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体育产业环境研究 

文/邢贵滨 

   在当今全球化经济浪潮中，体育产业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经济效益和价值。
目前，全世界体育产业总产值约为4000亿美元，并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递增。体育产业在我国做
为一个新兴产业，近年来也发展颇为迅速。体育用品行业工业总产值以每年约500亿的速度增长；
健身商品零售总额的比例逐年提高；体育休闲旅游服务业升温明显。据国家体育总局预测，2010年
以前，我国体育产业总产值与增加值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二十一世纪
头二十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举行都将为我国体育事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注入强大活力、提供强劲动力,同样
也是我国西部体育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机遇期。但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环境，体
育产业也不例外，做好西部体育产业环境的分析、研究将对西部体育产业的发展，发挥西部体育产
业后发优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体育产业环境的涵义 
   对于环境的概念的一致理解是“某一事物周围的境况”，而体育产业环境，是指体育产业所
处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状况。体育产业环境主要包括三个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它
们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共同对体育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产生影响和作用。 
从体育产业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任何一个阶段的体育产业都是以其所处的环境作为背景而展开
的。每一国家或地区的体育产业发展各不相同，是因为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是按照它的社会发展状
况和具体的经济环境制定适合自已的国家或地区的体育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都恰当地反映了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教育等一些特定的环境。毫不夸张地说：体育产业环境差
异是造成各国或各地区体育产业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由此可以看出体育产业环境在体育产业理论
研究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同样，体育产业理论研究和产业化发展都离不开体育产业环境的研究。如果抛开体育产业环
境去孤立地探讨体育产业理论，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与体育产业环境不相适应的体育产业理论，不
但不可能有效地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反而会给体育产业化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把握西部大
开发的重要机遇期，及早地建立适合西部体育产业环境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
究、分析，并使之逐步实现产业化是每一位关心西部发展的体育工作者应该首先思考、研究的课
题。 
   二、 西部体育产业环境分析 
   我国西部体育产业相对来说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体育产业领域不断拓展，发展规模不断
扩大，体育产业质量有所改善，体育产业效益明显增强。与体育产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西部
体育产业虽然是后来者，但正因为这样西部体育产业具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后发优势。它可以促
使其汲取前者的经验、教训，以更优化的方式去配置资源，避免犯与前者同样的错误，并加快增长
速度。后来者只要对时机判断得当，把握住机会，科学调研，科学管理，是能够后来居上的。 
   (一)经济环境 
   在所有的体育产业环境因素中，经济因素对体育产业的影响最为重要。它不但直接对体育产
业产生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还通过对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来间接地对体育产业产生影响。 
   西部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地广人稀、民族多种多样、经济底子薄、各地区经济水平发展 
不一，但不见得都是劣势，仔细分析从中我们反而能看到别的地区所不具有的经济环境优势。 
1、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因素中，与体育产业最为密切的是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国
家或地区的投融资体育体制等。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核心是利用价值规律和
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自由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同时正因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
家利益高于一切，已经出台的有利于西部发展经济产业政策就是最好的体现。近阶段我国体育产业
发展水平从大的方面也能折射出西部大力发展体育产业的良好契机：见下表 

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及占当年GDP比重（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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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2004年 
预计2010年 
696．64亿元 
959．83亿元 
2510．5亿元 
0．67% 
0．70% 
1．32% 
   国家或地区的投融资体制对体育产业的影响，首先在体育产业发展初期，如果政府能在资金
上加以引导和倾斜，加大体育事业的投入，就可以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其次，政府通
过制定鼓励政策，积极吸引多种投资主体进入体育产业，能为发展体育产业提供更多的启动资金；
再有在体育产业发展初期，由政府建立一定规模的产业组织是必要的。只有当市场初步拓开，并取
得一定投资效益后，其它投资主体才会进入该产业；最后，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是体育产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可以鼓励企业以上市的方式、贷款的方式来筹集大量的社会资金。这需要国家和政府完
善投融资体制改革，为西部体育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 
   2、体育产业增长的重要原因无非两个：一是各种要素的投入，二是技术进步。实证研究发
现，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特别是当今的知识经济时
代，技术进步已成为经济发展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全球化的最初阶段，世界各国逐渐开始了更高
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各种管理技术和科学技术等无形资产也开始了交易的历程，发达国家的先进技
术不断被引入到后发国家或地区。这样，在后发国家或地区，技术进步阶段被无形的分为技术模仿
和技术创新两个阶段。由于技术自主创新的成本大大高于技术模仿的成本，并且自主创新需要更多
的时间，因此，一些后发的体育产业国家或地区在大规模积累之后，通过引进体育产业发达国家的
先进技术，就有可能迅速地追赶上来。但后发国家或地区能否超过先进的国家或地区，关键在于后
发国家或地区追赶上来之后和先进国家或地区创新能力的比拼。而占据人才、吸引人才是关键中的
关键。日本的体育产业赶上美国，并在棒球和高尔夫球产业方面超越美国就是佐证。 
   （二）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科学和技术等因素的总和。进入新世纪我国正处在一
个新的发展时期，政通人和，内外环境俱佳，法制社会渐入人心，人们有了更多的参政议政的权
利，搞好西部体育产业要充分利用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集思广益，要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想象
力、创造力大力发展、挖掘西部特有的民族体育、民俗文化，充分利用已有的文化传媒，从体育产
业宣传的力度、广度、方式、内容上下功夫，加大人们对体育观念和健康理念的再认识，促进西部
体育产业的发展和振兴。美国NBA的经久不衰；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自然环境 
   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拥有12个省（区、市），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1%。该地区独特的地理
环境造化出绚丽的多彩的民族文化，浓郁的民俗风情。如西北的黄河风光、雪域高原、大漠戈壁，
西南的民族风情，深山峡谷等，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令人神往。由此也造就了西部特有
的丰富的体育产业文化底韵。无论在漂流、攀岩、冰雪、探险等体育自然资源，还是划龙舟、射
箭、赛马、摔跤、舞龙舞狮、上刀山下火海、民族舞蹈等体育产业方面都具有其它地区无可比拟的
独特优势条件。然而，自然环境并不等于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在全世界体育产业升温的同时，必
须深刻到西部地区在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特殊性，客观分析其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
分析体育产业项目市场开发的社会效益、人文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等，从而实现西部体育产
业的理性、稳定和健康的发展。 
   三、结合西部体育产业环境特征，发展西部体育产业 
   1、扬长避短利用区位优势发展体育产业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体育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我国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
的差距十分明显。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自不必说，就是西部各城市之间也明显存在差距。我国西
部地区目前人口3.67亿，占全国的28.6%,但GDP为20080.9亿元，仅占全国的19.2%，人均GDP为
5514.6元 ,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尚未实现温饱的2800万贫困人口绝大部分也分布在这一
地区。因此，努力发展外向型体育产业带动内向型体育产业的同时，要大力发展自身产业经济，将
有限的资金、技术、资源比较集中的投入具有区位优势的区域，以支持和带动各地区总体水平的快
速、持续的发展。同时，要注重开发和利用体育无形资产，充分发挥和挖掘其潜能。 
   2、国家和西部地区政府要为西部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优惠政策 
   西部体育产业要实现真正的后发优势，仅有开放型的经济环境是不够的，激励相容的有效制
度配套同样必不可少，否则，后发优势也可能转化成后发劣势。 
   长期以来，西部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都沿袭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模式，致使西部体育产业

 



的政策与我国开放的经济环境有太多的不协调之处，走了一条与区情、区力不相符的发展道路，政
府单一的供给越来越不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身需求。另外，西部体育产业政策、法规存在
着不足：一是没有从理论上对体育产业的相关概念进行较为准确的界定。这个问题不解决，有关政
策的制定、产值的统计就无法进行；二是有关的优惠制度与政策划分不清，新的税制规定，体育经
营部门的税收应为3～5%，而实际上，很多体育经营场所的收费是按照文化娱乐行业标准15～20%收
税的，这无疑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负面的影响；三是有关法律不健全、职责不清，政府过多地干预
体育产业的市场行为。 
   3、西部要加快引进和培养高素质的体育产业经营队伍 
   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人才是体育产业发展中最为活跃和关键的因素。目前，西部体育经营、
管理人才严重匮乏，一是体育产业、体育市场规划和监管的管理人才；二是高素质的体育企业家和
体育经纪人；三是体育营销人和和体育产品研发人才。要有效地解决西部体育产业过程中人才缺乏
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确定“以人才为本”的战略思想，要树立“政策关注人、待遇吸引
人、事业感动人、感情留住人”等服务人才理念，从加强体育人才资源能力建设，创新和完善体育
产业人才吸引、培养体制等方面下功夫。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不失时机地加大体育产业的人才吸引、
培养力度，从而有效地促进西部体育产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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