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育休闲产业 

鲍志宏 耿惠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体育的需求不断提高，促使体育产
业蓬勃发展。体育休闲业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代社会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智能化和机械化的管理模式，促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闲
暇时间也更加充裕了，人们更加重视生活质量，追求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逐渐摒弃了“上班时拿
健康挣钱换事业，退休后拿金钱买健康”的恶性生活方式。人们在下班后去看看体育比赛，假期去
健健身，缓解一下工作的压力，放松放松心情，成为一种主要的休闲方式。一些人们喜闻乐见的体
育项目如：健美操、体育舞蹈、钓鱼、跆拳道、台球等项目深受大家欢迎，而以前被称作是“贵族
项目”的高尔夫球和保龄球等休闲健身项目也逐渐走向大众，走进普通人的领域。运动休闲已经成
为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除了直接参加体育活动，人们还可以通过观赏比赛来寻求身心
放松，获得愉快情感体验来提高生活质量。大众的需求就为休闲体育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发展创造了
生存、发展的条件。而市场又为消费者提供更优美的环境、更完善的场馆设施、更精彩的比赛……
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可以说市场经济与体育休闲业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一、 市场经济对体育休闲业的影响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产业是靠计划，靠行政来管理的，有政府机关直接调控。体育事业的发

展也是靠国家拨款，具有福利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我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
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源配置方式是通过市场的供求和价格来引导的，市场是主体，一切活动都是市
场来调节，在市场竞争中去谋求发展。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体育休闲业怎样发展，发展成什么样
子？首先需要转变思想，愿不愿意都要走向市场，适应市场的变化。事实上这种开放的市场体系更
加适合体育休闲业的发展。供求、价格、竞争三要素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但内起着合理分配
资源的作用，而且通过竞争的压力，外有有效的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优点。通过市场的调节，体育
休闲业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正轨，形成一个完善、庞大的经济体系。 
  1.大众体育有偿服务为特征的产业。主要是大众闲暇时间锻炼身体为目的的体育健身服务业

（包括健身娱乐服务、健身技能培训、健身辅导与咨询、体质测试和评估、体育康复和医疗等），
体育健身服务业已经成为体育产业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据资料统计，北京市1998年体育经营场所
达到5000家，年营业额5亿元，上缴税金7800多万元。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在国内已经有很多服
务质量好的俱乐部形成自己的品牌。 
  2．开发国内外体育竞赛市场。比赛观赏是大众休闲娱乐的重要方面，比赛本身就有很大的

利润，其中包括门票收入、电视转播收入、商业赞助等。仅一个NBA篮球联赛的年产值就达到十几
亿美元；我国的第八届全国运动会门票、电视转播、赞助、广告费依次为3042万元、6736万元、
2217万元、521万元，这部分收入就达到了1.2亿元以上。而且体育场馆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收益
是长期的。 
  二、 体育休闲产业可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休闲体育方面，花钱买健康，花钱买快乐已经成为一种健康观念。发展

势头越来越猛的体育消费促使体育产业不断繁荣。体育旅游业、体育竞赛观赏业、体育健身器材
业、体育服装业等多种体育产业应运而生，这些产业既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多层次、多维度的产品服
务，又增加了大量的社会就业机会，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美国1995年体育产业产值占GDP
的2%，跻身国民生产总值中收入最大的25项产业之一。1999年任海在《中国体育报》上撰文指出：
以健身娱乐为主要内容的休闲体育产业在美国各州的产值排行榜上均跻身前三名，全国年产值达
3000多亿美元。时下，美国人每挣8美元就有1美元用在健身娱乐消费上。体育休闲产业的发展还促
使体育人才走上除教师、教练员、裁判员以外的工作岗位，为体育人才的就业提供了更广阔的空
间，为社会减轻了就业的压力。如健身教练、运动减肥教练、俱乐部的工作及管理人员等，一方
面，他们在这些工作岗位上实现了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又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体育休闲业对
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并逐渐成为整个国家经济机制的重要环节。 
通过体育休闲产业和市场经济的相关分析，我们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积极引导体育休闲产业更
快发展，满足大众健康休闲的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使其健康有序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应以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契机，使我国的体育休闲产业更上一层楼。（鲍志宏/河北经贸大学；耿惠
杰/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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