，比赛的奖品则是本地产的猪肉、稻香鱼、小

香羊，等等，乡土味纯粹，仪式感满满。无论在什么年代，

无论中国足球发展如何，榕江人始终保持着对足球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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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超”的创新与启示
对于很多离开家乡的榕江人来说，足球帮他们记住了乡愁。

“村超”的成功充分展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体育特别是

“三大球”的热情。

“村超”的成功展现了新型消费的潜力。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旅游、文化和体育为代表的新型消费支出快速增

长，其增速逐渐超过了传统消费支出，这是“村超”们得

以成为现象级消费事件的时代背景，或者说“村超”火爆

具有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除此之外，“村超”得以吸引人

们的不仅仅是单一的体育、文化或者旅游消费，而是基于

体育的融合性消费。其所满足的消费者需求绝不仅仅是赛

事自身，而是赛事、特色美食和传统民族文化等高度融合

的复合性产品。这其中任何单一的产品或者服务其吸引力

可能是有限的，但一旦将其置于一个融合的场景中就产生

了巨大的魅力，这种融合性的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物

质消费、感官需求，而且提供了情绪价值，让人们更好地

体验到了生活中的烟火气。

“村超”成功带来的启示

“村超”的出圈首先是营销传播的成功。“村超”的出

圈不单纯是自发的、偶然的现象。榕江在谋划发展的过程

中曾尝试选择将当地具有侗族特色的民族运动斗牛作为引

爆点，未引起太多的关注，此后也尝试过篮球和马拉松，

但都未取得很好的效果，最终转而选择了在本地有悠久传

统的足球项目。即便如此，从竞技水平和观赏性来说，榕

江的群众足球赛事也未必是最好的，但不可否认其是同类

赛事中第一个出圈爆红的，所以说这首先是一个成功的营

销传播：将“村超”打造成了爆款 IP。因此，“村超”的成

功启示我们在发展体育旅游的过程中，营销传播具有重要

的地位。“村超”的传播之所以成功，有几个关键点：首先

是传播内容的设计，除了“村超”场上比赛之外，还将赛

事与场外的少数民族文化、乡村风情、地方特色关联起来，

充分挖掘具有传播潜力的元素，吸引了大家的关注。另外，

当地积极将“村超”与其他具有传播力、自带流量的元素

发生关联，例如与香港明星足球队的比赛、著名足球明星

的到场，以及著名主持人的现场解说等，不断拓展和丰富

传播内容。其次在传播渠道的设计上，充分发挥了自媒体、

社交媒体和官方媒体的各自优势，实现全媒体联动。特别

是榕江以国家“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建

设为契机，大力发展新媒体，加强对非遗传承人、返乡创

业人员、在家妇女等开展短视频直播培训，孵化短视频账

号 1万多个，培育本地网络直播营销团队 2000 多个，为“村

超”在社交平台上的现象级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终

形成了裂变式的传播格局。

“村超”的成功是政府治理的成功。“村超”本身是当

地居民自发组织的全民健身赛事，但当其最终成为一个消

费现象和经济现象的时候，背后站着的是一个积极作为的

政府。首先，政府为当地全民健身足球提供了很好的公共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目前该县已建成县级足球特色学校

41 所、全国青少年校园特色学校 14 所，足球场 25 块，其

中学校球场 22 块、社会球场 3 块，全部免费开放，这也为

其打造“村超”奠定了现实基础。同样不可或缺的是政府

的积极谋划和顶层设计工作，这其实也是过去十余年来很

多地方通过体育旅游带动地区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榕江

当地政府在积极打造“村超”IP 的同时，加强配套治理和建

设，一方面当好“守夜人”，规范商家收费，确保物价稳定、

交通和住宿安全，保障消费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另一

方面以和美城乡“四大行动”为抓手，专门规划建立夜间

经济聚集街，设置烧烤区、小吃区等数千个临时免费摊位，

设计了“超级星期六足球之夜”。其次，当地政府高度重视

对当地村民参与体育旅游能力的培训，这既能保证游客和

消费者到榕江之后得到更好的服务，也能够让村民有能力

享受体育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进入 2024 年，贵州“村超”新一轮联赛已经于 1 月

6 日正式在榕江县启动，相比 2023 年的 20 支参赛队伍，

2024 年共有 62 支球队参与，囊括了榕江县全县所有村队。

如果从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的视角来看，“村超”具有旺盛的

生命力，它存在了很长时间，很好地满足了当地居民的生

活需求，未来还依然能够存在下去。但如果从促进消费、

扩大内需、发展产业的视角来看，“村超”能否行稳致远，

还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例如，围绕“村超”所打造的体育

旅游产品生命周期会有多长，如何更好地保持“村超”在

社交平台的传播热点，如何提升榕江作为“村超”旅游目

的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当地用新

的实践来回答和破解，还需要坚持不懈地试错、创新和迭

代。但正如前文所述，新的时代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沃土，

过去的经验中或许就蕴含着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 □

（王裕雄为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

授，黄敏为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 王裕雄　黄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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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以来，我国新型消费领域不断出现令人惊喜的

现象级的成功案例，其中很多案例都与体育旅游紧

密相关。从西南地区的贵州“村超”、长三角的杭州亚运

会到2023年年末东北的“尔滨”冰雪，无不有效拉动了内

需，为所在地区的相关产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每一个案例的成功，既有其自身独特的逻辑，也有

着共同的规律，因此对这些个案的研究对于新时代进一步

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和推动区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众多的成功案例中，贵州“村超”是一个非常独特

的存在。通过大型赛事或者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

户外运动和体育旅游，在过去十余年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

进程中并不鲜见。对于前者而言，跟着赛事去旅游已经成

为重要的工作抓手；而后者也同样是过去一段时间体育产

业发展的重要亮点，很多地区，特别是分布在丘陵、山地、

荒漠的欠发达地区，由于受不利的复杂地形地貌、区位、

交通、气候和生态等各种因素制约，传统产业难以成规模

发展起来，导致发展滞后，而进入新时代以来，通过发展

户外运动和体育旅游，成功地将上述不利的因素转化成优

势资源，有效促进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上述情况不同

的是，贵州“村超”本质上是将在很多地方都可见的“草

根”的乡村足球比赛打造成观赏性的赛事 IP，并基于这一

赛事来发展体育旅游，在“村 BA”“村超”和“村排”出

现之前，此类成功案例几乎没有，因此从体育旅游的角度

来看非常独特，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相关数据显示，“村

超”爆火之后，其所在地贵州榕江县 2023 年全年累计吸引

游客 733.1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1.13 亿元。而在“村

超”爆火之前的 2019 年，该县全年游客接待量只有 330.22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仅为 23.96 亿元，“村超”的成功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

“村超”背后的规律

“村超”的成功印证了群众体育的魅力。传统上，我

们往往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们对于体

育运动的参与需求和消费需求会快速增长，但“村超”的

发展打破了这一传统认知。榕江的足球运动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有较长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总人口规模不

到 40 万人，却拥有 5万足球爱好者，业余球员 1000 多人，

业余足球队几十支。在其下辖的车江三宝侗寨，甚至每个

行政村都有自己的足球队。足球已经深度融入榕江人的生

活，成为人们的社交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物质不丰裕的年

代，村民们会自制简易露天足球场举办赛事，场上的队员

和裁判年龄各异，职业不同，可能是学生、教师、警察、

商贩、农民、建筑工人……大家同场竞技。场上的比赛很

激烈，场下的观众同样狂热，特别是在每年联赛开始的时

候，村民们在场外比拼厨艺，带来逢年过节才舍得开坛的

腌鱼、腌肉，比赛的奖品则是本地产的猪肉、稻香鱼、小

香羊，等等，乡土味纯粹，仪式感满满。无论在什么年代，

无论中国足球发展如何，榕江人始终保持着对足球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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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超”的创新与启示
对于很多离开家乡的榕江人来说，足球帮他们记住了乡愁。

“村超”的成功充分展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体育特别是

“三大球”的热情。

“村超”的成功展现了新型消费的潜力。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旅游、文化和体育为代表的新型消费支出快速增

长，其增速逐渐超过了传统消费支出，这是“村超”们得

以成为现象级消费事件的时代背景，或者说“村超”火爆

具有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除此之外，“村超”得以吸引人

们的不仅仅是单一的体育、文化或者旅游消费，而是基于

体育的融合性消费。其所满足的消费者需求绝不仅仅是赛

事自身，而是赛事、特色美食和传统民族文化等高度融合

的复合性产品。这其中任何单一的产品或者服务其吸引力

可能是有限的，但一旦将其置于一个融合的场景中就产生

了巨大的魅力，这种融合性的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物

质消费、感官需求，而且提供了情绪价值，让人们更好地

体验到了生活中的烟火气。

“村超”成功带来的启示

“村超”的出圈首先是营销传播的成功。“村超”的出

圈不单纯是自发的、偶然的现象。榕江在谋划发展的过程

中曾尝试选择将当地具有侗族特色的民族运动斗牛作为引

爆点，未引起太多的关注，此后也尝试过篮球和马拉松，

但都未取得很好的效果，最终转而选择了在本地有悠久传

统的足球项目。即便如此，从竞技水平和观赏性来说，榕

江的群众足球赛事也未必是最好的，但不可否认其是同类

赛事中第一个出圈爆红的，所以说这首先是一个成功的营

销传播：将“村超”打造成了爆款 IP。因此，“村超”的成

功启示我们在发展体育旅游的过程中，营销传播具有重要

的地位。“村超”的传播之所以成功，有几个关键点：首先

是传播内容的设计，除了“村超”场上比赛之外，还将赛

事与场外的少数民族文化、乡村风情、地方特色关联起来，

充分挖掘具有传播潜力的元素，吸引了大家的关注。另外，

当地积极将“村超”与其他具有传播力、自带流量的元素

发生关联，例如与香港明星足球队的比赛、著名足球明星

的到场，以及著名主持人的现场解说等，不断拓展和丰富

传播内容。其次在传播渠道的设计上，充分发挥了自媒体、

社交媒体和官方媒体的各自优势，实现全媒体联动。特别

是榕江以国家“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建

设为契机，大力发展新媒体，加强对非遗传承人、返乡创

业人员、在家妇女等开展短视频直播培训，孵化短视频账

号 1万多个，培育本地网络直播营销团队 2000 多个，为“村

超”在社交平台上的现象级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终

形成了裂变式的传播格局。

“村超”的成功是政府治理的成功。“村超”本身是当

地居民自发组织的全民健身赛事，但当其最终成为一个消

费现象和经济现象的时候，背后站着的是一个积极作为的

政府。首先，政府为当地全民健身足球提供了很好的公共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目前该县已建成县级足球特色学校

41 所、全国青少年校园特色学校 14 所，足球场 25 块，其

中学校球场 22 块、社会球场 3 块，全部免费开放，这也为

其打造“村超”奠定了现实基础。同样不可或缺的是政府

的积极谋划和顶层设计工作，这其实也是过去十余年来很

多地方通过体育旅游带动地区发展的一条宝贵经验。榕江

当地政府在积极打造“村超”IP 的同时，加强配套治理和建

设，一方面当好“守夜人”，规范商家收费，确保物价稳定、

交通和住宿安全，保障消费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另一

方面以和美城乡“四大行动”为抓手，专门规划建立夜间

经济聚集街，设置烧烤区、小吃区等数千个临时免费摊位，

设计了“超级星期六足球之夜”。其次，当地政府高度重视

对当地村民参与体育旅游能力的培训，这既能保证游客和

消费者到榕江之后得到更好的服务，也能够让村民有能力

享受体育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进入 2024 年，贵州“村超”新一轮联赛已经于 1 月

6 日正式在榕江县启动，相比 2023 年的 20 支参赛队伍，

2024 年共有 62 支球队参与，囊括了榕江县全县所有村队。

如果从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的视角来看，“村超”具有旺盛的

生命力，它存在了很长时间，很好地满足了当地居民的生

活需求，未来还依然能够存在下去。但如果从促进消费、

扩大内需、发展产业的视角来看，“村超”能否行稳致远，

还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例如，围绕“村超”所打造的体育

旅游产品生命周期会有多长，如何更好地保持“村超”在

社交平台的传播热点，如何提升榕江作为“村超”旅游目

的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当地用新

的实践来回答和破解，还需要坚持不懈地试错、创新和迭

代。但正如前文所述，新的时代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沃土，

过去的经验中或许就蕴含着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 □

（王裕雄为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

授，黄敏为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 王裕雄　黄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