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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以文献研究尧理论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袁对野十二五冶期间我国体育健身产业研究现

状进行了回顾袁并对野十三五冶期间的研究主题进行了瞻望遥 研究认为袁野十二五冶期间我国体

育健身产业研究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袁也存在一些问题袁突出表现在研究力度不大尧理论借

鉴不足尧对市场需求关注不够等方面遥 在此基础上袁结合国家政策以及体育健身产业的发展

趋势袁提出了野十三五冶期间的主要研究议题袁包括体育健身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尧野互
联网 +冶背景下体育健身产业研究尧社会资本视角下体育健身企业发展研究以及区域体育健

身产业协同发展研究等 4 个方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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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13th Five-Year Period, the sport fitness industry of China will face new opportunities due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strategy,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and the national sport industry poli-

cies.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paper looks back to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Chinese sport fitness industry during the 12th Five-Year Period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research themes

in the 13th Five-Year Period.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researches on the Chinese sport fitness in-

dustry in the 12th Five-Year Period have achieved certain fruits, but some problems can still be seen in the as-

pects of weak research effort,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consultation, less attention to the market demands, etc.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policies and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the sport fitness industr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ain research topics for the 13th Five-Year Period, including the research o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

form, the research on sport fitness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sport fitness enterpris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de-

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sport fitnes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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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健身产业研究：“十二五”回顾

与“十三五”前瞻
周进国

体育健身产业是体育产业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袁它是

指以非实物的形式向社会提供体育健身尧娱乐服务的单位

和个人的结合[1]遥 目前在学术界与体育健身产业相似的概

念有健身产业尧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尧体育健身娱乐业等袁本
文统一使用野体育健身产业冶这一概念袁它是一种提供以体

育为手段的健身服务的产业形态遥 体育健身产业于 20 世

纪 80 年代初传入中国 [2]袁进入 21 世纪以来袁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持续发展及国民消费水平的逐渐提高袁体育健身产

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遥 新时期袁国家政策正在不断向

体育健身产业倾斜遥 野十二五冶期间的 2014 年袁国务院叶关

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渊国发

也2014页46 号冤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袁国务院叶关于

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曳渊国
发也2014页60 号冤将体育健身作为鼓励社会资本加大社会

事业投资力度的重点领域之一遥 与此同时袁国民体质健康

水平下降的危机尧素质教育缺失的危险尧休闲时代来临的

挑战袁也为我国体育健身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3]遥 国家

叶十三五规划纲要曳提出袁加快教育培训尧健康养老尧文化

娱乐尧体育健身等领域发展[4]遥 因此袁大力发展体育健身产

业是野十三五冶期间我国体育领域的重要任务之一遥体育健

我国体育健身产业研究院野十二五冶回顾与野十三五冶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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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产业的实践发展离不开理论支撑遥 基于此袁在野十三五冶
伊始有必要对野十二五冶期间我国体育健身产业研究成果

进行回顾与梳理袁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政策及发展趋势对

野十三五冶期间需要着重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瞻望袁以期为

该领域研究提供参考遥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对野十二五冶期间我国体育

健身产业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分析袁选取代表性的核心期

刊论文作为分析对象遥

目前我国期刊种类众多袁质量良莠不齐袁相对而言在

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质量较高袁能够代表某个领域的研

究水平遥 同时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当前我国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领域级别最高袁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某个领

域的研究前沿遥 因此袁本文在描述野十二五冶期间我国体育

健身产业研究的基本概况时主要基于在核心期刊发表的

论文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遥 以野体育健身产业冶野健身

俱乐部冶 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进行搜索袁时
间跨度为 2011要2015 年袁共发现相关的核心期刊论文 62

篇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查询发现袁野十二

五冶期间以体育健身产业研究为主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立项数量共 10 项袁 具体如表 1 所示遥 从表 1 可以看

出袁野十二五冶期间我国体育健身产业研究在核心期刊发表

的论文数量均值为 12 篇袁2011 年要2014 年呈现逐年递减

的趋势袁至 2015 年略有上升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数量均值仅为 2 项袁2015 年较前 4 年有所上升遥
表 1 野十二五冶期间我国体育健身产业研究核心期刊论文

及国家社科项目一览表渊单位院篇 / 项冤

体育健身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内容遥
第一袁 我国体育健身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袁 体现在院

渊1冤 不同健身俱乐部提供的健身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袁产
品差异化程度低 [5]曰渊2冤健身俱乐部对消费者需求的理解

不够袁市场导入较盲目 [6]曰渊3冤健身俱乐部发展规模较小尧
专业化管理水平不高尧服务质量有差距 [6]曰渊4冤健身俱乐部

对注重身心俱养尧 舒缓柔和的东方体育项目开发不足 [7]曰
渊5冤不少民众对体育健身文化产业存在消极态度袁如对会

员卡制度不信任尧对健身生活方式认识有偏差等 [8]遥 上述

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方面院一是我国体育

健身产业起步相对较晚袁 体育健身企业发展尚不成熟袁在
经营策略尧 管理方式及服务模式等方面都还处于摸索阶

段曰二是国民的体育健身意识还不强袁对野花钱买健康冶的

认同度还不够高遥
第二袁我国体育健身产业的发展特征袁表现在院渊1冤我

国体育健身产业竞争激烈遥 我国健身行业属于竞争型市

场袁俱乐部数量众多 [5]袁在经历了服务竞争和价格竞争之

后目前进入了残酷的品牌竞争阶段 [9]袁健身市场进入壁垒

小袁同时还存在一定的退出壁垒 [5]曰渊2冤健身行业中的经营

项目以运动节奏较快的现代西方体育为主袁注重通过一定

程度的运动量锻炼达到健身的效果 [7]遥 现阶段我国体育健

身产业的发展特征既体现了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袁也预示

了行业的发展潜力袁尤其是体育健身企业应在普遍流行的

西方体育项目基础上对健身项目的设置有所创新遥
第三袁我国体育健身企业的经营模式遥 目前我国商业

健身俱乐部虚拟经营模式丰富多样袁包括连锁加盟尧采购

外包尧同行联盟尧与高校合作渊培养健身教练尧健身课程开

发冤尧与体育场馆合作等[10]遥 可见袁尽管当前我国体育健身

产业整体发展尚不成熟袁但不少体育健身企业在经营模式

上正在逐渐探索袁多元化的经营模式有助于我国体育健身

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遥

在对体育健身产业发展现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袁学者

们积极探索发展思路袁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遥
第一袁 促进体育健身企业品牌化发展是不少学者的

共识遥 主要观点有院渊1冤体育健身企业应树立品牌意识袁实
施品牌战略 [11]袁走品牌化发展之路 [12]袁提升品牌形象 [13]曰
渊2冤政府应加强对体育健身产业的引导袁采取扶持政策[11]袁
为品牌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曰渊3冤体育健身企业应重视

高级管理人才的引进袁规范品牌管理 [11]曰渊4冤体育健身企

业应培养品牌的个性与创新能力 [11]曰渊5冤体育健身企业要

了解市场需求袁确定最具吸引力的细分市场 [6]曰渊6冤体育

健身企业应形成独特性的品牌联想袁 并善于不断评估与

改善自身的品牌 [6]曰渊7冤体育健身企业应积极塑造品牌的

功能性形象尧体验性形象与象征性形象 [9]遥 品牌制胜是商

界的一个重要法宝袁体育健身企业亦不例外遥 可见体育学

术界已充分认识到体育健身企业品牌建设的重要作用遥
第二袁加强健身产品创新与服务管理袁提高服务质量袁

提升消费者满意度遥 主要观点有院渊1冤 体育健身企业应将

产品服务创新与精细化管理作为战略重点 [5]曰渊2冤体育健

身企业应改善服务质量袁包括提高服务人员素质袁改善交

互质量尧设计舒适与富有亲和力的服务环境袁改善实体环

境质量尧优化服务条件袁改善结果质量 [14]曰渊3冤体育健身企

业还可以通过适度降低顾客预期质量的方式以提升产品

质量 [13]遥 加强创新力度尧提高服务质量对于有效解决我国

体育健身产业存在的现有问题尧促进体育健身产业健康发

展至关重要遥
第三袁加强基于价值观念的商业健身俱乐部组织文化

建设遥 主要包括建立俱乐部组织文化建设保障机制袁明确

俱乐部组织愿景和使命袁培育俱乐部组织精神 [15]遥 文化是

企业的生命力袁体育健身企业同样要注重文化建设遥
第四袁建立体育健身俱乐部联盟袁实现健身俱乐部之

间的横向交流 [16]遥体育健身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流合作有助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合计 均值 

核心期刊论文 18 12 10 9 13 62 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2 2 1 4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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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促进资源共享尧协同发展遥
第五袁重视发挥体育院校对体育健身产业发展的积极

作用遥 如首都体育学院以野协同创新冶野全民健身冶和野京津

冀协同发展冶3 个国家战略的结合为出发点牵头组建了

野京津冀体育健身休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冶 [3]袁对于高校服

务体育健身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遥

野十二五冶期间袁随着我国体育健身产业的逐渐发展袁
学术界做出了积极回应袁开展了系列相关研究袁既呈现出

一定的特点袁也存在一些不足遥
第一袁野十二五冶 期间我国体育健身产业研究的特点袁

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遥 一是研究内容具有时代性遥 主要体

现在一些学者紧密围绕野十二五冶期间国家的野全民健身战

略冶开展体育健身产业研究工作袁探讨二者之间的相互关

系袁寻求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遥二是研究方法多元化遥学术

界对体育健身产业的研究既有常用的文献资料法尧问卷调

查法尧访谈法及观察法等研究方法袁还在研究方法上不断

创新袁如有学者采用 SCP渊结构－行为－绩效冤分析法从商

业健身产业发展的宏观角度把握商业健身俱乐部的发展

概况 [5]尧有学者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方法考察健身

俱乐部品牌形象各维度尧感知价值尧顾客满意尧顾客忠诚之

间的关系 [9]袁有学者运用野CTT 文化转换工具冶对商业健身

俱乐部组织文化现状进行了测量与分析 [15]袁等等遥 三是研

究视角不断创新遥学者们基于多种视角研究体育健身产业

的发展问题袁如营销平衡视角 [6]尧集聚战略视角 [7]尧虚拟经

营视角 [10]尧价值观念视角[15]袁等等遥
第二袁野十二五冶期间我国体育健身产业研究的不足袁

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遥一是研究力度不大袁明显少于对体

育产业的另一个本体产业要要要体育竞赛表演业的研究的

成果数量遥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袁野十二五冶 期间关于

体育竞赛表演业研究的核心期刊论文数量达 430 余篇袁
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查询发现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立项达 30 多项袁而体育健身产业相对应的

数据分别是 60 余篇和 10 余项遥 可见我国学术界目前对

于体育健身产业的关注尚显不够袁 理论研究现状与日益

发展的实践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遥 二是理论借鉴总

体不足袁虽然学者们选择了一些创新视角袁但主要是基于

市场营销学的相关理论袁而较少运用产业经济学尧新制度

经济学尧经济社会学尧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分析体育健

身产业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遥 三是对体育健身市场需

求关注尚显不够袁 多数研究主要是从体育健身企业的角

度探寻发展策略袁 而基于对消费者调查的体育健身市场

需求了解不足遥

在野十二五冶研究的基础上袁结合国家政策以及体育健

身产业的发展背景和趋势袁主要运用理论分析法袁本文从

4 个方面提出了野十三五冶期间我国体育健身产业研究的

主要议题遥

2015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着力加强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袁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重大举措袁必
将具有划时代意义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

量出发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袁矫正要素配置扭曲袁
扩大有效供给袁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

性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袁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袁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 [17]遥其中产业结构供给侧改

革是重中之重袁而产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方向是加快服务

业发展[17]遥 国家叶体育产业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也提出袁推
进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8]遥 因此袁无论从国家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大背景还是基于我国体育健身产业存在的供

给结构不合理尧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来看袁体育健身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野十三五冶期间的一个研究重点遥这
一主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遥 渊1冤体育健身

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中央既定的发展

战略袁 创新也就是从供给侧着手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 [17]遥
一方面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充分了解新时期国民的体

育健身消费需求袁根据需求设计服务产品袁提高服务质量曰
另一方面要了解发达国家体育健身产业的发展动态袁分析

其产业发展的创新要素袁在借鉴其经验并结合现实国情的

基础上突破传统发展模式袁创新产业发展思路遥 渊2冤体育

健身产业制度改革研究遥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袁制度变革可

以刺激创新遥只有好的制度袁才能保障生产出好的商品 [17]遥
当前我国体育健身产业制度建设是较薄弱的袁完善制度建

设是体育健身产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遥一是体育健身市

场监管制度研究遥 政府监管行业的主要原因有院防止寡头

和垄断的市场力量滥用尧矫正信息不灵尧正视外部性 [19]遥体
育健身市场监管制度需要围绕建立行业标准袁实现规范化

发展曰防止不正当竞争袁维护市场秩序曰确保信息有效袁保
障消费者权益曰遏制扰民行为袁保护健康环境等方面展开

研究工作遥 二是体育健身产业扶持制度研究遥 虽然近年来

政府出台了有关发展体育健身产业的政策袁但关于体育健

身产业的具体扶持制度还是不完善的遥体育健身产业作为

一个尚不成熟但又是关系到野健康中国冶建设的重要产业袁
政府的扶持至关重要遥 有必要围绕融资尧税收尧用地尧人才

等方面开展具体可行的制度研究遥

互联网作为一种创新发展思维和模式袁已与许多传统

与新兴行业相结合袁促进了不少产业的升级换代与跨越式

发展遥 国家叶体育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提出袁引导和支持

野互联网 + 体育冶 发展袁 鼓励开发以移动互联网为主体的

体育生活云平台及体育电商交易平台[20]遥体育健身产业与

互联网的结合是必然趋势袁也是野十三五冶期间的研究重点

之一遥 这一主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院渊1冤
野互联网 + 体育健身产品开发冶研究遥 当前袁体育健身市场

上出现了不少高科技运动产品袁如运动手环尧运动手表尧运
动背心等尧网络课程等袁通过这些产品健身者可以即时掌

握自己的一些生理指标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健身的科学

性袁也增添了健身兴趣遥 在此基础上袁有必要集合运动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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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尧运动生理尧体能训练尧健身健美尧互联网等诸多领域的

专业人才研发一批高端互联网 + 体育健身产品袁进一步提

高产品科技含量袁 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曰渊2冤野互联网 +体

育健身企业管理冶研究遥目前袁国内不少体育健身企业在员

工管理尧客户管理尧市场管理等方面模式较传统袁尤其在管

理上存在不少漏洞袁不仅降低了管理效率袁而且影响了企

业效益遥有必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研发体育健身企业网

络管理平台袁集员工尧客户尧市场等管理一体化袁包含会员

入会尧预约尧健身尧消费尧效果监测尧追踪服务等在内的系

统化信息管理系统袁 促进体育健身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袁
切实提高体育健身企业管理效益遥

野社会资本冶概念自 1915 年提出到 20 世纪 90 年代开

始成为了学术热点[21]袁如今已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尧经济学尧
管理学尧政治学等学科研究袁为学者们分析问题提供了一

个重要的理论视角遥 综合分析皮埃尔窑布迪厄 [22]尧罗伯特窑
D窑普特南 [23]尧罗纳德窑伯特 [24]尧詹姆斯窑科尔曼 [22]尧美籍华

裔学者林南 [25]等的社会资本研究领域权威学者们的观点袁
笔者认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信任尧规范尧认知基础上的社

会关系网络资源遥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早已被

国内外学者所证实 [26-29]遥 无疑袁社会资本的合理运用有助

于促进体育健身企业的发展壮大遥 国家叶体育发展野十三

五冶规划曳也指出袁加强体育与社会相关领域的融合与协

作袁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体育发展[20]遥因此袁社会资

本视角下的体育健身企业研究应该成为野十三五冶期间的

研究重点之一遥这一主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院渊1冤 体育健身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研究院 包括体育健身

企业社会资本的内涵与外延尧特征尧功能尧分类以及测量量

表设计等曰渊2冤 体育健身企业社会资本实证研究院 包括体

育健身企业社会资本的总体状况渊内部结构尧总体存量及

特征分析冤尧体育健身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尧社会资本

与体育健身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尧社会资本对体育健身企

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等曰渊3冤 体育健身企业社会资本个

案研究院选取社会资本较充裕尧经营绩效较好的体育健身

企业作为个案研究对象袁主要采取定性研究的范式深入剖

析其社会资本的形成与作用机制曰渊4冤 社会资本视角下体

育健身企业发展思路院分别从政府尧行业协会的层面探讨

如何营造社会资本形成的外部环境袁以及从体育健身企业

自身的层面思考如何合理运用社会资本遥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更高级的

发展模式袁指的是区域之间或同一区域内各经济组分间的

协同共生袁合力推进大区域经济由无序至有序尧从初级到

高级的动态转变袁形成野互惠共生袁合作共赢冶的内生增长

机制袁并最终促进大区域高效有序发展 [30]遥国家叶体育产业

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指出袁积极推进区域体育产业协同发

展 [18]遥 因此袁区域体育健身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也是野十三

五冶期间的一个研究重点遥 这一主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院渊1冤区域体育健身产业协同发展现状分析遥

当前需要重点研究京津冀尧长三角尧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体

育健身产业协调发展现状尧问题与制约因素袁同时逐步将

地理位置相连尧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的其他区域纳入研

究视野曰渊2冤区域体育健身产业协同发展模式遥 运用协同发

展理论并结合我国体育健身产业现状探索科学有效的发

展模式是该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遥 同样着重关注京津冀尧
长三角尧珠三角等重点区域袁努力建立区域体育健身产业

协同发展示范区遥 可以从 3 个方面考虑发展模式的构建遥
一是政府层面的制定安排遥区域内的政府部门如何通过制

度安排制定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尧破除地区壁垒尧促进资源

整合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遥二是区域内行业协会层面的

积极作为遥行业协会作为行业内企业利益的代言人应该切

实发挥积极作用袁在促进区域体育健身产业协同发展方面

有所作为遥行业协会如何为区域体育健身产业协同发展创

造条件以及是否可以成立区域体育健身产业联盟都是需

要思考的问题遥 三是体育健身企业层面的相互合作遥 区域

内体育健身企业应避免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袁本着合作共

赢的态度实现优势互补尧资源共享尧共同发展遥而如何建立

区域内体育健身企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则是需要深入思考

的问题遥

在全民健身战略尧野健康中国冶建设及国家体育产业政

策的推动下袁野十三五冶期间将是我国体育健身产业发展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遥理论研究的不断成熟是促进体育健身产

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遥 在野十三五冶的开局之年袁对野十
二五冶 期间我国体育健身产业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并对

野十三五冶期间的研究主题进行瞻望具有现实意义遥 野十二

五冶 期间我国体育健身产业研究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袁也
存在一些问题袁突出表现在研究力度不大尧理论借鉴不足尧
对市场需求关注不够等方面遥 在野十二五冶研究的基础上袁
结合国家政策以及体育健身产业的发展趋势袁本文提出了

野十三五冶期间的主要研究议题袁包括体育健身产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研究尧野互联网 +冶 背景下体育健身产业研究尧
社会资本视角下体育健身企业发展研究以及区域体育健

身产业协同发展研究等 4 个方面遥体育健身产业研究涉及

到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袁必须广泛借鉴产业经济学尧新制

度经济学尧经济社会学尧管理学尧市场营销学等多学科的理

论与方法袁紧密结合我国体育健身产业发展的现实环境及

国外的发展动态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发现新问题尧拓宽

新视野尧探索新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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