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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目的是：厘清当前国内外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对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状况作国际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十一五”期间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战略构想，为编制“十一五”体育事业规划，提供科学翔实的基础数据和理论基础。为此，本研究重点就当前国

内外体育产业发展现状、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以及“十一五”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战略的构想三个方面的内容作系统分析。本

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有： 

1 国外体育产业发展模式的类型 

  国外体育产业发展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市场主导型和政府参与型两类。市场主导型是指体育产业发展的源动力来自市场主体自

身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以及不同市场主体间相互竞争所产生的压力和动力。原发的市场经济国家大多采用这种模式，以美国、英国最为

典型。政府参与型是相对于市场主导型而言的，它是指政府对本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设定目标，并且利用多种手段引导、调控和规范体

育市场主体的组建和运作。从目前的情况看，后发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走政府参与型的路，以日本、韩国、法国最为典型。 

2 国外体育产业发展的特点 

  目前，国外体育产业发展大体上有这几方面特点：一是国外体育产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已经成为本国国民经济的新

增长点。二是国外体育产业普遍是一个复合型结构，既包括与体育相关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也包括体育服务产品的生产和经

营。三是各国体育产业的发展重点有所侧重、有所区别。四是体育产业中的法人治理结构日臻完善。五是体育中介机构在带动体育产

业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突出。 

3 国外体育产业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国外体育产业发展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从培育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高度，来整体规划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战略。第二，我国是

体育产业的后发国家，走政府主导型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有利的选择。第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定不移地实施梯度发展战

略。第四，要下决心调整目前非国有体育的发展方针，采取措施，鼓励和引导非国有主体，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参与体育资源的配

置。 

4 根据13个省市体育产业统计调查的基础数据，结合2001年全国各省市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以及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的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四个相关参数，本研究初步估算2001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约500亿元左右，占当

年GDP的比重约0.5%。 

5 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在结构上呈现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1）在地域上呈现显著的东强西弱的特点；（2）在行业内部结构上，

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体育用品业的发展水平；（3）在所有制结构上，非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4）在体育经营项目

上，大众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是主体。 

6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我国体育产业在体育国内生产总值、体育消费水平、体育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以及体育企业竞争力四个方面与

西方发达国家都有较大的差距，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前我国体育产业整体上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同时也预示着我国体育产业蕴

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 

7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优势主要表现为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重大的历史机遇、丰富的体育资源、迅速增

长的体育需求和劳动力的成本价格优势等方面。劣势主要表现为体育市场实践主体观念滞后，现行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不适

应，体育商务人才匮乏，市场集中度低，缺乏有实力的明星企业。 

8 “十一五”期间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 

  以中国加入WTO和北京承办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以引导和激励大众体育消费为出发点，以提高体育企业整体的质量和效益、增

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心，以建立统一、规范的体育市场系统为目标，依靠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和实施体育商务人才培养战略，把拓展

国内体育市场与开拓国际体育市场有机结合起来，走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协调发展的创新之路。同时力求做到坚持扩大市场规模

与提高市场质量并重，坚持改革与发展相统一，坚持组建大型体育企业与发展中小型体育企业相结合，坚持启动国内体育消费需求与

拓展国际体育市场的统一，坚持体育用品业和体育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9 “十一五”期间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目标 

  “十一五”期间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目标是初步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符合当代体育运动发展规律和现代娱乐业

发展规律的，门类齐全、结构合理、规范发展的体育产业体系。体育产业增加值在2001年500亿元的基础上番一翻，达到1000亿元左

右，居民体育消费在日常生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明显提高，努力把体育产业建设成为我国文化娱乐业中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充分

发挥体育产业在涵养税源、带动就业、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面重要作用。具体发展目标有：（1）基本建立以政府管理为主

导，以行业协会组织自律性管理为基础的复合型体育产业行业管理模式；（2）初步建立比较完善的体育市场体系，并与其他市场体系

相衔接，形成能有效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价格和竞争机制；（3）基本形成国有体育企业与非国有体育企业协调发展的格局；（4）基

本形成相互促进、特色互补的区域体育产业协调发展格局；（5）显著提高我国体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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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决定了新世纪我国体育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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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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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看增长潜力的大小，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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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看关联度，即在体育产业各组成部分中找出对其他行业带动作用最大的部分。根据这两条标准，要

研究认为体育用品业、健身娱乐业、竞赛表演业和体育中介业可以作为“十一五”期间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重点。 

11 体育产业是经营城市体育文体的产业，体育产业的主体消费者是城市居民。 

  根据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和体育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参照体育产业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本研究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体育

产业发展总的路径应选择：以少数首位型城市为核心（北京、上海、广州），以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唐地区为先

导，以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带为基点，走以东带西、以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道路。具体发展路径是依托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构建以

快速发展的城市圈为基点的“三主四从”基本构架。“三主四从”的基本构架是指，以首都城市圈、长江三角洲城市圈和珠江三角洲

城市圈为核心，以辽东南城市圈、山东半岛城市圈、台海城市圈和北部湾城市圈为依托，主次相递、关联共生的区域发展格局。 

12 “十一五”期间加快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坚定不移地以社会化和产业化为方向，改革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施消费推进战略，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实施品牌战略，

提高我国体育企业国际竞争力；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来调动和激发有效需求，促进体育产业发展；促进各具特色的区域体育产业协调发

展；建立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政策；实施人才培养战略，造就一流体育企业家队伍；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为主旨来制定和完善加

快体育产业发展政策和法规，切实加强体育市场管理。 

  作者：鲍明晓(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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