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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揭示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关系，采用文本大

数据分析方法，对 2016—2023 年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及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的公共政

策和新闻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2016—2023 年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及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均呈上升趋势，二者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和即时反馈机制；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显示出深层次的相互影响与支撑，这种作用关系有望长期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加强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的战略协同，不断提供新的创

新动力和市场机遇；其次，增强政策支持、产业链和生态系统等结构性因素的稳定性；最后，建

立持续的互利共赢机制，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巩固二者之间的协同效应。 
关  键  词：体育产业；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4)04-0023-09 
 

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sports industry by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tourism, culture, and busines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public policy and text data from news 

FENG Xiaolu1，ZHOU Liangjun2 
(1.College of Education，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2.School of Graduate，Guangzhou Sport University，Guangzhou 510500，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tourism, culture, and business (STCB),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 text 

and big data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related public policies and news texts concerning 

the integration of STCB,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is region from 2016 to 2023. It 

has been found that from 2016 to 2023, both the integration of STCB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have been on an upward trend, exhibiting a long-term stable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and immediate feedback mechanisms. The integration of STCB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demonstrate a deep level of mutual influence and support, promising to dri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e long term. Given those, the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t 

first, strengthening the strategic synergy between the integration of STCB and the sports industry, to continuously 

provide new innovation dynamics and market opportunities; secondly, enhancing the stability of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policy support, industrial chains, and ecosystems; and finally, establishing a sustained win-wi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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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solidating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between them through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mutual advantages. 

Keywords: sports industry；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integration of sports，tourism，

culture，and business；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当今世界，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变

革正在不断打破传统产业之间的界限，塑造新的产业

形态和业态，产业融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现代产业

发展的重要趋势[1]。体育与旅游、文化、商业等作为现

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其融合发展正在成为拓展应用

场景、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助推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体育与旅游通过资源、市场、

产品和业态的融合，不仅顺应大众消费升级的趋势，

还正在成为新时代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3]。

体育与文化的融合不仅可以铸造城市文化品牌，为体

育城市建设提供新动力，还能够以民族文化创新推动

乡村振兴[4-5]。体育与商业的融合正在不断创新现代体

育产业商业模式，为品牌赞助、体育营销、用品制造

等助力赋能，为体育产业创造新的增长点[6]。虽然学界

对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的发展效应已经做出积极探

索，但目前研究多是集中于对体育与旅游、体育与文

化、体育与商业等领域的二元关系研究，而从“体旅

文商”四元关系的角度探讨其融合发展效应的研究较

少，并且主要是对体旅文商融合相关机制与路径的宏

观分析[7]，以及对个案城市的经验研究[8]，缺乏用定量

方法评价体旅文商融合及其发展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引领下的世界级

城市群汇聚要地，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善的基础

设施和“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肩负着打造高质量

区域经济增长极、建设世界级产业资源集聚高地的历

史使命[9]。这些基础条件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体育、旅游、

文化、商业的融合发展创造优渥的环境，也为打造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创造有利条件[10]。因此，基

于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证研究，构建科学的体旅文商

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客观揭示粤港

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关系，对于进一步提升体旅文商融合成效、推动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级体育产业先行示范

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体旅文商融合及其评价 

产业融合是两个或多个相对独立的产业门类之间

边界逐渐模糊的过程[11]，能够打破传统行业边界，促

进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升级，提高产业整体的创新能力

和竞争力，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和

服务，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体旅文商融

合是一个跨行业、跨领域的综合发展模式，通过体育、

旅游、文化、商业等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融合和互动，

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实现跨界合作，创造新的

增长点和发展机遇[8]。然而，由于体旅文商融合是一种

新兴的跨领域发展模式，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相关

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存在较大困难，同时缺乏统一

的评价标准和数据收集机制导致难以量化评估融合效

果和进程。加之粤港澳大湾区由于其区域广泛且涉及

多领域特性，传统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在评价体旅

文商融合发展过程中难以实施，因此文本大数据分析

成为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案。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快

速发展极大地推动文本大数据在经济领域相关研究中

的应用，为研究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决经

济问题。例如通过分析政策文档和新闻报道，文本大

数据可以用来刻画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帮助分析政

策变化对市场的影响[12]；利用文本分析技术对行业进

行动态分类，捕捉行业变化趋势[13]；通过评估媒体报道

的偏差和新闻需求，揭示公众对经济事件的关注度和

信息传播的偏差[14]；通过分析经济相关文本的情绪和主

题度量和预测经济周期，预测经济增长或衰退[15]。现代

技术使得收集、存储和分析大量文本数据变得更为便

捷，为学术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信息资源，研究者能

够从政策文件、新闻报道、研究报告等非结构化文本

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用来分析经济趋势、预测经济指

标、评估政策影响等[16]。这种分析方法不仅能够弥补

统计数据缺失的局限，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数据分析

的维度和深度，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市场动态和新的

经济行为模式。 

1.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及其评价 

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的具有重要历

史意义的新表述，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指引。

高质量发展强调的不仅是经济效益的增长，更加强调

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创新驱动、有效利用资源以及产

业结构的转型升级[17]。对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目

前学术界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包括全要素生产率、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源质量、

金融体系效率和市场配置资源机制 5 个维度[18]。也有

学者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

应从长期与短期、宏观与微观、总量与结构、全局与

局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等多个维度来构建[19]。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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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虽然涉及范围广，

但体系繁杂，归结起来主要是 3 类指标：一是反映经济

结构和效率的指标，二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提高生产

质量和幸福感的指标，三是体现经济活力的指标[20]。虽

然，关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尚无统一标准，但是对

于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正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日渐明

晰，比如能够体现新经济新动能的成果、抓住核心指

标、区分过程指标与结果指标、注重指标数值的实际

区分度等[21]。因此，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必然

会因行业领域不同而有所区分。 

经济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实现数量与质量

的协调统一，追求更有效率、更加稳定和更为开放的

发展模式[22]。体育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第三产业，在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显著价值，不仅可以促

进相关产业链的扩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还能够通

过引入创新技术和服务、加强产业间的融合、推动传

统产业的升级和新产业的发展，不断为经济结构的优

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有力支撑，成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新

发展理念为战略遵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以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为主要目标，通过体育产

业结构变革、体育消费产品创新供给和体育组织效率

升级等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10]。

可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追求产业规模扩大和

经济效益增长，而且更加注重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对社会的积

极贡献。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也是极为丰富的，

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创新能力提升、绿色可持续、

产业融合效应提升等几个关键维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文本大数据的方法进行体

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旨在通过

分析文本数据揭示粤港澳大湾区体育、旅游、文化、

商业等多个领域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情况，呈现体旅文

商融合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成效与发展趋

势，识别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以更好推动体旅文商

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测度 
依据文本大数据分析方法，选取粤港澳大湾区体

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产业政策数

据和新闻媒体报道文本数据为对象，通过分析政策文

本，把握政府对体旅文商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和具体

措施；新闻媒体报道则提供从社会视角观察产业融合

效果的窗口，反映融合发展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 

2.1  数据筛选与处理 

为全面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发展及其

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针对粤港澳大湾区体

旅文商融合发展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题，

以 2016—2023 年为时间跨度，搜集国家级、省级、市

级和区级等不同级别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政策文本以

及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影响力的两家综合性媒体《羊城

晚报》《南方日报》的媒体报道文本。 

第一轮共搜集到 271 份政策文本、2 546 份媒体报

道文本。首先对政策文本数据进行清洗，去除那些对

于文本分析无实质性贡献的元素，包括删除停用词，

即那些在语言中极为常见但对于捕捉文本主旨无关紧

要的词语，如“的”“是”等；删除《羊城晚报》《南

方日报》中与粤港澳大湾区无关的相关报道，如关于

“北京冬奥会”“贵州村超”等的报道。经过两轮清洗

后， 终保留 248 个与本研究相关度较高的政策文本

纳入统计分析，2 177 份媒体报道文本纳入统计分析。 

2.2  关键词构建 

根据前文对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及其评价的分析，初步确定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评价维度。再经过 3 轮征询专家意见，

终确定两者的分析层次和要素，即从体育与旅游、文化、

商业融合的维度识别体旅文商融合，从产业融合效应、

产业结构优化、创新能力提升、绿色可持续的维度识

别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针对筛选后的文本数据，进

一步通过 Python 编程语言中的 NLTK 工具包进行文本

分词，将连续的文本流切分成独立的、可以单独分析

的词语单元，使得长篇表述被细化为易于处理的词语

列表。再根据体旅文商融合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评

价维度及其内涵，剔除与研究内容无关的列表，筛选出

与符合条件的关键词列表(见第 26 页表 1)，利用 Python

编程语言对词语列表的关键词的频次进行统计分析。 

2.3  权重确定 

通过综合应用文献回顾、专家打分、层次分析等

方法，确定与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相

关指标的权重。首先，通过文献回顾识别和验证关键

词在既有研究中的重要性；再结合行业内专家的知识

和经验，对关键词的重要性进行评估； 后通过层次

分析法构建一个有层次的指标体系，使得每个指标根

据其对研究主题的贡献度被赋予相应权重，以确保权

重分配的科学合理及真实反映不同关键词对体旅文商

融合发展指数的影响。体旅文商融合和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iii fttI ××Σ= IDFT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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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中，I 表示体旅文商融合或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指数；TF( it )是关键词 it 在特定文档中的出现频

率，IDF( it )是逆文档频率，用来减少在多数文档中普

遍出现的词的权重。TF( it )×IDF( it )即为 TF-IDF 值

(wi)，表示第 i 个关键词的权重； if 表示该关键词在文

本中出现的频率。这样计算既考虑关键词在单一文档

中的重要性，又考虑其在整个文档集合中的独特性，

以此构建出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年度指数，形成特定的时间序列并在此基

础上进行关系验证。 

 

表 1  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文本关键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关键词 

体育与旅游领域 体育，体育旅游，旅游，观光，度假，旅行社 
体育与文化领域 体育，体育文化，文化，展览，民俗，节日 体旅文商融合 
体育与商业领域 体育，体育商业，商业，商务，电商，品牌，综合体，投资，消费 

产业融合效应 旅游，观光，度假，旅行社，展览，民俗，节日，商务，电商，品牌，综合体，投资，消费
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升级，高新技术，转型，创新驱动，产业链，成果转化，产业集群 
创新能力提升 创新，创业，技术，科技，研发，突破，开拓，数字化，智能化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绿色可持续 绿色，可持续，低碳，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生态，可再生    
 

2.4  分析方法 

1)ADF 检验。采用 ADF 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检验)对 2016—2023 年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指

数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平稳性检验。ADF

检验的基本模型表示为： 

+Δ++Δ+Δ+++=Δ −−−− ptptttt yyyyty δδδγβα 22111 ϵt   (2) 

公式(2)中，Δyt=yt−yt−1 表示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

α是常数项，βt 是趋势项，γ 是用于检验 y t−1 的系数是

否显著不为 0 的参数，δ1、δ2……δp 是差分项的系数，

p 是滞后阶数，ϵt 是误差项。通过 ADF 检验 γ=0 的 t

统计量，如果该统计量显著小于某个临界值则拒绝原

假设(存在单位根)，认为序列是平稳的；如果 ADF 统

计量的值大于或等于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认为

序列包含单位根，即序列是非平稳的。 

2)Johansen 协整检验。Johansen 协整检验主要基于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通过两个统计量来检验协整关系：迹统计量

(Trace Statistic) 和 大 特 征 值 统 计 量 (Maximum 

Eigenvalue Statistic)。 

迹统计量：  

Trace Statistic=- )1(I
1 +=

−n

ri inT λ


     (3) 

公式(3)中，迹统计量检验的是整个系统中是否存

在 r 个协整关系，其中 iλ


是估计得到的特征值，T 是

样本大小。 

大特征值统计量：  

Max-Eigen Statistic=-T In ( )11 +− rλ


       (4) 

公式(4)中， 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的是在假设系

统中已有 r 个协整关系的基础上，是否还存在更多的

协整关系。Johansen 协整检验的计算过程是先构建

VECM 模型并估计参数，再计算特征值 iλ


。根据特征

值计算迹统计量和 大特征值统计量，将计算得到的

统计量与相应的临界值进行比较，判断是否拒绝无协

整的原假设。通过这种方法，能够确定粤港澳大湾区

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之间协整关

系及其数量，为分析和预测提供数据支撑。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

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识别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因果关系，其计算方法涉及到比

较 2 个不同的回归模型的预测能力，即只包含目标变

量自身的滞后值的模型和在此基础上加入另 1 个变量

的滞后值，基本步骤和公式如下： 

首先构建 2 个基本模型。 

零模型(不包含因果变量的滞后)：  

++= −= it
p

i it YY
1
βα ϵt              (5) 

备择模型(包含因果变量的滞后)： 

+++= −=−=  jt
q

j jit
p

i it XYY
11
γβα ϵt     (6) 

公式(5)和(6)中，Yt 是目标变量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指数在时间 t 的值，Xt-j 是潜在的因果变量体旅文商

融合指数在时间 t-j 的值，α、β、γ 是参数，ϵt 是误差

项，p 和 q 分别是 Y 和 X 的滞后阶数。在此基础上进

行 估 计 和 检 验 ， 使 用 小 二 乘 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估计上述 2 个模型的参数。 小二乘法

的目标是找到 β0 和 β1 的估计值，使得实际观测点到回

归直线的垂直距离(残差平方和，RSS) 小化。通过 F

检验比较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以确定加入 X(体旅文

商融合指数)的滞后值是否显著提高了对 Y(体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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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指数)的预测能力。F 值计算公式为：  

( )
( )1/RSS

/RSSRSS

1

10

−−−
−

=
qpN

qF              (7) 

公式(7)中，RSS0 是零模型的残差平方和，RSS1 是

备择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 是样本大小，p 和 q 分别

是模型中 Y 和 X 的滞后阶数。根据 F 分布，计算上述

F 统计量的 p 值，以判断 X 的滞后值是否对 Y 有显著

的预测能力。如果 p 值小于事先设定的显著性水平(即

0.05 或 0.01)，则拒绝零假设，认为 X 是 Y 的格兰杰

原因，即体旅文商融合能够带来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否则不能拒绝零假设，认为 X 不是 Y 的格兰杰原因，

即体旅文商融合不能够带来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VAR 模型。在 Python 的 stats models 库中对体旅

文商融合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进行向量

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VAR)分析。

如果考虑一个包含 k 个变量的系统，VAR 模型形式表

示为： 

Yt=A1Yt-1+A2Yt-2+…+ApYt-p+c+ ϵt      (8) 

公式(8)中，Yt 是在时间 t 的 k 维向量，包含了系

统中所有 k 个变量的值。A1，A2…Ap 是 k×k 维的系数

矩阵，表示不同变量之间在不同滞后期的影响强度。p

是模型的滞后阶数，表示在预测当前值时会考虑多少

个过去时期的值。c 是常数项向量。ϵt 是在时间 t 的误

差项向量。VAR 模型允许每个变量作为过去值的线性

函数，包括自己的过去值和所有其他变量的过去值。

VAR 模型中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是常用的多变

量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用于描述多个时间序列变量之

间的动态关系。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受到体旅文商融合影响时系统中所有变量响应

的动态路径。其计算是基于 VAR 模型的估计参数，通

过模拟体旅文商融合冲击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因果

关系动态变化的方向。 

 

3  结果与讨论 
3.1  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基本状况 

体旅文商融合指数是衡量体育、旅游、文化和商

业等多个领域融合发展程度的指标，其变化反映粤港

澳大湾区在体旅文商融合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是衡量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

其变化反映粤港澳大湾区在体育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水

平。通过前文的测算方法，得出 2016—2023 年粤港澳

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年度指

数(见图 1)。 

 

 

 
图 1  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年度指数 

 

粤港澳大湾区 2016—2023 年体旅文商融合指数

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趋势，其中 2022 年达到 高点

40.16，而 2019 年是 低点 3.79，这种波动可能受到

政策支持、外部事件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公共政

策和区域发展战略变化带来的影响。公共政策高水平

产业融合的重要驱动，也是促进价值链增值和实现区

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23]。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

重要的经济和创新中心，其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影

响力大、辐射度广，会对体旅文商的融合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从政策发布情况也可以看出，2018—2020 年

粤港澳大湾区的体旅文商融合政策发布明显降低，之

后又有所提升，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大湾区体育、

旅游、文化和商业领域的投资、发展速度和优先级，

从而影响整体的融合指数。其次是重要外部事件带来

的冲击。2019—2022 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大流

行的影响，在对体育、旅游、文化和商业活动都造成

巨大影响[24]，可能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体旅文商融合指

数产生影响。同时，这一重要外部事件也可能影响到

宏观经济波动，包括宏观经济条件、消费者信心、投

资氛围等，这些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体旅文商的

融合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在 2016

—2023 年同样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从 2016 年的

61.79 到 2017 年的 66.51，显示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

然而，2018 和 2019 年的指数出现下降，2020 年稍有

回升，到 2021 年显著增长至 71.03，表明体育产业的

强劲复苏和高质量发展。尽管之后有所波动，但整体

保持在较高水平，说明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继续保

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波动的

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政策调整、市

场需求变化、重大体育事件的影响等。首先，国家层

面重大政策的发布实施对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发展

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继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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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之后，又在

2016 年发布《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强调提

高全民体育活动参与率、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通

过推广全民健身活动和设施建设，能够直接或间接推

动体育相关服务市场的发展[25]。2017 年国家发改委、

体育总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马拉

松、自行车等大型群众性体育赛事行动方案(2017 年)》，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体育赛事的组织与举办，不仅

有助于提升赛事的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也为体育产业

链上的各个环节带来了发展机遇[26]。这些国家重大政策

的发布实施，无疑为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扩大体育消费市场、推动体育产业结构升

级。其次，经济环境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也会对体育

产业发展产生影响。2020 年以后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在经过短期下降后又迎来新的增

长。虽然体育产业在疫情防控期间受到一定影响，但

是线上健身、虚拟体育赛事、体育电竞等新形式体育

活动的兴起，也为体育产业提供新的增长点。长时间

的防控措施也促使体育产业加快结构调整和创新发展

步伐，加大科技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如智能健身设备、

体育数据分析等。因此，虽然疫情防控短期内对体育

产业造成冲击，但长期来看也促进体育产业的创新和

转型，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再次，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重大体育事件也是重要的影

响因素。2021 年粤港澳大湾区获得第 15 届全运会的

举办权，这必然会对大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

体育旅游发展、区域品牌效应与影响力提升、体育消

费和市场需求激发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国家体育总

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

明确要求“创新竞赛组织方式，合理设计马拉松、公

路自行车等项目的比赛路线，促进粤港澳三地融合发

展”[27]。这一要求不仅旨在提升赛事的观赏性和参与

度，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活动促进粤港澳三地的融合

发展，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通过与体旅文商融合指数趋势比较可以看出，

2016—2023 年两者虽然都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但是

指数趋势线整体上都呈现上升趋势。通过对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指数和体旅文商融合指数进行皮尔逊相关

分析，发现体旅文商融合指数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指数之间存在强正相关，这可能意味着体旅文商融合

的推进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或者两者之间存在共同的推动因素。 

3.2  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协整关系 

为进一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协整关系，首先对体旅文商融合指

数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 ADF 检验。结果表

明，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指数的 ADF 统计量值

为-1.86，对应的 P 值为 0.349，使用的滞后阶数为 1，

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分别为

-5.35、-3.65、-2.90。这意味着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

的原假设，表明体旅文商融合指数可能是非平稳的，

不适合直接做时间序列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

数的 ADF 统计量值为-6.10，对应的 P 值几乎为 0，使

用的滞后阶数为 2，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

的临界值分别为-6.05、-3.93、-2.99。表明可以拒绝

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是

平稳的，适合进行时间序列分析。非平稳数据的出现

在时间序列分析中较为常见，通常意味着序列的统计

属性如均值、方差等随时间变化[28]。粤港澳大湾区的

体旅文商融合指数数据显示出非平稳特性，应该与该

指数覆盖的领域(体育、旅游、文化、商业)和地理范

围(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有关。因此，仍需对其数据

进行进一步差分以获得平稳数据，才能进一步分析其

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因果关系。 

对体旅文商融合指数进行一阶差分后，获得新的

ADF 检验结果表明 P 值小于 0.05，因此在 5%的显著

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一阶差分

后的体旅文商融合指数是平稳的。这意味着通过对体

旅文商融合指数原始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已经成功地

将非平稳序列转换为平稳序列，可以进行时间序列分

析。采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进一步检验体旅文商融合

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之间的协整关系，结果显

示迹统计量没有得到有效值，无法直接基于迹统计量

进行协整关系的分析。 大特征值统计量的值为

168.228，远超过所有临界值，表明在至少 1 个协整向

量存在的情况下，可以拒绝无协整的原假设。即尽管

迹统计量的计算无法直接给出结果，但 大特征值统

计量的结果明确指向体旅文商融合指数和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指数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协整关系，反映他

们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受到相同或相关因素的影响。 

3.3  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因果关系 

为验证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因果关系，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体旅文商融

合指数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格兰杰因果关

系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期为 1 时，无论是基于 F

检验还是 2χ 检验，P 值均大于常用的显著性水平(如

0.05 或 0.01)，表明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体旅文商融合

指数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或反之)具有格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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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在滞后期为 2 时，F 检验和 2χ 检验的 P 值

显著小于 0.05，特别是 2χ 检验的 P 值接近于 0，表明

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在考虑过去两期的

数据时，体旅文商融合指数的变化对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指数的当前值有显著预测能力。这一结果表明，

在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指数与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指数时，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可能具有复杂

性，特别是在考虑到时间滞后的情况下。 

3.4  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均衡关系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模拟体旅文商融合冲击下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因果关系动态变化的方向，检验其在

系统内的影响时间对 VAR 中各相关变量之间的短期

波动和长期均衡关系。由于本研究数据在 2016—2023

年，时间跨度相对较小，为了减少因数据点数量较少的

影响，采用自动选择的 大滞后期重新拟合 VAR 模

型，这样模型可以自动选择 适合数据的滞后期。然

后，继续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分析。脉冲

响应函数分析主要解释当 1 个时间序列受到 1 个标准

偏差的冲击时，另 1 个时间序列如何随时间响应。通

过对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指数与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指数的响应函数分析，得出如下结果(见图 2)。

 

        
 

         
 

图 2  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脉冲响应函数 

 

图 2 中每个子图展示对 1 个变量的标准偏差冲击

如何影响 2 个变量随时间的动态响应。从反应时间看，

体旅文商融合指数变化的冲击会让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指数产生即时反应，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即时反馈机

制。从反应方向看，体旅文商融合指数对体育产业的

影响呈现出一定波动性，但是依然在较多时间内表现

出正响应，即体旅文商融合发展导致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正向变化，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二者之间

的互补效应密切相关。体旅文商融合的发展必然会通

过整合体育、旅游、文化和商业等多个领域的资源，

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和体验，增强体育活动的吸引力和

参与度[29]。例如，体育赛事结合旅游景点和文化活动，

不仅丰富赛事内容，也吸引更多的观众和参与者，促

进体育消费，同时这种互补效应直接推动体育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此外，体旅文商融合活动往往具有较高

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能够有效提升参与其中的体育

活动或赛事的品牌价值，这也会有助于吸引赞助商和

投资，增加体育产业的资金来源，进一步促进体育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从产业协同的角度，体旅文商融合

能够促进跨领域的创新和合作[30]，为体育产业提供新

的发展模式和思路。通过引入新技术、新媒体和新营

销策略，体旅文商融合为体育产业的持续创新提供动

力，推动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当然，也要客

观认识这种影响会受到经济环境、政策调整、市场需

求变化等多种外部因素共同作用，这些外部因素的变

化会影响体旅文商融合活动的开展和效果，从而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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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产业的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使二者之间的作

用效果出现波动性。 

体旅文商融合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在

一定时期内表现出的负响应，可能的解释是融合发展

带来的资源分散[31]。当政府和投资者将大量资源投入

到旅游、文化和商业活动的融合中时，会相对忽视体

育产业的直接投资和发展，这种现象尤其会在短期内

产生显著影响，从而暂时抑制体育产业的增长。同时，

随着体旅文商领域的融合发展，也意味着体育产业可

能面临来自其他领域的竞争加剧。例如，体育旅游活

动与传统旅游、文化节庆活动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分流

潜在的消费者和观众，影响体育赛事和活动的收益。

但是，从整体结果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体旅文商融合

指数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影响很少会回归零

线，即影响消失，表明体旅文商融合对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正向影响具有长期性。 

方差分解图展示 1 个变量对另 1 个变量未来值变

化的贡献度，提供每个变量的预测误差方差中由另 1

个变量的冲击所解释的占比，从而量化变量间相互依

赖程度[32]。结果显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预

测误差方差基本在 20%以上比例可以被体旅文商融合

指数的冲击所解释(2016—2013 年分别为 35%、22%、

24%、24%、22%、23%、22%、22%)。较高的贡献比

例表明体旅文商融合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预测误

差方差有较大影响，以及体旅文商融合在两者的动态

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也体现出在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体旅文商有效发挥产业融合的正

向效应，即通过产业融合将不同产业的市场和消费群

体进行有效整合，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多样化

的消费需求，从而带来新的增长点[33]。此外，产业融

合所构建的跨领域产业链也能够在促进资源共享和优

势互补、增强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性和整体竞争力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34]，这一点在体旅文商融合促进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也得到有效验证。 

从动态时间维度观察，体旅文商融合对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方差解释保持稳定。这种长期稳定的依

赖关系表明，体旅文商融合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

间存在着深层次的相互作用和支持，这种关系有望在

未来继续保持，共同推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这

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仍需战略和机制上的进一步优

化。首先，加强两者之间长期的战略协同。这样体旅

文商融合不仅能为体育产业提供持续的创新动力和市

场机会，而且能够在战略层面形成长期支持，促进体

育产业的稳健成长。其次，加强结构性因素的稳定性，

比如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的市场需求以及健全的产

业链和生态系统，这些因素能够为体旅文商融合与体

育产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此外，

还需健全二者之间持续的互利共赢机制，推动体旅文

商的融合不断为体育产业提供新的增长点和价值创造

机会，同时也让体育产业发展也反哺旅游、文化和商

业领域，形成良性循环。 

  

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践表明，体旅文商融合在推动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价值。这

种融合不仅成功拓展体育产业的市场空间，而且通过

产业间的互动合作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

响，为加快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示范性、引

领性的探索。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仍有必要继续探索

体育与旅游、文化、商业等融合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创

新路径，不断深化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产

业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同时，也要看到不同地区

在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客观

差异，从而因地制宜地发挥相关产业之间的融合效应。

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与发展成

效，使其在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推动社会进步中

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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