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体育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文/袁兢业 万有为 

   一、广西体育产业的现状 
   1、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大众体育蓬勃发展 
   十五期间广西累计投资14900万元进行体育场馆建设，面积达76460平方米，新建各类体育馆
84个，使全区各类体育场地设施达40432个，人均占有体育场地面积达0.7平方米，进入全国先进行
列。在大众体育方面，全区共投稿活动经费5226.2万元，修建了78个全民健身“样板工程”点和14
个“体育进村”示范点。成立了34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和4025个老年人体育协会。 
   2、继承发扬传统项目,竞技体育成绩显著 
   在1984年第23届奥运会上获得4金2银5铜，名列全国第一。此后在举重、游泳、乒乓球、体
操、等优势传统项目上继续发扬和不断创新。广西竞技体育在2005年世界三大赛中，共取得6金3银
和3铜，创了3项世界纪录。十五期间广西运动员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共获305枚金牌、131枚银牌、
250枚铜牌。 
   3、市场环境逐步改善, 法律建设进程加快 
   为适应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要求，进行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十五年期间，广西将区体工
一、二大队竞技体育资源重新配置，重组了2个训练基地和8个项目运动发晨中心，调整子项目结
构，完善了项目布局，改革了业余训练管理办法，逐步形成了竞技体育项目竞赛训练一体化，促进
广西竞技体育项目逐步向“专业化、系统化、集约化”发展。 
   法制建设日趋改善，广西认真施行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场地管理条例》；出台了《广西
业余训练经费管理使用办法》等20多个体育管理规章制度；《广西壮族自治区游泳场馆管理办法》
已列入政府立法规划。为依法行政，以法治体提供了法律依据。 
   4、体育产业初见成效，体育企业逐渐增多 
   广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健康消费意识逐步增强，体育需求日益增
加，体育投资逐渐升温，使体育产业发展条件日趋成熟。基本上形成了以体育健康娱乐、竞赛表
演、体育培训、体育用品为主的体育市场。2004年，体育企业达到3000多个，体育产业总值达11亿
元，上交利税约6400万元。 
   二、广西体育产业存在的问题 
   广西体育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高水平赛事不多 
   广西虽然拥有各类体育场地4万多个，但是，从结构上看，其中蓝球场地就多达24976个，占
80％。从体育场地的标准来看，标准体育场地有30982个，占71.59％，室外体育场地比例高达
96.7％。从行业分布看，标准体育场地以教育系统居多，有21369个；体育系统有465个；其他系统
有9148个。其它体育场功能也较单一，场地结构不合理，能够举办小型赛事的只有61个，能承办大
型比赛的体育场所很少。尽管广西也举行了1991年的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和1998年第九届全
国民运会，以及第一至第四届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事实上，广西还没有能力承担国内
大型的竞技型体育赛事。 
   2、政府仍是投资主体，体育资源浪费严重 
   按照全国第五次体育场地普查的要求，广西开展了以2003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的体育场地
普查。结果表明，广西拥有各类体育场地43276个，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8.9个。其中，公有经济属
性的场地共42345个，占总数的97.7％。这表明目前体育场地的投资模式仍是几乎完全依靠政府投
资的单一模式，而且这种模式完全不能满足体育场地发展的要求。普查结果还表明，广西体育场地
向社会开放的程度较小，开放率仅有32％，其余场地处于相对闲置状态，造成了资源大量浪费。 
   3、体育竞赛职业化程度不高，体育人才梯队出现断层 
   体育竞赛职业化是体育产业的突破点之一，足球是最先进入市场的项目,早在职业化之初，广
西银荔足球队征战甲B联赛,曾经有过全国第六名的骄人成绩；广西男排也曾冲上过甲级；国内CBA
篮球联赛的逐渐火爆。然而就在职业化的联赛赛制刚刚形成,球队的俱乐部建制也逐渐走向成熟时,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广西的足球队与排球队相继解散，致使目前广西体育的职业化程度不高，市场
运作困难。 
   一些曾经使广西引以自豪的优势项目，如体操、乒乓球、跳水等,近几年严重下滑,整体素质



 

参差不齐，后继无人。 
   4、体育产业化程度低,对广西GDP尚无贡献 
   在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对国家GDP的贡献是1%—1.5%，而其中又以美国最多，在1999年时就已
达到2.4%。超过了汽车业，至2002年，体育产业超过了房地产业和国防开支。而我国目前也只有
0.2%。由下表1知广西体育产业对广西GDP尚无贡献，尚处于发展初期。目前广西体育产业的发展资
金主要是行政拨款和国家资助，体育产业化还几乎没有起步，大型商业化运作尚无先例。  

   广西体育产业问题的原因分析：体育产业属于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而服务业是与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紧密联系的。广西的经济发展缓慢从根本上阻碍了体育产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的主要原
因有：法律环境不够健全，投资渠道单一，民族特色项目挖掘不够，体育经营人才缺乏。 
   三、广西体育产业的对策 
   广西在体育产业的发展应该从宏观与微观二个方面来采取措施。 
   宏观层面对策: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合理配置场馆结构 
   广西体育场馆的建设中，篮球场占了绝80%，这不符合广西的“短、小、灵、水”的竞技体育
战略要求，不是优势项目；篮球的休闲性弱，也不利于大众体育的发展。此外场馆的32%开放率，
使得资源大大浪费。广西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并要注重各种场馆的比例、合理布局、完善功
能、扩大开放，进行加强商业化运作。 
   2、加强体制改革,拓宽融资渠道 
   广西的体育产业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而发展的，它脱胎于计划经济而成长于市场经
济，这种二元制结构应尽快向市场方向转变，进行制度改革与创新。应加快建立各种赛事职业联
盟、体育俱乐部等体育产业职业化组织。在体育产业的投融资方面，应该进行在宏观引导下的商业
化运作，引入风险基金、信贷、保险、证券等金融手段，以及发行体育彩票等方法增加资金来源。
并加快化育产业股权交易和产权转让的市场环境建设，从而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体育产业的投融资
渠道。 
   3、大力培养体育市场的人力资源 
   在人才培育方面要从开源与节流二个方面入手，进行培养机制的创新。一是开源：要积极引
进吸收各种体育人才，特别是有体育经营能力的市场开发与管理人才。二是节流：对现有体育人才
要加强开发与利用并进行培训，创造各种深造的机会，使得其知识快速更新，技能不断增长，予以
广阔的愿景，以减少人才的流失。 
   4、完善法律制度,加大政策支持 
   广西最大的特色在于其民族性，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广西特有的优势，也是其它省区
不可比拟的优势。广西应充分发挥在制定体育产业法律制度上的自主性。同时结合国家的西部大开
发战略，可使广西在资金、技术以及国家政策上得到更多的支持。由此，广西可以在土地使用、税
收优惠、政策支持等方面来大力扶持、引导体育产业的发展。 
   微观层面对策: 
   1、依托旅游资源开发民族体育产业 
   广西风景秀丽、气候益人、四季常青，“桂林山水甲天下”是广西的一张旅游名片，实际上
广西处处皆桂林。同时，广西有多达11个少数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丰富、特
色鲜明，如柳州、桂林、来宾地区一带的抢花炮、赛龙舟，平果县的打扁担，河池的抛绣球、打铜
鼓等项目。旅游的每一处,均可见到风格各异的民族体育项目,进而可了解到当地风土人情、历史演
进,增强了旅游的娱乐性、休闲性，融入了知识性、趣味性，提高了档次与品位。“旅游+民族体
育”这种广西所特有的不可模仿性，要把他打造成了广西旅游体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2、休闲娱乐与健身体育产业相融合 
   休闲娱乐是现代社会工作之余大家喜欢的一种方式，健身是健康的需要，休闲娱乐与健身相
结合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休闲娱乐健身运动有“形成快、见效快、冷缺快”的特点，由此应细分目
标市场，应对不同策略，引导产业发展。对于追求新潮、喜欢刺激的年青人，要多开展越野、漂
流、赛车、武术、跆拳道等激烈项目；对于中年商务型应展开网球、保龄球、高尔夫球等商务型项
目，并稳定目标客户群体；对于老年人应推广太极、气功以及类似五禽戏等运动强度不太而又强身
健体延年益寿的项目。 
   3、大力开发体育用品市场,充分发挥体育明星效应 
   体育用品是体育产业中的重量级产业。据北京奥组委统计，我国体育用品市场在2005年已经

 



达到500亿美元，并预计今后还将以每年超过50％的速度增长。巨大的市场空间必将催生体育用品
市场的快速增长。广西应抓住这一处于起步阶段的朝阳产业，将体育用品市场进行战略性定于体育
器材，运动鞋、运动服三大类别。规划、引导、扶持广西体育产业的发展，借助广西数字电视的推
广和奥运会的东风，充分利用广西体育明星的效应，通过体育中介机构运作，促进体育用品企业的
快速健康成长。体育产业经营活动中，要重视无形资产的利用，广西著名运动员李宁,就被广东企
业巧妙的利用，生产李宁牌运动服装，成为国家著名商标。广西要不断学习借鉴和创新，创出广西
的名牌产品、明星企业，充分利用广西体育健儿拼搏来的巨大无形资产（作者单位：袁兢业/广
西大学技术经济与管理系 万有为/广西大学电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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