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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体育产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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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体育产业研究，学界热过业界，学界多关注理论和政策研究，业界更关注产品和市场研究。浙江的体育产业研究起步较早，

1998年承担了总局社科项目《关于我国体育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研究》。2001年省体育局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会同省统计局对

2000年浙江体育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的统计调查，撰写的《浙江省体育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是当时国内比较有影响的省级体育产

业调查报告，所采用的体育产业统计调查表被国内多个省市采纳。2003年省体育局又组成了由省体育局市场处、省统计局企业调查队

和宁波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为核心的课题组，采用全面调查、抽样调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2001年浙江省体育产业的

分类调查，完成了“浙江省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和“浙江省体育健身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上述三个省级体育产业发展

战略研究报告基本摸清了浙江体育产业的真实家底，为决策“浙江省体育产业培育工程”提供了依据。 

  然而，体育产业的统计调查尽管是近年来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关注的热门课题，但其产业属性和产业分类问题，使得其统计口径和

统计方法始终存在分歧。分歧的焦点之一便是体育产业的概念和分类，并因此使体育产业的调查难以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由鉴于

此，浙江省于2004年启动了“基于国民经济普查的浙江体育产业调查与分析”，希望借助国家经济普查的机遇，对浙江的体育产业进

行一次更为全面的调查。体育产业普查与国家经济普查相结合，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家经济普查的成果，同时结合体育产业的实际进行

有针对性的重点调查，将极大地缩减体育产业普查的成本和周期，并最大程度地保证体育产业普查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研究的预期目

的是将体育产业纳入国家经济普查，并基于国家经济普查制度，建立浙江体育产业基本单位目录库和数据库。 

1 体育产业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问题1：体育产业的概念界定：体育产业的行业界定，政界、学界和业界提出了十余种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纳入或基于国家经

济普查的产业界定必须有明确的操作定义，否则，产业统计便不可能。因此，体育产业的界定应该以能够纳入国家经济普查和方便进

行产业统计为基本原则，鉴于此，可以界定：体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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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体

育产品指体育物质产品和体育服务产品，前者指体育用品业，后者指体育服务业。因此，体育产业是集体育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服务

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其统计口径包括体育服务业和体育用品业。 

  问题2：体育产业的经济地位：我国体育产业的产值或增加值及占GDP的比重，还没有国家级的统计数据，有关省市的数据是占该

省市GDP的（0.2-0.3）%，但统计调查方法各不相同。浙江体育产业的经济总量和占GDP的比重，尽管在国内省级体育产业统计中已达

较高水平，但在浙江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较小（0.92%），尤其是被业内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产业，即体育服务业则更显弱小

（0.14%）。显然，认为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还缺乏经济学依据。然而，浙江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快速成长性，则表明

体育产业，尤其是体育用品制造业已具有朝阳产业的特性，并可望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新的兴奋点。 

  问题3：体育产业的产业属性：体育产业的地位和功能是由其文化资源性状和产业资源特性决定的。我们对体育产业的关注，较多

地只强调其占GDP的比重，对其拉动GDP增长的作用认识不足。基于浙江省级体育产业的调查数据，对国民经济贡献的度量分析和产

业的性态分析，体育产业具有鲜明的产业特性。（1）体育产业与国民经济其它行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其辐射拉动作用有利于促进产

业结构调整。根据浙江2000年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每增加1万元体育产业的总产出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总产出2.71万元，表明较强

的产业关联性和乘数效应。（2）体育产业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随收入水平的提高，体育产业将日显发展空间。根据浙江2000年体育

产业供求估算，体育产业的收入弹性系数为1.44。经济学认为，弹性系数大于1，则需求是富于弹性的，表明体育产业将进入快速发展

期。（3）体育产业是具有较高就业吸纳率和劳动生产率的行业。根据2000年浙江体育产业就业吸纳率和2001年浙江体育用品制造业劳

动生产率测算，体育产业就业吸纳率为0.37，人均年产值大于十万元，显示出体育产业对增加社会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较为明

显。 

  问题4：体育事业的产业化运作：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的关系，本质上就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组

织形态上，体育事业是由自上而下、且隶属关系清晰的行政组织系统构成的；体育产业则是以分散的、但又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构成

的。运行机制上，体育事业的运行机制是在政府规划和财政支持的条件下，实行的是政府行政管理的计划机制；体育产业的运行机制

则是按供需关系的市场经济规则进行的，遵循的是市场机制。投资主体上，体育事业的投资主体是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体育产业的

投资主体是国家、集体和个人。终极目的上，体育事业创造的是社会公共产品，其价值取向是实现社会效益；体育产业生产的是物质

和服务产品，其价值取向是实现经济效益。  

  问题5：体育产业的产业关联：基于浙江体育产业统计调查数据，并运用投入产出模型，从产业部门间的静态关联、动态关联和交

叉关联的技术经济分析，测算了体育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联效应。结果表明：体育产业与16个部门存在较紧密的联系，关联

广度在诸多产业部门中名列前茅；与体育产业关联深度最强的前五个产业部门依次是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商业和社会服务业；通过对体育产业主要涉及的六个产业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计算，体育产

业对浙江经济的影响力和感应度均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影响力和感应度均大于全社会平均水平，二是影响力和感应度均正在逐年提

高。进一步的交叉关联分析表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大于1的部门有3个，基本代表了产业发展的方向，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点。这一结论为决策浙江省体育用品制造业为发展重点提供了依据。 

  问题6：体育产业的统计问题：浙江省的体育产业统计调查起步较早，浙江省启动体育产业统计调查的年份是2000年，接着又分类

统计调查了2001年的数据，2004年则启动了体育产业普查，是国内系统且连续进行省级体育产业统计调查最早的省份之一。浙江体育

产业统计指标体系主要以价值类指标构成，统计指标具有严谨的逻辑关系。 



2 浙江体育用品制造业研究 

  体育用品业包括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用品销售业，分属第二和第三产业。2000年浙江体育产业统计分别调查了体育用品制造业

和体育用品销售业，在浙江体育产业的总体构成中，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用品销售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0.55%和0.23%。

2001年浙江体育用品制造业专项调查表明，体育用品制造业实现销售收入174.6亿元，比上年增长20.9%。2004年启动的“基于国家经济

普查的浙江体育产业调查”，已经完成了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专营业的普查，还完成了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兼营业的补充调查，鉴于

国家经济普查数据发布的时间规定，目前正在系数调整和核算处理中。 

  体育用品制造业在浙江体育产业的行业构成中占主体地位，尽管在发达的浙江制造业中，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比重不大，但浙江的

体育用品制造业在全国仍然具有一定的产业比较优势，可以成为浙江产业结构调整中优先发展的产业。其主要依据是：（1）内向竞争

力居制造业各行业的前茅。内向竞争力是各行业销售收入与全国各行业销售收入之比。计算表明：浙江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内向竞争

力指数为14.95，在制造业26个主要行业中的排位第5，仅次于皮革毛皮制品业、纺织业、服装及纤维制品业和化纤制品业。（2）产业

的集聚化水平高于全国。产业结构的集聚化水平是指某地区某一个或几个产业的生产相对于全国水平的集中程度。浙江文教体育用品

制造业的产值集中度和资产集中度分别为1.8和2.1，均大于1，表明浙江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的集聚化程度超过全国，属于地区集聚化

产业。 

3 浙江体育健身服务业研究 

  体育健身服务业包括专营和兼营两大门类，专营业的统计可通过经济普查数据的整理统计得出，兼营业的统计比较困难，其调查

存在两大难点，一是兼营企业的名录难以确定，二是兼营企业的统计数据难以剥离。由于健身服务兼营单位大多存在于宾馆、饭店和

度假村，可以通过对这些服务单位的专门调查获得统计数据，对兼营企业而言，如果不是独立核算单位，至少都有财务明细帐，可以

通过财务明细帐对这些兼营企业进行调查。 

  2000年浙江体育产业统计调查了体育健身服务业，在2000年浙江体育产业的总体构成中，体育健身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为0.14%，占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0.38%。2002年浙江体育健身服务业专项调查表明，营业收入为10.6亿元，利润总额为1.4亿

元。2004年启动的“基于国家经济普查的浙江体育产业调查”，已经完成了体育健身服务专营业的普查，还完成了体育健身服务兼营

业的补充调查，其中，2004年专、兼营体育健身服务业的增加值分别为1.90和1.51亿元。 

  体育健身服务业在浙江体育产业和服务行业构成中所占的比重都明显偏低，这与浙江发达且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不相协调。体育

健身服务市场在发达国家是体育产业中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市场，也是我国各类体育市场中最有可能大发展的市场。浙江体育健身

服务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具有全国的普遍性，一是健身服务产品的供需结构失调，二是健身服务行业的无序竞争，三是健身服务行业的

扶持政策缺失。 

4 关于国家体育产业普查 

  2005年启动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是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制度改革后的第一次普查，为各个产业管理部门进行

产业统计和职能部门进行产业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浙江及时启动了基于国家经济普查的省级体育产业普查，对于制定浙江体育产

业发展战略和决策浙江体育产业培育工程，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浙江的做法是：在每5年的全国经济普查年对体育产业进行普查，在非普查年则通过抽样调查和重点调查的方法进行统计。根据国

家经济普查资料测算的浙江体育产业的总产出、增加值及构成报告即将出炉，目前正在系数调整和数据核算中，这将是国内第一个具

有经济普查意义的省级体育产业统计报告。 

  作者：李建设（宁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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