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体育经济产业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文/褚哲森 

 当前，为了突破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提出了大力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部署。区域经济
是在一定的空间地域内由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经济运行方式，是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体育是社会发展进步必不可少的支撑力量之一，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的进步有着及
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大力发展区域经济的今天，体育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研
究体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 

 一、体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 
 （一）、发展体育可以促进区域经济总量的增加 
 体育产业化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商业收益平台。在体育产业化发展中发达

国家早已走在我们的前面，英国1987年调查结果表明，体育产业产值68.5亿英镑，超过当年的汽车
和烟草行业，政府税收24亿英镑，提供37.6万个就业机会，其他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产值都在国民
经济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日本，居民体育消费的增多导致体育用品市场的不断扩大，其
规模已达到世界第二位。据统计，1989年，日本体育用品市场的零售总额已达16000亿日元，并且
以每年近5%的幅度继续增长。再比如美国，美国是世界上体育产业最发达的国家。据美国《体育新
闻》周报的统计资料，1986－1988年美国体育产业产值增长情况如下：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总产值(美元)    472亿    587亿    631亿 
增长率    7.0%            7.5%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1%             1.3% 
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的位置  第25位     第22位  
   1988年美国体育产业的总产值，已超过一些发达工业——石油化工业(533亿)、汽车业(531
亿)以及航空、初级金属和木材加工等重要工业部门。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较为落后，据统计，中国的体育产业1992~1996年总收
入为16亿，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很小，1997年创造增加值仅占我国GDP的0.576%，所占第三
产业比例也只为1.79%；1998年中国体育产业产值为 183.56亿元，占1998年GDP的0.2%；可喜的
是，体育产业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前景的“朝阳”产业，“花钱买健康”渐
成时尚，体育市场正在形成，经营内容逐步拓宽，发展速度有所加快。我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体育
产业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要积极引导居民增加娱乐，体育健身和旅游消费，拓宽服务性领域”。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小康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体育产
业也逐渐成为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体育的发展可以促进体育消费。随着我国全面推进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
日益提高，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居民的健康意识的增强，形成了大众体育市场的巨大收益空间，据
统计人们用于体育健身消费的开支每增加１％，就可以带动GDP增长0.5％。面对这种形势我国一些
地区已经认识到这一市场增长的潜力并采取了相应的运作措施，据统计，2002年北京市体育产业年
营业收入已超过110亿元，实现年增加值50亿元，占全市GDP的1.6％，从而极大的带动了京津唐地
区的区域经济发展。 

 2、发展体育能带动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由于体育具有健身、娱乐、休闲、竞赛的等特
点，它能够推动旅游、商业、交通、电信、新闻出版、餐饮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从而吸引数以
亿计的人们亲身从事体育运动和观赏体育竞赛，通过人们的消费取得经济收入。2001年沈阳举办的
世界杯预选赛十强赛期间，仅餐饮、住宿、旅游的相关收入就高达10亿元人民币，大大促进了当地
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体育的发展能促进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纵观举办过国际赛事的世界各城市，可以看到每届国际赛事把一个城市的发展至少推进了

５—10年。事实已证明：当今世界无论是全球、洲际性的比赛，还是国家、省级的大型运动会或单
项比赛，都将加快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体育场馆、道路交通、旅游设施、宾馆、饭
店、城市绿化等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能直接拉动区域经济的增长，而且还能改善该城市
的软环境，吸引更多的投资，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北京从1990年举办第11届亚运会开始，
到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以及近年来举办各项国际赛事，使北京及周围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体育对北京地区的区域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贡献是显而易见。 
 （三）、体育的发展可以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随着经济的发展、休闲时间的增加，人们对体育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人们对于体育的终端消

费品——体育产品来说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为了满足体育消费品的需求，就必须增加其产品。就体
育产品而言，体育产品的生产一般为劳动密集型生产，如体育服装、鞋类、球类的制作以及体育旅
游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发展体育产业不仅能解决当前的一部分就业问题，还带动和促进相
关行业岗位的增加，扩大了就业容量。这对缓解当今我国社会日益突出的就业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也无疑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体育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区域内外的经济合作与交流 
 体育运动是国内外大量人流、物流、信息流交汇的过程，是区域内和区域间合作与交流的纽

带。体育的发展，既可以引来外来技术、设备、人力、管理经验和资金，还可以使一些知名度不
高，但质量过硬的产品通过体育媒体的宣传而步入国内、国际市场。如：河南郑州连续举办“国际
少林武术文化节”，通过体育这个载体，大力发展经贸合作，提高了区域经济合作水平。 

 二、体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 
 （一）、体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促进作用 
 1、体育对人的教育作用 
 体育对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体育中的公平竞争、理性竞争、

平等协作的行为规范孕育了人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和竞争精神，体育正是通过人从事体育活动中体
验到的这些体育精神而助其建立积极理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确立区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体
育运动项目中的规则充分体现了社会的法制精神和人人平等的观念，体育运动本身所包含的真实
感、美学体验、情感活动构筑了人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在体育运动的过程中个人社会差别的消
失，意识形态的终结造就了一种社会公平的处境，缓解了人们观念和行为模式上的社会冲突。体育
使人获得了强大的思想价值观念和心理发展的内部支撑，有利于实现身心发展的高度和谐统一。由
于在区域内人的基本素质的提高，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强大的动力，间接的促进了区域经济
的发展。 

 ２、体育对居民体质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大众体育承担了中青年人体质的建设和保障功能以提高个人健康资本存量。健康资本是人力

资本中基础性要素，知识、技能等创造价值的资本无不以它为基础，而大众体育为社会健康资本的
积累提供保证，并在无形中创造着社会财富，从而间接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目前人口老龄化已
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给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带来沉重的负担，为此各地每年要付出更
多的财政收入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而大众体育的开展会使该问题得到最大的缓解，减少老年人的
疾病发生率，减少财政支出。我们应该意识到：在对居民健康体育事业的投资中，社会获得的永远
是数倍的利润。 

 （二）体育对提升区域文化环境质量的促进作用 
 区域文化环境是指城市社会成员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道德风尚、价值观念、人际关系所

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行为模式。区域文化环境的形成是和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相互作用
的。体育作为当前重要的社会生产活动，对区域文化环境有明显的影响。区域中从事体育及相关活
动主体的广泛性、长期性促使体育的精神内涵熔铸到居民的观念世界中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形
成积极健康、文明、理性的地域精神。居民通过参与体育活动使得个体的心理品质、心理状态得到
普遍改善，保障了社会心理的健康和稳定。参与体育活动的主体都会成为体育精神价值的实现者、
受益者，从而促进区域文化的整合，提升了区域文化环境质量，这样就会改善区域投资环境，增强
区域发展的活力，从而间接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总之，综合上述分析，体育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发展体育事业可
以促进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扩大区域内外
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同时还可以提高区域内人口的素质和文化环境质量,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
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国家大力发展区域经济的今天，体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些功能应为各级政府
所重视，加强区域内的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的建设，建立起当地体育事业发展的规划机
制，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实现体育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强大功能，推动中国经济的腾飞。（作
者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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