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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保龄球运动行业发展态势

保龄球馆遍及全国，截至2023年6月30日，

我国大陆地区共有277家各类保龄球馆正常营

业，共计2508条球道，分布在全国28个省（区、

市，不含港澳台）101个城市。

球馆单体规模适中，单体球道数达到8条

以上的保龄球馆全国共有159家，占比为

57.4％；8条球道以上球馆球道数量为2008条，

占比为80.1%；单体球道数达到20条（含）以上

的球馆全国共有21家，合计484条球道，占比为

19.3%。

新建球馆数量激增，从2022年全年到2023

年上半年，我国新增保龄球馆数量达到59家，

共382条球道，球馆增长率达到27.1%，球道增

长率达到18.0%。

我国保龄球运动 核 心 人 口 规 模 约 为

150000-438000人，中位数为292000人。

国家级赛事活动形成了以中国保龄球巡

回赛为主干，全国性锦标赛为龙头，群众性赛

事活动、特色赛事和国家队赛事为辅助的赛事

活动体系。

建立了赛事技术荣誉体系，形成了国家级

积分排名体系、中国巡回赛积分排名及技术榜

单，优秀运动员选拔功能、优秀人才筛选以及

荣誉效应初步显现。

创造就业机会，全国277家球馆共计创造

就业岗位2500个，其中保龄球专业技术人员岗

位占比约50%。

拉动周边经济，保龄球馆多分布于商场、

写字楼等城市核心区域，球馆经营和举办赛事

活动对周边餐饮、零售、休闲、旅游等相关消费

拉动明显。

促进人民健康，保龄球运动形式对于预防

心血管等慢性疾病、提高免疫力非常有益。

促进社会和谐，保龄球运动独特的“破坏”形

式有利于舒缓心理压力，多位受访者表示参与保

龄球运动治愈或缓解了自己的心理抑郁。

二、中国保龄球运动细分领域情况

球馆分布偏重东部，主要分布在东部及沿

海地区，集中分布在大中城市，以长三角经济

圈最为密集。

全国运行正常的各级保龄球协会共计76

家，其中国家级1家、省级20家、地市级49家、县

市级6家。

保龄球馆的会员年龄层次分布呈现中青

年为主、老年为辅，青少年和女性爱好者数量

持续增长的趋势。我国保龄球运动的触达人口

约为500万人，保龄球培训市场潜力巨大，并向

全龄友好运动、时尚运动加速推进。

地方赛事形式多样，涵盖青少年、中青年

和壮老年各类群体。赛事形式为锦标赛、公开

赛、俱乐部联赛、联谊赛、俱乐部月/季赛等。

民间自发组织赛事，保龄球馆、俱乐部、个

人等经营实体、自治性组织和个人自发组织了

民间赛事，对官方赛事形成了补充。

三、中国保龄球运动行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球馆经营面临挑战，超过55%的球馆在亏

损经营。设备市场被国外品牌占据，关键设备、

耗材主要依靠进口。

专业技术人才规模极小，尚无专业和职业

运动员，以参加全国性比赛的运动水平为标准

全国约有1200名运动员，其中青少年仅100余

人。裁判员和教练员人数非常少。

人才培训体系尚未建立，尚未建立系统化的

运动员培养体系，家庭是运动员发展的主要投入

主体。裁判员和教练员培训开展不系统。

协会组织体系亟待健全，全国36个省区市

和计划单列市（不含港澳台）中，尚有16个省市

未成立保龄球协会。地市级协会、基层保龄球

组织发展缓慢。各级保龄球组织基本没有建立

会员体系。

协会造血能力亟需培育，各级协会赛事活

动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等核心资源开发不足，

收入来源十分匮乏，严重缺乏自我“造血”能

力。

协会工作方向有待明确，各级协会工作重

点各异，对于项目普及、提高的目标、路径没有

形成统一认识，地方协会力量分散，全行业没

有形成发展合力。

体教融合通路尚未打通。保龄球项目未纳入

“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不能通过高校高水平运

动队招生和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单独招生考试进入高校学习，进而影响到保龄球

项目在大、中、小学校的开展。

综合性运动会设项欠缺。保龄球项目未能

进入2023年杭州亚运会、2025年成都世界运动

会，能否进入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尚不

明朗。不能进入综合性运动会对于项目布局产

生重大影响，部分省市支持项目的意愿不强。

国内外交流贡献不足。保龄球项目在与国

内、国（境）外的交流数量较小，规模较少，服务

国家外交大局和民心相通的作用不明显，对

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旅游等部门的支撑、

拉动不足。

四、中国保龄球运动行业前景展望

报告显示，我国保龄球运动的社会基础较

好，场馆设施分布广泛，省级协会组织较为健

全，参与人口具备一定规模，行业复苏趋势明

显，市场前景较为广阔。

尽管存在保龄球馆供给有待优化、专业人

才供给不充分、行业发展环境有待补齐等问

题，但是随着中国保龄球协会五大标准体系建

设的有序推进，行业存在的问题初步得到缓

解，行业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复苏迹象。

未来，中国保龄球运动行业的前景可观，

赛事活动举办、专业人才培养、技能培训、球具

设备、项目文化及衍生品、球迷消费品等细分

市场有望迎来快速增长。

《中国保龄球运动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发布

摸清行业家底 推动项目振兴
9月7日，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保龄球协会正式发布《中国保龄球运

动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简称《行业发

展报告》）。这是中国保龄球协会自1985年成

立以来，在38年的发展历程中首次发布行业

发展报告。

《行业发展报告》是小球中心、

中国保协开展全国保龄球运动

行业调查的成果。2022年6

月，第五届中国保龄球协会

换届，有感于行业发展底数

不清、思想混乱、士气低迷

的状况，小球中心、中国保协

为了“摸清家底”，推动项目振兴，

开展了以了解行业发展现状，掌握痛点难点

堵点为目的的全国大调查，以此来增强中心、

协会的公共服务能力，制定实施具有针对性

的项目发展举措，从而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助推行业发展。

小球中心主任、中国保协主席贺凤翔介

绍：“作为国家单项体育协会，促进项目振兴

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行业沉寂多年，场馆

设施、赛事活动、专业人才等断档缺位严重，

必须立足行业实际，准确把握困境实质，才能

有的放矢、精准施策，实现行业振兴。”

通过开展行业普查、补充调查和专项统

计，充分运用问卷调查、实地调查、专家访谈

等多种调查方法，中国保协收集到了全国保

龄球馆规模、区域分布及经营情况、专业技术

人才和赛事活动现状等第一手数据资料。小

球中心竞赛部部长、中国保协秘书长韦庆峰

介绍：“问卷反馈超过1300份，来自甘肃、青

海、西藏和新疆之外的全国28个省（区、市，不

含港澳台），实地调查了全国21个省（区、市），

调查过程非常严谨、细致。”

扎实的调查过程保证了《行业发展报告》

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报告从行业发展态势、细

分领域情况、行业问题与对策、未来展望四个

维度分析论证了中国保龄球行业的发展现状

与机遇，中国保协希望报告能够为行业振兴

提供参考。

安徽财经大学体育部主任、体育产业管

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姜同仁认为，“项目的发

展离不开产业的思维，该报告以事实为依据，

以数据为支撑，首次系统展现了保龄球运动

产业的关键信息，全景描绘了中国保龄球运

动行业的发展概貌，具有较强的实效性、权威

性和指导性，为推动保龄球行业规范建设和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体育产业专家、重庆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教授陈颇及团队高度评价报告，“该报告的发

布为全国保龄球行业发展提供了宝贵数据、

经验和建议，有助于从业者了解当前行业发

展现状，把握未来发展趋势，为相关政策和规

划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上海每步体育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马京伟认为，该行业报告对于新进入者

非常有价值，“作为行业新兵，我们非常重视这

个报告。报告有助于吸引新的市场主体进入，

因为有准确的数据、清晰的路径、公开透明的

治理，大大降低了新进入者的信息壁垒。”

“行业报告帮助我们树立了信心！”贺凤

翔认为，“通过3到5年的努力，相信保龄球运

动将建立坚实的发展基础。但是我们也非常

清醒，行业报告只是第一步，我们将‘一张蓝

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按照计划，中国保龄球协会将持续推进

行业调查工作，不断健全调查指标体系，持续

发布年度报告，为中国保龄球运动行业发展

建立评价标准，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支持中国

保龄球运动的爱好者、从业者、投资者提供

参考。

《中国保龄球运动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主要内容

本报记者扈建华整理 中国保龄球协会供图

《中国保龄球运动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关键数据

规模 277家球馆，2508条球道 8条道以上球馆159家，占比57.4%

增长 59家球馆，27.1%▲ 8条道以上球馆24家，占比40.7%

382条球道，18.0%▲

全国分布 遍布全国28省（区市），101个城市

区域分布 东部65.7%，中部20.6%，西部18.7%

城市分布 直辖市、省会、地级市 99.1%在地级市以上

球馆经营 盈20.4％，平24.5％，亏55.1％ 过半球馆亏损经营

触达人口 约500万 指6岁以上，参与、观看、阅读本运动及相关信

息的泛保龄球人群

18岁- 10%

19-60岁 70%

60岁+ 20%

男性 79.0%

女性 21.0%

省级 20家 登记23家，拟恢复或新建10家

地级 49家 共61家

县级 6家

运动员 1200余人 青少年100余人

裁判员 95人 二级20人，一级51人，国家级24人

教练员 26人

《中国保龄球运动行业发展报告

（2022-2023）》核心观点

保龄球运动社会基础较好

场馆设施分布广泛

省级协会组织较为健全

参与人口具备一定规模

专业技术人才数量不足

行业复苏趋势明显，市场前景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