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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 全面小康·特别报道

马拉松赛事井喷、健身成为家常便饭，
是近年来中国全民健身发展的生动写照。马
拉松运动及其相关赛事以及健身培训业，也
成为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风口。

近年来，从一线城市向下辐射，推动马
拉松运动发展的力度持续不断。经过一段时
间的“无序野蛮”的发展，马拉松产业形态
逐渐完备，覆盖面、社会参与度、市场认可
度均得到不断提升。据预计，马拉松运动产
业规模有望在近年达到1200亿元。

赛事普及化也成为中国马拉松发展的大
趋势。截至 2018 年，全国 31 个省区市中有
285个地级市举办过马拉松赛事，举办城市数
量达到了全国城市总数的85%。更多的三四线
城市也开始加码涉足马拉松赛事，马拉松赛
事正在逐渐下沉。庞大的参与人群、多元的
赛事组织和参与方式、全新的技术升级，让

马拉松“跑”出一片新市场。
在产业拉动方面，马拉松等群众性赛事

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尤为显著。体育赛事举办
期间，往往会在举办地形成大量餐饮、娱
乐、交通、住宿、旅游等方面的消费需求，
有效拉动城市 GDP 攀升。借助体育杠杆撬动
经济市场，能释放出产业潜能，对经济发展
的拉动效应十分明显。

随着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不断上
升，作为“消费升级”标志性板块的健身培
训产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国家统计
局的数据显示，到 2020 年，国内体育消费总
规模将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达到 4.35 亿，健身培训业的前景
被业内和市场广泛看好。

近年来，中国青年群体的健身需求和比
例在大幅增加，“80后”、“90后”健身人数增

长较快。与此同时，全社会越来越认可体育
运动对青少年成长整体的促进作用，家庭为
孩子投入的体育健身培训支出在不断增长。
业内人士预计，未来 5 到 10 年，我国健身市
场有着三五倍不等的增长空间。

放眼全国，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发展的互
动越发频繁。体育旅游业、休闲体育产业、户外
运动产业……各地纷纷出台相应措施，充分、
科学利用自然资源等优势，抓住全民健身发展
契机，推动体育产业融合发展，让体育产业成
为推动区域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等
重大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包括马拉松及健身培
训在内的行业受到了较大冲击。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向好，全国各地的区域群众性体育活动重新开
始活跃。在全民健身浪潮下，体育产业在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中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体育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也是建设体育强国的根本任务。随着全民健身成为国家战
略，中国体育事业已从竞技体育的“一枝独秀”，逐渐走向竞技体
育、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三箭齐发”的发展格局，全民健身与竞技
体育和体育产业的互动与支撑，为中国人动起来、强起来创造了更宽
广的舞台。

互动支撑 健康中国加速度
本报记者 刘 峣

这几年，在北京工作的金融从业者田宇成了滑雪爱好者，从崇
礼到亚布力，再到“滑”出国门，每年都近1个月的时间在不同的雪
场中飞驰。

“‘入坑’滑雪完全是由于北京冬奥会。从关注冬奥会申办到了解冰
雪运动，然后就对滑雪产生了兴趣。”田宇说，以往受限于季节性和地域
性要求，冰雪运动只能是“冬季限定”和“北方限定”，随着北京冬奥会的
临近和冰雪产业的发展，像他一样的冰雪爱好者有了更多选择。

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推动了中国全民健身事业的飞跃，2022年
冬奥会的辐射作用，让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变成可能。竞技体育
与群众体育的互动与促进，成为中国全民健身蓬勃发展的重要助力。

在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中，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与体育产业
都是体育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在竞技体育方面，纲要提出构
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新机制，并对如何弥补“三大球”、
冰雪运动和职业体育发展的短板提出了明确要求。

竞技体育更好、更快、更高、更强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体
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带动了项目普及、增加了体育人
口，在民众中播撒下热爱体育的种子。以运动发展、赛事举办促进
全民健身、群众体育和项目普及，是中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随着“三大球”改革加速，全民健身在篮球、足球项
目上的发展成果尤为亮眼。

三人篮球、小篮球……篮球运动近年来在中国的普及牢牢把握
住“儿童”和“草根”两大抓手。2017年，中国篮协针对12岁以下
儿童，大力推广小篮球运动，让更多孩子从小享受篮球的乐趣，从
中收获健康和成长。与此同时，中国篮协还设立了小篮球联赛，仅
2019年就有近3万支球队报名。

无论在竞技体育、全民健身还是体育产业方面，三人篮球项目
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相较于五人篮球，三人篮球规则简单、场地
普遍、组队方便，也因此受到了草根篮球爱好者的追捧。从2017年
初入全运会，到 2018年包揽亚运会冠军，再到 2019年世界杯夺冠、

“直通”东京奥运，中国三人篮球在竞技与普及方面的飞跃，让人们
看到了篮球腾飞的希望。

大型赛事的辐射与带动作用，更让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比翼齐飞。
2017年天津全运会首次增设群众项目，近8000名业余选手登上

全运会的赛场。全国性竞技体育赛事向群众体育敞开大门，让全运
会成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窗口和平台，也成为中国构建“大
体育”格局、推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实的重要举措。

2022年冬奥会的筹办，展现了中国坚持共享办奥、加快冰雪运
动发展和普及，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中受益的决心。“3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愿景，让冰雪运动成为更多中国人的健身载体和生活方
式，冰雪运动“北冰南展西扩东进”的速度不断加快。

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城市就是其中的缩影。和很多南方
城市一样，这里原本是冰雪运动的“洼地”。随着冰雪运动的普
及、各项赛事的举行、场地设施的建设，上海的冰雪运动爱好者
迎来了持续增长。据了解，近年来上海陆续举办了花样滑冰、短
道速滑、冰球等项目的一系列国际赛事，冰雪课程进入了上海 135
所大中小学。2019 年，上海市民参加各类冰雪活动 （训练） 已达
120 多万人次。

作为一名夜跑团团长，樊连峰从 2014 年
开始系统地参加跑步和马拉松比赛。“沉迷”
于跑步的同时，他在购买运动装备上的消费
越来越多，消费产品的构成也愈发丰富。

“刚开始主要是买运动鞋和跑步的服装，
现在购买的种类更多了，像是运动饮品、防
护用具，还有运动手表以及其他一些高科技
产品。”樊连峰说，随着大家对健身专业性的
要求越来越高，身边很多朋友的健身消费支
出都在迅速增长。

体育消费“爆发”的背后，全民健身的
贡献不小。专家表示，随着中国体育竞赛表
演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的发展，中国人
越来越重视运动和健康，消费能力也在不断
提高，体育消费将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消
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增长空间巨大。

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全民
健身成为国家战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

康水平成为根本目标。与此同时，提出了
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 5万亿元的目标，
体育产业由此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
量。此后，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
动审批、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体育产业等措
施，释放了体育在经济领域的巨大能量，也
极大地推动了全民健身的发展。

2019 年的“双 11”，体育消费成绩亮眼。
天猫平台上，15个销售总额超过 10亿的品牌
中包括两个体育品牌。与此同时，中国体育
产业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体育服务增加值
占比不断提高，体育产业正以更多样的形式
融入经济发展大格局。

改革的推进，让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这
两块以往相较于竞技体育的“短板”迅速得
到补齐。观念的转变、群众的需求驱动着体
育的转型，进入多元发展时代。

2019年，《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应运而

生。培养健身技能和终身运动习惯，增强体
育消费粘性、激活健身培训市场，成为中国
强化体育产业要素保障，激发市场活力和消
费热情的进一步举措。

与此同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中也明
确提出了到 2035 年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的目标。届时，全民健身也要更亲
民、更便利、更普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比例达到45%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5平方米，城乡居民达到 《国民体质测定标
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超过92%。

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
雪莉认为，体育产业的“支柱性”体现为体
育产业和民生的高度关联。“全民健身的背后
是国民身体素质的提升，参与或者观赏体育
运动本身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部
分。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体育产业自然就会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支
柱力量。”

竞技带动 比翼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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