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保定体育产业的发展趋势 

文/朱红军 李春梅 张少卿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体育的需要不断增长，体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和作用不断上升；国家财政、社会投资、居民消费对体育的投入不断增长，体育运动的规模及产值
不断扩大，并带动了相关体育产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使体育产业
的体制和运作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保定市将构建“全民健身体系”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
标；北京市举办2008年奥运会不但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对比邻北京的保定也是一个很
大的契机。而且举办奥运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工程。 
   1、保定体育产业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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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是河北省体育强市，全国冠
军城市，全国篮球城市。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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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定市体育产业发展却
面临诸多问题，可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 
   2、保定市体育产业经营环境 
   体育产业基本上还是“企业投入，职能部门管理”模式，投资者不能直接参与管理，俱乐部
的经营没有实行公司制。这极大地限制了企业、投资者的热情，也给俱乐部经营带来极大的困难。 
   3、保定体育产业的机遇 
   除了奥运会这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保定体育产业还面临着以下机遇：一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体育运动意识越来越强，健康投资、体育消费将越来越多。二是出于崇
尚体育明星的心理，人们愿意花钱看自己喜欢的体育明星的比赛。三是体育产业是新兴产业，属于
朝阳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4、以奥运经济发展为契机，转变保定体育产业的发展模式 
   (1)加速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的融合 
   目前的体育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府管理型”，体育经费的来源是“行政拨款型”。这
无疑限制了体育产业的发展。要从根本上解决体育产业化经费不足的问题，必须开拓思路，将体育
产业与资本市场对接，让体育产业进入资本市场，让更多的体育企业上市融资，形成一定规模的体
育资本，从而提高保定体育产业的融资能力。 
   (2)重视认证工作，大力开拓市场 
   虽然我市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很快，但真正属于国内品牌的却寥若晨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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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保定体育用品企业必须推出自己的
品牌，力争较大的市场份额。 
   (3)强化品牌意识，扩大国内影响 
   要带动我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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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媒体电视转播扩大影响，树立“省内品
牌”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使我市企业借助奥运市场营销计划、推广企业形象和品牌。很多国际
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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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也一样要在
国内产生一定影响。 
   (4)加强人才培养 
   体育产业也必须大力发展体育产业这方面的人才。我市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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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走向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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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提高市场意识，搞好体育产业营销 
   中国体育产业一定要借助奥运会这一契机，加大体育营销力度，以寻求更多赞助商加盟，增
加体育产业的产值。保定也一样要借助奥运增加我市体育产业产值。应通过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保
定应该系统总结我市体育营销方面的经验，继往开来。市内企业也应充分意识到体育产业的市场潜
力，设法加强消费者与体育及产品品牌间的互动关系，让人们在物质及精神层面上获得双重满足。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保定体育事业的发展应综合考虑两种战略的结合，认真研究两种战略的

 



融合与协调问题，从而使两种互为支持、互为依赖的战略都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实现两者的双赢，
把我市的体育事业推向繁荣。要培育和完善体育市场，逐步建立体育商品劳务和信息市场，形成全
方位市场体系（作者单位：保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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