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产业开发对吉林省老工业地区的经济效应 

文/盖如彬 

   一、体育产业的经济效应  
   体育产业是指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而使体育产品（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进
入生产、流通、消费和服务的产业门类。体育产业的内容，在现阶段根据体育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包括三大方面：（1）体育本体产业。指发挥和体现体育自身的经济功能和价值的生产和经营活
动。主要有体育竞赛和表演业，体育健身和娱乐业，体育培训和咨询业，体育资产（有形和无形）
经营业等。（2）体育相关产业。指与体育密切相关或与体育为载体向社会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
主要有体育彩票、体育用品、体育经济与代理、体育新闻与媒体广告、体育旅游、体育建筑等相关
产业。（3）体办产业。指体育部门或单位利用自身条件为弥补经费不足而进行的各类生产和经营
活动。如餐饮、宾馆、航空票务代理等。体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有其内在和外在的经济
效应。 
   从内在经济效应来看，一方面，体育产业与当前我国居民需求结构变动趋势相一致。当前我
国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正处于由温饱型的以物质消费为主向以小康型的精神、服务和
文化等非物质消费为主的过度期。收入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们的健康
意识和生活质量意识在逐步加强，并且对此具备了实际的货币支付能力。而体育消费是满足人们健
康需求的主要消费方式，也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作为体育产业而言，其与国民经济支
柱产业有较高的相关度。体育产业属于第三产业，虽然不是支柱产业，但它和支柱产业有较高的相
关度：体育产业可以明显带动机械、建筑、纺织、电子、食品等制造业，对旅游、证券、保险等相
关产业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体育产业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相一致。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即使是逛街购物，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身着运动装做为“时
尚”类的休闲和放松方式；至于直接参与运动和到现场观看体育赛事就更是如此了。据有关研究报
导：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体育消费1996年为186．52元，而1999年则达到了559．73元，三年内增长率
达到70．22％ ，年增长率为17．56％ ，明显高出了国民经济总值的增长率，增长速度也是其它任
何部门产业无法望其项背的，反映了我国城市居民体育消费的强劲趋势。 
   从外在经济效应来看，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近几年我国运
动员在国际大赛中取得的成绩看，中国已进人体育强国之列。充分利用体育强国和优势体育项目的
影响力，以优良的品质和高科技含量为基础，在国际体育产业市场打造中国品牌的体育用品是带动
我国其它产业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增加国际竞争力的机。  
   二、吉林省体育产业开发的现状分析 
   在对吉林省的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四平市、延吉市等五个大中城市的体育产业市场进
行大规模的调查结果中，目前，吉林省体育产业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体育产业市场薄弱 
   由于宏观上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吉林省体育用品制造业为零。吉林省在国内较有名气的四
个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经营管理普遍堪忧，基本上都是依靠政府投资才能得以“正常”运转。“体育
服务业是体育产业的核心产业”，我们在市场上根本找不到吉林省制造的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产
品；唯一能见到的是每个城市里的“运动器材、服装商店”和数量少、设施落后的“健身房(中
心)”。目前，突出的问题体现在：首先，在吉林省做为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体育产业发展还很滞
后，而分布在2O多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万家体育产业实体中，吉林省一个也没有，也就是说
吉林省体育产业是中国体育产业这一经济上的薄弱环节中的薄弱点；其次，振兴吉林省经济的手段
和方法当然不只一种，发展体育产业也未必是振兴吉林省经济的最佳选择，但是，全球公认的新的
经济增长点－—体育产业，在吉林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的大环境下仍属空白 
   2．健康体育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 
   相对于职业体育而言，健康体育产业应说是起步早但发展慢的体育产业．因为，健康体育产
业虽然社会潜在价值高、未来社会效益大，但是由于其经济利益小，研究人员也少，导致如今的近
乎于萧条的局面。除了在公园中可以见到一些健康体育设施之外，社会健身设施大多是“缺胳膊少
腿”，零乱不堪。这和我国1995年就启动的《全民健身运动计划》极不相称。 
   3．休闲体育产业市场非均衡 
   由于受地方经济滞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省休闲体育产业市场目前突出表现出地域非均衡
和时间非均衡。从地域上看，明显不及南方发达省市，这一点在高档次的休闲体育场所表现得尤为



 

突出；另外全省城市和农村的体育产业开发差距扩大。2004年长春市接受调查的四家保龄球馆普遍
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相反，普通的游泳馆、大众健身俱乐部等休闲运动场所都有不同程度的盈
利。从时间上看，尤其是具有北方冬季特色的冰雪运动休闲场所，在相应季节都有相对较高的经济
收入。如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场，长春净月潭滑雪场，通化市冰雪度假村等。 
   4．吉林省体育产业的市场潜力巨大 
   尽管我省的体育产业市场目前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但却不能排除我省居民特
别是城市居民所蕴藏的巨大的体育消费潜力，体育正在悄然成为全社会公民的一个消费和投资热
点．仅长春市就有100余家不同规模的体育用品商场(商店)，虽然经营体育用品的零售商不是体育
产业业主，他们的利润也不是体育产业的产值，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体育的关注和对体育用
品的青睐，这势必带动体育产业的发展。 
   5．大中城市体育消费成为时尚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喜欢在周末穿上宽松的休闲运动服装去购物、远足、野餐或直接参与运
动。主要原因是：一是收入的增加会促使居民的体育消费从可能变为现实。作为满足人们享受和发
展需要的体育消费，只有在人们的收入水平足以支付生存消费并形成一定剩余后，才有可能产生。
近年来，我省地方经济稳步持续增长，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具备了体育消费的
支付能力。未来几年内，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必将促使这种消费的
可能变成消费现实。二是消费观念的转变会让更多的居民(家庭)增加体育消费的比重。健康生活、
健康体育等理念已经逐渐人们所认同并接受。调查显示，这种生活方式不仅给家人带来了身体上的
健康，而且使他们的心情更加舒畅，家庭的和谐度明显提高。收入的稳步增长也将带来消费观念的
进一步转变，形成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这也会推动人们在休闲体育和健康、健身方面的投入的持
续增加。三是余暇时间的增多为体育消费提供了时间保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实现消费需要具备
三个基本的客观条件：为健康投资的消费观念；充裕的余暇时间；实际的支付能力。而余暇时间的
增多必将导致体育消费人群的扩大。从全省大中型城市居民余暇时间的支配方式看，体育消费作为
人们余暇时间消费的一种方式已经凸显出来。 
   6．体育产品制造业大有前途 
   目前吉林省体育产品制造业尚属空白，还没有建立和形成体育制造业产业链条。我省市场上
的体育用品全部来自外省市或国外。由于流通环节上的原因，除个别商品是全国连锁店统一定价
外，大部分商品的市场价格都高于该产品生产商所在地的市场零售价格，致使我省的体育用品消费
者消费更多的成本。但根据目前居民的消费观念和选择消费品的倾向性来看，“地方品牌”的本身
就意味着在产品生产地域内更容易建立起营销优势。 
   三、体育产业开发对吉林老工业区经济的经济效应 
   1．体育本体产业开发复苏了老工业区经济  
   吉林老工业经济中80%是国有，是最早接受计划经济的地区，因此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也最深，
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手段上，没有充分认识到股份制的内涵和现实意义。当务之急，就是尽快
转变这些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观念，变封闭的思想为开放的意识，变守旧的意识为创新的观念。
只有这样，吉林老工业区才能走出一条全面闯新的振兴之路。而体育本体产业的开发恰恰为吉林老
工业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因为吉林老工业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水利资源，可以开展和承办各
种水上运动项目，比如，近几年举办的世界名校大学生龙舟赛，不仅展示了吉林的风貌，同时也引
来了经济发展的商机，还有吉林有得天独厚的北大湖划雪厂，去年刚刚成功举办完亚东会，这不仅
让世界了解、认识了吉林，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外资，这将为吉林老工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导火索的
作用，同时也为冰雪及水上竞技运动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体育产业的开发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经济发展是循着主导部门发展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由一个企业的发展引发另一个企业的发
展方式进行的。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与其它产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体育产业的发展将带动旅游
业、服务业、交通、通讯、建材、食品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吉林自古有北方小桂
林之称，由于近几年水上、冰上、雪上重大比赛的成功举办，使吉林的旅游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使
世界了解了吉林，同时也使吉林走向了世界。吉林的雾凇景观、吉林的松花湖、吉林的北山、吉林
的长白山等等，这些不仅引来了八方游客，同时也给吉林带来了无限商机，外商投资源源不断注入
吉林大地，使这个计划经济的早产儿通过体育产业的开发焕发着勃勃生机。 
   3．体育产业有望成为老工业区经济重要的增长点 
   一是以强身健体为基础发展体育产业，人们有了健身的欲望，那么就有相对应的体育服务场
所的出现，而且是多样化发展的。以单项协会实体化和俱乐部制等运动项目管理机制，使越来越多
的运动项目走上职业化道路。其中收取场租和各种服务费是健身体育的主要收入来源。只有这些机
构的发展以人们的需求为主，才能使人们参与性增强，更好的提高经济效益。二是以娱乐性为主导
发展体育产业会推动公众参与和观赏性体育产业，从而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如：大型的体育竞
赛，各家厂商、赞助商可以通过门票广告、场地内外广告、海报、纪念品、抽奖、指定商品等对消

 



费者提供真诚到位的服务，取得经济效益，门票、彩票、体育债券等都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4．“两个计划”的启动和实施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体育产业不像某些产业的发展受到产业发展方向的限制，也不会受到日益关注人类健康问题
的环境组织和消费者组织的责难，只会随着人们健身意识的增强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日益受到欢
迎。随着中国“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的启动和具体实施，体育产业作为两个计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使各运动项目的发展逐步朝社会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北华大学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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