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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资料调查和访谈法，对体育消费现状进行分析，

根据体育需求的日益增长和体育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的现状,为实现体育消费市

场的健康发展，指出体育消费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和体育消费制约因素，有针对

性的提出体育消费发展的相应对策。即，1、新时期要努力转变国人体育消费的

观念；2、加大投资体育设施建设，制定多元化发展战略目标；3、扩大内需刺激

体育多元化消费；4、加强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体育市场管理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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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消费已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青睐和重视,影响体育消费因素主要是个人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等经济因素

制约，也受消费心理、   消费习惯、体育场馆设施不足以及政府投入不够等因

素的制约。 然而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特别关注,花钱买健康的现代消费观念强

烈，体育消费成为人们所追求的消费时尚，由原来生存与发展的消费观念向精神

享受的消费转变，刺激了体育消费市场的需求,拉动体育消费与体育产业互动化，

激活体育产业，推动了我国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国内体育消费市场状况  

  1、我国体育消费市场现状  

    当今社会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与改善，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显著变

化，原来生存与发展的消费观念向精神享受的消费转变。体育消费从本质上讲属

于满足人们享受消费和发展需要的消费,而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特别关

注,“花钱买健康”的体育消费意识不断深入人心，体育消费进入人们的生活成

为越来越多人所追求的消费时尚。据国家信息中心统计，1992 年～1997 年全国

居民的文化体育消费指数平均增长率达 5.1%，城镇居民在体育娱乐方面的人均

消费支出从 84 元增加到 112 元，年平均增长 20.2%[1]。在对江苏省参加体育锻

炼的 20074 人的调查中发现人均体育总消费每月 50 元以上为调查人数的 4.0%,

在全民健身活动开展较好的上海市，43.7%的市民每月体育消费支出达 100 元以

上[2]。最新统计表明：我国城市居民每人平均参加体育活动 3.54 项，到体育场

馆 90%的消费者一次花费在 50～100 元，1997 年全国居民用于体育用品支出位于

日常基本生活费之外重要消费支出的第三位,我国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方式在过

去的 10 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据车坦.何晓渝学者调查，东部地区人均收

入均值和体育消费均值分别在15160元和 1146元，体育消费所占的比例约为8.0

％。而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均值和体育消费均值分别为 8351 元和 491 元，体育消

费所占比例也超过了 7％。东部地区体育劳务消费与体育实物型消费之比约为 4：

6．西部约为 2：8；从各项消费水平来看,东部远远高于西部[4]。这说明消费者

去体育场馆次数增加，外出体育休闲、旅游的次数增加,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

水平的提高，体育消费意识的增强，体育训练培训市场的发展也勃发生机，使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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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站、俱乐部吸纳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与体育健身娱乐。  

  2、我国体育产业市场现状  

   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的最新数据表明我国体育产业的总产值为 3000 多亿人民

币,其中一半以上依赖于体育用品业的迅猛发展 而美国体育产业的年产值为

2100 亿美元,是汽车制造业总收入的两倍,占 GDP 的 2％,而我国体育产业对 GDP

的贡献却不足 0. 5％[5]。据资料表明,1991 年我国恩格尔系数为 53.82%,2000

年下降到 48.8%,2010 年可望下降到 44.2%;文化娱乐费用支出占总消费的比

重,1996 年为 0.30%,2000 年上升到 0.50%,2010 年将达到 0.80%[6]。因此，只有

国民经济增长了，收入富裕了，也就是恩格尔系数降到 40%以下，我国的体育消

费市场需求才有可能逐步增长。  

  二、影响我国体育消费市场的因素  

  1、我国的经济实力低制约了体育消费市场的水平  

   体育消费水平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是正比例关系。在改革开放 20 多年

来，我国人均 GDP 值不高,用 GDP 来表示我国只属于中下等年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收入的增长必然导致消费水平的提高，一个家庭收入越少，总支出用于购买食物

的费用所占比例就越大，因为人们预期支出增加，普遍存在从紧消费的心理，从

而很大程度影响和制约了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个人经济收入水平不高，社会福

利制度不完善是制约居民生活消费和体育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我国居

民的消费习惯、消费心理等因素也进一步加剧了生活消费和体育消费的脱节。其

次，不发达地区经济水平影响了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和体育消费水平，只有随着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国民收入的稳步提高，生活消费品越来越便宜，外环境和自

身的切身利益得到提升，对生活质量的情趣和品味得到提高，人们对健康的消费

追求与渴望将会促进体育消费的增长。 

2、体育消费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限制了我国体育消费市场的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东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加大了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按照上述地域

消费看，东部明显高于西部，也充分说明了我国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从我国国情来

看，目前我国城市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方案陆续出台，居民预期支出

将大幅度上升，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使体育消费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另

外从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也导致了体育消费呈现不平衡的态势。因此，体育消费与整

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体育社会化程度的高低以及全民体育意识的强弱是分不开的。  
  3、体育资源利用率不高制约了我国体育消费市场水平  
   体育场馆是居民体育消费的物资条件，也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它已逐步成为现代

城市的窗口和体育经济的支柱。依据国家体育总局“第 5 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的统计结果，

截止 2003 年底，我国已建成 85 万多个体育场(馆)设施。从绝对数量上看，虽已具备相当规

模，但相对我国居民体育消费需求来讲，还远远不够，与日本、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 4m2 相比，差距甚大。目前，我国体育场(馆)的建设主要服务于各级综合性

运动会以及专业队的训练，基本的发展模式是“一场两馆”，这种建设模式已经违背了体育场

(馆)的发展规律，与现代国外体育场(馆)整体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体育场(馆)的建设和管理的

条块分割现象十分严重，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这与居民体育消费的多

种需求不相适应，从而制约了体育消费的增长[7]。  
  四、对策  
  1、新时期转变国人体育消费的观念  
   体育消费市场并非是完全自然形成的，也需要国人的精心培育。其关键在于国家对体育经

济的正确引导和组织管理，依靠教育推广与普及，提高全民族体育知识，依靠广大国民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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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依靠经济发展动力，积极推动国民投身于健身健美娱乐消费活动中去。   
  2、加大投资体育设施建设，制定多元化发展战略目标  
   体育消费在地域分布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各级部门在制定产业开发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我

国体育市场发展的地域性特征,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市场发展战略。场地和设施是群众

从事体育活动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为满足人民群众健身活动多元化需求，场地建设也要

形成多元化结构，如多设计适合在社区、居民区建设的多功能、小型适用的体育健身娱乐场

所等，面向大众的体育服务性实体，以各种形式发展体育产业的同时把文化产业、旅游产业

结合起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3、扩大内需刺激体育多元化消费  
   我国城市居民体育消费需求的增长点很多,尤其抓好主体产业的发展，重点发展健身健美娱

乐、场馆服务、体育用品等产业，搞好市场的开发与培育。加快大众传播对体育消费的宣传，

改变人们对体育消费的意识、观念、正确认识体育消费的作用，形成良好的全民健身、体育

消费的氛围，广泛推进体育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  
  4、加强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体育市场管理法规  
    现阶段，我国体育市场管理的法制建设十分薄弱，应该明确管理部门及职能，管理范围，

管理权限，权利和义务，规范体育市场的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对体育市场的管理，严

格监督和调控，使中国的体育产业独立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早日辉煌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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