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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消费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邬丹丹 

(西安欧亚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0068)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已经基本得到了满足，在这种基础上，人们对自己的心理和身体的健康越来越重

视。瑜珈是一种健康的运动，对身体的心理健康、心肺功能、身体形态、肥胖等都有很好的锻炼作用。现代女性越来越重视形体的

塑造，而瑜珈作为健康的第一选择，产业化趋向明显。本文从实践出发，对瑜伽健身的重要性和产业化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

详尽的剖析，希望能为以后的实践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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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瑜伽早已被大众所熟知，瑜伽也逐渐成为一种健

康时尚的代名词。经过漫长的发展，它已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健身方

法，通过体位法、呼吸法等，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是一种比较特

殊的健身方式。目前，国内瑜伽运动人群以妇女居多，但总体来说，

瑜伽行业还不够成熟，还需要更多的关注。结合实践，对瑜伽健身

的重要意义和产业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 瑜伽概述 

现在我们所说的瑜珈，主要是印度的瑜伽，早在公元前 300 年，

《瑜伽经》就是印度伟大的圣人瑜伽始祖帕坦伽利所著，印度瑜伽

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实践中，瑜伽是一种比较传统的、

易于掌握的技术，它从生理、心理、情绪、精神等各个方面来提高

自己的身体素质，达到身体、精神、精神的和谐，其具体的动作有

调身的体位法、调息的呼吸法、调心的冥想等，从而达到身心的和

谐。在实践中，由于经常很难靠自我学习而完全掌握，所以大部分

人都会选择去瑜珈教室学习。 

2 瑜伽健身的重要价值 

2.1 心理健康 

瑜伽练习要求在相对平静的心态下进行，要求全神贯注于动作

的延展和完成，以缓解紧张的心情。同时，瑜伽的原理和渐进性的

肌肉松弛有异曲同工之妙，科学地进行瑜伽练习，可以让身体和精

神得到充分的放松，提高精神状态，从而达到稳定练习者的心境。 

2.2 肥胖控制 

瑜伽健身结合的连续体式运动可以增加身体热量的消耗，促进

脂肪的调动，并能抑制脂肪的合成，增加新陈代谢速度，从而使体

脂重量降低的幅度比体重降低的幅度要大得多。所以，瑜伽的形体

锻炼对减肥效果更显著。 

3 国内瑜伽产业创意期发展模式考察 

（1）发展环境。首先，30 多年的改革和开放，不但丰富了我

们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大大地解放了我们的心灵。其次，中国政府

和有关行业政策在 2011 年起的间接支持。2011 年，国家体育总局

将瑜珈列为新的专业类别，中国人力资源部也启动了瑜伽教练的工

作训练计划。2012 年 10 月 22 日，国家体育总局金融中心李敦厚局

长、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卞光明到中国瑜伽节组委

会进行调研，并就国家体育总局近几年来对瑜伽运动的认识，并就

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表示将支持、协助举办中国瑜伽节。

2016 年 1 月 19-21 日，全国瑜伽工作研讨会在九华山健身瑜伽训练

营举行，2016 年 7 月 21 日－24 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中心将与云

南民族大学、云南省体育局共同主办 2016 昆明健身瑜伽锦标赛。 

（3）发展规模。中国瑜伽行业从 1985 年开始，历经三十多年

的探索，不但促进了中华瑜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为提升国

民素质、促进中华文化融入国际主流、促进生态、社会文明等做出

了贡献。2013 年，中国内地注册的瑜伽馆数达到了五万多个，其中

有将近 200,000 个注册教练，每年的增长率有望达到 15%-25%，中

国瑜伽行业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 400 亿元。广西南宁壹壹文化艺

术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3 号登陆深圳，打破了国内瑜伽行业单

一经营的传统模式，标志着中国瑜珈行业正式步入资本市场的一个

新里程碑。 

（4）发展模式。中国内地的瑜珈工业，特别是在国内拥有大

量的瑜珈爱好者，以及五万多家瑜伽健身中心，以传媒、体育界、

教育界、出版界、学术界、旅游界、商界等多个领域为依托，形成

一种跨界合作的发展模式。 

（5）全民健身背景下瑜伽运动发展的动力。在全民健身的大

环境下，瑜伽得到了长期的发展，并且很快就成为一种主要的健身

形式。首先是最基本的力量。基本动力是促进瑜珈迅速发展和普及

的重要动力。在实施全民健身方针的过程中，人们普遍认同了我国

的体育发展模式，并为其国内发展提供了支撑和媒体。《全民健身

条例》、《体育法》对群众体育的各项规定、要求、方案、标准等进

行了阐述。其次是外部因素。瑜珈作为一项全民健身运动，无论男

女，不论老少，都能根据自身的状况和需求进行锻炼，能够有效地

缓解自身的消极情绪，治疗慢性疼痛、抑郁、心肺疾病，提高身体

素质。 

4 瑜伽运动项目的历史发展脉络 

1981-2000 是瑜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印度瑜伽和中国的气

功有密切的关系和相似之处，因此中国的练习者、教练和学者将其

称为印度气功。电视节目，联系场馆也在中国扎根。2001-2010 是

瑜伽运动发展的一个缓慢阶段，瑜伽练习的人数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仍然限于都市妇女。相关的培训市场也逐步成型，增加了国外

的交流力度，同时也增加了课程的多样性，可以与中国的市场相适

应，从而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培训系统。但仍有一部分人对瑜伽缺乏

信心，而且一些瑜珈场馆的发展能力和生存能力相对较弱。而从

2010 到现在是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瑜伽

项目的多样性。如高温瑜伽，阴瑜伽，力量瑜伽，亲子瑜伽，塑形，

按摩，养生等。而在全民健身运动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瑜伽运动

的竞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比如西安瑜伽舞蹈比赛。自 2016

年后，瑜伽进入中国本土化飞速发展阶段，开展了健身瑜伽比赛，

健身瑜伽馆、工作室经营管理研讨会和健身瑜伽产业经营发展专题

培训服务活动等。但在市场化进程中，瑜珈在市场运作、组织管理、

师资建设、课程体系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 

5 瑜伽健身产业化发展所面对的主要问题 

新时代，人们在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同时，更多地注意着自己

的身体，瑜伽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健身方式，它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重视，并逐步走向工业化。但是，从当前瑜伽运动的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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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来看，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影响着它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市

场的管理机制不太有效，目前市面上的瑜伽馆大多以短期利润为

主，整体收费比较高，且提供的瑜伽课程质量有待提升，培训成本

比较高，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消费能力。相对于街舞、健美操等运

动项目来说，瑜伽的价格比较高，主要是因为瑜伽会所经常会引进

很多相关的设备，对瑜伽健身行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最后，瑜伽馆的广告宣传太多，很多人都是靠自学，对运动医学、

运动生理等方面的知识缺乏深入的研究，对瑜伽健身行业的发展也

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6 瑜伽健身产业化发展策略 

6.1 完善瑜伽产业市场管理 

瑜伽行业的市场经营是维持其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驱动力，

如果不能在这段时间内对市场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适当的分析，很

可能会导致经营效率低下，市场秩序混乱。因此，在发展的同时，

要加强对行业的市场管理，以避免许多可能出现的问题。从市场环

境上看，瑜珈行业是个人企业，其运作全凭市场需求自行调整，因

此，如何保障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是当前强化市场管理的当务之

急。这就需要加强行业的法制建设，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

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瑜伽健身行业的健康发展。此外，

瑜伽行业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统计指标，帮助瑜伽馆和个体商户规

范自己的行为，尽量降低潜在的问题，完善市场管理机制，为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分的保障。 

6.2 合理制定健身费用 

当前，健身花费已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障碍，而我国居民收入

普遍低于 5000 元，加之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使得一部分人很难负

担起昂贵的瑜伽。随着时间的推移，瑜伽馆的功能和服务也越来越

多，为了保持竞争力，必须要引入更多的器材。如果定价太低，很

难保证健身房的正常运营，反而会导致亏损。因此，瑜伽馆可以采

取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和定价策略，以满足低端人群的学习欲望和需

要，而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并进一步扩大顾客群，是市场开拓

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如，在保证基本的训练环境和设备的基础上，

将会按照会员的等级，发放相应的会员卡，这样才能确保真正的利

润。政府也要考虑到法律的问题，制定一个基本的收费标准，这样

才能为瑜伽馆的收费提供依据，同时也能给顾客提供一些参考，从

而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 

6.3 正确宣传瑜伽健身作用 

瑜伽馆宣传时，要注重宣传的规模和真实性，让大众都能正确

认识瑜伽的作用，不能夸大宣传，不能夸大，不能误导大众，这样

才能真正地吸引更多的顾客，拓展训练群体。一方面，通过新媒体

网络、电视、报刊和杂志等多种形式的宣传，将瑜伽的作用、健身

原理等进行正面宣传，并确保宣传的重点是年轻人的健身减肥的效

果，老年人的健身效果、简单的做法、对身体有益等。另外，为了

更好地挖掘瑜伽的潜力，针对不同的人群，开设不同的瑜伽班，如

产妇瑜伽、夫妻瑜伽、社区瑜伽等。 

6.4 提高瑜伽教练员的综合水平 

瑜伽的一些动作比较困难，如果没有专门的训练，很容易造成

损伤，所以教练的要求也比较高。瑜伽馆要意识到这一问题，重视

教练的培训，以提升教练的整体素质，从而达到瑜伽馆训练、开课

的基本需求。首先，要将瑜伽教练的考核纳入正式的训练和训练体

系，就像是体育指导员等职业，让教练们都能通过正式的训练，拿

到证书，从而保证合格的教练能够进入社会。其次，只有通过培训，

才能聘请合格的瑜伽教练，定期进行培训和交换，以提升教练的能

力。 

6.5 优化组织管理体系 

首先，完善瑜珈协会的组织与管理制度，明确其职能与职能，

并以责任制的形式，明确其管理权限，拓展其管理权限。比如瑜伽

宣传，瑜伽管理，瑜伽研究等等。其次是产业的定位与规范。体育

总局及有关体育机构应当明确瑜珈在大众健身中的功能及功能，另

外，在组织管理方面，要建立各级瑜珈委员会，如省、市、区，各

机构承担的职责也各不相同。比如，省理事会负责推广瑜伽运动，

镇（区）委员会则负责执行相关的政策和文件。 

6.6 强化市场化运营 

目前，我国瑜伽市场经营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广告宣传误导、

过度开发、恶性竞争等。但是，在全民健身的大环境下，国家有关

部门应该结合发展动力，重新构建行业发展模式，健全市场运作机

制，促进瑜伽市场的快速发展。加强对场地设施的投入，以弥补不

足。同时还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要制订相关的规范，规范

和规范，才能让瑜珈场馆在竞争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最后，要在培

育行业龙头的同时，建立行业风向标，并以其为榜样，促进国内瑜

珈场馆的市场推广。 

6.7 加大师资建设力度 

教师队伍是促进瑜伽运动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提高瑜伽市场

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但是，面对目前瑜伽队伍数量不足、专业化

程度低的问题，国内有关部门应该以瑜伽学院为切入点，建立一支

高素质的瑜伽师资队伍，把培训和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在师资

建设方面，要立足于现实，结合行业需要，提升我国瑜伽企业、场

馆及培训机构的专业化程度。同时，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要加强

与各大高校的联系与交流，以顶岗实践形式为瑜伽企业提供优质的

服务，从而在高校的支持下，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另外，在教师

资格认证方面，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教师资格的认定，让教师资格

证书成为促进我国瑜珈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 

结语 

总之，就目前的瑜珈来说，其价值在于其对身体健康、心肺功

能、身体形态、肥胖等方面的作用，能够改善身体的功能，达到减

肥的效果。当前，我国瑜伽健身产业的产业化发展仍存在很多问题，

急需从市场管理、合理制定健身费用、正确宣传瑜伽健身功效、提

高健身教练的综合素质等方面进行优化，为瑜伽健身产业的健康发

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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