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四川省支持体育服务综合体建设
发展十条政策》的通知

川体〔2021〕63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四川省支持体育服务综合体建设发

展十条政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四川省体育局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2021 年 9 月 15 日

http://tyj.sc.gov.cn/sctyj/tzgg/2021/9/18/0a8607f4adca439a8c67054c487edcd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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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支持体育服务综合体建设发展十条政策

为深入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

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川

办发〔2020〕50 号），推动体育服务综合体加快建设发展。

结合《四川省体育服务综合体等级管理办法（试行）》（川

体发〔2019〕34 号），特制定以下政策。

一、强化政府购买服务。鼓励商业综合体融入体育元素，

充分利用屋顶、室内公共区域、公共广场等空间，设置足球

场、篮球场、网球场、轮滑场、羽毛球场等体育场地设施。

鼓励市（州）、县（市、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推

动民营资本投资建设的体育服务综合体内健身场地设施向

社会提供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服务，对开放服务覆盖群众广、

社会效益好的项目，经省体育局评审后给予 20 万元至 50 万

元的一次性补助。

二、进一步优化审批程序。体育服务综合体项目在规划

选址和用地预审中，对主要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但缺少部分非主要材料或非主要材料有瑕疵的进行容缺受

理和审查。除法定的批准文件和证书以外，市（州）自行设

立的各类通知书、审查意见等一律取消。对可以通过政府内

部信息共享获得的有关文件、证书等材料，不得要求行政相

对人提交；对行政相对人前期已提供且无变化的材料，不得

要求重复提交。在规定办结时间内加快办理速度、优化审批

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三、强化土地供应保障。对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体育服

务综合体，采取划拨方式供地；可以划拨而市场主体要求有

偿使用的，也可以通过出让、租赁等方式供应土地。在老城

区和已建成居住区中，支持企业、单位利用原划拨方式取得

的存量房产和建设用地兴办体育设施，对符合划拨用地目录

的非营利性体育设施项目，可继续以划拨方式使用土地；不

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经营性体育设施项目，连续经营一年以

上的，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办理用地手续。对纳入重点保障

的体育服务综合体项目用地，在批准用地时直接配计划指标。

四、不断拓展建设渠道。鼓励市场主体通过长期租赁、

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获取建设用地建设体育服务综合

体。在不破坏生态、依法依规的前提下，鼓励利用山地森林、

河流峡谷、草地荒漠等地貌建设可开展冰雪、山地、航空、

漂流等运动项目的体育服务综合体。

五、加快建设体育公园。鼓励各地依据相关标准，在现

有公园中规划建设健身步道、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体

育设施。新建和改建的体育公园，经省体育局评审后给予一

次性不超过 100 万元的奖补。

六、加大废旧房屋改建力度。对使用工业厂房等存量房

产兴办体育服务综合体的，在符合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其土

地使用可依法享受五年内土地使用权类型可暂不变更的过

渡期政策。

七、支持体育企业升规入统。2022 年 1 月 1 日后，新发

展为规模以上体育企业并纳入全省体育产业统计调查的，将



给予一次性 5 万元补助。

八、加大税收金融支持力度。严格落实支持促进文化体

育业发展税收相关政策，大型体育场馆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

和土地，可按规定享受有关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探索建立银政企合作共担机制，出台“体育贷”等体育金融

产品，通过分担贷款损失和补助融资成本的方式，破解体育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九、合理减轻水电气能源费用负担。市（州）人民政府

应当支持大型体育场馆类体育服务综合体通过市场化协商

方式减轻用水、用电、用气负担。鼓励通过谈判协商、参与

市场化交易等方式，确定体育场馆及健身休闲设施用电价格。

十、强化资金奖补措施。对被评为四星级体育服务综合

体的，给予一次性 50 万元奖补。

《四川省支持体育服务综合体建设发展十条政策》自 10

月 14 日以后施行，有效期为 8 年。

附件：体育服务综合体概念及类型



附件：

体育服务综合体概念及类型

类型 细分类型 描述

体育场馆型

竞赛表演主导型
以大型体育场馆为载体，以大型体育赛事活动服

务、大型商业会展服务、大型文化表演服务为主导。

全民健身主导型

以中小型体育场馆群为载体，以全民健身服务为主

导，具备举行中小型体育赛事活动和商业会展的能

力。

商业空间载体型

体育服务主导型

以体育为商业空间载体的主题元素，以体育服务为

主导，包含休闲、娱乐、文化、餐饮、健康、商业

等元素。

体育服务导入型
以商业综合体为载体，在商业空间中导入体育服务

功能，提供健身休闲、体育培训等服务。

户外运动休闲空间型

体育旅游型

以自然生态资源、户外运动休闲设施、户外运动营

地等覆盖的空间为依托，以体育旅游为核心业态，

涵盖山地户外运动、汽车摩托车运动、冰雪运动等

运动项目。

健身休闲公园型
以各类体育公园覆盖的空间为依托，主要为市民提

供健身休闲服务。

运动康养型

以康养资源等覆盖的空间为依托，基于一个或几个

运动项目，以康体为核心服务内容，涵盖康养、休

闲、度假等相关业态。

其他类型 未涵盖在上述类型中的体育服务综合体。

体育服务综合体指依托体育场馆、商业空间、户外运动

休闲空间等载体，以体育服务为核心，有效组合体育、健康、

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商业等功能，且各功能相互补充、

相互支撑、相互裨益的多功能、多业态、高效益体育消费集

聚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