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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town is a new type of small town that has chosen “sports industry” as 

the pillar industry.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improv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indigenous residents and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Because of the cultiv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jective sports events, the defect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sports 

towns, the insufficient social effects of sports industry, and the poor acceptance 

of sports culture, the Indigenous residents have met with the exclusion of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al well-being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towns.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Xiangxian”, rationally positioning the 

role of “ Indigenous residents”, improving the enthusiasm of the indigenous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herit and rebuild the reg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enhance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ense of belonging of the indigenous residents, encourage 

the indigenous residents of small tow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town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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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小镇建设是部分地区选择“体育产业”作为支柱产业而出现的新

型小城镇，其蕴含着的社会责任包括改善原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

质量。由于体育小镇建设中注入性运动项目培育特征、体育小镇的空间结构布

局缺陷、体育产业社会效应不足、原居民体育文化接受度较差等原因，原居民

在参与体育小镇建设过程中遇到了文化、经济、社会福祉等方面的排斥。可以

通过发挥“乡贤”作用，合理定位“原居民”的角色，提高原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传承和再造地域传统体育文化，提升小镇原居民的文化自信和归属感，提升原

居民参与的主动性；多渠道鼓励小镇原居民参与体育小镇建设，提高原居民参

与创造性等推动原居民参与，促进体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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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小镇是我国特色小镇的一个类型，是部分地区选择“体育产业”作为

支柱产业而出现的新型小城镇。原居民是体育小镇建设初期的主要居住者，也

是小城镇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从根本上

都只能从手段的意义上来理解，都必须服务于改进提升人（首先是作为小镇主

人的居民）的生活、本身的发展这一根本目的。”［1］无论是旧城改造还是新城

建设，作为投资方，建设和运营公司的工作天然地应包含着改善原居民的生活

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等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

CSR）。如果没有原居民的参与，体育小镇的建设终将成为“空城”；如果没有

原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体育小镇建设终将沦为 “政绩工程”。由于我国城乡

二元结构、城乡贫富差距显著、小城镇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原因，政府在鼓励原

居民参与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排斥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体育小镇建设过程

中出现原居民对体育小镇建设漠不关心、不参与的态度以及中青年外出打工等

现象，这不仅偏离了体育小镇建设的“初心”，而且影响体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

1  体育小镇建设过程原住民排斥的现象

1.1  文化排斥

文化排斥是同一地区的不同观念文化的群体之间的排斥，这种排斥往往是

针对这一地区的弱势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特征。［2］亨廷顿说：“在这个

新的世界里，最普遍、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等级之间、穷人和富人

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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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冲突。”［3］由于小镇原居民和外来居民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价值观

等方面的差异，体育小镇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文化排斥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

第一，体育小镇原居民零参与或很少参与体育小镇的建设，原居民对于小

镇建设处于一种漠不关心的状态。在调研中发现村民很少主动和外来居民交流，

他们表示“我们不能跟他们比，也不想跟他们比，也没必要打交道”。

第二，外来居住者对原居民的鄙视和排斥。体育小镇的外来居住者主要分

为两类：一类是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一类是由于房地产开发吸引而来的

游客。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外来人员认为原居民比较落后、没有文化、素质

低下以及没有工作能力等，因此两个圈层很难相互吸引和交融。

1.2  社会福祉排斥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政府致力于打破城乡界限、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城

乡一体化进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当前二元化的社会分配体系仍然存在，

社会断裂格局仍然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福祉融入形成排斥。［4］体育小镇建设过

程中，未对小镇原居民的户籍制度、住房等方面做要求，因此在建设的过程中，

小镇的原居民仍然是遵从原居民的户籍、住房等原有生活方式，小镇的原居民

无论是农民还是乡镇居民，在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社会福祉与外来

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差距很大。相比于其他小镇建设，体育小镇建设对城区规划

中体育基础设施的要求更高，但由于小镇建设过程中对体育项目的选择和体育

产业的定位，造成了体育小镇居民无法使用到小镇建设提供的体育设施。例如

在课题组调研的 24 个项目中，90% 的地方小镇居民均表示没有享受到项目带来

的益处。经典的表述是“那是政府搞的，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在北京槐宝足

球小镇、云南安宁网球小镇以及河南嵩皇体育小镇实地调研过程中，在与原住

民的访谈中得知，该类场馆（网球场、足球场、户外场地）没有对居民有优惠。

该类项目由于在该地区并没有群众基础，所以当地原居民也不愿意参与。安宁

网球小镇的居民回答是“我们这之前从来没有玩过，就是现在的中小学也很少

有网球项目，我们都不会玩，平时也不去那边……如果有比赛，全免费的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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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去看”。

1.3  参与排斥

体育小镇的建设主要采用政府主导，社会资本投入、企业管理或是专门组

织成立管理部门运营的模式。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使“体育产业新生态体系”

的形成，体育产业从第二产业走向第三产业为主的创新变革，对体育产业的从

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体育小镇原居民主要是待“市民化”的农民，

他们的体育技能、服务意识、互联网技术以及管理知识等方面都处于空白或劣势。

因此，很难在体育企业赢得工作机会。在调研中发现，体育小镇体育产业发展

过程中除了体育制造业的小镇明显的带动小镇居民的就业外，其他的产业类型

均没有给小镇原居民提供就业的计划。在厦门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安宁网球

小镇、北京愧宝足球小镇、贾汪时尚体育小镇的调研中，对原居民做了深度访谈，

他们均表示没有去他们（体育小镇运营公司）工作的机会。尤其是厦门定海湾

山海运动小镇运营公司在公司员工的聘用中，明确不招收筱埕镇蛤沙村的居民。

在去村委会了解情况的时候，直接被拒之门外，得到的答复是这个（山海湾运

动小镇）不归我们管，让我直接去他们公司。

2  原居民社会排斥的形成机制

2.1  注入性运动项目培育特征

体育小镇是我国特色小镇的一种，“特色”是相对于“一般”而言的［5］，

“特色”的形成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在“一般”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特

色”，该种模式是国外特色小镇形成的主要路径；另一种是没有经历“一般”

的过程，直接注入式的打造“特色”，该种模式是当前我国体育小镇建设热潮

中地方政府选择的主要建设路径。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我国产业的现代化进程

落后于我国城镇化的需求，尤其是体育产业的发展尚处于发展的初期，政府和

相关部门为了实现体育小镇的的目标，不得不借助外力，实行大跃进式的发展；

二是农村现代化进程较慢，尤其是农业现代化建设远远落后于工业现代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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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应该是农村城镇化的重要路径，目前体育小镇的选址以农村和城乡

结合部为主，所在地的城镇化水平普遍不高；三是浙江省特色小镇的成功经验，

得到了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认可，而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的主要模式是“在非

城非区的地方另建特色小镇即注入式的小镇”。尤其是因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

展基础薄弱，据统计显示，美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国民总值 3.02%，奥地利达到

4.01%，而我国体育产业的增加值在 GDP 增加值的比例还不到 1%。我国体育产

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体育小镇建设是体育产业集聚的平台，面对国内体

育产业整体发展较弱的情况，体育小镇的建设基本以“注入式”建设模式为主。

注入式的发展模式导致当地生活方式、社会环境、经济模式等一系列的改变，

改变了小镇原居民的生存现状。例如，在北京槐宝足球小镇调研中发现，由于

建设体育球场、培训中心，征用附近村民的土地，附近村民整体搬到新的社区，

他们失去土地，主要的收入来源发生变化，年轻人不得不外出打工，留在家里

的人基本没有工作。由于足球文化是外来项目，当地人不会，虽然场地对外开发，

但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2.2  体育小镇的空间结构布局缺陷

空间结构特征由城镇内产业类型、地域特征等决定，由于体育产业的特征，

“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呈现出生产和消费集聚”［6］，以过夜经济和体验经济为

主，空间结构应该以网状为宜。但据实地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的体育小镇建设

尚未形成网状空间结构，而是以点为主，被命名为体育小镇的地方无论是依托

现有的建制镇还是村庄，均是远离城市经济中心、脱离乡镇原有的生活区域，

经过上级领导部门的重新规划，建设为体育小镇。例如国家级体育小镇北京愧

宝足球小镇在北京城南侧，以酒店和培训中心为主要活动区，附近居民被统一

安置在新规划的小区，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对所谓的足球小镇建设了解甚少；安

宁网球小镇以凯莱温泉酒店为中心，由凯莱集团投资建设的 11 个网球场地为主

要的依托，申报并被批准为国家级运动休闲小镇；嵩皇体育小镇在三王庄外侧，

以嵩皇体育会议中心为主，结合村庄外围建设的运动场地向，构成了新的嵩皇

体育小镇，与当地居民的生活区基本互不干预。在江苏省的 14 个体育健康小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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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淮安施河智教乐享小镇，以体育制造业为主要产业的小镇，实现了原居民

的广泛参与之外，其他体育小镇的空间结构均处于零星点状分布。体育小镇内

部空间结构的点状分布，导致产业空间和产业链条无法实现聚集效应，难以形

成成熟的系统、循环的体育消费体系。

2.3  体育产业社会效应不足

体育小镇的支柱产业是体育产业，体育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专业人才、

基础设施或自然资源的要求较高，呈现出前期投入大，回报期长的特点。尤其

是在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薄弱，“正处于产业周期的初期阶段，呈现出

规模化投入水平不断提升，产出水平增速缓慢、效率水平下降明显的特征。”［7］

体育产业是在政府的培育过程中被称为是投入大，见效慢的产业。体育小镇的

建设“资金投入大，必须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才能化解公共财政压力过大的矛盾”［8］。

从江苏省 14 个体育健康小镇的中期评审报告可以看出，在体育小镇建设的初期，

体育产业的产出不到投入的一半，在公共体育设施、专业体育项目的场地设施、

配套设施的投入占了很大的比例。有作者指出“由于我国体育产业市场化程度低，

造成我国城镇化进程与体育产业发展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城镇化水平的

提高推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但是体育产业的发展还不能有效的提升城镇化水

平”［9］。因此，体育产业的溢出效应较差，因此，出现了体育小镇建设的“产”“镇”

分离，造成了体育产业发展对小镇原居民参与的社会排斥现象。

2.4  原居民体育文化接受度较差

2017 年 5 月，国家体育总局下发《关于推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

通知》中明确指出，运动休闲小镇的建设原则上以建制镇为主，面积在 3 平方

公里范围内。各地依据各省市的情况制定了不同的政策，例如《浙江省体育局

关于开展省级运动休闲小镇认定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运动休闲小镇以行政建制

乡镇（街道）或同级别功能区为主体；江苏省的申报要求中也是以建制镇为主。

因小镇的选址，体育小镇原居民呈现出新时期我国农村和小城镇居民的特点，

普遍存在着受教育水平整体不高、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要就业方向、生活水平



·239·
体育小镇建设中原居民融入排斥：表现、成因与治理2020 年 12 月

第 2 卷第 4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scps	 https://doi.org/10.35534/scps.0204020

偏低、体育素养和技能缺失等特征。在北京槐宝足球小镇调研是，当地的工作

人员介绍，槐房镇原居民中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留守中老年、妇女儿童，是一

个很大的群体，这一群体日常生活、思想动向很难把握，因为他们本身的问题，

这些（目前体育小镇）工作，他们都做不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投资商投资小镇，

能够给他们安置工作。”

3  推动原居民参与的体育小镇建设路径

3.1  发挥“乡贤”作用，合理定位“原居民”的角色

体育小镇建设目的是提高小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原居民是体育

小镇建设初期小镇内的主力军。因此在体育小镇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小

镇原居民的角色，在规划建设过程中，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这里的“人”，

不仅是指人才和劳动力，还包含乡音和原住民的层面。我国农村发展的特殊性，

使得“乡贤”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他们对当地地域历史文化、人文风貌都很了解，

因此，可以充分发挥“乡贤”的作用，“了解民众所需”，让他们参与到体育

小镇建设的策划中，为原居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完善体育小镇

建设规划方案，从源头上解决体育小镇原居民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

3.2  多渠道的鼓励小镇原居民参与体育小镇建设

特色小镇建设的本质是促进乡村振兴，而实现乡村真正脱贫、实现振兴的

策略是培育产业，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体育小镇原居民的生存

方式是体育小镇建设首要考虑的问题，是引导他们参与到体育产业的发展中，

还是培育新的产业，是首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小镇原居民的特点，要参与到体

育产业的建设中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开发运营商、原居民三方的共

同努力。政府和运营商可以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再培训、定期举办文创讲座、开

展体育知识的宣传等途径提高小镇原居民的再就业技能，使体育小镇原居民尽

快的加入到体育产业的发展，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聘请专业人士对体育小镇

的发展进行顶成设计，全面考虑入住体育产业集聚和小镇原居民业态，实现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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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产品与体育产业的融合，鼓励小镇原居民的创新创业。不仅可以丰富体

育小镇的产业类型，还能提升体育小镇原居民的自信，主动的参与体育小镇的

建设。

3.3  传承和再造地域传统体育文化，提升小镇原居民的文化

自信和归属感

小镇的传统文化是小镇居民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是小镇原居民约定俗

成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体育小镇的新社区建设中，融入现代体育的元

素，传承和再造地域传统体育文化，“不仅具有享用（对小镇的居民）或展

演（对游览者）的性质，更具有精神上的砥砺功能。”［10］体育小镇的建设

应突出“球土化意识”［11］，依据当地的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体育基础、

人文环境等“N+ 体育”的环境中挖掘地方特色，合理选择体育产业类型，打

造体育产业核心项目。

对核心体育项目的地域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挖掘，并围绕产业发展的需求进

行再造，述说体育小镇自己的故事。例如，嵩皇体育小镇的建设不应该丢弃嵩

山少林文化，现在的建设是依据自然环境发展卡丁车、越野赛、马术等项目，

但相比于浙江莫干山、南京砀山温泉小镇而言，嵩皇小镇的自然环境优势明显

不如少林文化 IP 的影响力和独特性。贾汪时尚体育小镇的建设初期很是惊艳，

成为国家级、省级体育小镇培育项目。但是，在培育期，体育产业由于定位始

终不明确，依靠零散的几个项目，难以形成产业集聚，因此未通过江苏省的中

期考核。针对该类体育基础薄弱，应该充分盘点现有的体育资源，贾汪境内

UVOL 滑翔伞基地已经引起国内外飞行爱好学者的关注，吸引了十几位知名网红

为他们宣传，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滑翔伞学院的陈院长说，该类体育

资源可以助贾汪区时尚体育小镇特色的形成。因此，体育小镇在建设过程中对

传统体育文化重视，可以提升原居民的文化自信和参与程度。但对于从小镇外

引进的体育项目，要在本地将其转化为小镇各项事业发展的生产力，为小镇体

育产业发展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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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

客观而言，当前中国体育小镇发展更多是政策规划的结果，而从规划性小

镇向演化型小镇发展，需要全民参与，尤其是土生土长的小镇原居民在小镇社

会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各个方面的广泛参与。规划型体育小镇的政策导向，

将体育小镇定位在建制镇或农村，体育小镇原居民以农民和农民工为主，他们

呈现出文化素养不高、体育基础薄弱、新职业技能水平低等方面的问题，也因此，

在体育小镇的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对小镇原居民在社会福祉、文化、经济等方面

的排斥，造成他们不关心、不参与自己家园建设。体育小镇建设成为当地政府

和开发商的独角戏，成为政府的政绩工程，而背离了体育小镇建设的“初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实现体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通过发挥“乡贤”作用，合理定位“原

居民”的角色，提高小镇居民的积极性；通过传承和再造地域传统体育文化，

提高小镇居民的主动性；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讲座等多渠道鼓励小镇原居民的

创造性；促进体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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