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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本报记者 丰佳佳

近年来，青少年体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体教

融合持续深化，青少年体育培训持续火热，青少年运

动装备市场迎来发展契机，国内运动鞋服大厂纷纷

加码青少年产品线。足球作为热门项目，鞋服装备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厂商们加大了科技创新力度，进而

加快了足球鞋产品推新的节奏，产品供给继续向细

分化方向发展。

专注足球鞋研发制造30多年的晋江老牌鞋厂福

驰近年不断加大青少年系列产品的研发投入，在近

几届中国体博会，他们带来的多款青少年智能足球

鞋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本届展会，福驰携多个系

列适配各类足球运动场地的新品足球鞋亮相。

“这一系列是碎钉足球鞋，适配人工塑料场地；

这一系列鞋钉大概1厘米左右，采用的橡胶比较柔

软，鞋钉数量也多，适合人工草场地使用；这一套的

鞋底以长胶钉为主，更适用于表面相对偏硬的天然

草场或人工草皮；这个系列足球鞋的鞋底没有鞋

钉，采用纹路防滑，就是我们俗称的‘牛筋底’，适合

室内场地使用；这个系列适合松软的草场使用；这

个系列更适配职业赛场……”2023中国体博会展厅

内，福驰体育执行董事李俊煌向记者科普了各系列

产品的特点。

对足球小将来说，球鞋是他们在赛场上冲锋的

利器。对李俊煌来说，研发出适合中国青少年的高

性能足球鞋，不仅是企业拓新市场的方向，更是一

个民族品牌应有的责任。“我们希望能够用专业的

高性能足球鞋为足球少年的梦想护航，让他们无论

是日常基础训练还是走向高水平竞技场，都能找到

一双合适的鞋。”李俊煌说，公司设立的运动科学实

验室近年来一直坚持研究中国青少年足型大数据，

以此为产品研发设计提供理论依据，让科技助力产

品品质提升。

参展中国体博会，除了向海内外经销商、代理商

推介新产品，李俊煌还有一个愿望———为乡村足球

少年培养尽一份绵薄之力，他更看重以展会为平台、

与业内同仁相聚推动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

“我们一直关注乡村振兴，希望为偏远山区的青

少年体育、教育事业作出贡献，让更多孩子踢得上

球，踢得起球，并且穿上专业装备。”展会期间，李俊

煌与行业同仁就“足球进校园”“补齐青少年校园体

育短板”等话题展开了深度讨论，大家的共鸣坚定了

他深耕青少年足球市场的决心。“我们近十年来赞助

支持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冠军杯赛、全国青少年

福驰杯足球赛、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足球绿茵计划

等大型足球赛事与公益项目，我们为全国上千所足

球特色学校免费提供足球装备，在全国进行校园赛

事推广。”他表示，接下来，在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舞

台，将继续以提供专业装备、搭建赛事平台等方式积

极行动，与乡村足球少年一起筑梦未来。

本报记者 王世让

6月1日是儿童节，也是很多品牌开启“618”年中大促活动的

日子，包括安踏、李宁、361度、特步以及耐克、阿迪达斯等国内外

体育品牌也纷纷开始童装童鞋促销活动，以抢占更多的市场。

近年来，随着生育鼓励、“双减”等政策的出台，亲子户外、亲

子露营等新兴生活方式的崛起，运动童装的应用场景不断拓

宽，运动童装受到越来越多年轻父母的追捧，销售额逐年增

长。《2023天猫童装童鞋趋势洞察白皮书》显示，2022年国内童

装童鞋零售市场规模超过3600亿元。而根据市场机构欧睿咨询

公司的统计和预测，预期到2025年我国童鞋童装市场将达到

5642亿元。

包括安踏、李宁、特步、361度在内的四大国产体育品牌，目

前均已进军童装领域，其中安踏早在2008年就推出了童装品牌，

是国产体育品牌中推出童装线最早的。在安踏2019年发布的规

划中，安踏儿童要在2025年实现200亿元的营收规模，这样的目

标背后是安踏儿童的强劲成长和对青少年儿童专业运动板块的

足够信心。

361度在2009年上市当年就推出了童装产品线。361度在今

年3月发布的2022年财报显示，其儿童品牌营收同比大幅增长

30.3%至14.4亿元，为当年总营业额贡献约20.7%。4月17日，361

度发布的今年第一季度营运概要指出，儿童品牌同比又大幅增

长20%至25%。目前，361度儿童在全国拥有2288间门店。

特步在2012年推出了自己的童装品牌。2022年，特步儿童实

现销售收入约16.69亿元，同比大涨52.3%，为当年总营业额贡献

约15%。

李宁直到2017年才推出童装品牌李宁YOUNG。2022年，李

宁YOUNG的零售流水实现了30%至40%的高段增长。截至2022

年末，李宁YOUNG在全国共有1308间门店，同比增长106间。

多家证券机构的研报指出，我国童装市场需求量大，但市场的集中度比较低，竞争

异常激烈。据欧睿咨询公司的数据，中国童装行业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是森马旗下的童

装品牌巴拉巴拉，市场占有率为7.1%。其次是安踏儿童，市场占有率为1.6%。耐克和阿迪

达斯童装的市场占有率也进入了国内童装市场前十名。四大国产体育品牌如果想占有

童装童鞋更大的市场，将直面巴拉巴拉、大卫贝拉、马克珍妮等儿童品牌，北面、蕉下等

专业品牌，以及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体育品牌的竞争。

业内有专家认为，四大国产体育品牌面临如此激烈竞争，若想脱颖而出，需实施差

异化策略，打造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丰佳佳

5月27日，《GB/T42379-2023

移动真冰场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宣

贯会在2023中国体博会上举行。

北京冬奥会后，全国各地出现

了众多移动式真冰场，因其不受场

地限制、材料可拆卸重复使用、施

工周期短、建造成本低等特点而广

受社会欢迎。然而，如何保证各地

在兴建移动式真冰场时能达到良

好的冰上运动体验效果和安全、科

学地进行冰上运动，成为关键命

题。我国在相关标准要求方面存

在缺失，只有通过制订标准，对移

动式真冰场的建设进行明确要求，

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在此背景下，全国体育用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

会”）秘书处在京组织召开了“移动

真冰场技术规范”标准启动会，来

自国家体育总局、企业、检验机构、

行业协会等单位的技术人员和管

理者以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

布的 《T/CSGF010-2021移动真

冰场技术规范》团体标准作为标准

草案，最终确定该标准的制订工

作要本着“坚持科技导向、节能、

环保，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原

则，通过研制标准，引领推动移动

真冰场研发生产，推动群众滑冰

场所建设，为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提供保障。

经过对外征集意见、研究讨论、

修改、审查等阶段，《GB/T42379-

2023移动真冰场技术规范》国家标

准于今年3月17日正式发布，并将

于今年7月1日起实施。

该标准综合了移动真冰场建

设的选址要求、冰层建设要求、围

档要求、电气要求等内容，填补了

国内空白，具有技术先进性和集

成创新性。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

有效指导体育总局、各省市及各

地方体育局、生产企业、工程建设

方、工程运营方在移动真冰场相

关设施的生产及质量控制，采购

移动真冰场相关产品、移动真冰

场的工程建设、验收、运营等方面

的应用。

另外，由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

限公司提出，联合会归口的《跳绳》

团体标准在2023中国体博会期间

正式发布。

近年来，随着跳绳运动的普及

度持续提升，跳绳产品在塑料、编

绳等多样化材质基础上，也衍生出

了计数、智能等丰富类型。但目前

我国市场针对跳绳品类的执行标

准，仅适配于传统的普通跳绳，对

新兴跳绳品类一定程度上缺乏统

一标准约束。

目前执行的跳绳国家标准已

经不能满足市场实际需求，造成了

产品不规范，试验方法不统一，产

品性能虚标严重的后果。作为跳绳

产品最大的生产及出口国家，非常

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标准予以规范。

《跳绳》团体标准将市面常见的计

数、智能等多类型跳绳纳入范畴，

扩充了标准范围，为跳绳行业良性

发展提供有效助力。

此外，联合会和标委会秘书处

在本届展会期间组织了《蹦床场所

配置要求》团体标准宣贯会、蹦床

场所评估工作总结会及“运动促进

健康与智能化体育用品应用发展

趋势”技术研讨会、青少年足底健

康技术研究研讨会、“二代健身路

径集成管理与服务系统信息传输

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技术研讨会，

聚焦多个细分市场体育用品业标

准化工作，夯实标准化工作，筑牢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本报记者 赵 萌

在2023中国体博会上，运动护

具展区也是人流量非常集中的一

个区域。除了一些消费者到此选

购心仪的护具外，更多的是采购商

来此订购或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

多样化运动带来新商机

“目前传统护膝的销量仍然是最

好的，其次是护腰和护踝。护膝主要

被用于跑步和一些轻量化的运动。

2022年我们公司生产的一款护膝出

货量达到100万只，内销1.4亿元。近

些年，随着运动形式的多样化，篮球

护具、羽毛球护具和网球护具消费

市场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销量逐

年攀升。”浙江斯坦格运动护具科技

有限公司销售员黄江辉认为，随着

人们健身意识的增强，运动护具市

场还会迎来更多新的发展空间。

在一家展示拳击运动护具的展

台，记者被五颜六色的拳击手套所

吸引。“铂峰体育连续5年参加体博

会，吸引境内外专业客商1000多家，

合作开发款式200余个，累计成交超

2亿元。早期受众大多是专业人士，

现在随着搏击运动在大众的普及，

喜欢健身的年轻人、练习搏击的学

生都是拳击运动护具的潜在消费

者，这块市场的空间与规模一直在

增长。”宁波铂峰体育用品有限公

司销售总监朱超杰说。

消费升级带来新机遇

浙江省江山市三鑫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柯梓靖是个充满

活力的人，他一边回应着采购商提

出的问题，一边在展柜上寻找记者

需要的资料。柯梓靖告诉记者，过

去他们仅生产羽毛球拍等器具，今

年打算进入运动护具市场。“羽毛

球运动对膝盖伤害比较大，如今严

重同质化的市场，需要企业更加积

极地探索细分领域的机会，从今年

开始研发生产运动护具，就是我们

提升企业竞争力、拓展羽毛球相关

配套延伸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

朱超杰则认为，今年的变化就

是消费升级。原来的用户购买偏中

低端的产品，现在中高端的销量占

比越来越大，而且不只是国外大品

牌，对国内护具认可度也越来越

高。不过由于近年许多做出口生意

的企业转做内销，国内市场的竞争

非常激烈。接下来，公司准备在提

升品质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产品的

品类，以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要。

重视新技术的运用

在一家企业高校产研合作的

展板上，赫然写着浙江大学、华东

理工大学、东华大学的名字，黄江

辉介绍说：“公司非常重视产品的

研发和创新，所以与东华大学合

作，将其在纺织技术和材料科学方

面的学术优势与斯坦格在行业的

丰富经验相结合，包括新材料的应

用、新的加压方式、新的制造工艺

等。比如，运动保护袜针对网球和

羽毛球运动的特点进行了弧度设

计，以便使用时具有更好的压缩性

和支撑性。”

朱超杰拿出展柜内的拳击手

套戴上后介绍：“这款手套是今年

新研发出来的，非常贴合手掌。今

年7月份还要投入新的机器，自主

研发有别于现在的护具产品。”

有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2021年全球运动护具市场规模达

到560多亿元人民币，而中国是这

一领域增长最快、市场扩张最快的

国家。在产品不断更新、消费需求

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运动护具

行业将会迎来更好的未来。

运动护具市场释放消费新活力

瑜伽服市场竞争火热

《移动真冰场技术规范》《跳绳》
标准宣贯会举行

老牌鞋厂深耕青少年足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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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 萌

在2023中国体博会上，参展的

瑜伽服生产企业非常多，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国内瑜伽服市场的活跃。

新企业冲向“蓝海”

此次体博会上，许多体育服装

企业大多都有瑜伽服产品。优特

品牌是一家专营瑜伽器具的企业，

产品包括瑜伽垫、瑜伽球、记数跳

绳等。优特品牌经理郑欣阁告诉

记者：“行业有统计，这些年练习瑜

伽的人数在不断增长。正是看到

了市场这一发展势头，优特从今年

开始在原有瑜伽器材销售的同时

增加了瑜伽服产品，上市以后销售

情况非常好。”

在展会上，中国制造网市场总

监杜立骏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瑜

伽服装行业2023年第一季度同比

去年全球采购商的明确采购需求

增幅76%，在线交易订单量增幅

454%,订单总金额增幅296%。

有资料显示，浙江、福建、广东生产

瑜伽服的企业有200多家，2017年

以后这个数字一直在上升。

品牌竞争激烈

目前，在健身人群中，瑜伽服已

成为大多数女性健身爱好者日常运

动的必备单品。2022年瑜伽服的国

内市场规模超1680亿元，瑜伽服市

场已成为众多品牌的必争之地。

伽梵品牌创始人介绍，瑜伽服

行业现已发展到很成熟的阶段，疫

情过后，瑜伽服的销量一直保持在

高位增长。消费者的需求也发生了

变化，瑜伽服不再只是用于健身，

还希望在平时生活中，以及冲浪、

打球等运动时穿。

在采访时发现，许多企业的产

品都有了更细分领域的划分。有的

主攻高端市场、有的力推大众消费

类产品、有的突出穿着多样性……

瑜伽服市场的竞争由粗放向精细

化方向发展。

更加专业与个性化

在体博会上展示的这些产品，

在外行人看来，似乎都差不多，但

是听专业讲解、手感触摸，这些产

品在用料、材质透气性舒适性、剪

裁设计等方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

差异。

运动场景使用的多元化对瑜伽

服提出了更专业的要求，郑欣阁对

此深有同感：“瑜伽服的款式很多，比

如有九分裤、七分裤、五分裤等，在体

现时尚的基础上，还要增加柔韧性

和具有吸湿排汗的作用，因此对产

品的专业性要求更高，未来瑜伽服

市场也会向更专业的方向发展。”

抢占制高点。2023中国体博会上，不少厂家展出了与青少年有关的运动产品。 周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