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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拥江揽湖达海，余姚江、奉化
江、甬江江面开阔，承载着宁波的文脉
历史。东钱湖享有“西湖风韵、太湖气
魄”美誉，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九龙湖、牟山湖、四明湖等湖泊各具特
色。杭州湾、象山港（含梅山湾）、三门
湾等海湾资源为水上运动提供了丰富的
基础条件。具有宁波辨识度的“龙舟竞
渡”人文资源，更是宁波发展水上运动
内在驱动力。

宁波已陆续开展了全国青年帆船帆
板锦标赛、国际划联龙舟世界杯、中国
家庭帆船赛等赛事。第十四届全运会帆
船赛、2022杭州亚运会帆船帆板赛事在
象山亚帆中心举办。第六届中国大学生

赛艇锦标赛在宁波湾天妃湖举办。中国
皮划艇协会、中国赛艇协会总部基地和
中国皮划艇、中国赛艇国家训练中心落
户宁波。中国青少年帆船示范基地、中
国内湖帆船产业实验基地两大“国字
号”基地落户东钱湖。这些都为宁波开
展水上运动提供了品牌基础。另外，宁
波运动员在2020东京奥运会勇夺5枚金
牌，更是打响了体育名城的品牌。

宁波是全国重要的休闲皮划艇生产
基地。在全球渔具市场中，宁波渔具制
造商扮演重要角色，宁波中源欧佳渔
具、北仑海伯渔具，凭借其销量和品
质，在全球中高端渔具市场占据了一席
之地。

改革管理体制机制

青岛市为推动水上运动产业
发展，已制定帆船等水上运动管
理暂行办法，明晰体育、公安、
自规、交通、海事、文旅等相关
部门的管理职责，有效推动了

“帆船之都”城市IP的打造。
建议宁波借鉴青岛经验，重

点突破水域、海域航道规划审
批、水上活动监管执法等环节

“堵点”，尽快制订出台《宁波市
水上运动产业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部门管理职责、经营主体责
任、审批监管流程等事项。

打造水上运动名城 提升宁波软实力

10月23日，首届上海赛艇公开
赛鸣锣开战，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
响。在独具海派风情与历史韵味的
苏州河，运动员们的矫健身姿与岸
线的旖旎风光为观众带来难忘的观
赛体验。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变成
市民运动健身的场所，让城市变得
更加宜居、宜业、宜游，最终变得
更加宜人。这不仅提升了人居环境
的品质，也展现出了一座城市独特
的人文魅力以及治理服务的效能，
更成为展示上海城市软实力的“金
名片”。

与上海相比，宁波要建设一座
“人人运动、人人健康的活力之
城”，不仅水域资源丰富，而且具备
展开多种水上运动项目的天时、地
利、人和条件。为此，建议宁波乘
势打造中国水上运动名城，充分利
用好自身资源优势，优化布局水上
运动产业，从赛事举办、产业融
合、设施建设、市场主体、体制机
制等方面入手，通过举办大型国际
体育赛事，塑造城市品牌形象，以
此提升城市软实力。

宁波水上运动产业缺乏统筹规划和引
导，项目布局较为分散。象山、梅山、东
钱湖、象山港以及三江口等地的水域特色
未被充分发掘与利用，部分优质海域水域
资源被低效占用或闲置，各县市（区）在
开发时也缺乏水上运动政策引导。

水上运动的开展包括海域水域的规
划开发、运动用具的使用维护、项目设
施的建设运营等环节，涉及发改、国

土、体育、交通、水利、港航、海事、
海警、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但由于目
前缺乏市级层面的协调机构，各地多处
于自行摸索阶段，面临的法律空白和政
策限制较多。

由于政策限制、人才不足、资源利
用低效等原因，导致水上运动整体发展
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主体发展受到许
多方面因素制约。

构建“一核”“一带”“三区”

依据宁波江河湖海的水资源特色，将宁
波水上运动布局成“一核引领、一带串联、
三区联动”的空间结构。重点构建以“一帆
一舟二艇”（帆船、龙舟、赛艇、皮划艇）为
核心项目，形成“江湖湾海”水上运动格
局，因地制宜全域发展，全区域统筹、全领
域互动、全要素利用、全产业链接。

“一核”是城市水上运动核，以三江口为
核心，涵盖周边姚江、奉化江和甬江流域，
及东钱湖、九龙湖、日湖、月湖、后塘河、
西塘河等重点水域，培育群众水上运动项
目，营造水上运动城市气氛。重点培育姚江
水域（梁祝公园-湾头）与东钱湖水上运动
区域，联动大运河（宁波段）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以及宁波奥体中心、宁波市水上运动学
校等资源，开展赛艇、皮划艇、帆船、龙
舟、桨板等具有较高全民参与度、体验度、
观赏性的水上运动。

“一带”是沿海水上运动休闲带，沿宁波
市大陆海岸线，推进水上运动与休闲旅游相
结合，由北至南方向形成特色鲜明、主题突
出的滨海运动休闲旅游带。

“三区”分别是杭州湾北部主题运动游乐
区、宁波湾 （象山港） 中部休闲运动集聚
区、三门湾南部滨海运动度假区。

力促专业化赛事落地

建设水上运动赛事平台，积极发展赛事
经济，增强区域赛事规模效应。通过“政府
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构建专业化竞
技赛事体系，带动普及型群众赛事。充分利
用杭州2022年亚运会帆船帆板国际A级比赛
场地，引进或承办观赏性强、国际化水平高
的职业赛事和商业赛事。

加强与世帆联、国际划联等合作，重点
培育帆船帆板、赛艇、龙舟、皮划艇等赛
事，打造宁波地域特色品牌项目，推动赛事
与全民健身、体育培训相结合，形成以赛促
训的赛事可持续发展模式。

借鉴牛津剑桥赛艇比赛经验，尽早在姚
江水域（梁祝公园-湾头）或东钱湖水上运
动区域举办宁波赛艇比赛，使之成为宁波城
市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和文化名片。

搭建“运动+”产业体系

推动水上运动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结合
宁波文化标识、赛事会展、康养度假、研学教
育等文旅产品，开发具有吃、住、行、游、
购、娱等多要素集合的综合性文旅体产品。

深入挖掘东钱湖、云龙等地龙舟文化，在
东钱湖、云龙一带兴建中国（宁波）龙舟文化
博物馆。推动奉化宁波湾打造“运动+”文旅
体综合体。以“东方戛纳”为目标，推动象山
创新“运动+影视”的开发模式。

开展水上运动休闲精品示范工程，打造
一批省级运动休闲基地、旅游项目和精品线
路。推动水上运动进校园，增加赛艇、龙
舟、帆船等运动教育项目，推进水上运动与
教育融合发展。

核心提示 背景

宁波水上运动禀赋优异

体制机制尚待理顺

建议

建设常态化运动设施

香港在西贡、赤柱、大埔船
湾等地设立了五个水上活动中
心，定期举办帆船、独木舟、滑
浪风帆等水上活动教学及比赛等
活动，让市民有更多机会享受水
上活动的乐趣，极大提高了市民
参与性。

建议宁波加强水上运动基础
设施建设，科学规划水上运动设
施空间布局，适当增加设施用地
和配套设施配建比例。以帆船、
赛艇、皮划艇、龙舟项目为引
领，改造一批水上运动训练基
地，开发大众服务市场，丰富基
地服务供给，构建基地型船艇码
头服务网络。充分利用公园水
域、江河等区域，重点建设一批
便民利民的水上运动设施，培育
群众健身市场。

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

整合资源，壮大水上运动服
务和制造领域现有企业主体。充
分发挥宁波市文旅集团、东钱湖
文旅集团等国有企业领头作用，
加强与国家体育总局、国际体育
组织、体育中介机构对接，完善
体育服务业态，引进擅长水上运
动领域体育经纪、赛事营销、赛
事项目管理、咨询顾问等体育中
介机构。

通过专业化第三方机构，快
速提升体育赛事组织、品牌运
营、商业运作、市场开发等方面
的整体素质和资源能力。推进水
上运动社团、行业协会等社会组
织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