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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家用健身器材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共八章。首先

介绍了中国家用健身器材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家用健身器材行业发展环境，然后对

中 国家用健身器材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家用健身器材行业面

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家用健身器材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 想投资该行业，

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2013年家用健身器材十大企业排名                            排名         

   品牌             公司介绍                               1             英派斯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曾获中

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外商独资集团公司，中国体育用品联合会常务理事单位，行业著名

品牌，英派斯集团。                               2             舒华             舒华股份有限公司曾获中国名牌，中国

驰名商标，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销售为一体的外商独资健身器材企业，舒华股份有限公

司。                               3             好家庭             深圳市好家庭实业有限公司中国驰名商标，曾获中国

名牌，广东省著名商标，健身器材行业标志性品牌，领先企业，深圳市好家庭实业有限公司

。                               4             万年青WNQ             万年青（上海）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曾获中国名牌

，中国驰名商标，国内运动器材领先者之一，十大健身器材品牌，万年青（上海）运动器材

有限公司。                               5             乔山Johnson             乔山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始于1975

年台湾，世界最大的健身器材企业之一，行业著名品牌，跨国集团公司，乔山健康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6             澳瑞特ORIENT             山西澳瑞特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驰名商标，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我国最早生产健身器材的企业之一，山西澳瑞特健

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7             汇祥             山东汇祥健身器材有限公司中国驰名

商标，山东省著名商标，山东省名牌产品，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山东汇祥

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8             康乐佳             厦门康乐佳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中国驰

名商标，福建省著名商标，福建名牌产品，健身运动器材极具影响力专业厂家，厦门康乐佳

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9             英吉多             山东英吉多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山东省

出口名牌，体育用品联合会常务理事单位，曾参与制定健身器材行业多项标准，山东英吉多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10             铁人             南通铁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江苏省著

名商标，江苏省名牌，专业设计/制造/销售中高档健身运动器材的中外合资企业，南通铁人

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健身器材主要分为三大类。跳绳、拉力器、哑铃等是价格便宜的健身器材，此类低档健身

器性能单一，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多在百元以内，而且也是大多数消费者家中必备的健身



器材。其次是中档健身器，如跑步机、健身车、划船器等，价格多为千元以下。这类健身器

的结构比较复杂，某些性能也已达到较高水平，而且占地面积较小 。第三种是高档健身器，

如多功能跑步机等。这类健身器具备跑步、划船、蹬车、旋转腰部、俯卧撑等多种功能，价

格比较昂贵，大多在千元甚至万元以上，且占地面积较大。     

    目前，我国已有众多健身器材生产企业，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普通健身器材类型，中国企业

都在生产，并为大量的境外品牌进行加工，中国制造的健身器材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约60%

的份额，出口交易额达20亿美元，出口已逐渐成为我国健身器材产业发展的方向。健身器材

市场分为家用以及商用市场两部分。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成功，这也为健身器材行业提供

了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人们对于健身器材，特别是家用健身器材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家

用市场的规模也远较商用市场规模大，且增长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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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家用健身器材行业相关概述 

一、产品概述 

二、产品性能 

三、产品用途 

第二节 家用健身器材行业经营模式分析 

一、生产模式 

二、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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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3年家用健身器材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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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下游产业政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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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12-2013年中国家用健身器材市场供需分析 

第一节 中国家用健身器材市场供给状况 

一、2011-2013年中国家用健身器材产量分析 

二、2014-2020年中国家用健身器材产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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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1-2013年中国家用健身器材需求分析 

二、2014-2020年中国家用健身器材需求预测 

第三节 2013年中国家用健身器材市场价格分析 

  

第四章 中国家用健身器材行业产业链分析 

第一节 家用健身器材行业产业链概述 

第二节 家用健身器材上游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上游原料市场发展现状 

二、上游原料生产情况分析 

三、上游原料价格走势分析 

第三节 家用健身器材下游应用需求市场分析 

一、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行业生产情况分析 

三、行业需求状况分析 

四、行业需求前景分析 

  

第五章 2011-2013年家用健身器材进出口数据分析 

第一节 2011-2013年家用健身器材进口情况分析 

一、进口数量情况分析 

二、进口金额变化分析 



三、进口来源地区分析 

四、进口价格变动分析 

第二节 2011-2013年家用健身器材出口情况分析 

一、出口数量情况 

二、出口金额变化分析 

三、出口国家流向分析 

四、出口价格变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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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企业一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二节 企业二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三节 企业三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四节 企业四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五节 企业五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三、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第七章 2014-2020年中国家用健身器材行业发展趋势与前景分析 

第一节 2014-2020年中国家用健身器材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家用健身器材行业发展前景 

二、家用健身器材发展趋势分析 

三、家用健身器材市场前景分析 

第二节 2014-2020年中国家用健身器材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产业政策分析 

二、原材料风险分析 

三、市场竞争风险 

四、技术风险分析 

第三节 2014-2020年家用健身器材行业投资策略及建议 

  

第八章 博思数据关于家用健身器材企业投资战略与客户策略分析 

第一节 家用健身器材企业发展战略规划背景意义 

一、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二、企业强做大做的需要 

三、企业可持续发展需要 

第二节 家用健身器材企业战略规划制定依据 

一、国家产业政策 

二、行业发展规律 

三、企业资源与能力 

四、可预期的战略定位 

第三节 家用健身器材企业战略规划策略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区域战略规划 

四、产业战略规划 

五、营销品牌战略 

六、竞争战略规划 

第四节家用健身器材企业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重点客户的鉴别与确定 

三、重点客户的开发与培育 

四、重点客户市场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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