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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2-2017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不断上升，2017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达到5.5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达41.3%左右，庞大的健身人口为健身行业带来巨大的需求

。2012-2017年中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2017年健身会员数量增至近900万人，同比增长14.97%。会员平均年龄在在30.7岁左右，健

身会员的平均年龄基本没有变化，但健身会员的年龄结构出现较大的变化：25-29岁，36-40岁

年龄段的用户有较大增长，健身会员的整体年龄分布更加分散。预测到2019年全国健身俱乐

部会员人数有望进一步突破1000万人。2010-2019年中国健身俱乐部会员人数及同比增速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健身俱乐部行业市场监测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共六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健身俱乐部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健身俱乐部整体运行态势等，接

着分析了中国健身俱乐部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健身俱乐部市场竞争格局。随后

，报告对健身俱乐部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健身俱乐部行业发展趋势

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健身俱乐部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健身俱乐部行业，本

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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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1章：国际健身俱乐部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1 国际健身俱乐部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1.1.1 全球人口健康状况分析

（1）人类预期寿命

（2）死亡原因及疾病死亡率

（3）人口亚健康

1.1.2 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1）国际宏观经济发展现状

（2）国际宏观经济发展预测

（3）国际宏观经济发展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1.2 国际健身俱乐部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1.2.1 国际健身俱乐部行业发展概况

1.2.2 发达国家健身俱乐部所属行业的经济效益分析

1.2.3 国际健身俱乐部行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1.3 发达国家/地区健身俱乐部行业发展状况及经验借鉴

1.3.1 美国健身行业发展分析

（1）美国健身行业发展概况

（2）美国健身俱乐部发展情况分析

（3）美国健身行业发展趋势

1.3.2 欧洲健身行业发展分析

（1）欧洲健身行业发展概况

（2）欧洲健身俱乐部发展情况分析

（3）欧洲健身行业发展趋势

1.3.3 日本健身行业发展分析

（1）日本健身行业发展概况

（2）日本健身俱乐部发展情况分析

（3）日本健身行业发展趋势

1.3.4 台湾地区健身行业发展分析

（1）台湾健身行业发展概况

（2）台湾健身俱乐部发展情况分析

（3）台湾健身行业发展趋势

1.3.5 国外健身行业发展经验总结

（1）政府大力支持

（2）科学合理的定位

（3）专业细致的管理

（4）行业协会协调

（5）拓展盈利手段

 

第2章：中国健身俱乐部所属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2.1 中国健身俱乐部行业发展概况

2.1.1 中国健身行业发展历程

2.1.2 中国训练健身器材发展状况

（1）训练健身器材制造行业发展规模



（2）训练健身器材制造行业供需状况

2.1.3 中国健身俱乐部发展状况

（1）中国健身俱乐部发展规模

我国健身俱乐部数量自出现以来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从2010年3245家增至2017年的5000余家

。虽然在2011-2013年间，由于健身市场竞争加剧导致行业出现关门潮，健身俱乐部数量增长

速度放缓甚至为负。但是，随着近年来健身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专业化指导需求加剧，新一轮

的健身风潮带动行业出现复苏迹象，健身俱乐部数量也随之迅速增长。预计到2019年我国健

身俱乐部数量将达到5861家。2010-2019年中国健身俱乐部数量及同比增速

（2）中国健身俱乐部供需状况

2.2 中国健身俱乐部运营分析

2.2.1 中国健身俱乐部连锁经营模式分析

（1）健身俱乐部连锁化经营的形式

（2）健身俱乐部连锁化经营的地域分布

（3）健身俱乐部连锁化经营的品牌建设

2.2.2 中国健身俱乐部经营项目分析

（1）传统健身服务项目

（2）特殊健身服务项目

（3）时尚休闲、娱乐服务项目

2.2.3 中国健身俱乐部运营存在的问题

（1）市场定位问题

（2）安全意识问题

（3）有效管理问题

（4）会员流失问题

（5）经营发展问题

 

第3章：中国健身俱乐部细分市场需求调研分析

3.1 按性别区分的健身市场分析

3.1.1 中国男性健身市场调研分析

（1）男性的健身需求分析

（2）男性健身项目的选择

3.1.2 中国女性健身市场调研分析

（1）女性的健身需求分析



（2）女性健身项目的选择

3.2 按年龄段区分的健身市场分析

3.2.1 18-25周岁年龄段人群健身市场调研分析

（1）18-25周岁年龄段人群健身需求特征分析

（2）18-25周岁年龄段人群健身项目的选择

3.2.2 26-35周岁年龄段人群健身市场调研分析

（1）26-35周岁年龄段人群健身需求特征分析

（2）26-35周岁年龄段人群健身项目的选择

3.2.3 35-50周岁年龄段人群健身市场调研分析

（1）35-50周岁年龄段人群健身需求特征分析

（2）35-50周岁年龄段人群健身项目的选择

3.2.4 50周岁以上年龄段人群健身市场调研分析

（1）50周岁以上年龄段人群健身需求特征分析

（2）50周岁以上年龄段人群健身项目的选择

3.3 按健身目标区分的健身休闲市场分析

3.3.1 塑身需求

（1）塑身需求的健身消费者需求特征分析

（2）塑身需求的消费者健身项目的选择

3.3.2 减肥需求

（1）减肥需求的健身消费者需求特征分析

（2）减肥需求的消费者健身项目的选择

3.3.3 情感需求

（1）情感需求的健身消费者需求特征分析

（2）情感需求的消费者健身项目的选择

3.3.4 其他需求

 

第4章：中国重点城市健身俱乐部市场调研分析

4.1 北京市健身俱乐部市场调研分析

4.1.1 北京市健身行业需求分析

（1）北京市人口结构分析

（2）北京市居民消费水平分析

（3）北京市公众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情况



（4）北京市居民健身需求调研分析

4.1.2 北京市健身俱乐部发展情况

（1）北京市健身俱乐部发展规模

（2）北京市健身俱乐部分布情况

（3）北京市健身俱乐部特点分析

4.1.3 北京市健身俱乐部运营分析

（1）北京市健身俱乐部健身消费者分析

（2）北京市健身俱乐部的从业人员分析

（3）北京市健身俱乐部运营的SWOT分析

4.1.4 北京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北京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

（2）北京市健身俱乐部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4.2 上海市健身俱乐部市场调研分析

4.2.1 上海市健身行业需求分析

（1）上海市人口结构分析

（2）上海市居民消费水平分析

（3）上海市公众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情况

1）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方面

（4）上海市居民健身需求调研分析

4.2.2 上海市健身俱乐部发展情况

（1）上海市健身俱乐部发展规模

（2）上海市健身俱乐部分布情况

（3）上海市健身俱乐部特点分析

4.2.3 上海市健身俱乐部运营分析

（1）上海市健身俱乐部健身消费者分析

（2）上海市健身俱乐部的市场定位分析

（3）上海市健身俱乐部的从业人员分析

（4）上海市健身俱乐部运营的SWOT分析

4.2.4 上海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上海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

（2）上海市健身俱乐部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4.3 天津市健身俱乐部市场调研分析



4.3.1 天津市健身行业需求分析

（1）天津市人口结构分析

（2）天津市居民消费水平分析

（3）天津市公众体育健身发展情况

（4）天津市居民健身需求调研分析

4.3.2 天津市健身俱乐部发展情况

（1）天津市健身俱乐部发展规模

（2）天津市健身俱乐部分布情况

4.3.3 天津市健身俱乐部运营分析

（1）天津市健身俱乐部健身消费者分析

（2）天津市健身俱乐部的从业人员分析

（3）天津市健身俱乐部运营的SWOT分析

4.3.4 天津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天津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

（2）天津市健身俱乐部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4.4 深圳市健身俱乐部市场调研分析

4.4.1 深圳市健身行业需求分析

（1）深圳市人口结构分析

（2）深圳市居民消费水平及消费习惯分析

（3）深圳市公众体育健身实施情况

（4）深圳市居民健身需求调研分析

4.4.2 深圳市健身俱乐部发展情况

（1）深圳市健身俱乐部发展规模

（2）深圳市健身俱乐部分布情况

4.4.3 深圳市健身俱乐部运营分析

（1）深圳市健身俱乐部健身消费者分析

（2）深圳市健身俱乐部的从业人员分析

（3）深圳市健身俱乐部运营的SWOT分析

4.4.4 深圳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深圳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

（2）深圳市健身俱乐部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4.5 重庆市健身俱乐部市场调研分析



4.5.1 重庆市健身行业需求分析

（1）重庆市人口结构分析

（2）重庆市居民消费水平及消费习惯分析

（3）重庆市公众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情况

（4）重庆市居民健身需求调研分析

4.5.2 重庆市健身俱乐部发展情况

（1）重庆市健身俱乐部发展规模

（2）重庆市健身俱乐部分布情况

（3）重庆市健身俱乐部特点分析

4.5.3 重庆市健身俱乐部运营分析

（1）重庆市健身俱乐部健身消费者分析

（2）重庆市健身俱乐部的从业人员分析

（3）重庆市健身俱乐部运营的SWOT分析

4.5.4 重庆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重庆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

（2）重庆市健身俱乐部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4.6 杭州市健身俱乐部市场调研分析

4.6.1 杭州市健身行业需求分析

（1）杭州市人口结构分析

（2）杭州市居民收入水平分析

（3）杭州市公众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情况

（4）杭州市居民健身需求调研分析

4.6.2 杭州市健身俱乐部发展情况

（1）杭州市健身俱乐部发展规模

（2）杭州市健身俱乐部分布情况

（3）杭州市健身俱乐部特点分析

4.6.3 杭州市健身俱乐部运营分析

（1）杭州市健身俱乐部健身消费者分析

（2）杭州市健身俱乐部的从业人员分析

（3）杭州市健身俱乐部运营的SWOT 分析

4.6.4 杭州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杭州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



（2）杭州市健身俱乐部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4.7 武汉市健身俱乐部市场调研分析

4.7.1 武汉市健身行业需求分析

（1）武汉市人口结构分析

（2）武汉市居民消费水平及消费习惯分析

（3）武汉市公众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情况

（4）武汉市居民健身需求调研分析

4.7.2 武汉市健身俱乐部发展情况

（1）武汉市健身俱乐部发展规模

（2）武汉市健身俱乐部分布情况

（3）武汉市健身俱乐部特点分析

4.7.3 武汉市健身俱乐部运营分析

（1）武汉市健身俱乐部健身消费者分析

（2）武汉市健身俱乐部的从业人员分析

（3）武汉市健身俱乐部运营的SWOT分析

4.7.4 武汉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武汉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

（2）武汉市健身俱乐部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4.8 长沙市健身俱乐部市场调研分析

4.8.1 长沙市健身行业需求分析

（1）长沙市人口结构分析

（2）长沙市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分析

（3）长沙市公众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情况

（4）长沙市居民健身需求调研分析

4.8.2 长沙市健身俱乐部发展情况

（1）长沙市健身俱乐部发展规模

（2）长沙市健身俱乐部分布情况

（3）长沙市健身俱乐部特点分析

（4）长沙市商业健身俱乐部主要经营形式与收费情况

4.8.3 长沙市健身俱乐部运营分析

（1）长沙市健身俱乐部健身消费者分析

（2）长沙市健身俱乐部的从业人员分析



（3）长沙市健身俱乐部运营的SWOT分析

4.8.4 长沙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长沙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

（2）长沙市健身俱乐部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4.9 成都市健身俱乐部市场调研分析

4.9.1 成都市健身行业需求分析

（1）成都市人口结构分析

（2）成都市居民收入水平分析

（3）成都市公众体育健身实施效果

（4）成都市居民健身需求调研分析

4.9.2 成都市健身俱乐部发展情况

（1）成都市健身俱乐部发展规模

（2）成都市健身俱乐部盈利情况

（3）成都市健身俱乐部经营项目

（4）成都市健身俱乐部营销现状

（5）成都市健身俱乐部网络技术

4.9.3 成都市健身俱乐部运营分析

（1）成都市健身俱乐部健身消费者分析

（2）成都市健身俱乐部的从业人员分析

（3）成都市健身俱乐部运营的SWOT分析

4.9.4 成都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成都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

（2）成都市健身俱乐部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4.10 西安市健身俱乐部市场调研分析

4.10.1 西安市健身行业需求分析

（1）西安市人口结构分析

（2）西安市居民消费水平及消费习惯分析

（3）西安市公众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情况

（4）西安市居民健身需求调研分析

4.10.2 西安市健身俱乐部发展情况

（1）西安市健身俱乐部发展规模

（2）西安市健身俱乐部分布情况



（3）西安市健身俱乐部特点分析

（4）西安市健身房提供项目

（5）西安市健身房营销分析

4.10.3 西安市健身俱乐部运营分析

（1）西安市健身俱乐部健身消费者分析

（2）西安市健身俱乐部的从业人员分析

（3）西安市健身俱乐部运营的SWOT分析

4.10.4 西安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西安市健身俱乐部存在的问题

（2）西安市健身俱乐部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第5章：中国领先健身俱乐部经营案例分析

5.1 中国健身俱乐部总体状况分析

5.1.1 企业规模分析

5.1.2 企业类型分析

5.1.3 企业性质分析

5.2 领先健身俱乐部经营状况分析

5.2.1 北京中体倍力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4）企业服务内容分析

（5）企业网点布局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2 深圳市中航健康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公司营收情况分析

2）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3）运营能力能力分析

4）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5）公司发展能力分析



（3）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4）企业服务内容分析

（5）企业网点布局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5.2.3 北京青鸟健身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4）企业服务内容分析

（5）企业网点布局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4 威康健身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4）企业服务内容分析

（5）企业网点布局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5 一兆韦德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4）企业服务内容分析

（5）企业网点布局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5.2.6 上海美格菲健身中心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4）企业服务内容分析



（5）企业网点布局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7 浩沙国际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4）企业服务内容分析

（5）企业网点布局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8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4）企业服务内容分析

（5）企业网点布局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7）企业最新发展动态

5.2.9 上海星之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4）企业服务内容分析

（5）企业网点布局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10 北京奥迈体育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4）企业服务内容分析

（5）企业网点布局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6章：&ldquo;互联网+&rdquo;时代健身俱乐部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潜力

6.1 智能设备对健身行业的影响

6.1.1 智能健身设备发展情况分析

（1）智能健身设备发展概况

（2）主要健身APP应用情况

6.1.2 健身智能设备经营模式分析

（1）结合数据的智能硬件模式

（2）以激励为导向的健身APP模式

（3）虚实结合的健身教练模式

（4）个性化减肥资讯模式

6.1.3 智能设备对健身行业的影响分析

（1）智能设备对健身行业的影响

（2）健身智能设备的发展趋势分析

6.2 互联网+健身发展模式分析

6.2.1 互联网+健身商业模式解析

（1）健身O2O模式分析

（2）智能联网模式

6.2.2 互联网+健身案例分析

（1）美国ClassPass公司

（2）健身App&ldquo;火辣健身&rdquo;

（3）&ldquo;超级猩猩&rdquo;健身舱项目

6.2.3 互联网背景下健身俱乐部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6.3 中国健身俱乐部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6.3.1 健身休闲市场规模预测

（1）全球体育产业产值情况分析

（2）我国体育产业产值情况分析

（3）我国体育产业产值预测

（4）我国健身休闲产值情况分析

6.3.2 健身俱乐部规模预测

（1）全球健身俱乐部区域分布格局

（2）我国健身俱乐部规模及预测

（3）健身俱乐部行业的社会现实需求分析



6.4 中国健身俱乐部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6.4.1 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6.4.2 尚正经济行业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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