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白城市健身俱乐部经营现状的调查研究 

文/王志鹏 

   一、引言 
   自1995年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开始实施的十二年间，人们对体育、健康的认识逐步深
入，“生活奔小康，身体要健康”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
平不断上升，“花钱买健康”作为一种时尚观念正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大量的面向大众消费的健身
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成为我国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对健身俱乐部现状的研究多是集中在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而对经济欠发达
地区的小城镇的研究较少。随着白城市居民对体育健身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近年来白城健身俱乐
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受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居民体育消费意识及健身经营单位经营管理水平等因
素的影响，白城市健身俱乐部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和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白城市健身俱乐部的
现状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推进该新兴行业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使其达到更好地为白城市居民健身服务的目的。 
   以白城市5所经营性健身俱乐部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的目的和内容设计了俱乐部经营者、健
身指导员两份调查问卷。采用整群抽样发放经营者问卷5份，回收5份，有效率为100%；发放健身指
导员问卷22份，回收21份，有效率为95.5%。 
   二、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 白城市健身俱乐部经营的现状 
    1、 场地设备与健身项目 
表1 俱乐部的场地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每个健身俱乐部都有一个跳操厅，其中4家器械和跳操共用一个大厅，只有
盛世体育分别有跳操厅、器械厅、动感单车厅和瑜伽厅各一个。由此可见，多数俱乐部的健身设施
质量较差，档次低，并缺乏相关健身辅助设施。 
表2 俱乐部开设的健身项目情况 

   通过表2可知，白城市经营性健身俱乐部开设的服务项目多样但比较传统。除固有的力量训练
和有氧训练外，还针对不同人群开设健美操、跆拳道、韵律搏击等项目。经营项目的多少与俱乐部
的规模成正比，正是由于白城市健身俱乐部的经营规模小、资金投入少制约着经营服务项目的开
展，同时也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质量。所以要根据现代的健身趋势，针对会员健身特点和爱好相应地
划分器械区和跳操厅，同时切忌一定不能把跳操厅当做瑜珈厅来用。 
   2.收费标准和经营状况 
   目前，白城市健身俱乐部收取会费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会员制的收费方式；另一种零散的收
费方式。会员费从次卡、月卡、季卡到年卡，从普通卡到贵宾卡、金卡、银卡，还有俱乐部推出的
名目繁多的健身卡，如情侣卡、夫妻卡、交友卡等，其目的是吸收更多的消费者加入健身的行列中
来，追求更大的利润。 
表3 各俱乐部的价格统计表 

  跳操厅  器械厅  动感单车厅  瑜伽厅  
数量 

( 个 )  
5 1 1 1 

  力量训练  有氧训练  健美操  跆拳道  韵律搏击  瑜珈  形体  动感单车  
数量  2 个  2 个  5 个  3 个  3 个  3 个  2 个  1 个  
百分比  40.0% 40.0% 100.0% 60.0% 60.0% 60.0% 40.0% 20.0% 

  月卡（元）  季卡（元）  年卡（元）  次数卡  是否折扣  
星河  80 210 710 15 是  
奥然  70 200 700 12 是  
天天  100 280 890 20 是  



 

   通过表3可以算出各俱乐部的平均健身月卡是87.6元，平均年卡消费是852元。 根据白城市政
府网站可知，白城市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白城市居民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603元，对于一
般人来说健身费有点偏高，对于中下收入的人群来说属于高档消费。 
   在对健身俱乐部经营状况进行调查发现，目前由于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民体育健身的消
费意识及健美、健身经营单位经营规模等因素的影响，白城市健身俱乐部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经
济效益不是很理想。其中40%的健身俱乐部处于盈利和微利的状态，60%的健身俱乐部不盈利，处于
维持和亏损的状态。 
   3 服务方式和管理结构 

表4 俱乐部经营服务形式和管理人员情况 
   从表4可以看出，通过调查得知，白城市多数健身俱乐部服务方式单一，只有一家为消费者建
立个人档案并进行医务监督，还没有开展私人教练的服务方式。这种单一的服务模式满足不了会员
的健身需求，影响俱乐部的服务质量。 
   众所周知，经营管理人员是整个俱乐部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力量，他们引导着健身俱乐部
的发展方向及运行轨迹。根据调查，白城市经营性健身俱乐部的管理人员大专以上学历仅占6.5%，
有21.4%受过相关内容的培训，而78.6%的人员未受过任何的培训，而且管理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经
营思想和经营理念不明确。这些都在客观上限制了健身俱乐部的发展。 
  （二） 白城市健身俱乐部健身指导员的现状 
表5 健身指导员的基本情况调查表 

1 性别和年龄结构 
   目前白城市健身俱乐部指导员中女性多于男性（见表5），女性占66.7%，男性占33.3%。21-
30岁年龄段的指导员是白城市健身俱乐部的主力军，占调查人数的66.7%。 
表6 健身指导员的年龄结构表 

   2 文化程度与教龄 
   健身指导员是健身知识和方法的传播者，是健身消费者获取健身知识信息的主要渠道，因此
健身指导员具备与专业相关的知识是必要的，需要同时掌握多种知识与技能，并能够熟练的运用到
实践当中。在对健身指导员文化程度的调查中发现，白城市所被调查的5家健身俱乐部的健身指导
员中学历程度普遍不高，具有本科学历的占38.1%，专科（含专科）以下的占61.9%。 
表7 健身指导员的教龄情况 

   健身指导员的教龄是衡量其指导经验多少的重要指标。经调查中发现（见表7），目前白城市

青少年  60 160 580 10 是  
盛世体育  128 480 1380 68 是  

  为会员建立个人
档案  

进行医务
监督  

私人教
练  

聘用专业
会计  

聘用专业管理
人员  

聘用专业技术
总监  

数量
（个）  

1 1 0 2 2 1 

  性 别  文化程度  工作性质  资格证书    
  男  女  本科  专科  全职  兼职  一级  二级  三级  无    

数量  7 14 8 13 8 13 2 3 2 14   
百分比  33.3 66.7 38.1 61.9 38.1 61.9 9.5 14.2 9.5 66.7   

年龄  20 岁以下  20 ~ 30 30 ~ 40 40 ~ 50 
人数 ( 个 )  2 14 4 1 
百分比 (%)  9.5 66.7 19.0 4.8 

教龄  1 年以下  1-3 年  4-5 年  6 年以上  
人数 ( 个 )  4 7 6 4 
百分比 (%)  19.0 33.3 28.6 19.0 

 



健身指导员队伍中教龄普遍偏短，教龄在1年以内的占被调查人数的19.0%，在1-3年的占被调查人
数的33.3%，在4-5年的占被调查人数的28.6%，而教龄在5年以上的只占被调查指导员人数的
19.0%。 
   3 技术等级与工作性质 
   专业技术等级是衡量指导员知识程度的标志，更是评价专业技术水平或能力高低的标志。从
对健身指导员的专业技术等级进行调查中得知（见表5），白城市健身指导员队伍中有体育部门颁
发健身健美指导员资格证的指导员占被调查人数的28.6%，其中国家一级的占9.5%，国家二级的占
14.2%，国家三级的占9.5 %，他们主要来源于体育院系的教师、体育专业毕业生及体育院校的在读
学生。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有66.7%的从业健身指导员无资格认证书，从访谈中得知个别的指导员根
本不知道我国对体育社会指导员有资格认证、持证上岗的要求，从调查中可以看到白城市健身指导
员持证上岗的人数并不多。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于2001年将健身指导员作为一种正式职业，必
须持证上岗，取得资格证书才可以从业。健身操教练员是俱乐部的核心，其指导水平直接影响操练
的效果和俱乐部的经营状况，应从严按要求聘用。 
   调查还发现，目前白城市经营性健身俱乐部中健身指导员专职的占调查人数的38.1% ，兼职
的占调查人数的61.9%，大部分健身指导员为兼职。这样造成从业人员流动性大，不利于健身指导
员队伍的发展，制约着健身指导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4 职业技能获得途径与培训 
表8 健身指导员职业技能获得途径表 

   由表8可见，白城市健身指导员的职业技能来源选择频数最高的是长期锻炼体会（占
76.2%），而通过培训班的频数最低（占23.8%）。这说明白城市健身俱乐部指导员和经营者不是很
重视健身健美培训班，而恰恰正是各种单项或理论的培训班是直接获得最新健身健美信息、技能、
知识的有效途径，因此有必要形成规范化、经常性的岗位培训制度，提高健身指导员的教学、技术
和专业知识。 
   三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1 目前白城市经营性健身俱乐部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但发展潜力巨大。以中、小规模个人
经营为主，组织管理松散，经营面积相对很小，场地设备不完善。 
   2 绝大多数的健身俱乐部经营的项目几乎是同一模式，但一项目的类型较多，综合性的经营
项目较少。 
   3 健身俱乐部中健身指导员中女性多于男性，这与消费者群体的性别结构相适应。年轻结构
趋向年轻化，21-30岁年龄段的指导员占调查人数的66.7%。 
   4 健身指导员的教龄普遍偏短，教龄在1-2 年的居多。多数为兼职指导员，健身俱乐部指导
员和经营者不是很重视健身健美培训和指导员的资格认定，无证上岗现象严重。 
   (二)建议 
   1 体育管理部门应尽快制订出经营性健身俱乐部市场管理办法，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市场的规
划、布局和发展速度与规模，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相应减免部分税收，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引导健
身俱乐部行业健康、稳定、有序运行与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广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 
   2 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俱乐部经营者可以聘用专业的营销管理人员或
者进修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提高管理水平。改善健身俱乐部的硬件设施，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俱乐部要为健身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营造良好的消费氛围，才能吸引众多的消费者，并逐
步转变为固定消费群。 
   3 提高健身指导员指导水平，及时对指导员进行培训，实行健身指导员持证上岗制度，指导
员指导水平的高低是俱乐部发展的关键所在。建立科学的健身指导服务体系对会员进行医务监督或
健身指导，科学地指导消费者进行健身活动。 
（作者单位：白城师范学院体育系）  

  长期锻炼体会  体育院系（舞蹈）专业学习  各种媒体传授  培训班  
频数  16 14 15 5 
百分比  76.2% 66.7% 71.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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