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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释放强大活力
本报记者 常 理

体育产业是重要的民生产业，具有资源消耗

低、需求弹性大、覆盖领域广、产品附加值高、产

业链条长等特点。发展体育产业是提高人民健

康水平、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是推动

消费提质扩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大

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民健身热情高涨，

我国体育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规模不

断扩大、结构持续优化、主体逐步壮大、体系日趋

完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到 2035 年，体育

产 业 更 大 、更 活 、更 优 ，成 为 国 民 经 济 支 柱 性

产业。

运动观念深入人心

“扣球时，手腕要快速下压，这样的球才有力

道，对方也更难防范！”在江西省遂川中学旁的一

座羽毛球馆里，资深羽毛球教练何晓涛正手把手

为初学者拆解动作、提示要领。

近年来，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掀起了体育运动

热潮。标准田径场、足球场、综合体育馆次第落

成，不少市民参与马拉松、健身、篮球、足球等运

动，体育产业逐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针对市

民健身和中小学生‘双减’需求，遂川已有室内篮

球馆、羽毛球馆、游泳馆、室外网球场等十余个场

馆，或新建或利用闲置仓库、民宅改建而成，实现

价值最大化。”遂川县教体局负责人林文平说。

放眼全国，随着生活水平提升，群众对体育

运动的需求持续增长，“多锻炼、少生病”成为一

种社会共识。从参与人数来看，截至 2021 年底，

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 37.2%。根据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

意见》，到 2035 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将

达到 45%以上，体育健身和运动休闲将成为普遍

生活方式。

从产业基础来看，2021 年底，全国共有体育

场地 397.1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达 34.1 亿平方米，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41 平方米，分别比 2013 年增

长 134.3%、71.2%和 65.1%。

从产业规模来看，2020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

模为 27372 亿元，预计 2025 年将达到 5 万亿元。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体育服务业占比逐渐提升，

竞赛表演活动、健身休闲活动、体育教育培训等

重点细分业态均呈现向好发展态势。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筹备和举办，极大地促进

了我国冰雪运动的发展，我国实现了 3 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的目标，近 2000 座冰场雪场在全国范围

内广泛铺开，一批与冰雪运动相关的企业茁壮成

长，群众就近“上冰上雪”成为现实。冰雪运动的

蓬勃发展为体育产业注入了新动能。

体育消费提质增速

第三届深圳体育消费节正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中，将组织举办近百场体育活动和赛事，提供

的体育产品和服务让利优惠额度超过 8 亿

元 ，极 大 调 动 了 市 民 的 体 育 消 费

热情。

当 前 ，人 民 群 众

在体育健身方

面的需求不断提升，体育消费潜力巨大。统计显

示，我国居民体育消费规模从“十二五”时期末的

1 万亿元上升到“十三五”时期末的 1.8 万亿元，为

体育产业发展奠定了市场基础，作为新型消费在

拉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

雄 认 为 ，我 国 体 育 消 费 快 速 增 长 呈 现 不 断“ 广

化”、深化的特点。截至 2020 年，参与体育消费的

城市居民比重超过 40%，农村居民将近 30%，上

海、江苏等一些发达地区的比重更高。同时，消

费结构也在不断优化。

根据体育消费内容、方式和功能，可分为实

物型和服务型消费支出，后者主要包括参与型和

观赏型。国家体育总局编制的《蓬勃发展的中国

体育产业》显示，2020 年我国人均体育消费支出

1196 元（不含体育彩票），其中，实物型体育消费

支出 707 元，服务型体育消费支出 489 元。

“过去居民体育消费中实物消费的比重过

高，近十年来，服务型消费的比重逐步提高，包括

体育培训消费、户外运动消费等亮点纷呈。”王裕

雄说，体育消费的专业性也在不断增强，在滑雪、

马 拉 松 、钓 鱼 、汽 车 越 野 运 动 等 项 目 上 有 突 出

体现。

《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提升体育服务业

比重，大力培育健身休闲、竞赛表演、场馆服务、

体育经纪、体育培训等服务业态，创新商业模式，

延伸产业链条。

“当前，我国体育消费环境更加有利，包括政

策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都在不断完善和

发展，特别是政策力度越来越大。在宏观经济和

居民收入增长趋势没有发生大的逆转情况下，未

来体育消费的增长趋势是有保障的。”王裕雄说，

希望未来我国观赏型体育消费能够加快发展，这

将取决于体育竞赛表演业特别是职业联赛的改

革和发展情况。

数字经济充分赋能

近年来，得益于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等科技进步，我国线上体育蓬勃发展。各种线上

健身软件、直播平台、互动器材层出不穷，大大丰

富了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营造了健康快乐的全

新锻炼模式。国家体育总局数据显示，2017 年至

2021 年线上健身行业复合增速高达 24.1%，同期

线下健身行业复合增速仅为 6.6%，预计未来 5 年

线上健身行业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前不久，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和中华全国体

育总会群体部联合推出“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

包含 50 余个赛事项目，吸引了超过 330 万人报名

参与，掀起了全民云健身的热潮。在山东赛区，

共有 1 万余支队伍、58 万余人参与。在咕咚 APP

和华为运动健康 APP 赛区，铁人中国线上挑战赛

总参赛人数突破 40 万人。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利好线上体育

健身发展的特定环境，消费者保持身体健康、提

升免疫力的需求更加迫切。传统健身房的产品

和商业模式在疫情冲击下难以为继，也需要通过

开辟线上场景培育新的市场。因此，线上体育健

身的市场供需具有高度契合性。”北京体育大学

教授白宇飞认为。

“数字经济为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

赋能。”白宇飞指出，线上体育健身产品和服务的

涌现是数字体育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必然结

果。开发线上产品具有更高的传播效率和较低

的边际成本，能够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作用。

Keep 成立于 2015 年，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最大

的线上体育平台。它抓住了近年来全民健身、线

上体育发展的机遇期，不仅聚焦家庭健身场景，

而且辐射至室外运动，开发各种线上线下互动健

身器材，累计服务超过 3 亿用户。

随着数字新基建的大规模建设，5G、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融合应用不断深化，体育产

业越来越呈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态势。比如，

Keep 动感单车的智能调阻功能，可根据不同用户

的体能情况随时分配不同阻力，让同一节直播课

程拥有“千人千面”的特点。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体育管理专业委员会副

秘书长冯珺建议，未来要加强技术革新，培育

线上线下体育健身产品和服务的核心竞争

力。优化产品布局，在做好线下市场复

苏准备的同时实现线上市场可持续

发展。还要推动业态融合，开发

线上体育健身与线下文化、

旅游、零售等元素相融合

的立体消费场景。强

化 顶 层 设 计 ， 加 快

数 字 体 育 治 理 体 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

“网球之乡”做足网球文章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走进湖北省京山市网球特色小镇，贝壳

形的京山国际网球赛事中心映入眼帘，几百

米外是文峰网球村，“澳网家园”“法网家园”

“温网家园”“美网家园”⋯⋯作为国家体育

产业示范基地，京山将网球产业作为现代服

务业发展新引擎，“中国网球之乡”品牌正越

擦越亮。

小网球，大文章。近年来，京山持续推

动“网球+运动产业”“网球+教育培训”“网

球+休闲旅游”“网球+装备制造”“网球+康

体疗养”等产业链融合发展，开启网球品牌

化、市场化、产业化之路。

2021 年 9 月中旬，第四届（京山）网球节

产业招商签约仪式举行，集中签约的 18 个项

目合同总投资 150.2 亿元，涉及智能制造、新

材料、新零售、康养、体旅等多个领域，投资

额均超 1 亿元。

京山市招商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围绕

“网球+装备制造”，京山探索在体育旅游综

合体中规划建设体育产业园区，将网球及服

装、鞋帽、球拍等运动装备器材生产制造纳

入招引范畴，面向国际国内顶尖体育装备制

造企业招商。

随着网球运动爱好者逐年增多，京山已

涌现出各类网球社团组织 29 个，举办了 4 届

中国（京山）网球节，承办了国际网联青少年

（U18）网球巡回赛、亚洲软式网球锦标赛、中

国业余网球公开赛等重要赛事。依托网球

小镇，文峰网球村办起了农家乐餐饮、超市，

每到举办网球赛事或节假日，游客一天多达

几千人。

根据规划，京山网球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的空间布局为“一轴双核四区一支撑”。“一

轴”即京山河国际网球运动景观轴；“双核”即

网球运动产业核、温泉康养产业核；“四区”即

生态休闲产业引领区、网球运动产业核心区、

服务教育产业配套区、温泉冰雪娱乐产业

区；以京山经济开发区产业链为外部经济支

撑点，融合体育装备制造产业发展。

“近年来，京山网球特色城市、网球特色

小镇、网球特色村多级发展的格局更加鲜

明。”京山市委书记张勇表示，围绕打造国家

级旅游休闲城市，京山将继续擦亮“网球之

乡”名片，做好“网球+”文章，盘活温泉、观鸟

资源，全力创建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和知名

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

图① 在江西省赣州市蓉江新区新世

纪（运动）公园，各种体育设施满足了市民

的休闲健身需求。

朱海鹏摄（中经视觉）

图② 山东省滨州市高新区愉悦集团

生产车间内，工人在赶制冲浪板订单。近

年来，滨州市积极推动水上运动产业发展，

产品涵盖皮划艇、冲浪板等。

初宝瑞摄（中经视觉）

图③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东林街道腰

子口社区开展轮滑活动，组织爱好轮滑的

小朋友们参与比赛。

王泸州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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