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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由社区居民自主进行的简便易行、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多样的

身体锻炼活动。具有自主性、公益性、多样性、有趣性、服务性等特点。对丰富居民文化生

活，提高生活质量，交流邻里感情，改善人际关系，促进社区繁荣发展等都有重要意义。  

      社区体育是指由特定社区的居民在社区范围内就近组织和参加，运用社区内的简易体育器

材和设施，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项目达成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目的群众体育活

动。

      20世纪五十年代，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体育便由学校扩展到社会，走进千家万户，逐浙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中一个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其内容形式上不断丰富，其影响与作用远远超出了

学校中身体教育的范畴。于是体育的外延被扩大，社区体育应运而生。

      社会体育这一术语在我国体育界始为流传，而此前只有&ldquo;群众体育&rdquo;或&ldquo;

大众体育&rdquo;的说法；与此同时，&ldquo;社区体育&rdquo;也作为一个专门用语陆续在有

关报刊杂志上出现。

      按体育实施的范围划分，即是家庭体育、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这是合符逻辑的，也是顺

理成章的。诚然，人们会在家庭或学校或社区当中活动；家庭、学校、社区当中的体育信息

也会彼此交流与沟通，但家庭体育、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则有其各自的特点和主要对象，这

正是它们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彼此区别的具体体现。

      由此不难作结，&ldquo;社区体育&rdquo;这一术语的确定，较之&ldquo;社会体育&rdquo;的

说法，更显得科学合理，符合逻辑，反映了体育实践的客观规律。

      社区体育在我国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人们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自社区体育在我国诞生以来

，体育理论界在社区体育的概念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对社区体育概念的理解形成多种观

点。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扩大，未来发展可期。体育培训行业隶属于体育服务行业。体育服务业

是体育产业的主体部分，一般是以体育场馆为依托，以体育自身的价值和本质功能为资源，

以提供体育服务产品为主的各类服务部门的集合。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发展&ldquo;

十三五&rdquo;规划》，规划确定了&ldquo;十三五&rdquo;时期体育发展的主要目标。到2020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3万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同期经济增

长速度，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1%，体育服务业占比将超过30%。体育消费额占人均

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超过2.5%。目前体育培训行业占体育服务行业比重的20%。由此推算，

到2020年体育培训行业总规模将接近2000亿元。



      国内体育产业结构失衡，GDP占比低。目前中国体育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赛事服务及健身

服务等核心产业的市场化程度过低，仅占体育总产值的21%，远低于美国同期水平57%。我国

的体育消费主要集中于运动服装、运动器材等实物消费为主，赛事及健身服务消费偏低。相

比之下美国商业化成熟的体育产业结构中，体育产业结构较为均衡。随着中国体育行业商业

化的进程，未来产业结构有望向美国靠齐。中国体育产业不均衡的另一个体现在于体育行业

占总体GDP的比重远远小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体育行业的发展，未来有望提高在总GDP的

占比，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规模。

 中国体育产业结构

 全球体育产业占GDP比重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社区体育行业深度调研与发展前景报告》共十

一章。首先介绍了社区体育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社区体育规模及消费需求

，然后对中国社区体育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社区体育面临的机遇

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社区体育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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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体育教育的众多因素中，儿童人口总数、家庭收入、以及国家政策最为关键。从新一轮

婴儿潮，人民消费崛起到各大体育项目的举办，越来越多的利好因素正不断推动我体育教育

市场的壮大。

潜在受教育人口基数大，市场空间广阔。我国潜在消费者基数庞大，有利市场未来发展。少

儿是体育教育消费的主力军。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0-14岁儿童数量

约22681万人，总量庞大，居世界第二，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我国巨大的体育教育需求。新

生儿数目有望回升，提升消费者基础。婴儿潮的人们进入适婚年龄段以及二胎政策的放开共

同促进新生儿数量。2015年新生儿童数量约1735万人，卫计委初步估算&ldquo;十三五&rdquo;

期间每年出生人口将在1750万至2000万人之间。新生儿数目的上涨将为未来体育教育提供人

口的支撑。

国家政策支持体育发展，助力体育教育。从各国历史发展来看，政策的支持是体育产业发展

必不可少的条件。随着经济发展陷入瓶颈，国家更注重经济结构转型，体育作为一个对国民

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新兴产业受到了高度重视。加上国家对青少年体育教育以及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的关注，使其颁布了许多有利于体育教育发展的政策。

 体育教育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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