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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形势下体育产业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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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当今形势和环境下，对体育产业造成严重影响，给体育产业带来巨大损失。未来，如

何优化体育产业结构，更好地应对机遇和挑战，已成为体育产业发展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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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当今新形势和新环境下，体育活动和

国内、国际性体育赛事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国内

外大型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纷纷面临被迫取消或暂

停，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有 50 场马拉松

比赛被迫取消、CBA 联赛被迫延期举行，欧洲杯、

美洲杯等国际重大体育赛事以及东京奥运会预赛和

资格赛、东京奥运会均因受到影响，赛事被迫取消

或延期举办。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的被迫停办给组

织者、主办城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了巨大的损

失。如何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突围，成为摆在所有

体育界和体育从业者面前的挑战。

不容置疑，新形势和新情况在给体育产业带来

巨大挑战的同时，也给体育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新

的机遇。面对如此严峻的产业挑战，需要各方面的

共同努力。首先是各级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关体育产

业扶持政策，推进体育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激发

居民体育消费潜力。其二是体育产业从业者也应采

取积极措施实施自救，进行自我沉淀和产业调整，

引导市场增加体育多元化需求，运用新兴技术进行

产品优化和创新，完善线上线下体育产业融合，探

索体育产业的新业态。

一、出台体育产业扶持政策

面对突如其来的形势和环境变化，社会经济的

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各行各业都不可避

免地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其中，体育产业也未能幸免。

体育产业存在投资周期长的特点，普遍缺乏详

细的产业政策支持。受到当今形势、环境的影响和

冲击，一些体育产业企业可能会因为资金链紧张而

出现资金短缺，需要主管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对未

来的体育产业提供扶持与资金支持。在国内体育产

业的恢复期，主管部门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应包括

用地、规划、建设、税收等方面，减小当今形势和

环境的不利影响，帮助受影响的体育产业度过暂时

的难关。

体育场馆业成为一个需要政策扶持的案例。由

于体育场馆具有线下聚集性的特征，出于当今形势

和环境的需要，各类体育场馆在主管部门的要求下

停业。然而，在形势和环境好转，全面复工之后，

消费者去体育场馆的人数锐减，市场需求大幅萎缩。

在一定时期内，体育场馆的经营能力受到极大的挑

战，迫切需要主管部门的帮助与扶持。

虽然体育场馆的经营遇到暂时困难，但因其具

有广泛的社会性而使其发展也蕴含着巨大的潜力。

尤其是在当今的特殊时期，体育场馆的社会功能性

得到充分的体现。比如，武汉丰富的体育场馆设施

发挥的重要作用。在特殊时期，武汉体育中心、洪

山体育馆、塔子湖体育中心、武汉体育馆、黄陂区

体育馆、大花山户外运动中心等场馆迅速改造成为

“方舱医院”，在非常时期为武汉的应对社会突发

紧急情况提供了必要的空间资源。正是由于体育场

馆在应对突发紧急事件中显示出的重要价值，未来，

值得各级主管部门从加强应对突发事件资源建设的

角度，加大必要的投入，加强对体育场馆的建设和

管理，出台一些帮扶政策措施，扶持大型体育场馆、

学校体育场馆和社区体育场馆的管理与建设，帮助

体育产业渡过目前暂时的难关。

2020 年 2 月 7 日和 2020 年 2 月 14 日，北京市

体育局分别印发了“申请滑冰滑雪场所水电补贴的

征集公告”、“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

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关于社会保险费延期缴纳政

策、减免中小企业租金政策等扶持补贴政策。同时

间，上海市体育局也发布了“全力支持本市体育企

业稳发展的通知”，提出减免房屋租金、给予赛事

企业补贴等 12 项措施。由于主管部门因地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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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措施，有效地解了体育场馆业的生存压力，促

进了体育消费市场快速复苏。

二、推进体育产业的新业态

在当今新形势和环境下，体育产业中受到最大

影响的无疑是体育培训、体育零售、健身房等传统

线下业务。毫无疑问，消费者担心传统线下体育健

身和体育消费会增加自身的健康风险，体育零售业

处于停滞状态甚至负增长。

虽然传统的线下体育产业面临市场消费低迷，

但往往挑战与机遇并存，体育产业同时也拥有了自

我沉淀和自我调整的机会，当今的形势和环境无疑

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一把双刃剑。如何在前所未有

的挑战中抓住机遇，实现体育产业升级，实现体育

消费市场规模化增长，将是体育产业面临的重要课

题。体育从业者和体育企业可以利用当今相对宽裕

的时间进行团队培训、市场调研、产业研发、更新

体育培训课程结构和内容设置、优化体育赛事系统

设置和赛事流程，调整体育产业营销策略。

未来，人们对公共卫生安全意识会有所提高。

在未来开展体育运动和进行体育消费时，消费者在

保证环保安全的前提下，将会发生体育运动消费观

念和方式的转变。体育企业需要创新求变，开展产

业多元化来面对新需求。体育从业者们需要变革产

品和经营管理方式，推动新的业态形成，进而来面

对新形势下体育行业转型升级的挑战。

以中超新媒体独家合作伙伴 PP 体育为例，当

2020 年初大部分赛事因故停摆，多家体育媒体暂缓

对体育平台的资金投入的时候，PP 体育却反其道

而行，加大资金的投入并创新其发展模式。首先，

PP 体育积极调整内容结构，以应对赛事停办和减少，

包括推出各类专业体育节目和综艺节目互动等自制

节目。其次，PP 体育通过加强用户操作，增强了

用户互动和产品体验。具体措施包括在线直播球类

和彩票频道，增强用户的兴趣性和互动性。此外，

PP 体育积极利用零售经销商的供应链资源，大力

开展体育零售，上线会员商城，强化用户周边，与

其他体育产品进行深度联动和资源整合，使消费者

在观看比赛的基础上，打造体育赛事 IP，加强消费

者的归属感。PP 体育在拓宽了体育产业的服务场

景的同时，也刺激了体育用品制造业的需求。无疑，

这是成功建立了一条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路径 ,

为体育企业在探索体育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场

景上做出了良好的示范。

三、推动体育产业的智能数字化

随着互联网经济和数字媒体的高速发展，越来

越多的行业进入智能化的时代。因此，体育产业完

全可以推出新的产品形式，开展互联网线上体育业

务。在疫情期间，随着居家互联网线上健身活动需

求的暴增。一些体育企业迅速转型，利用媒体平台

进入互联网线上体育市场，并通过技术迭代，不断

创造、共享、互动、实现流通流程，增强用户群体

的黏性，形成新的闭环业务链。例如“超级猩猩”，

一个在不久以前营收的 100% 都来自线下的实体经

营体育健身公司，在一起体育商业营销活动中，自

身短时间内完成了搭建直播平台进行营销，首日同

步收看人数就达到 17 万。

除去互联网线上体育培训之外，体育产业也可

以在原有基础上，把移动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

VR 技术等与传统体育项目深度融合，促进体育产

业的智能化。以用户为核心，优化资源和结构配置，

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最终实现体育产业的大规

模增长与爆发。以跑步机为例，在满足专业跑步基

本功能的基础上，相关企业可以考虑在生产中增加

在线专业跑步场景，通过大屏幕触摸网植入专业跑

步课程内容，实现在线互动，并针对减脂、强肌、

塑形等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开发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高科技、高端跑步产品。

我国新基础设施建设、5G 基站、云计算、物

联网、数据中心等为体育数字化创造了新的应用领

域，体育企业可以利用智能技术来提高体育产业的

技术水平。以大数据为例，大数据可以着力于分析

产业链和消费习惯，深度挖掘有价值的信息，帮助

体育产业和相关服务升级。相关体育企业可以通过

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和健康检测软件中的信息，

分析消费者的体育运动模式、体育运动喜好和体育

消费倾向，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和整合，可以为消

费者提供定制的个性化体育健身方法和体育锻炼计

划，提供更符合消费者习惯和需求的体育产品，更

好地拓展体育产业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促进相关产

业的协调发展。

四、激发居民体育消费潜力

未来，体育产业拥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研究

表明，有规律的体育健身锻炼可以显著增强呼吸系

统和免疫系统的功能。无疑，当今的新形势和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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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提高了居民对体育健身重要性的直接认识，提高

了对“身体健康是面对传染病时最佳的自我保护方

式”的认知。可以认为，在不远的将来，体育产业

的成长有着巨大的潜力。

2003 年，在全国政协调研组发布的《全民健身

服务业调研报告》中指出：“非典”过后，北京约

有 20% 的人购买了新的健身器材，羽毛球、篮球等

销量增加了三成。在“非典”结束的三年内，我国

体育产业增加值达到 2100 亿元，增速高达 37%。

由此可见，重大情况发生以后，居民的体育健身参

与热情和参与度会有立竿见影的增长，并且这种情

况会持续较长时间，直接带来体育消费市场较大规

模的增长和长时间的繁荣。

2022 年，北京将举办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的

带动下，体育产业必将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体育

冰雪产业。各级主管部门应乘势而上，鼓励相关产

业的发展，如建立体育冰雪产业科技创新激励政策，

建立战略合作资源支持国内体育冰雪品牌企业，引

进海外优质品牌、技术、人才等核心资源。通过多

方面提升我国冰雪运动的国际竞争力，激发居民对

冰雪运动的兴趣，提高居民对体育冰雪运动的参与

程度。

居民体育健身参与水平的提高和体育消费习惯

的不断养成，催生了许多新的体育产业理念和体育

产业运营模式。如何引领发展体育健身休闲消费，

形成新的体育市场消费热点，带动体育产业消费能

力提升，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体育从业者需要

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不久的将来，社会活动秩序开始逐步有序恢复，

体育产业将逐渐恢复，体育产业即将迎来更加美好

的明天。

五、结束语

经历当今的特殊形势和环境之后，体育所蕴含

健康价值和人文价值将更加彰显，居民的健康意识

也会得到较大提升，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参加体

育健身的积极性将极大的增长，这些有利因素必将

拉动体育产业的快速增长。

经历当今的特殊形势和环境之后，体育产业和

从业者的抗风险意识必将得到提升，抗风险能力必

将得到提高，体育产业必将逐渐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机遇必定是始终面临着挑战和困难，前进的道路必

定是始终需要创新和突破，体育产业需要各级主管

部门的扶持和帮助，体育产业和从业者更需要立足

自身的实际情况，发愤图强，不断努力，才能在未

来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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