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发体育市场的新视域 

文/开卫华 

   高校体育是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重要场所，又是培育体育良性消费的潜在市场，高校体育产
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和朝阳产业，它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有着广阔的市场发展前
景。  
   1.当前高校体育市场开发的现状透析 
   目前，我国高校体育产业规模小，体制僵化，体育产业经营项目少，场馆经营策略方式单
一，市场面窄，市场占有率低，效益不高，体育产业投资渠道不畅，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
体育需求，对高校体育产业的市场分析研究不够，高校的体育场馆与师资资源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
和浪费状态，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进的产业化经营理念，经营决策的灵活性和应变性差，高校体
育没有依靠市场规律来进行运作，现行的高校体育产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高校体育产
业化道路步履维艰， 困难重重。美国1998-1999年高校体育产业拨款平均600-800万美元，而我国
对高校体育产业软体投入几乎为零。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以及体育科技产业等方面的经济功能和
优势利用和开发力度不足，高校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协作特别是与企业、新闻媒体合作不够紧密，
高校体育竞技市场的宣传力度与影响力严重不足，未能获得更多的赞助。教学、创收双赢的良性循
环机制未能有效形成。高校体育产业的经营网络未能有效建立，上述瓶颈严重扼制着高校体育产业
化的健康与稳步发展。 
   2.高校体育产业市场化经营的创新策略  
   2.1．立足市场需求导向，以特色服务扩展社会消费.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民健身、社区体育的的不断普及与深
入，花钱买健康的观念深入人心，群众体育消费的意识出现了空前的高涨。健身、娱乐和休闲趣味
体育已成为人们新宠。社区居民迫切需要体育健身指导和健身场地器械，而我国目前社会体育指导
员的数量以及健身场地器械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据初步统计，在全国近千所高校有室内体育馆的
占60%，而广东，上海，江苏等地达到90%以上，一校多馆和田径场拥有率过95%以上，游泳馆，羽
毛球馆，乒乓球馆，网球馆场地的普及率都达到50%以上的学校诸多。另据相关调查表明：我国97% 
的体育场地设施属企业、学校所有，其中21% 的学校人口占用了67.7% 的体育场地设施，高校内人
均占有体育场馆面积要远远高于社区，这就为高校体育产业社区化发展提供了无限商机。因此，吸
引居民参加高校体育健身俱乐部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不仅可以解决健身场地的问题，还解决了健身
技术指导的问题。在体育产业大国—美国，校内体育产业已成为学校支柱产业，学校25% 的经费来
自体育。我国高等院校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淀，拥有体育界高学历、高知识、高职称的知识技术密
集型师资专业群体，掌握了科学锻炼的理论与方法，具有先进的体育场馆、设施仪器、较为完备的
图书资料及档案，尤其是近年来，各地区新建高校园区，学校基础建设发展更加迅速，为体育产业
奠定了物质基础。我国高校普遍分布在大中城市，且多数高校地处市区，具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大
部分高校体育场馆、器械设备较为完善，许多高校特别是一些新校区，体育场馆的数量明显增加，
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有许多场馆还能够满足大型国际体育比赛的需要。在非教学时间有组织地、
合理地对外开放高校的体育场馆，吸引社会人员到高校来进行体育消费，会对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
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为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为自身的持续发展寻求经济来源，在合理
安排好教学需要的前提下，根据社会体育需求和健身发展热点，敞开社会健身之门，开发和推广全
民健身新项目，创办相应的体育产业，灵活开发新的适销对路的服务项目、特色体育产品和市场，
遵循市场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收费标准，扩大经营创收，实现综合效益的提高。高校体育产业的
经营者，要建立市场意识、服务意识，与社会建立密切的联系，了解社会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以
“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为依托，积极挖掘学校体育资源优势，有目的、有重点地开
发体育时尚优势项目，积极推行如街舞、拉丁舞、踏板操、有氧搏击、瑜伽、滑板、羽毛球、台
球、网球、溜冰、太极拳、保龄球、游泳、乒乓球俱乐部等俱乐部制，实行会员制，按体育市场运
行规则进行有偿管理。建立各种形式的，设立运动减肥、体育康复、体育旅游、体育舞蹈、体育信
息咨询中心，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有偿服务，建立以高校
为核心的与周边企事业单位、社区街道密切联系的体育健身、康复、诊断、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综
合服务网络。此外，大力开发体育教师队伍技术产品服务市场，为社区开展健身、娱乐活动的技术
培训，社会团体开展各种竞赛、文体活动的技术信息咨询、策划、承办、裁判咨询等提供有偿服
务，多渠道、多形式地发展体育产业，利用高校的人力科研优势，大力开发科技含量高的全民健身



 

器材、全民体质测量器材及运动竞赛器材等，积极开发特色化的体育市场，成立时尚的体育休闲服
装厂、创建体育健身产品超市，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体育中介市场、体育旅游休闲市场、体育信息
媒体市场、体育专题刊物等经营性实体，以先进的场馆资源与优质的人力资源科研优势来吸引企业
资金来共同开发体育设备与产品，健身食品，成立专门的舞龙表演公司或舞龙职业俱乐部，在给广
大商家、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带来表演和祝福的同时，能够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与当地文体、
教育部门合作，组织承办大型文体活动与人才招聘会，促进体育消费的发展，形成立体的、全方位
的开拓体育服务市场的新局面，获得社会和经济的双重效益，提高高校体育的造血功能，从而实现
高校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2.联建高水平运动队，实现校企互惠双赢。 
   高水平的竞技体育比赛是体育产业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发展体育竞赛表演市场是高校体育
产业的重中之重。体育赞助是高校体育市场运作中的基本要素之一， 作为体育和经济之间的一个
平等互助的结合点，它对于高校体育的发展和各运动的市场经营有巨大的资金保障作用，能起到促
进体育和经济共同发展的双重作用，因而倍受青睐。如何发挥高校体育资源的优势，吸收社会资
金，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是加快高校体育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举办一些高水平的竞
技体育比赛，可吸引大批观众到现场观看比赛，获得一种旺盛的人气，不仅在门票的收入方面有较
大的收益，最主要的是在寻求赞助、广告效应、电视转播等方面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扩大比
赛的规模，提高比赛的社会影响力，使高校体育赛事产生自身造血机能，走上一个良性发展的轨
道。高校与企业合作联合办队，企业可以借助高校运动队来刺激企业体育活动的开展，丰富企业职
工的体育文化生活，改善企业职工的身体素质，提高其健康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降低
企业职工的医疗开支， 还可以通过一些重大比赛， 宣传本企业的品牌形象。用市场化的机制办竞
技体育，高校与企业合作举办各种体育比赛，有效的企业的赞助，可减轻学校的经费负担，达到为
赞助企业宣传形象和产品的目的，利用承办运动比赛的机遇，获取广告、捐赠、上级机关的投入资
金等来建设现代化的运动设施，高校获得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校企双赢，从而为
高校体育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从美国大学生竞技体育经费来源看，一方面是学校财政支持，另一
方面主要来自运动队给学校带来的巨大收益。美国高校运动员收入主要来源就是门票收入，规模较
大的大学一般拥有二三个体育馆，可以容纳3—8万名观众，运动队每年的门票收入在2亿美元左
右，收入相当可观。研究表明，如购买一个大型体育场馆的命名权20年，就意味着这家企业的品牌
名称可以通过报刊、电视、互联网等媒体，跟潜在顾客接触超过10亿次，这种传播效果是传统的商
业广告所无法比拟的。加快我国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必须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我国许多名牌高校
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和独特的招生优势，能够招徕优秀运动员，多数高校都拥有自己的运动队，
高校应主动寻找机会，获得运动比赛的主办权，营造体育市场氛围，采用融资和股份合作形式拓宽
经费来源渠道，采取有偿资助、联办、共享等多种方式，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在其市场化的运作
中，应该积极寻求企业合作或赞助，高水平运动队队员也可以代表企业参加一些企业之间的比赛，
高校体育部门还可以帮助企事业，组织有特色和职工喜欢的运动项目、运动队的长期和短期训练
（比如羽毛球、乒乓球、篮球、足球队等的训练）。高校体育部门应该和喜爱体育运动的企事业进
行合作，成立高水平运动队伍，他们既可以代表高校参加各种比赛，又可以代表原来企事业参加比
赛，他们的工资、训练费、服装费都有企事业承担。高校体育赛事策划人可以根据企事业对体育运
动的要求，度身定做有企事业特色的运动项目和赛事，与社会建立协作机制，互动、互补和互助，
实现资源共享、产业联动。随着全球网络化的高速发展，因特网已成为人们首选信息来源，高校体
育部门应积极联合相关部门，组建体育比赛信息产业集团，发挥文本信息、电子信息、影视信息等
多种媒体信息的优势，积极开拓体育比赛信息市场，以全新的信息推送方式提高宣传促销的影响
力、覆盖面和科技含量，多形式、多角度、多层面地传递各类体育比赛的信息。大力拓展体育比赛
的客源市场。充分利用影视、广播、广告、体育和娱乐报刊的媒体效应，加大高校特色和品牌体育
比赛国内外宣传力度，赛事采用全新的市场运作机制，通过体育广告经纪公司或体育经纪人的中介
作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影响力的提升，积极争取中国人寿、摩托罗拉、李宁服装、阿迪达斯、
可口可乐、一汽大众、中国电信等国内外著名企业的赞助，联合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力量共同经营和
办好学校高水平运动队，以解决资金问题，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争取更大的主动权和经营权，有效
的吸引电视转播权的竞争，获得球友会的捐款等，可以实现校企互惠双赢，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收
益，开拓高校体育产业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体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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