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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2年中国体育场地与设施建设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

八章。报告介绍了体育场地与设施建设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体育场地与设施建设产业运行环

境、分析了中国体育场地与设施建设行业的现状、中国体育场地与设施建设行业竞争格局、

对中国体育场地与设施建设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体育场地与设施建设产业

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体育场地与设施建设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体育场

地与设施建设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体育场地是指有固定设施、器材，可用于开展体育健身、教学、训练和比赛的特殊用地，

包括向社会开放的公共体育场所和单位内部使用的非公共体育场所。体育场 地的发展规模和

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体育设施是体育事业发展的

物质基础，是普及群众体育运动，提高竞技体育水平的关 键因素之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急速转型，人们正步入休闲时代，闲暇时间正在迅速增加，人们价

值观念的深刻转变，人们对体育文化、 体育休闲、体育健身的需求大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

综合国力的提升，体育场地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民间资本和外资逐步增多

，长期以来主要由国 家投资兴建体育场地的局面得到一定改观;由于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发展

，群众的健身活动意识逐渐增强，体育场地的开放程度逐渐增加;体育场馆的经营状况有了 较

大改善，自我生存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体育场地设施的数量和规模也相根据《全民健

身计划(2011-2015年)》，到2015年，全国各类体育场 地将达到120万个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到1.5平方米以上体育场地设施也将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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