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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情况 

  一方面，随着2008年北京申奥成功，经济界和体育界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广泛讨论，形成了许多对策性建议。经济界

主要是从如何利用奥运商机，体育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中的作用等宏观角度进行讨论；体育界则更加关注于就如何利用和

扩大体育消费、健全体育市场等角度提出对策。然而，这些讨论大多属于不同部门的对策性研究，缺乏一个共同的产业政策目标，而

且不同研究成果之间很难相互比较，因此所提出的体育产业政策最终能否奏效并不清楚。这说明，目前对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尚

缺乏一个可以和其他产业、其他国家进行综合比较的理论体系和评价标准。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经济理论，特别是产业组织理论的

发展，一种全新的研究产业政策的理论体系——“竞争力经济学”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2 竞争力经济学对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理论指导意义 

  竞争力问题，是世界上从国家到地区再到企业普遍关注的课题。“竞争力经济学”对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贡献表现在：从理论上明

确了产业政策的目标就是提高国家整体产业竞争力和提高某特定产业竞争力；从方法上综合了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

学、制度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相关成果；从操作上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工业企业和某些特定行业已经建立

了相应的分析指标和监测体系。从当前竞争力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看，当前由于体育产业统计体系尚不完善，各种结果性和解释性指

标空白点很多，给体育产业竞争力分析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虽然如此，在竞争力经济学理论和基本思路的启示下，从竞争力经济学关

注的核心要素——“体育产业竞争驱动力”出发，对我国体育产业及其公共政策进行考察仍然十分必要。 

3 我国体育产业的范围和发展现状规模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体育产业是以“体育”为媒介，满足体育消费需求而形成的体育产品生产活动的集合。它既包括了能够独立

与国民经济中其他行业的体育本体产业（包括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经纪业、体育场地服务业、体育博彩产业、体

育康复保健业、体育咨询培训业、体育用品销售业），也应当包括其他产业中以体育为媒介的交叉产业，如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信

息业、体育媒体业、体育金融保险、体育旅游业等。 

  体育产品自身兼具实物性和精神性消费品的特点，因此体育产业从产出的角度看，既包括了独立于国民经济中其他产业的内容

（如竞赛表演业，健身娱乐业、体育咨询业等），也包括了目前实际统计核算中其他产业部门以“体育”为媒介的交叉产品（如体育

用品业、体育传媒业等）；从投入的角度看，体育产业既包含了物质部门投入，也包含了非物质部门的投入。 

  依据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在７省市进行的体育产业统计结果，我们对当前我国体育产业的规模做了初步推断：2002年我国体育产

业增加值为 696.64亿元（不包括港澳地区），占当年全国GDP的0.6727%。在此基础上，根据2002年七省市GDP平均同比增长率

（17.38%）我们可以估算出截至2004年底，我国体育产业总体规模为959.83亿元，占当年全国GDP的比重为0.702%。 

4 我国体育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4.1 国际层面的竞争力驱动因素，其中包括加入WTO和2008年奥运会的影响 

4.1.1 加入WTO对体育产业的影响主要来自《服务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对于体育产业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A.为

提高体育产业的竞争力和现代化创造条件；B.促进经济全球化和生产的国际化；C.《服务贸易总协定》将会加快服务业内部的国际分

工。 

4.1.2 奥运会作为世界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不仅会为主办国家和主办城市带来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等宏观影响，而且能够为当地体

育产业发展新的发展机遇。北京承办2008年奥运会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A.扩大体育消费需求；B.体育产业发

展资金来源；C.优化体育产业结构。 

4.2 宏观层面的竞争力驱动因素，包括经济发展阶段、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加快、产业集群效果四个方面的影响 

4.2.1 宏观经济发展阶段对体育产业提出的新要求。目前我国整体上正处于加速工业化消费提高阶段，尚未进入高额消费阶段，但在

发达地区中高收入人群的体育消费已经形成一定市场规模。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成长由成熟阶段向高额消费阶段的演变过程，为体

育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现实的机遇。 

4.2.2 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和升级为体育产业发展创造广阔的市场需求。目前，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000美元，从低收入国

家跨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需求更趋多样化，消费结构升级加快，人们更加追求生活

内容和精神享受的提高和改善，这必将使更多的对体育产业的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消费结构升级将直接创造多层次的服务需

求，为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条件。 

4.2.3 城市化进程加快。新世纪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体育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启动体育消费、拓展体育市场方面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体育本质上属于城市文化，体育产业就是经营这种文化的行业。没有城镇居民占总人口比重的提升，没有城市化产生的人口

聚集效应，体育市场拓展和体育消费的繁荣都是不可能的。 

4.2.4 产业集群的竞争驱动力分析。总体上，以体育服务业和体育用品制造业为主导，多业并举的产业格局正在形成，体育产业集中

程度比较高。其中： 

  A.体育用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发达的省份； 

  B.体育服务业比较分散，产业集中度不高； 



  C.体育产业比例结构存在产出和就业规模的绝对额和相对额都偏低，比例结构不合理，地区差距太大，总体竞争力水平比较低的诸

多问题。 

4.3 产业层面的竞争力驱动因素，包括以我国体育健身娱乐业、竞赛表演业、体育用品制造业为代表的细分行业分析 

4.3.1 我国体育健身娱乐业 

  第一，国家对体育健身娱乐业的管理关系没有理顺，没有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 

  第二，长期以来国家对体育健身娱乐业对体育健身娱乐业缺乏必要的鼓励和扶持政策； 

  第三，我国体育健身娱乐业整体服务质量不高。 

4.3.2 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业 

  第一，目前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业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体育赛事资源的垄断；缺乏精品赛事；我国体育赛事缺乏大型专业性体育中介

机构的有力支持。 

4.3.3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 

  第一，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主要以生产低附加值的来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第二，我国的体育用品企业上万家，但大多规模太小，没有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大量的企业尚处于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

式； 

  第三，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缺乏自己的品牌。品牌在体育用品的生产和销售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全球体育用品市场销售

的85%的产品都属于品牌产品； 

  第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技术投入不够。 

4.4 企业层面的竞争力驱动因素（案例分析），主要以国内体育用品产业品牌竞争为例，从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国内体育用品行业的

竞争实力 

  我国整个体育产业体系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在具体品牌竞争力、产品开发、技术含量、市场推广及融资能力上同国际品牌相比

还有明显差距。中国入世后，关税壁垒消除，国内体育产业将与国外竞争对手在同一个市场上比拼。中国体育产业面临着国际体育产

业的巨大威胁。 

  对国内体育用品企业来说，威胁最大的竞争对手莫过于三大巨头：耐克、阿迪达斯和锐步。我们从单店面积、单店人数、销售业

绩、销售额、销售效率、单店平米效率等方面比较了耐克、阿迪达斯、锐步和国内的李宁、安踏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国内体育用品

企业在某些方面已经逼近甚至超过国外企业，但是差距仍然很大。 

5 提升我国体育产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5.1 面对加入WTO和举办奥运会的外部机遇与挑战，树立我国体育产业的幼稚产业地位，在产业保护的前提下，提高体育产业竞争力

的公共政策。 

5.2 面对宏观层面经济结构转型的变化，加快体育行政管理体制和产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公共政策。 

5.3 从提高产业集中和产业集聚出发，以调整产业结构为重点，提高我国体育产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5.4 通过产业扶持，提高体育企业竞争力的公共政策。 

  作者：杨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谢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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