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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6 年我国体育产业总产出达到 1.9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1.1%，保持平稳增长。增速相比

于 2015 年有所放缓， 主要是因为 2015 年由于&ldquo;46 号文&rdquo; 推出不久，行业内存在

一定的非理性投入和增长。 如果能维持目前的行业增速，到 2025 年基本可以实现 5 万亿元规

模的指标。从增长值来看， 2016 年体育产业实现 0.65 亿元，同比增长 17.8%。  

       从体育产业内部结构来看，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作业的总产出占全部产业的 60%以上，

但体育服务业增速较快，总产出占比由 2015年的 33.4%增长到 35.9%。体育服务业中又以体育

健身休闲活动增长较快，总产出和增加值名义增速均超过 30%， 反映了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

。 2016 年国家体育产业总产出及增加量        总量：亿元   结构%       体育产业类别名称   总产出 

 增加值   总产出   增加值       国家体育产业   19011.3   6474.8   100   100       体育 管理 活动   287.1  

143.8   1.5   2.2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176.8   65.5   0.9   1       体育健身休闲活动   368.6   172.9   1.9  

2.7       体育场馆服务   1072.1   567.6   5.6   8.8       体育中介服务   63.2   17.8   0.3   0.3       体育培训与

教育   296.2   230.6   1.6   3.6       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   110.4   44.1   0.6   0.7       其他与体育相关服务 

 433   179.7   2.3   2.8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   11962.1   2863.9   62.9   44.2       体育用品及相关

产品销售、贸易代理与出租   4019.6   2138.7   21.1   33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222.1   50.3   1.2   0.8  

       2016年，中国体育市场规模约为1.5万亿，其中观赏性体育近3,000亿元，参与性体育约1.2

万亿元。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与海外对比结构有较大区别，参与性体育（体育用品等）占

比80%，观赏性体育（体育服务业等）占比不足20%。而在美国观赏性服务业占比达到近60%

。体育产业结构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现状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告》共八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体育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体育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体育行业

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体育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体育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体育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体育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

者想投资中国体育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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