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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体育服务就是指体育部门的劳动者以自己活劳动的形式来满足人们对体育的各种需求而进

行的经济活动。具体来说，体育服务是指具有一定的体育专门知识、经验、技能的能够从事

体育服务生产的人，为生产体育服务这种特殊的使用价值而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      

      现在我国体育产业结构失衡和本末倒置现象严重，体育用品和衍生品产业的产出占比高

达80%以上，是产业主要支撑，而作为主体产业的体育服务业占比不到20%。产业痛点往往会

转化为产业机遇，体育服务业将成为体育市场的爆发点。 

      目前，国家大力推进体育服务事业的发展，逐步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

推动国内体育服务行业向市场化、专业化发展。取消赛事审批只是体育服务行业发展过程中

的冰山一角，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离，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将在国内体育

服务行业逐步实现，届时，体育服务行业的商业化程度将大大提高。2014年，全国体育服务

业实现增加值835亿元，同比增长20.5%；2015年，全国体育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060亿元，同比

增长26.9%。 2016年5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体育发展&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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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30%。体育

消费额占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超过2.5%。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 的体育发展&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确定了&ldquo;十三五&rdquo;期

间体育发展的主要目标&mdash;&mda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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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中国体育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201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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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算，目前我国体育服务业产值仅

为947.38亿元，体 育用品行业产值为3600亿元，体育消费主要以运动服装、运动器材等实物消

费为主， 赛事及健身服务消费偏低。如果以2020年体育服务业在体育产业中的占比30%的水 

平计算，体育服务产值到将达到9000亿元，为当前的9.5倍，以体育培训行业占体育 服务行业

比重的20%来进行推算，到2020年体育培训行业总规模将达1800亿元，未 来市场发挥空间极大

。      

 中国体育产业结构

 美国体育产业结构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体育服务市场深度研究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

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体育服务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体育服务规模及消费



需求，然后对中国体育服务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体育服务面临的

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体育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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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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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