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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辉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

造业总规模为13572亿元，增加值为3433亿元，相比2020年增

长9.2%，在重回增长路径的同时，创造体育用品行业增加值

新高。”5月25日，在2023中国体育产业峰会上，中国体育用品

业联合会主席李桦分享了近年来体育用品行业的重点数据、

2023大众运动行为及消费重点数据、体育用品业联合会专委

会研究成果。

李桦介绍，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我

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总额为176.69亿美元，已超过2020年

的158.12亿美元，展现较强的行业韧性。“值得一提的是，

2023年第一季度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为40.74亿美元，环

比增长4.22%，体育用品业外贸复苏态势显现。”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体育消费市场之一，面对

过往两年的复杂局势，在体育用品消费规模和细分领域发展

方面，也展现了较为强势的增长态势，其中2021年运动鞋零

售额为2151亿元，运动服零售额达到1567亿元，健身器材行

业完成营业收入478亿元。”李桦表示，我国体育消费仍有非

常大的发展潜力，2021年美国、日本人均运动鞋服支出是我

国的10.3倍、2.5倍，过往几年运动鞋服也是服装各品类中增

长最快的品类之一。

针对占比最高的体育用品类消费，本年度中国体育用品

业联合会调研中特别增加了消费决策原因的相关问题。“整

体来看，在运动鞋服和运动器材装备方面，质量和实用功能

是最主要的选择依据，选择比例接近或超过40%。国产品牌

在消费者选择优先级方面表现强劲，对运动休闲鞋服和专业

训练鞋服的优先选择率分别为75.4%和63.2%。”李桦表示，运

动健身信息获取渠道与当前人群媒体消费习惯联系紧密，其

中抖音排名第一，选择率达到67.2%，在细分人群特征方面，

运动客户端的男性比例占比、小红书的女性占比、快手的中

老年人群占比较为突出。部分项目展现极强的人群特征，如

广场舞、健步是中老年人群的“第一运动”，瑜伽、普拉提、舞

蹈、跳操、跳绳等是女性标签最鲜明的运动项目。

李桦还简要介绍了《2022中国运动地材行业发展深度调

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预测，到2025年对运动地

材的需求量将达到2.36亿平方米，其中球类场馆运动地材的

需求量将超过8000万平方米，田径场地运动地材需求量将超

过8500万平方米，健身步道运动地材需求量将超过6000万平

方米。

《报告》认为，制造智能化、施工标准化、产品丰富化、场

景细分化将是国内运动地材行业发展的四大趋势。《报告》

提出7点发展建议：制定标准实施细则，推动标准落地；加快

运动地材细分标准的制定；规范运动地材项目验收标准，加

强对验收机构的监督管理；搭建大数据资源对接平台，实现

品牌与需求方精准对接；扩大宣传推广渠道，加强市场对行

业认知；加快运动地材指导价制定，推动价格透明化；建设企

业信息公示平台，为优质企业发声。

李桦表示，未来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将会继续加强峰

会品牌建设与理论研究工作，汇聚各方智慧，共同推动“行业

思考引领者”2.0升级，深度赋能各方抢抓体育强国战略机

遇，集聚内生动能、产业势能与无限潜能，推动体育用品业高

质量发展。 （厦门5月25日电）

王 辉

数字化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和发

展趋势，也是体育产业的重要驱动力和

创新源泉。5月25日，作为2023（第40届）中

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的系列活动之一，

由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主办，中国体育

用品业联合会数字体育发展工作委员会承

办的“2023中国数字体育产业高峰论坛”在

厦门市举行。

“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数字经济”等近

年来发布的重大国家战略，以及各领域的诸

多政策文件中，都对体育行业提出了加强科

技助力，加快数字化、智慧化转型的发展要求。

在数字化时代，我国体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现

状如何，又面临哪些困境？从业者们如何抓住蕴

藏在数字体育产业中的巨大机遇，怎样应对可

能存在的挑战？数字化又将如何助推我国体育产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论坛邀请了政府、学界、企业

等各方面的专家和代表，分享他们的见解和经

验。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罗杰

认为，在数字经济和技术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数字

体育是我国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

是“十四五”时期国家经济与政治战略对体育行业提

出的全新要求。他表示，联合会在数字体育产业中的

工作目标，就是以数工委为抓手，汇集中国体育智能

科技企业，搭建数字体育产业平台，构建数字体育产

业基础，规范数字体育产业标准。同时借助自身资源

和平台优势，协同数字体育科技企业赋能传统制造业

转型升级，推动中国数字体育发展。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张宇贤以《数字化推

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题，介绍了老龄化、工业化、

城镇化、数字化、绿色化“五化”并存的我国宏观社会发展

趋势之下，数字化“新媒体”“新科技”“新消费”“新体系”

对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阐明了我国数字

体育产业发展的“四有”机遇和“三难”困境，并最终给出了“强化数字体育顶层

设计”“加大数字体育基础建设”“培养适应数字体育人才”“健全数字体育治理

体系”“加快数字体育生态建设”等建议。

教育部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原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

枢以《以数字化赋能体育与健康课程高质量发展》为题做了主题演讲，讲述了新

时代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工作、实现体育与健康课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并

给出了“整合数字化资源，完善课程内容”“开发数字化工具，创新教学方法与手

段”“加强数字化教学方法研究，改革教材编写方式”“建立数字化教育管理系统，

优化教学评价”“推广数字化运动健康服务，家校社协同育人”“构建数字化教育生

态系统，提升师生课程核心素养”6条数字化赋能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实践路径。

在企业代表主题演讲环节，中体数据、凯利时科技、简极科技、泰山体育4家在

我国数字体育产业中具有代表性产品和服务的企业的代表，依据自身在所处赛道的

实践经验，分别针对数字体育产业化的困境、体育赛事传播的智能化、数字技术与体

育应用场景的结合、数字化技术赋能体育产业4个主题进行了演讲，以产业界视角，切

实反映了我国数字体育产业发展的现状、困境与未来趋势。 （厦门5月25日电）

5月25日举行的2023中国体育产业峰会上，国家

体育总局经济司司长杨雪鸫作了题为《努力推动新时

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演讲。

“十三五”以来，我国体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已经

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体育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已

经成为加速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居民体育消费快速增

长，已经成为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体育产品

供给日益丰富，已经成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重要抓手。

全国体育产业法人单位数从2015年的11.6万个增长

到2021年的45.2万个，从业人员从363万人增加到718.6万

人，一批规模大、实力强、后劲足的体育企业迅速崛起。居

民体育消费快速增长，2020年全国居民体育消费总规模1.8

万亿元，比2015年增长80%，人均体育消费支出1330.4元，比

2014年的926元增长43.7%。体育总局推动的40个体育消费试

点城市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2021年，40个体育消费试

点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总规模达6362亿元，人均体育消费支出

的平均值为2405元，比2020年增长11.7%。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

法治保障，快速复苏的中国经济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条

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新

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创新路径。推动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要主动融入发展大局、主动释放政策红利、主动提

升发展水平、主动防范风险隐患，抓住市场机遇，激发市场活力。

要推进体育消费多元化。研制恢复和扩大体育消费的政策文

件，统筹部门资源，通过优化体育消费环境、打造体育消费场景、

培育体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等措施，推进体育消费多元化，释放

体育消费潜力、扩大体育消费规模。

要推进产品供给品质化。以丰富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为重点，

加大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发展中国特色体育赛事体系。同时，会

同相关部门制定推进体育用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

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改造。

要推进市场主体品牌化。体育总局梳理并发布的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和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下一步，体育总局将继续鼓励各地区加大本区

域内体育企业的培育力度，引导更多体育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同时，着力打

造一批龙头企业，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升我国体育企业的竞争力、影响力。

要推进产业业态融合化。进一步加强体育与科技的融合，加大5G、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

在体育产业领域的应用，开发直接服务于群众健身的智能体育产品和服务，打造数字化应用场

景，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纵深推进体旅融合，不断丰富人民群众体育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

要推进平台载体规范化。推动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等各类体育产业平台载体规范健康高

质量发展。

要推进发展基础现代化。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人才培养、产业统计等基础工作现代化，持

续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协调相关部门，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

加强体育产业人才培训，不断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体育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需要从业各方抓住机遇，携手共进，坚持创新发展之

路，聚焦恢复和扩大体育消费，将体育产业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加强区域协同，部门联动，

充分联动各方力量，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活新动力，催生新动能，锻造新优势，为体育强国

和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厦门5月25日电）

赵 萌

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研讨会

暨第18站“资源共享·供需对接”中体联公益服务

平台系列活动今天在厦门举行。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主席李桦致辞时表

示，在全民健身日益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新追求、

体育消费日益成为人们美好生活新方式的背景

下，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恢复消费、积极扩

大内需有重要作用。

活动围绕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方面，探索构

建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空间布局，推动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新路径；推进健身设

施绿色低碳转型，实施节能降本改造探索打造绿

色便捷融合的全民健身新载体；丰富赛事供给3个

议题，邀请河北省体育局副局长田建功、吉林省体

育局局长牟大鹏、吉林省辽源市副市长王军分别做

了题为《大众健身产业化运营智能化发展邢台模

式》《携手吉林体育 共创美好未来》《共话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演讲。

中国风筝协会副秘书长张可做了《体育+中华

传统文化助力“体教融合”“体旅融合”“体医融合”

中国风筝协会一体化解决方案》专题报告。戴思乐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杨丽晶、上海赛倍明照明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舒凯彪、中国青少年国防体育

发展联盟副秘书长陈磊做了相关专题发言。

本次活动由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中国青少

年国防体育发展联盟主办，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

场馆委员会承办。 （厦门5月25日电）

增加值增长 外贸复苏态势显现

体育用品业重回增长路径

赵 萌

5月25日，2023中国运动空间大会在厦

门举行，如何为运动空间赋能，成为与会者

讨论最热烈的话题。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发布的“2022年全国

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12月31日，全国体育场地共计422.68万个，

其中全国田径场地19.74万个、游泳场地3.60

万个、全民健身路径98.02万个、足球场地

13.59万个、篮球场地110.28万个、乒乓球场

地93.53万个、冰雪场地2452个。当前，我国

运动空间的数量很多，但其中不少体育设施

难以满足百姓的消费需求。零点有数副总

裁申艳辉表示，运动空间的增量扩容与现有

场地的升级迭代势在必行，新的运动空间应

该强调“IP化”（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样

就可以为运动空间的发展带来可持续放大

的商业价值。

与会专家以四川成都空港·克鲁伊夫球

场为例，介绍了国际知名体育IP给球场带来的

影响力、推动力。目前空港·克鲁伊夫球场日

均人流量约500人次，节假日最高可达1500人

次。如果只是普通球场，那么这种同质化球场

的竞争会非常严重，由于有克鲁伊夫的IP，给

球场带来数倍于同类球场的人流量。

长沙麦咭运动空间站也是同样的经营

理念，这家室内亲子运动空间以金鹰经典卡

通形象为基础，将金鹰知名原创卡通形象

“麦咭”植入，并围绕该核心IP形象打造5000

平方米的“超人气”家庭运动娱乐体验中心，

每逢周末都会有很多家长带孩子来到这里。

“麦咭”造型的巨大攀登架，让小朋友可以爬

上几米高的模型进行寻宝探险游戏，攀岩场

所在这里也变成了太空战机主题攀岩墙。由

于有小朋友喜爱的“麦咭”IP植入，让参与者

全程感受到游戏的沉浸感，和传统运动场有

不一样的感觉。

除了借助知名IP植入，让现有的运动空

间具备更好的特色和竞争力之外，很多运动

空间也在寻找自己独有的IP发展之路。关键

之道合伙人、高级副总裁周京在发言时说：

“以IP赋能、IP资产打造的方式激活品牌影

响力，最后借助创意事件、内容营销完成品

牌传播，赋予运动空间的无限可能。”一位与

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他也在为自己的运动

空间打造独特IP，但打造的过程十分艰难，

仍在努力探索。

如何为运动空间赋能？与会者讨论非常

热烈，相信谁找到了突破路径，谁就能做得

更好、走得更远。 （厦门5月25日电）

“IP化”让运动空间更具特色和竞争力资源共享 供需对接

中体联公益服务平台系列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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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产业峰会现场 周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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