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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2017斯迈夫

全球体育产业大会暨国际

体育消费展（CSMF Glob-

al Conference，以 下 简 称

“斯迈夫”）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启幕，这已是体育

全产业精英们每年一届的

第十二次大型聚会。

而在今年的1月3日，

斯迈夫与国内知名的会展

品牌中旅会展公司签订合

作协议，喊出“打造中国体

育会展新IP”口号，这也是

中国会展业第一次把IP作

为名词高调在媒体中曝光。

对于体育会展 IP 的

理解，斯迈夫总裁袁方解

释，“设计一个有价值的项

目，做好商业体系，搭建一

个像奥委会那样有价值的

平台，而不是简单地卖展

位。”

在袁方看来，打造会

展 IP 就是通过整合其所

拥有的优质资源，让参展

商获得一种全新的、区别

于传统会展的体验，通过

参展不仅能收获观念认识

的改变，还有可能得到融

资的支持、B 端重大客户

的支持，甚至是政府资源

的支持。

斯迈夫正是凭借这个

体育创新IP理念，吸引了

全球体育用品尖端前沿科

技及产品，共同打造属于

顶尖体育产品展示与商贸

的平台。如同CES帮助行

业提供营销推广平台一

样，斯迈夫也希望能够帮

助体育产业的从业者、相

关组织搭建一个将资源优

化的共享交流平台。通过

“会+展+赛”的模式，打造

体育界的“CES”。

对于体育产业的前

景，袁方非常看好。他坦

言，体育产业还是一个新

兴产业，与国民收入息息

相关，东部沿海一线城市

发展较快，西部则较为缓

慢，目前整体来讲还是起

步阶段。

“同时体育产业也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产业，随

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会有

更高层次的需求，健康、健

身、体育的意识自然也会

提高。因为人的需求是有

层次的，先解决吃的问题，

然后是房子、汽车，而体育

属于更高一层的需求。体

育产业的市场空间巨大，

未来十年或超5万亿的市

场规模，但这是一个逐步

发展的过程，所以要对这

个产业多些耐心。”

以摩托艇为代表的水上运动

项目已经不只是滨海景区的体验

项目，正在成为娱乐旅游的新消

费品。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印发的

《水上运动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

2020 年水上运动产业总规模达到

3000 亿的发展目标，产业链条完

整且有充分群众基础的摩托艇产

业已然站上风口。

事实上，弘健体育有限公司

从专业赛事举办、俱乐部运营乃

至水上基地建设，围绕摩托艇布

局水上运动产业已久。弘健体育

是中国摩托艇俱乐部大联盟发起

单位之一和北京市动力艇运动协

会的主要发起人，中国摩托艇俱

乐部联盟已经发展会员俱乐部达

到 32 家，共有会员 3000 余人，100

余名专业运动员加盟。

弘健体育有限公司董事长孙

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中国体育产业发展将进

入高速发展阶段，体育消费从单

一到多元、从体验到习惯、从个体

到群体等几个方面进行转变。

孙健介绍，目前弘健体育在

运动旅游上发力，在一些大型旅

游景区消费者的体验内容上提供

解决方案，或者为景区规划、设计

旅游项目内容并参与经营，打造

顶级的运动旅游目的地。同时，

将联合专业高校和专业水上项目

培训机构对不同的人群进行项目

引导和专业、业余的培训。

孙健坦言，这几年国家层面

的政策和指导意见很多也比较具

体，但某些地区的配套政策和具

体实施方案还有待落地，南方和

沿海地区相对较好。作为企业，

希望地方的政策更具体、更有实

施意义。

“市场环境是靠消费者需求、

靠市场改变和完善的，强求不来，

但也不能干等，有些领域企业可

以努力改变或创造市场环境，比

如水上运动，需要不断地引导和

推广。虽然艰难，但如果方向正

确，节奏和措施得当，细分领域也

是很有发展空间的。”孙健告诉记

者。

经历了资本寒冬之后，2017年

的体育产业正努力挖掘着新的机

会，新的商业模式也在不断涌现。

有业内人士预测，随着各类体育产

业发展促进政策落地，我国体育产

业将步入“黄金十年”。但由于体

育产业的发展循序渐进，迎来爆发

至少还需要5—10年。

关键之道 CEO 张庆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

的体育产业从构成上包括文体产

业、相关产业以及外围产业。从国

际化经验来看，是由文体产业的发

展带动相关产业和外围产业发展，

但中国是从外到内，以体育制造为

主，高端或服务产业还有待培养。

政策利好
发展将呈多元化
从提出“健康中国”理念到上

升为国家战略，中国的体育产业呈

现快速发展的趋势。4月19日，国

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在全民健

身国家战略新闻通气会上表示，体

育总局计划成立一个“共享健身”

公司，就像共享单车一样，广大群

众可以通过用手机扫描健身器上

的二维码来随时随地健身。此外，

100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的建设也

在计划之中。

事实上，以“体育产业+特色旅

游”为创新方向的体育小镇，从

2015 年开始就走入人们的视野。

京津冀地区借力2022年冬季奥运

会打造冰雪特色小镇，其中承德将

在未来10年打造冰雪旅游特色小

镇集群，构建冬季体育旅游之都。

当然，这与体育产业的利好政

策密切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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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46号

文”)，明确了体育产业的地位，并提

出“到2025年，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

超过5万亿元，增加值2万亿元”的

目标。2016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发

布《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设定了体育产业总规模超3万亿元、

体育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明显快

于同期经济增速等发展目标。

赛科林文化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曲安江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46号文将体育产业列为

国家战略，取消了体育赛事审批，使

更多的资金进入体育产业。”

随着各项政策的推进，相关产

业和文体产业也正在发力中。2014

年4月，阿里斥资12亿元获得恒大

足球俱乐部 50%的股权；2015 年 9

月，阿里体育成立，天猫也相继与拜

仁、皇马等俱乐部进行战略合作；腾

讯更是耗资5亿美元“砸下”未来5

年美国NBA版权；2016年2月，乐

视体育花27亿元拥有了中超联赛

的两个赛季版权；苏宁体育宣布以

超过20亿元购买国际米兰俱乐部

约70%的股份。据统计，目前国内

已成立超过20只体育文化产业投

资基金，规模累计超过400亿元。

我要赞体育市场总监何程程

认为，2016 年是中国体育的 4G 元

年，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体

育”的全面爆发年。

市场巨大
政策有待细化
尽管体育产业的发展空间巨

大，但目前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产值规模小，与发达国家

存较大差距。二是产业结构不均

衡，过度依赖体育用品制造。三是

我国体育产业一直受到较为严格的

行政化管制，在赛事、场馆、俱乐部、

运动员等方面商业化程度低。

张庆认为，政策端对赛事主办

权等还不够市场化，但目前通过改

革正在逐渐改变。从消费角度来

看，跑步健身热潮的兴起起到了很

好的带动作用，市场空间巨大。

弘健体育有限公司董事长孙

健分析，目前社会资本投资体育产

业的针对性不强、方向不准，不能

很好地助力企业发展。

在何程程看来，目前体育赛事

的产业化脚步也比较慢，多数体育

赛事还是靠政府拨款来支撑，能够

实现收支平衡的体育赛事少之又

少。最后是体育产业人才的缺失，

包括职业经理人、体育与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所需人才等。

张庆建议，体育产业需要进一

步细化规则，不仅需要在税收、投

融资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在房车

牌照、安保等方面也需要相关政策

落地。

曲安江则表示，政策要保持稳

定性，对体育赛事要尊重其特殊性；

对一些赛事中的伤害要由最高法院

作出司法解释；应尽快推进体育体

制改革；产业基金应向体育产业转

移，体育税费减免应落实到位。

何程程建议，企业要在移动

化、精准化、多元化、智能化方面下

功夫，打破传统，寻找更多的合作

机会，站在新体育与新科技结合的

风口上。

体育产业将迎“黄金十年”

企业案例

本报记者 崔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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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规模小、产业结构不均衡等问题依然存在，企业呼吁产业政策需细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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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健体育：深挖水上运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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