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础性支出

体育赛事作为一种源自城市外部而作用于
内部发展的力量，正逐步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
展、品牌塑造、能级提升的重要驱动力。上海
F1、哈尔滨冰雪运动、榕江县“村超”、台江县“村
BA”等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有力促进了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提升了城市知名度和综合影响
力。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有着庞大的商业
市场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其魅力席卷全球，一场
精彩的足球比赛可以吸引大量球迷趋之若鹜、
纷至沓来，一支足球队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形
象，其对城市精神的塑造和传播具有穿透力、感
召力，重要比赛的赛前赛后在线上线下都会形
成热搜话题或讨论流量。为全面提升大足城市
综合影响力，加快推动形成“文旅+体育”的发展
业态，对此，我们组建课题组采取实地调研、问
卷调查、数据分析、走访座谈等方式，就组建重
庆大足石刻队参加中国足协举办的职业足球比
赛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研究，旨在通过以职业
体育赛事为牵引，优化文化旅游产品供给，创造

“近悦远来”的观赛需求，吸引更多球迷到足、留
足、驻足，进而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商业消
费”，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展现城市
形象和独特魅力，提升城市综合影响力。

一、可行性分析

（一）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和重庆体育强市要求的生动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心和
重视体育事业发展，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建成

“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并把足球改革发展作为
其中重要一环，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重庆
市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体育强国发展
方向和实践路径，提出2035年基本建成体育强
市，体育产业总规模达2000亿元，特别是2025年
全市体育工作会议又鼓励社会力量组建“三大
球”职业俱乐部。大足区组建球队参加职业足球
联赛，不仅可以为国家队输送更多优秀足球人才，
促进足球事业的蓬勃繁荣，还可以创造足球交流
平台、传播足球文化，促进重庆体育及相关产业发
展，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体育强市贡献大足力量。

（二）有利于推动“文旅+体育”深度融合、互
促互进

近年来，全区围绕“日月辉映、繁星闪烁”的
文旅发展总格局，推出了一系列文旅融合消费
场景，全区接待游客量持续增长。但不难发现
全区文旅发展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是消费场景
同质化严重，乡村旅游多为“钓鱼+吃饭”，温泉、
沙滩等与周边区县重合度高；二是景区留宿能
力不足，外地游客多数把大足作为旅游“中转
站”，仅到大足石刻、龙水湖等几个景区打卡，便
前往其他区县旅游过夜；三是热点持续性弱，演
唱会、旅游节等活动多数仅有几天热度，文旅经
济“引爆点”不足。因此，在文旅融合发展的同
时更应该注重打造新的、可持续的热点和爆点，
吸引“新来客”、留住“回头客”。而足球不仅是
22人的竞技游戏，更是持续增加城市吸引力的

“催化剂”和展示形象的“会客厅”。发展职业足
球，可以解锁“赛事流量”的运营规则，构建“赛
事+文旅+N”的全链条生态，为游客带来前所未
有的体验，提升大足旅游吸引力。球赛持续时
间长、爆点多，文体旅融合发展，将90分钟的比
赛延展为“48小时旅游圈”，走出“流量变留量、
赛事即经济”的路径。比如，贵州榕江县深入挖
掘足球赛事的价值和热点，聚焦“吃住行游购
娱”文旅六要素，推动“超经济”全面发展，吸引
游客1225.96万人次；玉溪市红塔区推出“球票+
酒店/景区/美食/商圈”超值优惠礼包，单个主场
日期间留宿游客达2.08万人次、旅游景点承接游
客1.51万人次；重庆铜梁龙主场比赛日，铜梁区
在球场周边、集中推介“渝味360碗”铜梁特色美
食和玄天湖等景点，周末两天全区游客人数同
比增加13.25%，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974万元。

（三）有利于全面参与并分享体育产业的市
场红利

国家体育总局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布，
2023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为 3.67 万亿元，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5%，比上年提高0.07
个百分点。而足球产业作为其中重要一环，规
模逐年扩大，结构逐步完善，涵盖职业联赛、青
训体系、赛事运营、商业开发、数字科技等多个
领域，市场前景非常广阔。组建职业足球队可
以从供给端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于体育消费的
多层面、多类型和多元化的诉求。球赛的门票、
球迷用品、广告、转播权等带来直接收入，大量
球迷和观众涌入大足，带动旅游业和酒店、餐饮
等配套服务行业兴盛，创造更多赛事经济成
果。同时，职业球队又能促进大足区体育产业
的快速发展，增加体育装备、场地租赁、训练服
务等消费需求，吸引相关体育企业入驻，拓展招
商引资渠道。比如，佛山市三水区以“足球+”引
流搭台，全面开展“游三水、赏美景、品美食、看

‘西甲’”文旅消费活动，带动文旅消费近 10 亿
元。又如，2024年中超联赛全年的现场观众总
数超过466万人，中甲联赛全年超过228万人现
场观赛，热门球队对决更是一票难求，年门票收
入破千万，赛事经济非常显著；重庆铜梁龙主场
比赛日来自重庆各区县的球迷齐聚铜梁，带动

交通业、旅游业、零售业、酒店业发展，每场比赛
直接带动周边消费200万—300万元。

（四）有利于丰富人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和
满足观赛需求

当前大足区业余文化生活以逛街、公园散
步等休闲活动为主，缺少从繁冗琐碎的生活和
工作中突围的“狂欢”。而足球因其门槛低、参
与感强，深受人民群众青睐，是一项丰富群众业
余文化活动、提高生活质量的全民运动。为感
受职业足球赛的魅力，课题组于今年3月15日、3
月29日，两次前往铜梁区现场调研。调研中发
现：一是每场比赛举行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强
化了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不同民族运动员在
赛场上同场竞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
流交融；二是观众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找到放松
和享受的场所，对战辽宁铁人0∶1落后时，1.1万
主场球迷们加油呐喊声响彻夜空，铜梁龙球员
们斗志昂扬，最终2∶1战胜辽宁铁人队，现场观
众欢呼雀跃，放松了心情、释放了压力；三是提
升了经济和社会效益，主场日铜梁区游客人数
同比增加13.25%，全区酒店登记入住率达80%以
上，相关比赛集锦、新闻报道等点击量不低于50
万，无形中提升了铜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更好地掌握群众对体育赛事的实际需求，
课题组制作并发放了《群众对大足发展体育赛事
经济提升城市综合影响力的调查问卷》，样本量
超过1000份。截至2025年3月31日，共收集到有
效问卷1799份，其中男性占比48.8%、女性占比
51.2%；职业主要集中在自由职业者、公务员/事业单
位、学生；年龄段主要集中在15—20岁、31—50岁。
调查结果显示：

一是群众观赛需求大，占比超50%的受访者
在过去一年中在大足或周边区县观看过体育赛
事，更有三成以上的受访者对体育赛事抱有极
大的热情，每月至少到现场观赛一次，网络直
播、电视转播等观赛渠道也深受欢迎。

二是群众支持率高，超过六成的受访者支
持大足常态化举办体育赛事，其中足球和篮球
赛事的呼声最高。同时，希望大足举办国际、国
内职业联赛等高水平赛事，并将门票价格控制
在100元左右。

三是体育赛事影响广泛，接近50%的受访者
认为体育赛事对大足区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大影
响，举办体育赛事可以有效带动旅游业、促进消
费、提升城市知名度、吸引投资等。

综上所述，大足区发展足球赛事经济提升
全区综合影响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可以在后期加强差异化定位和培养赛事特色，充
分挖掘赛事的市场潜力，吸引更多区内外观众。

（五）有利于全面优化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大足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基本上实现每1万

人拥有一块足球场，有能承办国际“A”级赛事水准
的标准尺寸天然草坪足球场，2019年在区体育中心
成功承办了CFA中国之队“大足石刻杯”国际足球
锦标赛，高铁、公路等均联通周边省（市），来足观赛
相对便利，为足球赛事体系的建设创造了前提。职
业足球队的建立，可以促使俱乐部将体育馆打造为
现代化的足球场，并带动周边训练基地、商业中心
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大量球迷来到大足消费，又能
促使酒店、饭店、商超等提档升级，以及全区道路网
络的不断完善，加速城市品质更新。例如，成都蓉
城凤凰山体育场翻新和扩建，不仅提升了球队的比
赛环境，也成了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中乙联赛期间，
渭南市体育中心周边区域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停
车场在比赛日全天免费向球迷开放，覆盖约5000
个车位，实现“惠民观赛”与“城市管理”的双赢。

（六）有利于提升城市品牌和增加话题度、
网络流量

一座城市只有真正塑造品牌，才能不断吸引
人气、积聚各类资源，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长久动
力。足球作为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在中国有着
超过2亿的粉丝，是一座城市展示品牌、提升曝光
度的有效载体。组建职业足球队，举办优质的足
球比赛，通过网络媒体，将赛事热度和影响转化为
展示城市形象和提升曝光度的“武器”。大量球迷
对赛事的关注和讨论，又能促进大足相关的话题
在抖音、头条等平台的讨论量持续增加，将赛事流
量转化为对大足的关注度。比如，中超、中甲等球
队比赛日热度在头条、抖音等平台居高不下，铜梁
龙VS成都蓉城、成都蓉城VS山东泰山等强队对决
时热度甚至超千万。又如，2023年成都蓉城中超
联赛场均观众3.8万人，赛事直播覆盖超1亿人
次，将“熊猫+足球”元素融入城市宣传，提升了
国际辨识度，让“城市名片”变成“国际符号”。

（七）有利于带动青少年体育和足球运动的
推广发展

区级赛事体系逐步完善，连续多年举办区
“青年杯”足球赛，吸引来自荣昌、合川、铜梁等
周边区县的球队前来参赛，参赛球队与人数规
模都居渝西片区前列。但全区青少年足球仍然
处于“业余水平”，没有形成“专业体系”。发展
职业足球，可以弥补青少年足球专业师资不足
的缺点，提升足球专业水平，职业联赛为青少年
提供清晰的职业化路径，可以免除家长后顾之
忧，为我区职业足球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职业
足球运动的开展，周末和节假日可承接多个年
龄段的青少年在足比赛，以青少年比赛带动更
多家长来足观赛，形成游客流，带动消费。比
如，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已向职业俱乐部输送
邹正、李昂等国脚级球员，成为职业联赛的“人
才蓄水池”；重庆铜梁龙与重庆师范大学签署协
议，确保球员完成大学学业；2023年足协杯首次
允许业余球队参赛，云南玉昆钢铁队与上海海
港的对决吸引全网2千万人次观看，完成了从观
众到共建者的角色蜕变。

二、实施路径及滚动计划

（一）方案一：自建球队
1.球员方面。积极对接市体育局，争取将我

市参加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U16队伍整
体迁移至大足作为班底，并征召拥有中超、中甲、
中乙经历的重庆籍知名球员，调整和优化球队。

2.股权分配。可选择独资，则由大足区全资
经营；也可选择市、区、企联动多方合作，按照出
资比例分配股权。比如，2022年铜梁龙球队合
资控股。其中，重庆市足球协会出资750万元、
占股50%，四川中恒华艺实业有限公司出资500
万元、占股33.3%，重庆玄天湖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国资）出资250万元、占股16.7%。2025年，重
庆铜梁龙增资扩股至2.5亿元，引入新投资方重
庆家瑜琪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并收购了国有
企业部分股权，实现了多元的股权改革。

3.中长期目标。2026年，球队代表重庆参加中
冠联赛，以升入中乙联赛为目标开展训练和竞赛；
2027参加中乙联赛，以升入中甲联赛为目标开展训
练和竞赛；2028参加中甲联赛，以升入中超联赛为
目标开展训练和竞赛，争取2032年升入中超联赛。

成功案例：
1.重庆铜梁龙足球队。在球员方面，球员以

我市参加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U18队伍
为班底，征召拥有中超、中甲经历的重庆籍知名
球员。在股权分配方面，2024年增资扩股至2.5
亿元，重庆家瑜琪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84.26% 、重 庆 龙 安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12.94%、四川中恒华艺实业有限公司2.8%。在成
绩方面，2022 年晋级中乙，2023 年晋级中甲。
2024年中甲联赛排名第5，距离中超仅一步之遥。

2.成都蓉城足球队。在球员方面，吸收原成都
钱宝部分人员，首任主帅为西班牙教练何塞·卡洛
斯。在股权分配方面，2018年3月正式完成注册，初
期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属国有企业，成都兴城投
资集团持股 95%、成都德瑞足球培训中心持股
5%。在成绩方面，2018年参加中冠联赛获亚军，升
入中乙；2019年获中乙联赛亚军，升入中甲；2021年
获中甲联赛第4名，附加赛击败大连人冲超成功。

（二）方案二：购买资质
1.购买球队。通过行业人脉、专业体育经纪

公司或中国足协等获取有意出售的中乙、中甲
球队，整队迁移。

2.股权转让与分配。通过中国足协审批，提
交股权转让协议、债务清算证明。若选择独资，
则由大足区全资经营；若选择市区企联动多方
合作，按照出资比例分配股权。

3.中长期目标。2026参加中乙联赛，以升入
中甲联赛为目标开展训练和竞赛；2027参加中
甲联赛，以升入中超联赛为目标开展训练和竞
赛，争取2030年升入中超联赛。

成功案例：
1.梅州客家足球队。在购买球队方面，2013

年购买曾参加乙级联赛的东莞南城队，将球队迁
至梅州，并更名为梅州客家足球队。在股权分配
方面，为民营企业，注册资本3000万元，3人分别占
股50%、49%、1%。在成绩方面，2013年从中乙联
赛起步，2015年成功晋级中甲；2021年冲超成功。

2. 深圳新鹏城足球队。在购买球队方面，
2019年2月城市足球集团收购四川九牛足球俱乐
部。在股权分配方面，注册资本4400万元，北京映
像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城市足球集团
仍持有47%的股份。在成绩方面，2018年从中乙联
赛起步，2019年成功晋级中甲；2022年冲超成功。

（三）方案一和方案二对比分析
1.在时间成本方面。自建球队普遍要通过

市级/省级业余比赛积累经验，再参加中冠联
赛，晋级到中乙、中甲等，一般花费3—5年时间，
周期较长。比如，成都蓉城队2018年成立，2022年
升入中超。购买资质则能迅速组建起一支中乙或
中甲球队，仅需3—6个月左右，便可组建完毕。

2.在资金门槛方面。自建球队初期投入低，
但后续升级球队资质和青训体系建设等方面需
要投入大量资金。业余阶段年运营费50万—100
万元。进入职业阶段后，中乙年投入约1000万—
5000万元。购买资质则能直接组建起一支资质
和青训体系较为完善的球队，但一次性购买费
用高（根据购买球队级别、债务等）。

3.在控制权方面。自建球队可以完全自主
控制球队文化、青训、品牌等，自由度高。购买资
质则可能会受限于原有架构和历史遗留问题。

4.在风险方面。自建球队可能存在升级失
败导致资金链断裂、政策变动影响准入资格等
风险。如2015年沈阳队因资金问题面临解散，
最终由沈阳本地企业收购，才成功保住中甲资
格。购买资质球队可能会因隐性债务、政策变
化导致成本激增，甚至球队解散。如2023年大连
智行足球队提出通过企业收购实现冲甲，但因俱
乐部欠薪680万元，最终未能完成资质交易。

三、职业球队运营支出与收益
对比分析

1.中乙、中甲支出对比：

2.中乙、中甲收益对比：

3.收支分析：
中乙俱乐部赤字200万—600万元/年，弥补方

式为地方政府补贴（占收入30%—50%）、企业赞助
（如铜梁龙与爱玛科技、荷马体育、康旭体育、今朝
电梯、重庆啤酒、秦老幺、爱尚往约、你好格格、樱花
屋金、仁和酒厂、平安银行重庆分行、星光六八广
场等十数家合作伙伴，实现现金赞助约1000万元）
等。中甲俱乐部赤字800万—1500万元/年，弥补
方式为股权融资（如梅州客家引入文旅集团）、政
策补贴（如广西平果获省级资金）。收支不平衡核
心问题为薪资占比过高（60%—70%），转播等分成
不足。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足球对发展文旅经济
和提升城市影响力有巨大的作用。比如，2023年
榕江在“村超”系列赛事的带动下，累计接待游客
76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4亿元，“村超”

“村BA”网络总点击量已超千亿次，还受到不少
境外知名媒体的持续关注，火出了国门，极大地
提升了城市影响力。因此，大足可以开发“赛事+
文旅”系列产品、推出“会员制”、发展青训等方式
弥补球队赤字，提升俱乐部盈利能力。

四、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与商业化压力。初期需投入高额
资金用于球员薪资、场馆改造及青训，短期内无
法盈利，商业化受阻。

（二）专业人才短缺。缺乏职业足球管理经
验，需引进教练、球探及运营团队。本地青训体
系未成型，可能需依赖外援或外省（市）球员，影
响长期竞争力。

（三）本土市场竞争。已存在铜梁龙球队，
球迷群体忠诚度较高，新球队需突破“次级联赛
吸引力不足”的认知壁垒。

五、工作建议

（一）在组建球队方面。综合比对分析两种方
案发现，方案一时间成本和风险相对较高，但前期
资金投入较少、球队控制权高，适合注重长期品牌
价值、计划深耕青训的企业（如地方国企、大型民
企）选择。方案二成型快、晋级风险相对较小，但
前期资金投入高，回报率不确定，适合急于进入职
业联赛、资金充足但缺乏运营经验的企业选择。
综合考虑资金压力、风险等建议选择方案一。

（二）在经营与资金方面。综合比对分析两
种经营方式发现，独资经营虽然自主权高、但资
金压力非常大，特别是球队升级资质、引入球员
等时。比如，2024年成都蓉城新赛季引援四名
球员转会费约1200万元。合作经营则会牺牲一
部分自主权，但可以减少资金压力、摊平风险。
建议积极对接市体育局、企业等，合资经营减小
资金投入压力，同时实行一系列措施增加收
入。比如，推出“足球+旅游”联票，部分用于球队
运营，吸引文旅企业冠名赞助；设计“石刻+”球迷
用品，形成独特的品牌辨识度；将AR、VR、8K球
幕影院等可延伸至足球观赛体验或球迷互动游
戏，开发沉浸式互动项目，提升商业价值等。

（三）在提高竞争力方面。目前全市仅铜梁
龙一支职业足球队，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但由于
铜梁区与我区距离近，球迷忠诚度较高，若选择
方案一自建球队，晋级的时间较长。建议多元发
展打造体育强区，在前期先组建足球队，球队步
入正轨后，逐步打造大足石
刻体育训练基地，建设足球
场、篮球馆、乒乓球馆、羽毛
球馆等标准训练场地和球
队，推动全区体育竞技项目
多元化发展，提升赛事经济
综合竞争力和城市影响力。

（主标题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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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职业体育赛事为引 优化文旅产品供给
关于组建球队参加职业足球联赛全面提升大足城市综合影响力的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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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国部分足球产业市场规模表

2024年部分中超、中甲足球赛主场日
场均观众、票价、收入表

部分中甲、中超球队比赛日热度表

XIN YU BAO

（（二二））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