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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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分类、与体育事业的区别，接着分析了国际国内体育产

业的现状，然后具 体介绍了体育主体产业、体育用品业、体育服务业的发展。随后，报告对

体育产业区域发展、产业基地建设、营销和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做了透彻解析，最后重点分析 

了体育产业的投资潜力、存在风险及建议，并科学预测了其未来前景趋势。  

    体育产业是指生产体育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提供体育服务的各行业的总和。体育产业是

国民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新增长点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日益增长，体育

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体育产业体系初具规模并逐步健全。体育产业联动功能很强，对旅游业

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业、通讯业、信息业发展都具有很大促进作用。体育产业还能提供大

量就业机会。 

    近年来，在国家经济社会以及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体育产业乘势而上，规

模不断扩大，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体育市场体系逐步完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体育

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呈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以北京奥运会为代表的重大体育赛事

极大地带动了文化、娱乐、旅游、建筑、通信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体育产业的辐

射效应。 

    2014年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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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根本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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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

续发展的重要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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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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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5　2011年-2013年信隆实业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146　2013年1-12月信隆实业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图表147　2013年1-12月信隆实业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148　2014年1-6月信隆实业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图表149　2014年1-6月信隆实业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150　全球体育产业产值变化率 

图表151　全球主要国家体育产业相关统计数据 

图表152　2015-2020年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产品销售收入预测 

图表153　2015-2020年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累计利润总额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家体育总局、商务部、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

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 型，对行业核心发

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体育产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体育

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tiyu1411/5012851NA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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