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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体育用品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二

章。首先介绍了体育产业的概念、体育器材的分类及健身器材等；接着分析了国内外体育产

业和体育用品行业 的发展现状，并对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财务数据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然

后具体介绍了健身器材、其他体育用品和运动服装的发展；随后，报告对体育用品行业做了 

品牌竞争分析、营销分析和国内外重点企业运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体育用品行业的未来

发展趋势。 

    体育用品业是体育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用品销售业，

而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培训业和体育中介业等体育服务行业的发展都离

不开体育用品业的赞助和支持。 

    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化是从20世纪的80年代初开始的。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体育用品制造国家，是全球能够独立生产体育用品种类最多的国家。2008年北京奥

运会、2010年亚运会以及2011年大运会等世界级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激起了人们对

于体育的热情。另一方面，加强锻炼、强身健体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公众积极投身于各类

体育活动中，有力拉动了体育用品的市场需求，掀起一场体育用品消费的高潮。 

    2013年，我国体育用品行业（运动服、运动鞋、运动器材及相关体育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增加值达到2087亿元，同比增长7.8%；占GDP的比重为0.367%，与上年基本持平。2014年1-7

月，我国体育用品行业主营业务收入690.0亿元，累计同比增长10.4%；利润总额32.0亿元，累

计同比增长26.0%；税金总额20.1亿元，累计同比增长12.9%。 

    目前中国体育用品市场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城市居民对体育用品的消费正在向中高档方向

发展，已达到小康生活标准的农村地区，对中低档体育用品的消费，逐步形成新的需求。因

此，中国未来体育用品市场，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014年10月2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把全

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进行扶持，力争到2025年，体

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这是国家从产业角度为体育产业发展定下基调，未来体育产业的

发展空间值得期待，并将推动国内体育用品市场在未来几年内继续保持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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