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我国体育产业的重点选择 

文/黄 鹏 

   体育产业是一种利用体育自身功能及幅射作用创造价值的产业，是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的同
一类经济活动的集合和经济部门的总和。我国体育产业地区发展极为不平均，产业结构不合理，主
体产业不够突出，还没有长期稳定的产业发展政策。今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必须具有适当的政策支
持和重点选择，这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发展的角度看，今后我国体育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但是这种前景
能否实现以及增长的潜力能否得到释放，除了要继续深化体育体制的改革，建立完善的体育产业宏
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能否制定一系列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理顺体育
产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为整个产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国家财政、税收、价格、金
融信贷、土地使用、国有资产管理等宏观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杠杆，对体育产业发展方向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同时，政府主管部门要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调节市场，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
活动，并根据一定时期国内外体育产业发展的状况、前景和趋势为体育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经营
者提供信息指导，优化调整体育产业结构，保证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及各地区体育产业之间协
调发展。并且要鼓励非国有经济成份进入体育产业领域。 
   我国属于体育产业的后发国家，体育产业现有的规模和水平，国民的收入水平及体育消费水
平，都决定了今后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必须坚持梯度发展战略。而梯度发展战略就是要求有所选
择、有所侧重、有所大为、有所小为，甚至有所不为。尽管今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面临着很大的总
量扩张的压力，但是，无论是扩张总量还是优化结构，都要求我们选择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点。一
般来说，确立重点的标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找出体育产业各组成部分中在规划期有可能发展最
快的部分，并把它们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二是在体育产业各组成部分中找出对其他部分带动作用
最大的部分。根据这两条标准，笔者认为今后10年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重点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把竞赛表演业和体育中介业作为今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点。这是因为这两个行业具
有最大的发展关联度。竞赛表演业是竞技体育产业化的实体形式。由于竞技体育在整个体育当中是
最具活力、最具影响力的部分，这样的特点必然反映在它的产业化实体形式上，即竞赛表演业在整
个体育产业当中也是最具影响和辐射力的部分。竞赛表演业发展起来了，一方面会有更多的运动项
目进入职业体育市场，各类职业体育组织拥有的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也会升值，并能得到有效的开
发，如电视转播权、广告冠名权、俱乐部标志的特许使用权等;另一方面竞赛表演业的优先发展还
会带动健身娱乐业、体育中介业、体育用品业、体育传媒业和体育博彩业，甚至一般服务业，如餐
钦、饭店、交通及旅游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所以，尽管竞赛表演业自身的产值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很难超过体育用品业和健身娱乐业，但是，由于它的发展关联度大，能带动其他行业的快速
发展，把它确立为整个体育产业发展的重点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体育中
介业是整个体育产业的润滑剂，它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是其他实体行业的发展与繁荣。体育中介业的
优先发展，不仅能直接带动体育产业的其他部分，尤其是竞赛表演业的快速发展，而且在规范整个
体育市场运作，促进整个体育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方面也能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同样应该置于优先
发展的地位。 
二是把体育用品业和健身娱乐业作为体育产业的发展重点。这是因为这两个部分是规划期发展潜能
和势能最大的行业。体育用品业是我国成为WTO成员国后，在整个体育产业中最有可能获益的行
业，出口前景看好。同时，随着国民健身高潮的形成，国内市场对体育用品的需求也会保持持续增
长的势头。体育用品业保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极大。只要我们在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推进品牌战略
以及增加研发投入，引导和鼓励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及营销手段创新等方面扎实工作，体育用品业
就一定能成为持续推动整个体育产业高速增长的主导行业。健身娱乐业是体育产业中拥有最大消费
群体和最大市场空间的行业。按照现有相关研究的测算，今后的前十年中国经济还将保持高速增长
的态势，而经济增长一方面带来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会带动城市化
进程的加速。前者会提升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关注，进而提高人们对健身娱乐有支付能力的需
求;后者会提高城镇人口的数量，促进城市类型的多样化，从而起到扩充体育健身娱乐消费者群体
的重要作用。这两个方面都预示着，健身娱乐业较之体育产业的其他部分，在今后有更决和更大的
增长潜力。所以，把体育用品业和健身娱乐业作为今后体育产业的发展重点，是从拉动整个体育产
业快速增一民的动力学方面的考虑（作者单位：荆楚理工学院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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