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奥运经济与体育产业的互动关系 

文/周映春 陈 念 

   随着北京2008奥运会的临近,奥运经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奥运经济是举办城市在筹备和举
办奥运期间，以及奥运会后的一段时期内，利用奥运会创造的商机，借势发展本地区经济的一系列
活动。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直接为举办奥运会而产生的经济活动，如比赛场馆及设施的投
资拉动等；二是围绕开发奥运会资源进行的经济活动，如奥运会市场开发的各项内容；三是主办城
市借奥运契机，发展区域经济、加快城市建设的各种经济活动。从本质看，奥运经济是由注意力资
源的相对集中给举办城市和国家带来的一种阶段性加速发展的经济现象。如果这种注意力资源得到
充分利用和开发，将对举办城市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北京举办2008年的
奥运会是我国的一件大事，是世界瞩目的重大商机，北京奥运不仅是体育盛会，也是经济大舞台。
当前北京正以“新北京、新奥运”为目标，本着“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全力
筹办奥运会，并紧紧抓住这一历史发展机遇，大力发展体育产业，全面实施奥运经济战略，推动北
京和全国的体育产业快速发展。 
   一、我国体育产业的现状 
   体育产业是指围绕体育或由体育引出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是一种利用体育自身功能及辐射作
用创造价值的产业，是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的经济活动的集合。例如，举办奥运会所需巨额资金的
筹措、众多场馆的建设、体育赛事的经营和相关商品的开发等，都属于体育产业的范畴。体育产业
包括健身娱乐业、体育广告业、体育博彩业、体育用品业、体育竞赛转播销售业等等。从产业的角
度看，体育产业的市场是庞大的，但中国体育产业发展却面临诸多问题，可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
存。 
   我国现阶段体育产业存在规模小、结构和体制不完善、体育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等问题。缺
少国际竞争力的体育企业或企业集团；体育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体育本体产业
所占比重小于相关产业尤其是体育用品产业；市场体系不健全,，体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整体
上仍然是行政集权、高度封闭的部门管理模式，体育产业的行业管理体制没有形成。特别是加入Ｗ
Ｔ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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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影响 
   从举办奥运会的历史上看，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一改奥运会长期亏损的历史，创造性地提
出了“以奥运养奥运”的新思路，为南加利福尼亚地区带来了32.9亿美元的收益；1992年巴塞罗那
奥运会给加泰罗尼亚地区带来了260.48亿美元的经济收益；2000年悉尼奥运会给澳大利亚和新南威
尔士州带来了63亿美元的收益。可以说，每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城市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知名
度。我国如果能很好地把握住这次机会，完全可以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效益。 
   体育产业的发展不但带动了其相关上游产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而且有
利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是一个长期存在并可持续发展的朝阳产
业。我国体育产业覆盖面广、产业关联多,涉及国民经济许多相关联的产业,如建筑业、制造业、信
息服务、交通业、食品卫生、服务业、服装业、旅游业、广告业、娱乐业、博彩业、新闻出版业，
等等。奥运会使我国在短时间内加速城市建设,拉动内需，带动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城市文化的
发展,使城市的品位、知名度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提高，并带来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北京奥运会直接带动体育产业的收入约在30亿美元，而间接收入约在54亿美元左右。每年对于国民
生产总值的拉动是：就业因素0.00012个百分点，住宅0.06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0.183个百分点，旅
游0.85个百分点，共1.094个百分点。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长0.5个百分点。到2008年,北京的第三
产业将占到国民经济比重的70%，累计新增就业岗位180多万个。而奥运会对我国体育产业仅北京奥
运会所需的各类体育器材设备用品，就提供价值约为1.7亿元的商机。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举办奥运会既能带来“奥运景气”，也能带来“奥运泡沫”，即景
气过后，对国家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体育产业战略应同奥运战略
紧密结合，共同规划，协调发展，使两者互为支持、互为补充，从而实现我国体育产业和奥运经济
发展的有效互动和双赢。 



 

   三、奥运会与我国体育产业的互动 
   发展体育市场，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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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体育资源与相关行业整合，打造特色的体育品牌，通过实施品牌
战略，建设体育产业市场,繁荣体育经济。完善体育经济体制,推进体育市场对外开放，合理配置资
源,促进体育商品和各种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和竞争。我国体育市场的优势和劣势将随着市
场资源的合理配置日益凸现。因此，要努力开发体育市场，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增强体育市场发
展的动力和后劲。借助奥运经济发展，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运用国际比较价值规律，进行
体育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促成优势体育产业创新，带动相关产业，促进高效率的体育产业与地
区经济综合体的良性互动，使我国的体育产业市场朝着多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在加入WTO的前提下，举办奥运需要一大批既懂体育专业、法律，又懂经济管理的复合型人
才，体育产业也必须大力发展这方面的人才。我国的体育市场还很不成熟，这方面的人才还相当匮
乏，要想使我们的体育产业走向世界，加大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体育院校和综合大学要利用
各自的优势，有重点地转移培养方向，从学科设置上进行改革，加大经济、法律的课程设置，向有
关部门输送合格人才。同时，在引进人才上应该市场化，将各类优秀的专业人才吸纳到体育产业中
来，提高体育产业人才的素质。 
   虽然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很快，但真正属于国际品牌的却寥若晨星。在九运会上，自行
车、皮划艇、射击等体育项目的高档器材全部是进口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体育企业的悲哀。面对
奥运会庞大的市场份额和众多跨国产业集团的竞争压力，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必须推出自己的民族品
牌，力争较大的市场份额。当今国内不少企业的产品质量上乘，但由于未得到相关国际体育专业委
员会的认证，难以走出国门，甚至连国内举办的国际赛事也无缘进入。 
   要带动国内企业由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转变。国外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普遍认为，电视
改变了体育运动，媒体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通过奥运会电视转播，全世界40亿左右的观
众将会实时收看，这对举办国扩大影响，树立“国家品牌”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使本国企业借
助奥林匹克市场营销计划、推广企业形象和品牌。悉尼奥运会共有106家企业成为各类赞助商，其
中绝大多数为本国公司。它们正是借助奥运会的巨大传播力使自己的企业和产品品牌具有了国际影
响。 
   奥运经济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体育产业国际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进
行专业化、规模化的整合，从整体上提升体育产业的竞争力。要优先发展体育信息技术和体育高新
技术。发展体育制造业是体育产业化的基础、没有体育制造业的发展,就无法为体育信息化和高新
技术的发展奠定产业基础。而发展信息技术、高新技术又能带动体育产业化,形成信息化与体育产
业化互动，促进体育产业的更大的发展。因此,以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为依托，以体育制造业为支
撑的新型体育产业化结构，将推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奥运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配套发展。目前，我国体育产业还存在产权关
系不明、资产管理不顺、市场发育不全、管理不善的诸多问题。我国体育的产业化水平还很落后，
与我国体育在国际上的地位极不相称。为了加快体育产业的发展,政府要引导体育产业发展，扩大
体育经费来源，在其税收政策上向体育产业倾斜。政府部门除了制订对体育产业的宏观经济政策
外，还应保障体育产业规范化经营，促进体育产业与国际接轨。加快完善体育产业政策，对体育产
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近几年来，体育行政部门在建立体育产业政策方面做了了许多工作，并取
得了初步成果，但目前我国体育产业中的许多方面仍因缺乏长期稳定的政策扶持，使发展受到限制
和制约，这对体育产业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因此，我们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建立和完善一套
包括政府财政投入政策、产业项目基本建设投资政策、社会集资政策、税收政策、体育彩票和体育
基金等方面完整、系统的体育产业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体系，促进我国体育产业政策
更加完善，更加规范化、更加国际化，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较好的物质基础（作
者单位：周映春/江苏科技大学体育部；陈念/苏州工业园区建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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