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奥运经济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 

文/徐家萍 

   前言 
   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是我国的一件大事，是世界瞩目的重大商机，奥运不仅是体育盛会，
也是经济大舞台。奥运经济是奥运会举办城市在筹备和举办奥运会期间，乃至奥运会后的一段时期
内，利用奥运会的资源优势和奥运会所创造的无限商机，所开展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来发展和拉动
本地区经济，给举办城市和国家带来一种阶段性加速发展经济的现象。奥运经济能够在一定时间内
吸引各种生产要素聚集，使原有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产生出新的力量，具有强大的市场和经济能
量。 
   奥运经济主要包含三重涵义：一是国际奥委会的市场营销，包括奥运会电视转播权和国际奥
林匹克营销计划，即TOP计划。二是奥运会承办国组委会的市场开发，即组委会在奥林匹克营销架
构下，拓展现有市场(如旅游市场、广告市场等)和开辟新市场，其中市场开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赞
助收入、捐赠、特许经营、票务收入等；三是经济界的市场参与，主要是指参与竞标TOP计划，通
过赞助的形式来获取广告优先、促销机会以及使用奥运或其他相关标识的权利。举办奥运会所带来
的奥运经济能够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也能够进一步搞活和发展本国的体育产业。 
   一、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1、政府对体育投入的总量偏少，体育产业投入渠道单一。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对
体育的投入总量虽在不断增加，但体育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仅为0。4%，体育支出在科教文卫
体等社会发展领域中的支出只占2。8%，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GDP3%~6%的比重，且比印度等发展
中国家也要少。 
   2、体育经纪人才匮乏，中介市场薄弱。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国际中介集团在我国体育市场
具有垄断优势。原因在于我国中介市场的薄弱和体育经纪人才的匮乏。一方面是急待开发运作的市
场，另一方面是刚刚进入市场的企业，中间恰恰缺乏一个经验丰富、功能齐备的媒介，一个中间环
节。而正是这个中间环节决定着体育市场最终资源的流向。体育经纪人才的匮乏和中介市场的薄弱
使我们不得不让出市场给国际中介集团。同时，国内的体育资源也随之流失。 
   3、外资竞争的巨大压力。加入WTO后，我国体育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全球最大
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家在华投资。全球体育用品企业产值前10名全部进入中国，年产值超
过10亿美元的公司都已进入我国市场。迄今为止，这些公司几乎占领了我国高档体育用品市场。作
为全球范围内的朝阳产业，体育产业回报丰厚，面对奥运这块大蛋糕，如果国内企业再不迅速抢占
市场，外资企业很快就会全面占有，无疑会给初起步的中国体育产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二、北京奥运给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奥运经济是奥运会举办城市在筹备和举办奥运会期间，乃至奥运会后的一段时期内，利用奥
运会的资源优势和奥运会所创造的无限商机，所开展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来发展和拉动本地区经
济，给举办城市和国家带来一种阶段性加速发展经济的现象。奥运经济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吸引各种
生产要素聚集，使原有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产生出新的力量，具有强大的市场和经济能量。。 
   （1）将会使竞技表演业有更大发展。奥运会给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我国必将大力发展自己的竞技体育事业，从后备人才中选拔优秀人才进行培养和锻炼，在提高他们
的体育竞技水平的同时，给予他们参加各项比赛的机会，丰富他们的比赛经验。同时，扩大竞技体
育的训练规模，提高运动水平，以期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取得好成绩。因此，竞技体育的队伍
和竞赛活动项目都将获得很大的发展机遇。 
   （2）健身娱乐业的发展将更快。由于2008年奥运会在我国召开，人们更加关注体育，更加注
意体育的各项宣传和报道。人们对体育事业的热情将高涨，对体育的了解将会更多、更全面，将有
力提高人们参与体育健身娱乐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我国健身娱乐业的发展。然后也给体育建筑业、
体育用品业将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奥运会的召开，将带动一个城市的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体
育场馆的建设等，这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也对建筑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将促进我国体育建筑
业的发展。随着人们对体育事业的爱好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体育用品的需求也将增大，这将促进
我国体育用品生产企业的发展，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满足人们的需要。 
   （3）使得体育广告业、网络行业、体育广播电视业和出版业将有大的发展。奥运会的召开，
对它的宣传和报道将会促进我国广播电视业和出版业的发展，以满足更多体育爱好者的需要。同
时，在奥运会期间，企业对广告的投放将会大大增加，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将会共同促进我国



 

体育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在互联网急速发展的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畅通，网络这个平台
能够更好地对奥运会的赛况进行介绍和转播，这样，基于网络的行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三、加快发展我国体育产业的对策及建议 
   如何抓住奥运经济机遇期发展我国体育产业，关系到我国能否主动参与国际体育产业竞争，
能否完善体育产业发展模式，能否提升我国体育产业的地位的问题。要完成这一历史重任，我国的
体育产业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现代体育规律，借鉴世界各国体育产业化的成功经验，采取以
下对策。 
   1、改革传统体育经营模式，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产业意识。要按照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体育体制与体育产业的要求，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项体育体制、政策
等进行改革，树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产业意识。使体育体制、运行机制、观
念、手段和方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使体育产业按市场经济运行并真正成为独立的
经济实体。把体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来培育，通过体育产业产生的效益使人们逐渐接受
体育产业观念，进而为体育产业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2、以奥运会为契机，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市场化进程。发展体育市场，要营造良好的人文环
境，在奥运经济的带动下，人们对体育意识，即人的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了充分的认
识。弘扬体育品格和传统体育精神，全面提高社会公众的体育素质，发扬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
精神，与时俱进地建设和发展体育产业，以现代的市场观制定和实施体育市场的规划。 
   3、建立多元化的体育产业发展战略。首先，培育和开发体育竞技表演市场。体育运动员通过
体育竞技表演来满足体育消费者的体育欣赏需求，体现了市场上的交换关系，这就形成了体育竞技
表演市场。我国在足球、篮球为代表的体育竞技比赛中，建立了以主客场为主的体育经营性赛制，
通过票务收入、广告收入、电视转播权转让收入等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其次，发展体育培训、
咨询等中介市场。随着我国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向广大群众提供体育技术、健身方法深受大家的
欢迎。我国可以鼓励民间资本投入体育健身运动培训、咨询中，通过培训武术、散打、游泳、健美
等体育项目来丰富广大群众的业余生活，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和体育水平。 
   此外还可以大力发展体育彩票事业。目前，我国的体育彩票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发展速度是
非常快的。为了更好地支持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其他公益事业的开展，我国应当加大对体育彩票
业的发展，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使其能更快更好地发展。 
   4、制订和完善体育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法规，推进体育产业法制化建设。由于受计划经济
的影响，我国的体育法规建设滞后，市场显得无序，影响了体育产业的发展。为此，必须制定和完
善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有关法规，通过立法把体育产业纳入法制轨道。通过制定差别税率和减免
税政策鼓励社会投资体育休闲项目的经营活动。应该尽快制订体育中介组织法、体育经纪人管理
法、体制劳务法等法规，以规范体育中介活动，为体育产业从业人员和服务机构提供相关法律依
据，确保我国的体育产业沿着法制化轨道健康发展。 
   5、促进中国体育产业和企业的国际化，使中国经济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随着经济
的全球化，体育产业特别是体育商业服务的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国外著名的体育用品公司、体育
管理咨询公司和体育俱乐部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利用举办奥运会之机，一方
面学习国外的技术经验，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培养我国体育产业的强势企业，力争进入国际市场，在
主动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中不断完善。主办奥运会对一个国家来说同样是扩大市场开放度，加速融入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媒介。由于我国体育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必须加快体育产业的实践步
伐，使中国企业包括体育企业借奥运会快步走向国际。 
   6、加快体育产业化运作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培训。体育产业化的推进关键在人才，尤其是既懂
经济又懂体育的管理人才，这是发展体育产业的基本保证和重要前提。因为我国在承办的过程中要
与多个国际组织和众多跨国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和商业谈判。所有的运作过程和环节都必须按照国际
惯例来操作，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一大批精通体育产业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必须抓住奥运会这一有利
时机，采取多种措施加速这部分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可以通过引进那些懂经营管理且热爱体育事业
的专门人才充实到体育产业部门；另一方面，体育院校应借鉴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管理经验和资
源，加强对体育管理人才的培养；同时，要采取各种方式对现有的管理人才进行在岗培训，使其适
应体育产业发展的需要。 
   结束语 
   北京申奥成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无限的商机。以体育为核心的奥运更为中国体育产业的发
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推动作用并不会唾手可得，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只有认真研究
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合我国国情的体育产业发展规律，抓住奥运契机，找出其中所蕴涵的无限商机和
巨大风险，制定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良策，才能使奥运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最大化地变
成现实（作者单位：江苏大学体育部） 

相关链接    

 



 

“文化强市” 在振兴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为探索  
江西高教产业高职人才职业培训的发展路径之探讨  
陕西石化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及对策  
发展知识经济下的社会通才培养  
对油田企业经济发展思路与管理体系的探讨  
我国地质公园生态旅游开发的系统研究  
浅论可持续发展会计管理 
网络技术与经济发展  
上饶市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初探  
浅议城市园林绿化的可持续特色发展  
试论奥运经济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  
盐场实施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循环经济是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思路分析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