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 萌

日前，线上健身平台Keep再次向港交所递交

招股书，冲击上市。与此同时，咪咕善跑、每日瑜

伽、小红书、抖音、B站等多个平台的线上健身市

场表现备受关注。

疫情催热线上健身

疫情之前，线上健身行业已经出现迅猛发展

势头，并在疫情期间达到高峰。

从市场规模来看，2015至2021年，国内线上

健身市场规模由约935亿元增加到近3700亿元。

在多个社交媒体的传播下，线上健身场景逐渐成

为主流。根据相关研究机构预测，线上健身市场

占比将会由2021年的47%提升至2026年的61%，

超过线下健身市场。

线上消费呈现两极化

《2022中国健身行业报告》显示，每月付费意

愿低于150元的消费者中，用户最常用的线上功

能是录播课程、运动监测功能和直播课程。每月

付费超150元的用户，更多愿意获得更好的直播

课程体验，以及对个性化训练计划、录播课程和

运动监测以及饮食管理。

可以看出，愿意为线上健身付费的用户中，

消费水平在升级。这也意味着，线上健身内容并

不是一门赔本生意，随着消费者对线上健身意识的

苏醒、产品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养成的习惯，例如直

播课程、个性化定制服务等高品质、个性化的健身内

容，用户更愿意买单。

由Keep更新的招股书上可以看到，整个2022年，

Keep平均月度订阅会员从上一年的328万，增至362

万，其平台会员渗透率则由2021年的9.5%，进一步增

长至2022年的10.0%。可见，人们在线上健身的意愿

仍在提升。

调查显示，目前88.3%的受访者表示仍

会坚持线上健身。82.8%的受访者表示

“云健身”热让自己更有动力打卡健

身。另外，2021年中国在线健身人

群渗透率为45.5%，尚低于美国

市场的67.9%，未来仍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

线下健身和线上健身

用户并不是单向的，随着

线上健身趋势的流行，

促使线下用户转化为

稳定的线上健身用户

需要良好的线上体验

来推动。线上健身具

有场地灵活、门槛较

低、活动种类丰富的

特点，能更好满足人们利用碎片化时间健身的需

求。同时，移动互联网和智能传感器等技术的应

用，增强了线上健身的互动性和趣味性，进一步激

发了人们的健身热情，相信未来会赢得更多用户

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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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小可

武汉马拉松、上海马拉松、武陵源

生态马拉松……上周末，有超过10场

马拉松以及路跑赛事在全国各地鸣枪

起跑。武汉马拉松赛事刚结束，“2023

武汉马拉松破三分段跑鞋排行榜”就

推出，前一百名选手所穿的跑鞋，中国

品牌占据84席。

马拉松赛事推出跑鞋榜单已成一

种惯例。在此前举办的无锡马拉松中，

整体品牌占据前三的为李宁、耐克和特

步；厦门马拉松，这一排名则为特步、鸿

星尔克、中乔体育。

在无锡马拉松双破全马国家纪录

之后，特步集团正巧发布2022年财报。

财报显示：特步集团2022年全年营收

129亿元，同比增至近30%；全年净利润

9.22亿元，同比增长1.5%。近年来，跑鞋

类别的销售表现明显优于其他类型的

运动鞋。

在各类体育用品排行榜单中，户

外装备是频频露脸最多的一个分支。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2年中国户外帐

篷品牌排行榜Top20》前三名是：骆驼、

牧高笛、探险者，其中第二名、第三名

均是国产品牌。

作为露营帐篷的龙头企业，2020年

牧高笛抓住“精致露营”趋势，由专业露

营转向精致露营，相继推出了“精致露

营”“精致野餐”“精致徒步”和“居家露

营”产品线。近3年每年的营收增幅超过

50%，与营收相对应的是股价的不断攀

升，2022年，牧高笛的股价从30.62元涨

到了112.94元，涨幅接近4倍。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商业化

程度不断增加，产品细化越来越多，各

式各样的商业榜单也是层出不穷，“作

为一名户外运动‘小白’，购买装备我

都会上网先扫盲，了解产品性能，看看

各类榜单，哪个产品好评多、买的人

多，我就买那个。”户外运动爱好者李

文告诉记者。

日前，首个运动户外行业“追新”

榜单《TS100》发布，榜单分别以年度单

品榜、品牌榜向消费者展示新品趋势

和品牌商家。在这个榜单里，获得跑步

年度单品前三的是：耐克的PEGASUS

39飞马跑步鞋、安踏的毒刺缓震跑鞋、

李宁的超轻19跑步鞋；获得露营年度

单品前三的是：挪客屋脊13自动帐篷、

牧高笛指挥官球形帐篷、火枫山影卡

式炉。

“随着户外运动消费的持续深入，

消费者需要一个真实科学的纲领性榜

单，以便指引消费者决策，避免踩坑。

《TS100》榜单的推出旨在帮助消费者

能更快掌握新趋势、新品类、新品牌、

新科技，为‘追新’打样。”淘宝天猫运

动户外行业总经理米澜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从上述榜单中可以看到，国产体

育品牌表现不俗。由安踏、李宁、特步

等多个国产品牌发布的2022年业绩报

告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后来居上的态

势。有专家分析认为，国产体育品牌崛

起，一是产品品质在不断提高；二是国

家政策的支持；三是品牌建设的提升；

四是价格优势。应当说，品质是一切的

基础，引领消费升级，企业唯有提供高

质量的产品与服务，才能赢得消费者

的信任，也才能赢得未来。

本报记者 丰佳佳

春暖花开，就在户外郊游季节

到来时，北京、重庆、厦门等地出现

了部分露营地“关店”的新闻，户外

市场“顶流”露营就这样失宠了吗？

“今年确实出现了一部分中小

型营地退市的情况，但对于大型营

地、景区型营地以及全国连锁型营

地来说，反而是一个提升、拓展以及

整合市场的机会。”中国体育用品

业联合会露营产业专业委员会（以

下简称“露营产业专委会”）副理事

长张一夫表示，疫情期间，许多露营

玩家因为露营地投资小、见效快而

匆匆入行，随着旅游全面开放，市场

供需情况发生变化，这些营地的运

营的短板开始暴露。

分析一些中小营地退市的原

因，营地活动少、客群复购率低是不

能忽视的问题。疫情期间，大众需

要一个户外休闲的场所，因而对营

地的活动及服务升级的需求相对不

高；在千行百业重启后，营地需要不

断更新活动内容并提供更加多样化

的增值服务，才能增加对消费者的

吸引力。而打造营地活动，不仅需

要资金成本，还需要寻找资源，例如

开展飞盘、风筝、桌游、露天电影等

活动，许多中小型营地相对缺乏多

样化的相关设备和组织能力。

帐篷等户外露营装备自然迭代

周期的到来，也加速了行业洗牌过

程。户外露营博主“逃离城市君”、

露营产业专委会常务副秘书长李洋

君分享的调研数据显示：2020至

2021年，国内露营地激增15000家，

2021年露营核心市场规模同比2020

年增长率达63%。在2022年-2023年

初，这一数字仍然保持着50%以上

的增长率。帐篷等主题商业露营装

备的使用周期普遍在36-48个月之

间，这个周期与营地大规模爆发至

今的周期同步。此外，单体中小型

营地在社交平台的引流也面临困

难。

面对行业的最新变化，不了解

行业深层次商业逻辑的旁观者，往

往对行业唱衰。但对于行业深耕者

来说，更多的是底气与信心。张一

夫认为，过去三年是露营市场的培

育期，消费者对露营的概念已经从

“体验式”阶段进入到了“生活方式”

阶段，进而为形成了一个具有长期

可持续的模式。例如，很多消费者

在体验过“拎包入住”的露营方式后

转向自带装备露营。虽然从个体营

地经营角度来说，可能会损失一部

分短期收入；但从整个行业角度来

说，这反而从另一个侧面刺激了整

个行业的升级，能够吸引更多消费

者加入到露营活动中来。而多数消

费者的露营模式，往往是从拎包式

开始的。这无疑为露营产业的发展

拓展了更广阔的“蓝海”。

另一方面，随着露营内部的进

一步细分，向更大消费群体下沉的

“城市露营”模式，也在杭州、宁波等

城市悄然成风。城市露营模式利用

城市的绿地、屋顶绿化、公园等碎片

化区域，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社区化

的露营体验，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

露营活动的交通时间成本问题。

在政策层面，随着全国、地方以

及各团体相关标准的制订与落地，露

营活动的安全性、舒适性得到了进一

步保障。各地方文体旅职能部门也

在大力推动有关扶持政策的出台，这

为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牵头推动露

营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动力。

本报记者 丰佳佳

日前，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

赛男子高中年龄段U17组中区预选赛

C组、D组的比赛在陕西省留坝县营

盘国际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举行，来

自河南、宁夏、河北等五省区的11支

队伍争夺3个晋级名额，参赛的球员

和观赛的家长也让留侯镇营盘村热

闹起来，村里的民宿、农家乐迎来客

流小高峰。

坐落在秦岭南麓群山环抱小平坝

里的营盘村植被葱郁、空气清新，有独

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但

因地理位置限制和交通不便，村里的

旅游资源一直没能有效开发。2016年，

留坝县依托营盘村自然禀赋规划建设

足球小镇，这座藏在山间的偏远古村

落开始被人们关注。足球小镇不仅承

载了青少年的足球梦，也拓宽了营盘

村的乡村振兴路，让许多在外漂泊的

青年找寻到返乡奋斗的动力。

“90后”村民杨宝壹此前一直在外

务工，2021年，他和妻子回到村里改造

老房，经营餐宿一体的农家乐。今年4

月以来，他的农家乐基本处于客满状

态，到了饭口，他不得不请家住附近

的亲戚来帮忙。“为了扩大经营，我在

村里买了一栋三层的房子，目前正在

设计改造，等正式营业，至少需要请六

位服务员。现在村里，大家都在改造老

屋办民宿，估计下半年得去隔壁村镇

招工了。”

杨宝壹忙着招工，他的发小王翩则

正计划买马。2021年，为了更好地发展

乡村体育产业，汉中市体育局投入223

万元帮扶资金帮助村里实施了骑行赛

道提升改造工程，新建了体育公园，新

开发了骑马、射箭、骑行、越野摩托、户

外运动等体育休闲项目，为村民直接提

供就业、创业岗位10余个。在西安从事

互联网运营的王翩被村里新增的骑马、

射箭项目吸引，返乡创业。“青少年体育

比赛和夏令营活动给村里带来源源不

断的客流，这里还有天然的牧场草场，

拥有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这个项目

前景应该不错，就向村里租了器材及场

地，自己购买了两匹马，开展骑马、射箭

体验项目。”王翩说，自去年国庆节开展

试运营以来，项目效益不错，已经成为

村里的亮点体验项目，今年，他计划增

加投入，将马匹增加到10匹。

汉中市体育局派驻留坝县留侯

镇营盘村第一书记马俊介绍，自足球

小镇建成后，营盘村先后承接200多

支球队、俱乐部集训，承办省市赛事

活动30多场次，接待球员和游客30万

人次。

“要依托营盘村足球训练基地带

来的大量人流，将‘体旅、农旅、文旅’

融合发展，为此，我们积极到体育、旅

游等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引导外出务

工村民返乡创业，招引企业投资。”马

俊告诉记者，仅2022年一年，营盘村就

招商引资2900万元，争取项目资金473

万元，引4家企业入驻，建成民宿6家。

这一年，营盘村举办了汉中市青少年

田径锦标赛、足球比赛、航模比赛及营

盘首届少儿围棋夏令营活动等10余项

体育赛事活动，“仅7、8月到营盘村参

加集训及比赛的学生就接近2万人次，

办赛期间，全村28家民宿和农家乐户

均收入约8万元。”马俊说，这些赛事活

动成功举办后，村民投身体育和旅游

产业的积极性大幅提高，今年，村里又

有9户提交了改建民宿申请。

小荷才露尖尖角
———透过各类排行榜看国产体育品牌的表现

陕西留坝体旅融合推动富民强村

营盘村拓宽乡村振兴路

挤出泡沫 加速洗牌

露营产业从“野蛮”迈向“理性”

疫情后线上健身还会继续走高？

近日，CBA联赛季后赛8进4比赛激

战正酣，北京、辽宁、广东等地球票销售火

爆，多场比赛门票开售后很快被抢购一空，抢到

门票的观众兴高采烈地走进球场，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

油助威。

来自国内外的赞助商们也继续看好CBA比赛。中国人寿自2017年成为

CBA联赛首个官方主赞助商以来，已经与CBA联赛并肩走过六年，为赛事、球

员、球迷提供丰富金融保险产品与服务。

体育品牌李宁继续担任官方战略伙伴。在与CBA联赛携手合作的十多年

中，李宁不仅见证了CBA联赛的不断成长蜕变，还将篮球文化与国潮文化相互

融合，推出了多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CBA球衣，受到了球迷们的热烈追捧，

也推动了李宁近年来业绩的持续增长。

在CBA官方合作伙伴中，中国移动、TCL、伊利、广发银行、58同城都是连续

支持CBA联赛，而国际知名企业沙特阿美在本赛季的加入成为一大亮点。沙特

阿美即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这是一个业务产业链多元化的全球顶级能源

和化学品生产商，是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公司和世界第六大石油炼制商，它曾

不止一次超越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它的加入也彰显出CBA对于国

际顶级企业的吸引力。

此外，CBA联赛目前还有5家官方赞助商、3家官方供应商、3家媒体合作伙

伴、3家官方服务机构，赞助企业与往年相比变化不大。

球票销售火爆

赞助商持续看好CBA联赛

本报记者 王世让

健身爱好者组队参与线上健身。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国内马拉松赛事，推出跑鞋榜单已成惯例。 新华社记者 杨磊摄

线上健身有望延续热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