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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體育用品行業前景向好

近年來，內地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體育產業的政策，推動行業發展。2014年 10月，

中國國務院（「國務院」）發布的《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消費的若干意見》中指出，體

育產業是擴大內需、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踏入 2018年起，中國的體

育產業開始轉趨高質量發展期。2018年 12月，國務院辦公廳發表《加快發展體育競賽

表演產業的指導意見》，就行業工作提出新的要求，要挖掘體育競賽表演潛力，促進體

育競賽表演專業化及品牌化。

體育產業市場可以細分為體育服務業、體育用品及相關產品製造、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等。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局」）及中國國家體育總局的資料顯示，2020年內地體育市

場的規模超過 2.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當中，體育用品市場規模佔體育產業市場總規

模的四成左右。在刺激消費措施推出下，預料內地體育用品市場仍有拓展增長的空間。

今年年初，第二十四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北京舉行，為中國在歷史上首次舉辦冬奧

會。此前，中國多個省市先後發布了「十四五」時期的體育發展規劃，涵蓋興建培訓基

地外、改建體育公園，及培育自主品牌賽事等多項舉措。

2021年下半年內地部分地方政府發表的體育產業重要政策：

發表時間 省市 政策文件的主要內容

8月 南京市 《南京市十四五體育規劃發展》：

到 2025年，能夠培育 4個自主品牌賽事，當地體

育產業規模增加至 2千億元。此外，亦要深化體

育數字化轉型，提升體育發展水平。

10月 福建省 《福建省十四五體育規劃發展》：

建立 7個國家級體育訓練基地，當地體育產業規

模提高到 3千億元。

12月 黑龍江省 《黑龍江省十四五體育規劃發展》：

新建成或擴建 39個體育公園，並組建 2-3個競技

體育項目省級優秀運動隊。

資料來源：有關地方政府的官網

內地體育產業發展目標

去年 8月 3日，國務院印發《全民健身計劃 2021至 2025年》（下簡稱「計劃」），就「十

四五」時期全民健身工作提出四項具體目標及八項主要任務。其中，四項目標分別為：

經常參加體育鍛鍊的人數要達到 38.5% （「十三五」時的目標為 37.22%）；縣、鄉鎮及

行政村三級公共健身設施和社區 15分鐘健身圈實現全覆蓋；每 1千人擁有社會體育指

導員 2.16名；帶動全國體育產業總規模達到 5萬億元。

另外，計劃提出要支持加大全民健身場地設施供給，制定國家體系建設總體方案和體育

公園建設指導意見；提出新建或改擴建 2千個以上體育公園、全民健身中心、公共體育

場館等健身場地設施，補足 5千個以上鄉鎮（街道）全民健身場地器材，配建一批群眾

滑冰場，數字化升級改造 1千個以上公共體育場館；支持以租賃方式供地，規劃建設體

育設施需貼近社區，以方便市民前往場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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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國務院於 2016年 10月印發《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下稱「綱要」）中亦為經

常參加體育鍛鍊人數制定目標計劃，提出到 2030 年內地經常參加體育鍛鍊人數增加至

5.3億人。

以上政策支持興建更多體育設施，提供予市民、表演者及參賽者使用，預期不但有助內

地體育事業發展，擴大體育產業發展規模，更會推動國民對體育用品的消費持續增加，

有利體育用品行業的發展。

省市派發消費券有利疫後消費市場表現

在新一波的疫情下，不少內地居民的日常生計受到影響，令地區消費亦受到波及。據統

計局公布，雖然首季內地社會消費品零售金額按年升 3.3%至近 11萬億元，但單計 3月

份的零售銷售就按年下跌 3.5%、按月下跌 1.93%至到約 3.4萬億元。

為鼓勵市民持續消費，不少地區均開始採取派發消費券的措施。北京市商務局官方微信

號發放訊息指出，為加快釋放綠色節能的消費潛力，由 4月至 9月，向在京消費者發放

綠色節能消費券。此外，上海及武漢近期亦向消費者發放消費券，折算實際補貼力度在

10%左右。陝西及廣西等地就按照商品銷售價，同樣按一定約 10%的比例向消費者提供

補貼。而深圳市商務局則指，近日將透過多個電商平台，向深圳消費者陸續發放 5億元

消費券。由於預期更多省市將發放消費券以刺激消費，故預料體育用品市場將從中受惠。

內地運動品牌受追捧

隨著內地眾多體育用品企業創立的運動品牌營運漸趨成熟，對品質監控更趨嚴格，令內

地消費者趨向購買該等品牌的體育用品，更為有利內地體育用品企業的發展。

總結

總括而言，內地市民參與體育運動的熱情持續增加，加上更多省市陸續改善體育設施，

政府細化體育發展目標，均有利內地體育產業的發展，亦對體育用品消費帶來長遠正面

影響。雖然內地部分省市受到疫情影響而需要暫時封鎖，但派發消費券料將有助疫後帶

動消費市場，亦有利體育用品的消費市場表現。同時，國民對內地體育品牌用品更為認

為，將有利內地體育用品市場的發展，並帶來投資機會。

資料來源: 中國國務院、國家統計局、中國國家體育總局

利益披露：

本文的作者為香港證監會持牌人，分析員本人或及其聯繫人仕並未涉及任何與該報告中所評論的上市公司

的金錢利益或擔任該上市公司的任何職務，而在編製的過程中分析員會根據預先訂立的程序及政策，去避

免因研究工作可能會引起利益衝突情況。

本行的高級職員、董事及僱員可能會持有本文件所述全部或任何該等證券或任何財務權益，包括證券及相

關的衍生工具或財務通融安排。

免責聲明：

本文的預測及意見只作為一般的市場或個別股份的評論，僅供參考之用。本文的版權為中國工商銀行(亞洲)

有限公司(“本行”)所有，在未經本行同意前，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分發或本文的全部或部分的內容，本行



2

不會對利用本文內的資料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間接之損失負責。

本文中所刊載的資料是根據本行認為可靠的資料來源編製而成，惟該等資料的來源未有經獨立核證，資料

只供一般參考用途。本行及/或第三方信息提供者（「資料來源公司」）並無就本文中所載的任何資料、預測

及/或意見的公平性、準確性、完整性、時限性或正確性，以及本文中該等預測及/或意見所採用的基準作出

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陳述、擔保或承諾，本行及/或資料來源公司亦不會就使用及/或依賴本文中所載任

何該等資料、預測及/或意見所引致之損失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而本文中的預測及意見乃本行分析員於本

文刊發時的意見，本行可隨時作出修改而毋須另行通知。若派發或使用本文所刊載的資料違反任何司法管

轄區或國家的法律或規例，則本文所刊載的資料無意供該等司法管轄區或國家的任何人或實體派發或由其

使用。

本文不構成任何要約，招攬或邀請購買、出售任何證券。本文所載資料沒有考慮到任何人的投資目標、財

務狀況和風險偏好及投資者的任何個人資料。本文無意提供任何投資建議。因此，投資者不應依賴本文而

作出任何投資決定。投資前應先細閱有關證券或投資產品的所有發售文件、財務報表及相關的風險警告及

風險披露聲明，並應就本身的財務狀況及需要、投資目標及經驗，詳細考慮並決定該投資是否切合本身特

定的投資需要及承受風險的能力。您應於進行交易或投資前尋求獨立的財務及專業意見，方可作出有關投

資決定。此宣傳文件所載資料並非亦不應被視為投資建議，亦不構成招攬任何人投資於本文所述之任何產

品。本文由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本行」)刊發，內容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閱。

風險披露:

投資涉及風險。證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一

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過往的表現不一定可以預示日後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