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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产业的开发及对后备经济力量的培养是体育产业化持续发展的关键。可持续发展对

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起作用,且也是体育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发展自身的手段。体育产业良

性循环, 长期发展的模式也可以看作是否合理利用体育资源,追求社会效益优先的利益最大化目

标的实现。同时, 体育市场专业人才的培养及相关法规的制定更是对长期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

关键词　体育产业　持续发展　体育资源　体育市场　专业人才　法规

分类号　G80—05

　　目前,体育产业化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

人们认识以至于接受。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两

方面, 现在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敏捷的人在

进行探索与尝试, 获得了基本的理论实践内

容。但就目前状况,仍存在两个问题,它们若

隐若现, 并未随着蓬勃发展的体育经济走入

规范而呈减弱的甚至消失趋势,反而更为突

出。如果不认真对待将会影响体育产业化的

方向,制约产业化进程。

第一,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过程

中,产业化内容更多的停留在低层次的流通

领域, 而不是以本体面貌结合以先进的经济

手段来运作,也可理解为主体的投入匮乏将

制约产业的发展, 使市场无法健全,体育产业

将成为无源之水;

第二,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产业化

的体育经营内涵更多的需要专门人才和配套

的规范来操作。培养后继的管理人才及商业

行为的规范化将有助于体育产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

在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为体育产业化

打下坚实基础的今天, 长期发展体育,合理利

用体育资源,可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那么

可持续发展便是日后体育经济工作的主导思

想。

1　强化体育本体产业建设的完善,以

丰富的手段发展体育商品市场

　　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 体育产业化本质

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的基本需求,符合现代

体育运动的规律来开发体育的经济功能。指

导思想是以发展体育的经济能力反馈于体育

本身,呈良性循环态势,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并举,满足人们对体育需求的不断增长。

从 1979年到 1992年间初步提出体育社会化

方针以来所形成的以出租场地、成立公司等

取得简单利润的手段,到今天体育产业化方

针给体育带来的新的活力, 诸如集资渠道的

宽畅、人才交流的灵活性,服务治理等软环境

的完善, 中国的体育产业正以极快的步伐迈

进,越来越多的人士参与到其中。

但也应该看到, 做为产业重头戏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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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的开发、使用、劳务经营、技术培训、人才

的转让及体育彩票, 离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劳

务、竞赛、技术、金融市场还有相当距离。多数

商业个体只能从事简单的体育相关产业商品

的贸易, 少数体育本体产业也是大的实体和

政府经过联合合作的产物。目前体育经济的

局部升温并未把新体育经济观念带入社会生

活之中, 因为体育用品的商业贸易不等于开

发体育经济内涵。

产业化的基本特点是批量生产、规模经

营。体育本体产业的主要交易场所就是体育

场馆。充分利用现有场馆,本身就可以使体育

商品达到批量生产,规模经营的目的。上海倾

全力建设一流场馆,事实证明,不仅对体育本

身起服务作用, 它对市政建设的反作用亦十

分强大, 相应的市场改造无疑也完善了场馆

的软环境,真正起到筑巢引凤的作用,从而引

起规模效应, 更好地为经济服务;经济的发展

又反过来促进体育本体产业的发展, 呈良性

循环趋势。也就是说体育本体市场的被激活

与持续发展的被保持。

对于物质形态的体育产品及非物质形态

的体育产品来说, 它们的基础是体育的本身。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回馈体育本身的经济含

量应该是最大的一部分,如高科技含量对运

动组织的贡献, 运动个体、组织所得利益等。

前者为体育竞技发展建立了科学保障, 后者

直接刺激了人员的主动性。良好的信誉度也

是保证体育市场发展的一个环节,体育产品

包括赛事、用品等,本体或相关产业都存在信

誉度的问题。良好、积极的赛风,超期待值的

商品会得到充分的肯定与认同,如著名的比

赛、著名的品牌都为其代表的商品进入、占

领、开拓新的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产生

规模效应,才能最终实现产业化经营,所以说

重视信誉度这个商业环节也是重视未来体育

产业、市场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是追求利润最大

化,体育产业也不例外。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及

不断调整是产业化进程不断深入发展的最根

本的出发点。本体产业中,由体育带来的电视

转播权、冠名权、广告权、门票收入都是重要

资金来源。1996亚特兰大的电视转播权收入

超 7亿美元; 1994世界杯 2. 1亿美元的代价

仅是换取 4块场地的广告牌、使用权;八运会

500万元一个的包厢被别出心裁地冠以“一

次付清 50年广告费免费赠送一个”的名义,

这都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样,体育彩票

也和赞助一样是重要收入。目前有 80多个国

家发行体育(博彩)彩票,把彩票收入作为扶

持体育事业的支柱。意大利足球年收入彩票

款近 20亿美元, 占国民经济的 15位;法国近

1/ 4的体育经费竟是由发行彩票取得的。由

此看出, 深挖体育的经济潜力, 打开各种渠

道,引入资金,开发体育本体这个源头是体育

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对体育资产的开发,特别

是无形资产的开发, 目的就是把潜在的经济

价值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益。要保证可持续

性发展一是理顺关系发展市场;二是加强基

础的维护和培养; 而理顺关系与发展市场主

要受体育本体接受经济的投入量的影响, 即

体育本体才是体育经济活动的源头, 不断完

善巩固体育本身, 加强投入是体育产业持续

发展的前提因素。

2　深入进行对体育经济内涵的挖掘,

培养后备力量

　　引入营销机制的体育作为商品一旦进入

市场,就要无条件地服从市场规律。市场规律

是动态规律,不断修正、适时调整是对此规律

的正确反映。多数从事具体运动的运动个体

或组织不能更好、更快、更准确地将自身定位

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与条件下, 从而不能得到

本该充分享受的利益,造成多方面的资源浪

费。

体育代理市场这时就完全有存在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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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们能为不同对象适当定位,使利益通过

他们的特定职业内容达到峰值。这种分责、分

权的商业手段, 有利于体育产业的各个环节

的独立运作与专心发展,同时也会强化各工

作环节的关系,造成相互依存、相互独立的完

善的体系。可持续发展正是建立在相应体系

中的一种发展运动模式。

目前我们没有专门从事体育经济的院

校,但个别院校已有了体育经济的专业。未来

体育大市场需要大量的实践型人才来管理开

发,而人才的短缺无疑会减慢产业化速度, 甚

至会因无力管理而被外力破坏原有的经营运

作体系,专业体育院校有这方面的优势。作为

边缘性的综合学科, 适当增加对专业学校的

投入,收益将绝对大于现在预期的范围,可以

说八运会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精力得以办成,

而一个尤伯罗斯竟然象做生意一样就给一个

奥运会写了个句号,且净赚 2亿美元。这并不

是说美国出了一个尤伯罗斯, 而是有一大群

在一线工作的体育经济活动者,他们稔熟体

育及商业知识, 是他们支持了尤伯罗斯办成

了奥运会。我们的体育事业同样需要一大批

有知识、有头脑的力量推动其不断发展、不断

完善。

培养市场应该作为系统工程来对待, 在

已启动的一级消费市场的基础上,激活二级

市场,培养三级市场,使消费者对体育的需求

一直处于青年状态。另外,体育产业做为与全

民健身运动并举的一部分, 在产生经济效益

时将社会效益纳入主导地位, 不仅不会降低

利润,反而会巩固已有市场范围,扩大接触空

间,从而取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市场经济的最

高层次是利益互补的人与人间结构关系, 符

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发展体育的原则与

目标。其所产生的良好社会经济效益将不断

维护体育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对体育市场规范的同时,也就会建立

相应的制度,同时这此相关制度必须被严格

遵守,才能使体育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体育产业其资金密度与劳动密度更适合

中国国情,且具备无烟工业的特征,也与国际

惯例接轨,这为体育产业的前进道路扫清了

雾瘴。另外政府的宽松政策及正确引导作为

宏观控制手段比以往事无具细的控制与垄断

更能从整体上确保体育产业化的持续发展。

总的来说,可以这样来看,作为朝阳产业

的体育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对市场经济的局

部丰富与完善,也是对中国一个新经济增长

点的客观认识。未来的体育产业将成为更系

统、更充实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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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rowth- Continued About Sports Industry

Dong Qun

( Xi′an Institute o f Phy sica l Education, X i′an China 710068)

Abstract　It′s a hinge for g r ow th- continued to develop industr y of spor t in itself and to cult iva te r e-

ser v e fo rce gr ow th - continued affect staility of develop about so cial economy it is the w ay to develop the

spo rt dur ing the per iod market - economy . T he model of w ell- cycle and long time developing about spo rts

industr y Can be seen a s a redization of the maximum economic benifit social benifit first at same tim e spo rts

industr y w ill be qw en str ong back by contiv ation ace g r asp the spir it o f spo rt s market and make out the law

about spor ts econo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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