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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体育场馆的产业属性是由它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决定的。在1985年制定

的三次产业划分标准中，体育产业被置于第三产业的第四层次，构成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

业，体育产业没有次级分类，对体育的描述是"包括组织和举办的各种室内、外体育活动以及

对进行这些活动的场所和设施的管理。"在为数不多的文字中阐明了体育场馆的产业地位，但

并没有引起体育管理部门和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足够重视。

    2003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新的三次产业分类标准，体育产业在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mdash;2002）大类中独立存在，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并对体育产业小类所包

括的各种产品生产或劳务（服务）活动的范围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解释。对体育场馆所包含

的产业内容也作了规定，包括体育系统内部的管理活动和对外经营管理活动（不包括投资建

设活动）。体育场馆成为衡量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为我国体育场馆今后

的发展定位和服务方向提供了政策依据。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内容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改善,精神生活领

域在不断拓宽,大量的闲暇时间和剩余的金钱使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体育集健

身、娱乐、时尚为一体,逐渐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各种体育活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体育场馆作为休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满足人们的休闲需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

内学者鲍明晓说,时至21世纪,体育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而

体育场馆是人们从事体育活动的重要场所,是体育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条件之一,因此,合理利

用体育场馆资源有利于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本文研究的国有体育场馆是指国家投资兴建的,

以满足我国竞技体育运动训练、竞技体育竞赛和群众健身需求的体育场、体育馆,属于公共体

育场馆。目前,在国有体育场馆投资主体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场馆占总数的30.6%,集体经济成分

占总数的25.5%,企业（私营）占23%,私人占12.8%,另外有8.1%为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港澳台

投资,国有体育场馆的比例最大。

    2014年12月正式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

地169.46万个，用地面积39.82亿平方米，建筑面积2.59亿平方米，场地面积19.92亿平方米。对

比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截至2003年12月31日），全国体育场地数量增加84.45万个，将

近翻了一倍，用地面积增加17.32亿平方米，建筑面积增加1.84亿平方米，场地面积增加6.62亿

平方米；人均场地面积增加0.43平方米，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增加5.87个。 1995-2013年中国

体育场馆行业数量规模资料来源：艾凯咨询网整理

    尽管我国体育消费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相信随着未来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我国

的体育消费水平会逐步提高，具体体现为：



    1、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人们的消费结构

将会发生变化，整个社会消费水平在范围、内容、数量和质量上也都将随之扩大和提高，从

而可以带动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

    2、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表明，在社会消费需要中，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三者

，不会按同一比例扩大和增长，其中属于基础层次的生存需要由于自然消费力（生理需要）

的制约，总是有一定界限的，到一定程度它就不再增长。而属于高层次的发展需要和享受需

要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人的自然生理因素对它的制约较小，从增长趋势来看，具有

无限性。

    3、现代社会正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在日常工作中，由于工作的自动化、信息化，人们

的体力支出在逐步减少，为了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健康的体魄，人们必将更多地参加各种体育

活动，这就造成了对体育需求的增长，从而推动了体育消费需求的增加。

    4、由于和体育相关的产业的发展，体育消费品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以及体育活动场所

和项目的增多，也将激发人们的体育消费欲望，从而带动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

    从我国体育消费的发展趋势看，实物型体育消费需求将迅速增长，欣赏型体育消费者队伍

将日趋壮大，参与型体育消费将逐步兴旺。

    随着我国取消福利性体育消费，实行体育消费货币化以及体育消费市场的逐步开放，体育

消费必将更加活跃，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体育业与其他产业有着比较密切的产业关联度，大力开拓体育消费，可以推动一大批产业

部门的消费，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体育消费市场已经初步形成，就体育管理部门来说，与自身的过去相比，有了很大进步，

但与经济发展和时代前进的一切相比，我们的步子还不够大，培育和发展体育消费市场的任

务还很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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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