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经济活动中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可行性研究 

文/刘凤婷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迅速扩展到了各行各业。在市场经营的大潮
中,高校体育发展也导入了经营的新概念,所以,如何定位学校体育? 怎样开发高校体育产业? 高校
体育如何进入市场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 高校体育产业经营范围及其概念的界定? 等等,都是当今
高校体育改革的一个新课题。本文就对高校体育能否实现产业化,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提出
了一些个人观点,共与各位学者商榷。 
   体育产业是全人类体育文化与运动技能不断发展的过程, 从而使人类文明与民族文明得以不
断延续与不断创新。体育产业在知识经济社会里, 它是个人与社会双赢的产业，体育产业作为第三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逐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高等院校是人口密集的场所,
具有稳定的消费群体、配套的体育运动设施、经验丰富的体育师资,因此理应成为体育产业快速发
展的地方。 
   1.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背景及现实状况 
   1978 年后,我国体育产业化的高速发展,特别是1994 年职业体育制度的实施,观众对运动员文
化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运动员对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及社会生存能力培养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为此高
校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具有了新的活力。迅速在全国各大名校组建了高水平运动队和带有产业经营性
质的高校体育俱乐部的试点工作,并且许多高校体育俱乐部还大胆树立了明确的经济目标。本世纪
80 年代末期,我国高等学校开始实行收费制度。90 年代末期,我国明确树立了教育产业化的发展方
向,无疑再一次为我国学校体育产业化发展创造了条件,高校体育进入了产业化的高速发展进程。 
   2.高校体育产业的市场规模 
   在我国高等院校较为集中的北京、上海、江苏、广州等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高等院
校已经开始了体育产业化的尝试。通过对一些数字的估算,可以 了解并把握高校体育产业市场规模
大概情况。例如:某省大学公共体育部的体育俱乐部,运用20 %的体育课成绩调控规定,在校的大1 - 
2 两个年级每个学生必须选择参加一个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项目俱乐部,每人入会时必须交纳会费
20 元人民币,每周必须参加1 次以上俱乐部活动,每次活动时间必须保持在30 分钟以上,每参加1 
次活动计1分,累计得分必须达到20 分,并将此成绩纳入体育总成绩。如果以此大学现在住校大1 - 
2 年级学生6000 人计算,大学公共体育部仅此一项每学期将有12 万元人民币的收入。每学年将有
24万元人民币的收入,而且这个收入是固定收入。如果将此方法在全省高等院校推广,那么,此省高
等院校现有在校大1 - 2 两个年级学生30多万人。纳入高校正常规定体育教育课程计划的体育俱乐
部市场规模,即可达到每学期600 万元人民币、每学年1200 万元人民币。如果将此方法在全国高等
院校推广,那么,全国高等院校现有在校1 - 2 两个年级学生约500 万人,纳入高校正常规定体育课
程计划的体育俱乐部市场规模,即可达到每学期1 亿元人民币、每学年2 亿元左右人民币。以上只
是对我国普通高校学生直接用于体育消费支出的一个简单估算,而实际的数字远比这要大得多。如
果再加上学校开发新体育项目的投资,新体育空间设施建设的投资,学生用于体育运动的相关消费,
教职员工的体育消费,学校体育空间设施产业的对外经营,学校体育服务产业的经营,优秀运动员培
养的经营等等,全国的高校体育产业市场将是何等的辉煌。 
   3.高校体育产业的经营模式 
   3.1 体育场馆的有偿开放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高校体育场馆建设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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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场馆还能够满足大型体育比赛的
需要。这些场馆在承担正常的教学之外,可以进行有偿使用,在课余时间向学生开放,向社区开放。
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高校体育场馆不仅可以为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直接的经济支持,还可以为
社会体育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场馆设备,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3.2 体育用品的销售 
   高校是人口集中的场所,有稳定的消费人群,因此体育用品的消费也是高校体育产业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随着高校健身热潮的兴起,体育用品已经开始成为大学生基本消费品之一,诸如网球拍
等不仅是一体育用品,也是一种消费时尚。体育服装在功能上具有多样性,不仅可以作为运动服装,
也可以作为平时生活、学习、休闲的普通服装,因而体育服装的销售应成为高校体育产业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另外随着高校体育场馆的对外开放,周围有更多的居民到高校里面进行体育活动,可以
向居民销售(或租赁) 体育用品,不仅其本身是一项经营活动,而且也可以作为场馆开放的配套服



 

务。 
   3.3 组建健身俱乐部 
   随着高校大学生体育健身需求的不断增加,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形式已经成为高校课余体育生活
的一种基本方式。体育俱乐部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服务要求, 制定有商业含量较高的各种不同收费
标准；这种俱乐部也面向社区或全社会开放定时开放。据某大学体育部资料:游泳俱乐部的每期会
员基本保持在200 人以上,如果以每期3 个月、每位会员交纳150 元会费计算,每年即可收入12万
元。另外如果再加上专门用品、专门服装等等销售,完全可能创造可观的经济收入,成为学校体育发
展的经济来源之一。 
   据资料统计,全国近千所高校有室内体育馆的占60% ,而广东、上海、江苏等地则达到90 %以
上,部分学校甚至是一校多馆;田径场拥有率达95%以上,游泳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网球场地的
普及率都达到50 %以上。各大高校完全可以在贯彻落实教育部倡导的“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
50年，幸福生活生活一辈子”精神理念，推广全民健身运动,进军社会健身娱乐业,对社会开放部分
场馆,校方辅以咨询、指导之责,这样势必会吸引众多消费者。此举既可扩大学校知名度又能取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实现体育自身造血功能。还可以通过举办各种体育比赛与地方企业合作,发展体育赞
助业，实现“校企“共赢合作，也为赞助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3.4 举办竞技运动培训 
   普通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是我国高校体育改革的成果之一,也是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1985 年底,由原国家教委和原国家体委联合做出在部分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
决定以来,经过近20 年的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也为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许多名牌高校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和独特的招生
优势,能够招来优秀运动员。此外,还可以完全运用市场的机制,利用高校体育资源,招一些小班学
员,进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用市场化的机制办竞技体育。 
   3.5 承办竞技体育比赛 
   大学生比较喜爱体育比赛,特别是具有竞争性的竞技运动，可以通过举办各种体育比赛与地方
企业合作,发展体育赞助业，实现“校企“共赢合作，利用资源，增加收入，同时也为赞助企业树
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从发达国家高校体育产业发展的实践来看,高校之间体育竞赛的收益是高校体
育产业发展最主要的部分。当前,我国大学校园里的篮球联赛等发展势头较好,其他一些项目还有待
进一步开发。 
   4、发展高校体育产业的对策及建议 
   4.1 制约当今高校体育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金短缺，场馆条件差，建议体育行政领导应
多与校领导沟通汇报，赢得领导对体育的重视。 
   4.2 高校体育产业是近年来新兴的产业,有较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对社会做好宣传工
作。 
   4.3 体育和经济挂钩,不但能实现高校体育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而且还可以为高校创造可观的
经济效益。 
   4.4 切实加强理论研究队伍建设,加大理论研究投入力度,牢固高校体育产业经营理论,扎实经
营理论的发展支点。 
   4.5 高校体育产业化的发展还需要一大批具备学校体育产业化发展素质的体育教师及管理人
员。要求我们的在职体育教师,不但要有上好体育课的能力,还要有专门技术的训练辅导能力,还要
有体育产业经营的基础知识及管理水平。 
   4.6 领导定期让体育教师外出进修、学习,不断充实教师的综合素质，建立适应学校体育产业
化发展的竞争意识。 
   4.7 把握学校体育产业经营的实际状况,制定出适应本校体育产业发展需要的经营模式。 
   5 结论 
   高校体育产业经营,不仅要求有明确的经济目标,还要求有不断提高学生体质的社会目标。不
仅要求在经营中体现出直接的经济价值,还要求能够在经营中体现出间接的社会价值。不仅要求能
够为学生(顾客) 提供正常的体育运动指导,还要能通过这种体育运动指导帮助学生形成建全的人
格,培养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奋勇进取的社会生存、竞争和创造意识。从而为21世纪人才的
素质培养服务,这是体育服务的最高境界,也是学校体育产业经营的最高目标（作者单位：河南省
商丘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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