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产业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文/陈华杰 付家林 

   一、体育产业与市场经济间的关系 
   1、体育是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体育作为一种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不
仅可以增强人民体质，也有助于培养人们勇敢顽强的性格、超越自我的品质，迎接挑战的意志和承
担风险的能力，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协作精神和公平观念。体育对促进友谊、增强团结、
改善人际关系、建立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创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都起着显著的作用。体育从
竞技到娱乐、从对抗到健身，体育运动已从竞技场走向人们的身边。广大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
造就了今天的体育市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体育运动社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速度日益加快。在
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生活质量和方式的改变，人们对体育消费需求也日益增加，体育的参与型
消费、实物型消费和观赏型消费促进了体育产业的发展。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
权，有国内外权威经济机构预测北京申奥成功将以平均每年0.3个百分点的增长力度，带动“十
五”期间经济增长。重视和加快体育产业经济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界不应忽视的视野。 
   2、体育运动得到了普及，促进了体育消费的快速增长，各种以体育活动为主或密切围绕体育
而开发的经济活动也迅速的兴盛起来，并不断的形成相应的公司、企业、俱乐部等经营实体，这些
生产体育用品或提供体育服务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各类行业就形成了体育产业。由这些体育产业所形
成的以体育商品、劳务供给和需求及相互作用实现的商品流通总和，就形成了体育产业市场。我国
体育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体育产业的领域不断拓展，发展规模也不断扩大，体育产业
的质量也有所改善，体育产业的效益也明显增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体
育社会化、产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在体育市场逐步由过去的零星单一、主次不清，向本体为
主、层次分明、全面发展推进。 
   3、我国体育产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显示出其经济方面的优势，并在引导社会消费，调
整产业结构，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出巨大的潜力。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体育属第三产
业的界定，为中国现代体育产业和市场经济开辟了联手共进、同步发展的新领域。市场经济有着旺
盛的开发欲望和拓展及竞争需求。体育产业与市场经济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介入、渗透、结缘。现代
体育产业与市场经济必然形成难分彼此的全新境界。 
   二、体育产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由于高新技术、通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
的广泛应用，生产劳动时间和体力消耗减少，主要依靠充分发挥人的聪明和智慧不断地将智力资源
转化为巨大的社会财富。这种劳动生产方式导致了不活动器官功能退缩，一些生理器官功能发生病
变，以及运动不足造成的“现代文明病”，心理性、神经性、器质性疾病大量出现，高血压、心脏
病等各种病症逐渐增多，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不少中青年知识分子由于健康问题而英年早逝的例
子不胜枚举。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意识到体育运动的缺乏对身体健康的不良影响。人们自
觉、主动、积极的参加体育锻炼已经成为时代潮流，使参加体育健身、健康、保健的群体不断增
加。因此，体育产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体育产业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体
育产业也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产业热点。作为全球经济代表的美国，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
体育产业总产值就已经超过了600亿美元，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体育产业产值更是超过了3000亿
美元。 
   三、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1、体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点，与社会经济产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
生巨大的影响。1997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增长了16倍，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
中国体育产业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从1996年到1999年，中国居民的体育消费增长了40％，平均
每年增幅达12％，超过了国民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增幅，1998年中国体育消费达到1400亿元。20世
纪90年代以来，体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一个领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们生活质量
的改善，正显示出体育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价值，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
定》，明确将体育产业列为第三产业。体育产业作为关联面极广的上游产业，除了满足人们身心健
康和需求外，还可以带动电子、食品、建筑、机械、纺织等制造业，及旅游、证券、保险、广告、
博彩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一些发达国家，体育产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为社会提供众多的就
业机会，1995年，美国体育产业提供了230万个直接就业机会。据有关专家研究，一个成功的国际
性综合运动会，将会为承办国提供巨额经济效益。回顾199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亚运会，



  当时除了向社会集资了6亿多元外，仅旅游一项就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当年的9月份，只是对从
北京入境的游客进行了统计，就有15万多人，旅游外汇收入达8100多万美元，还不包括从上海、广
州、天津等地入境的旅游者，更没有包括广告、电视转播等收入，这是一个成功的大会，胜利的大
会。 
   2、体育产业开发的领域不断拓展，体育产业的质量和效益在不断的提高，由于市场经济发展
对资源发挥着配置作用，所以许多体育产业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体育比赛和职业俱乐部赛
事冠名权、电视转播权等方面，有关的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98年维达杯全国排球联赛的冠名
权收入是800万元。中国篮球协会甲A联赛冠名权和推广权及75％的广告场地权整体转让给国际管理
集团，每年收入达300多万美元。而冠名权的收入则是俱乐部的主要收入，在男篮甲A俱乐部中，北
京奥神的冠名权收入就达到了600万元，全国12家甲A俱乐部冠名权收入达到了4600万元，平均每家
达到了380多万元。而每逢国际大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代表称号和标志的特许使用权等方面也是
一笔可观的收入。 
   3、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一个成功的典范。美国商人尤伯罗斯开创了个人企业承办奥运会
的先例，他像经营企业那样，经营奥运会的全部工作，采取了一系列商业化手段，把23届奥运会办
成了一个空前成功的体育盛会，盈利2亿多美元，改写了奥运会的经济史。著名的德国奔驰公司，
每年向体育投资3000多万美元，奔驰公司的信条是：“对体育界投入得越多，获得的利润就会越
多。”诸多的事实证实了，体育界和经济界已经对双方共存共荣达成了共识。 
   4、世界体育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体育本身是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作为一种产业是大有潜力
的。体育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颇有影响力的产业部门。比如日本体育产业产值在日本十大产业中排
名第六位，1990年的体育产值收入达4.2万亿日元。1988年美国体育产业总产值更是高达631亿美
元，超过了实力雄厚的石油工业、汽车制造业和航空业。 
   5、现代竞技体育商业化与全民健身、休闲、娱乐体育的不断发展，使得体育产业需求与消费
日益增多，从而促进了体育产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近年来，体育用品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体育
用品生产企业已经不仅满足中国市场需求，还有很大的出口能力。1993年10月，在西安举行了中国
首届体育用品博览会，有近200个厂家到会参展，成交额达1亿2千万元，引起了海内外体育用品行
业的极大关注。此后又举行了几届体育用品博览会，且成交额逐年增加，这种顺应市场经济发展需
要的体育市场经济定会完善起来。 
   四、体育产业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及特点 
   1、当代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也带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体育产业经济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体育
产业经济在社会整体经济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 
   2、体育产业作为中国的第三产业正在发展壮大，现已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机遇与挑战并
存，中国要高效的发展体育产业，应做到调整体育产业结构，加快促进中国体育产业结构的整体优
化，合理的体育产业结构可以使体育产业各部分之间发展保持平衡，可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
力资源；制定完善的体育产业政策，建立、健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体育产业市场法律、法规；制定
有利于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可改善投资环境和畅通国际间的投资渠道。 
   五、结束语 
   21世纪是体育产业经济大展风采的世纪，缺乏体育经济内容的经济学是不完整的经济学，体
育产业经济正以独特的魅力影响着社会整体经济。相信北京2008奥运会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可估量
的经济效益，体育产业经济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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