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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产业新阶段特征及发展趋势

黄海燕

（上海体育学院 运动与健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上海 200438）

1  前言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产业具有覆盖领域宽、产业链条长、带动作用强、发展潜

力大等特点，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对于引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满足群众多样化

的体育需求、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1］。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渐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

级，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发展逐步转入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 ；经济增长动力逐渐从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发展及创新驱动［2、3］。作为“五大幸福产业”之一的体育产业也呈现出一些

新的阶段特征和新的发展趋势。

2  体育产业新阶段特征
2.1  高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迅速，总体规模不断扩大，有关体育产业统计数据显示 ：2006 年，

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 3010.96 亿元，增加值 982.89 亿元，从业人员 256.30 万人，增加值占当年GDP

比重为 0.46%［4］；2015 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 1.71 万亿，增加值 5494.40 亿元，从业人员

414.28 万人，增加值占当年GDP的 0.81%［5］。2006 年至 2015 年 10 年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的年

均名义增长速度达到 21.07%，平均增速远远超过GDP的增速。

此外，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 2018 年全国体育产业发展大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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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体育产业总规模为 1.9 万亿元，增加值为 6475 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0.9%。从

名义增长看，总规模比 2015 年增长了 11.1%，增加值增长了 17.8%，显示出强劲而稳定的发展态势［6］。

表1  2006~2016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增加值情况一览（亿元）
Table 1  Lis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in Scale and Added Value, 2006-2016 (100 million yuan)

总计 体育服务业 体育制造业 体育建筑业

总规模 增加值 增加值 增加值 增加值

2006 3022.14 982.89 244.60 705.12 33.17

2007 3828.29 1265.23 322.50 898.10 44.63

2008 4627.98 1554.97 417.05 1088.31 49.61

2009 5425.23 1835.93 534.26 1224.23 77.44

2010 6562.94 2220.12 697.71 1427.03 95.38

2011 7448.32 2689.06 892.06 1673.03 123.97

2012 9526.38 3135.95 1085.11 1920.43 130.41

2013 10913.13 3563.69 1215.12 2189.57 159.00

2014 13574.71 4040.98 1357.17 2546.99 136.82

2015 17107.00 5494.40 2703.60 2755.50 35.30

2016 19011.30 6474.80 3560.60 2863.90 50.30

注：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整理。

另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16 年以来，体育服务业【仅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体育业，即体育组织（8810）、体育场馆（8820）、休闲健身活动（8830）、其它体育（8890）】

营业收入快速增长，增幅排名位于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五大幸福产业”之首，1~9 月

份，规模以上体育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169.8 亿元，同比增长 32.2%［7］。其原因主要是 2016 年年

初，规模以上体育服务业企业受投入加大、中超联赛电视版权费到账、球员转会等因素影响，营

业收入大幅上升。

自 2014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以来，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从 2014 年的 1.36 万亿增长到 2016 年的 1.9 万亿，年均增幅达到 18.2%，

超过 2006 年至 2013 年 16%左右的实际平均年增长率，说明《意见》的颁布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起

到了较明显的促进作用，总规模增长符合预期。

另 对 照《意 见》起 草 过 程 中 对

2025 年 5 万亿目标的测算，只要 2013

至 2020 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年增长率保

持 15%左右，2021 至 2025 年年增长率

达到 10%，体育产业 5 万亿的目标就能

实现，从现有统计数据看，实现 2025 年

我国实现体育产业 5 万亿的目标可能

性非常大。

2.2  结构优化

近年来，在我国新兴服务业蓬勃发

展，经济结构持续改善的大背景下，我

国体育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体育服务

图1  规模以上体育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
Figure 1  Operating income growth rate of sports service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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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体育产业中所占比重不断提升［8］。2006 年，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在体育产业中的比重为 24.89%，

到 2015 年比重达到 49.21%。10 年间，我国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在体育产业中所占比重几乎倍增，提

高了 24.32 个百分点。2016 年，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在体育产业中的比重从 2015 年的 49.2%又提高到

55.0%，首次超过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 51.6%的占比［9］。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老百姓体育需

求和政策利好的不断刺激下，传统的竞赛表演、健身休闲、体育培训等体育服务业出现爆发性增长 ；

另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体育服务业的外延不断扩展，体育健康、体育旅游、体育传媒、体

育信息等新兴服务业迅速崛起，体育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此外，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化大都市体育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已经接近美国、英国、法国、

澳大利亚、德国、韩国等西方发达国家［10］。

以上海市为例，2016 年，上海市主营从事体育服务业的单位数为 7236 家，占全部主营从事

体育产业单位数的 81.21% ；体育服务业增加值为 344.10 亿元，占整个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

达到 81.68%。

2.3  主体壮大

据第一次全国体育产业专项调查资料显示 ：在所有被调查的体育企业中，2006 年主营业务收

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单位占总数的比例不到 20%，反映出我国体育产业的市场主体主要为中小微

企业，资产总量偏低，以分散经营为主，组织化、集约化程度不高，整体投入较少［11］。究其原因主要

有两个方面 ：一是由体育产业自身的特点决定 ；二是由体育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决定。经过 10 多

年的发展，尽管总体而言，我国体育市场主体仍以中小企业为主，以上海为例，2016 年上海主营体

育产业的 8910 家体育单位中，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万元的有 471 家，仅占总数的 5.29%。但同时，我

们也可以发现，近年来，尤其是 2014 年国务院 46 号文件颁布以来，体育产业领域股权投资、并购重

组、资产上市等行为越来越多，我国体育产业的市场主体也在不断壮大。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7 年底，在境内A股上市的体育概念股有 78 家，主营体育的上市公司 6

家，新三板体育类上市公司 68 家。此外，随着我国体育改革进程的逐步推进，很多省市都纷纷成立

了国有体育产业集团公司，例如上海市成立了久事体育产业集团公司，江苏省成立了江苏省体育产

业集团、南京市体育产业集团、无锡市体育产业集团、常州体育产业集团等等，政府希望通过这些国

资平台，承接并整合体育改革过程中向市场不断释放的国有体育资产，而这些国有体育产业集团通

常会拥有优质的体育场馆和体育赛事等资源，往往会成为地方的体育产业航母型企业。

2.4  跨界融合

融合发展是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体育作为大健康、大休闲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较

强融合性特征的行业，体育与旅游、文化、养老、教育、健康、科技、农业、林业、水利、通航、互联

网等产业的跨界融合具有巨大潜力［12］。随着体育产业的纵深发展，体育与其他领域跨界融合现

象非常普遍，很多从事房地产、旅游、文化、传媒、互联网等领域的企业纷纷布局体育产业，据不完

全统计，截至 2017 年底，上述领域共有 29 家境内A股上市公司进入体育产业领域，推动体育跨界

融合发展。“体育+旅游”领域，以户外运动为主题的运动休闲主题游不断涌现，运动休闲、运动体

验、康体度假、赛事观赏、山野户外、体育节庆和民族民间民俗体育等旅游产品供给逐渐丰富，全国

正在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目的地，以及一批国家级体育旅游示范项目和体育旅游

精品线路 ；“体育+文化”领域，顺应体育与娱乐的融合趋势，电子竞技、体育传媒、体育影视、体育

动漫等体育文化创意产业迅速发展 ；“体育+互联网”领域，以移动互联网为主体的“体育生活云平

台”及体育电商交易平台逐渐形成，线上线下结合的体育商贸新模式逐渐成为新的体育产业增长

点 ；“体育+健康”领域，体育在推进健康关口前移、慢性病干预、健康促进、生活品质提升等方面的

黄海燕：我国体育产业新阶段特征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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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逐步显现，社会资本开办的康体、运动康复等各类机构迅速增加，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融合

程度不断增强。

2.5  资本涌入

自从 2014 年国务院出台 46 号文件以来，体育已经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行业之一。在过去的 3 年

左右时间里，资本的热潮席卷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各大领域 ：一是以阿里、万达、苏宁、莱茵体育、当

代明诚等为代表的企业巨头或上市公司纷纷布局体育产业。例如，万达集团出资 4500 万欧元收购

西甲马德里竞技足球俱乐部 20%的股份、以 6.5 亿美元并购世界铁人公司 100%股权、以 10.5 亿欧元

并购瑞士盈方 100%股权 ；苏宁以 5.23 亿元收购江苏舜天足球俱乐部、以 2.7 亿欧元获得国际米兰俱

乐部 70%的股权、以 2450 万元获得创冰科技 15%股权等等。二是以腾讯、聚力体育、乐视等为代表

的公司则不惜重金疯狂购买各类赛事版权。例如，腾讯耗资 5 亿美元买下 2016~2020 年NBA中国网

络独播权 ；聚力体育以 2.5 亿欧元的价格购买了西甲 2015~2020 西甲联赛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澳

门地区独家全媒体版权五年的全媒体版权 ；乐视以 1.1 亿美元赢得 2017~2020 年亚足联在中国大陆

地区的全媒体版权 ；体奥动力则在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支持下，以 80 亿元的“天价”拿下未来

五年中超联赛的媒体版权。三是一批新兴的体育产业基金也陆续成立，投资范围覆盖体育全产业

链环节和全周期的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已有超过 20 家体育产业基金，累计投

放金额超过 400 亿元。

当然随着资本的迅速涌入体育领域，资本投资体育产业“急功近利”现象也不断出现。目前

体育企业的发展状况与资本急功近利的投资逻辑存在着客观矛盾，资本市场带着资金和资源进场

后，追逐快速实现投入产出效益以获得回报，“拔苗助长”屡见不鲜，体育类企业生存不易。例如，

根据足球青训培养规律，通常职业球员的培养需要 6~8 年的过程，前期投入大、风险高，但培养出

的优秀球员在满 16 周岁之后，通过商业开发，可以获得不菲的回报。未满 16 岁且未经历赛场历练

的球员价值则会大打折扣。但深圳佳兆业集团作为资本方投资进入上海某足球青训俱乐部后，对

其青训培养体系不够了解，为了迅速实现变现，要求俱乐部尽快卖出现有球员，并复制扩大其精英

球员培养规模，导致其精英青训体系遭受影响，俱乐部与资本分崩离析。

总之，如何围绕重金揽入的核心资源，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深度挖掘市场需求和资源价

值，对于“热恋”中的资本和体育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6  亏损严重

与体育产业高速发展、企业营业收入快速增长、资本蜂拥而入相对应的是，现阶段体育企业

的利润并未同步增长，反而亏损加大。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数据显示，2016 年 1~9 月份，体育行

业 678 家规模以上企业中，有 399 家企业亏损，占 58.8%，亏损总金额 42.1 亿元，较同期有所扩大，

增亏 12.1 亿元［7］。另据上市公司莱茵体育

2016 年半年报显示 ：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实

现体育收入仅为 255.35 万元，亏损额却超

过了 800 万元。其中，子公司浙江莱茵达电

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净利润亏损 242.55 万

元 ；浙江莱茵达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净利

润亏损 231.42 万元 ；莱茵达体育场馆管理

有限公司净利润亏损 175 万元 ；黄山莱茵体

育发展有限公司净利润亏损 56.93 万元 ；莱

茵国际体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净利润亏损

图2  规模以上体育行业累计营业利润（亿元）
Figure 2  Accumulated operating profit of sports industry 

above designated size (100 mill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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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2 万元。公司参股的浙江黄龙体育投资管理管理有限公司净利润亏损 77.65 万元。

造成体育企业亏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刚刚起步，大多数

企业还处于成长阶段，普遍存在高投入、低产出、变现期限长等特点，例如网球、赛车等相关企业尚

处于“赔钱赚吆喝”的阶段，以大幅投入来换取知名度，打开市场 ；二是市场对于体育产业未来的发

展前景乐观，具有良好的发展预期，纷纷投入重金，积极布局，但体育产业的盈利模式尚不清晰，体

育消费的支撑还不足 ；三是以足球、篮球为代表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对引进球员、教练的投入大幅增

加。近年来，随着恒大淘宝、江苏苏宁、上海上港等职业足球俱乐部花巨资引进外教、外援取得中超、

亚俱杯等比赛好成绩后，球员特别是外籍球员身价不断上涨，转会费不断攀升，造成成本大幅增加。

2016 年 1~9 月，体育行业亏损 1 亿元以上的企业有 10 家，其中足球俱乐部 8 家，篮球俱乐部 1 家［7］。

2.7  估值泡沫

所谓公司估值是指着眼于上市或非上市公司本身，对其内在价值进行评估的过程，通常来看，

公司的内在价值取决于公司的资产及获利能力。而估值泡沫则指因投机交易极度活跃，公司股权

或资产的市场价格脱离内在价值大幅上涨，造成表面繁荣的经济现象。近几年来，体育产业的持续

爆发增长，是政策红利、消费升级以及资本追捧共振之后的产物。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体育领域

融资金额 196 亿元，是 2015 年的 2 倍、2014 年的 8 倍、2013 年的 500 倍，各类投资收购并购事件层

出不穷，但资本方通常只是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对体育企业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赢利的能力不

感兴趣。2016 年贵人鸟以 27 亿的估值收购净利润 0.48 亿元的威尔士，市盈率达到 56.8 倍 ；2016

年初净利润 0.26 亿元的万国体育估值达到 30 亿元，市盈率超过 100 倍 ；以路跑APP为主要业务的咕

咚体育当前净利润为负值，2017 年投资进入后估值接近 25 亿。除此之外，还有各类天价却难以变

现的版权，职业俱乐部置重资购买球员，造成不当激励等等。客观来看，在可控范围内的估值泡沫

对体育产业发展有一定助推作用，但无序哄抬、过度竞争导致产品溢价、成本增加，将会给体育产业

发展带来资源的分配不均、资金投入失效、大量资金沉淀等一系列问题。

造成体育企业估值泡沫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本流动性过剩。由于近年来，我国

货币供应过快增长，再加上经济步入新常态后，传统行业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故资本在短时期内

纷纷集聚前景广阔的体育产业领域 ；二是市场可供交易的标的不多。由于我国体育产业尚处于起

步阶段，符合资本投资标准的体育企业并不多，再加之资本投资热情高涨，于是便出现了“水涨船

高”的现象 ；三是以新三板市场为主的资本市场为资本快速变现提供了相应渠道。由于新三板市场

对企业盈利能力的要求不高，且青睐未来具有较大增长空间的新兴产业，资本投入体育产业后，具

有快速变现的预期，致使泡沫产生。

2.8  人才匮乏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高速增长，与文化、旅游、健康、科技等产业的不断融合，以及在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稳步提升，从事体育产业活动的单位数量迅速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

目前从事各类体育产业活动的单位已经超过 15 万家，其中，2014 年以后新成立的体育产业活动单

位超过 50%以上，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体育产业人才的匮乏。通过对多家体育企业长期的跟

踪和访谈，本文认为，当前体育产业人才匮乏已经成为阻碍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从实践

来看，目前体育产业人才匮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体育产业人才总量不足。根据相关统

计数据预测，2016 年我国体育产业从业人员约为 450 万人，这与蓬勃发展的体育产业实际需求相比

仍有巨大差距，主要表现在高层次专业化人才缺乏、体育产业人才区域和行业分布不均匀、体育产

业与相关产业的复合型人才缺乏等 ；二是体育产业人才的质量不高。体育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

要组成，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支撑，建立在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基础上的服务产业，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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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要求较高，但体育产业高质量人才密度低的状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发展需要，主要表现

在体育产业人才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不高、整体业务素质不强、开拓创新能力不够、高层次人才老龄

化态势严重等［13］。

造成体育产业人才匮乏的原因有很多，但从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

体育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缺乏相应的政策保障。目前既缺乏扶持体育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系统的政策

体系，也缺乏现有人才政策的具体落实 ；二是体育产业人才队伍缺乏合理的建设机制，关于体育产

业人才的投入机制、用人机制、人才引进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等均不完善［14-1］3 ；三是体育产业人才

公共服务不健全，亟须建立体育产业人才供求状况动态监测制度，构建体育产业人才信息平台，定

期开展体育产业人才状况调查工作 ；四是体育产业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目前高等院校培养体育产

业人才的方法和体系已经难以满足体育企业对复合型、实践型和创新型体育产业人才的需要，亟须

建立产学研协同培养体育产业人才的机制。

3  体育产业的发展趋势
3.1  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体育改革的不断推进，体育赛事、体育场馆、明星运

动员等体育资源将逐步进入市场。此外，伴随着政府的“放管服”改革，与体育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的空域、水域等资源将逐步放开，安保、媒体等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进程将不断加速，这将有力地

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未来一段时间，体育产业政策将逐渐从目前的注重政策制定逐渐向抓

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实双管齐下转变。

一方面将继续从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促进体育资源市场化配置、发展运动项目产业、推动

“体育+”和“+体育”发展、吸引社会投资、壮大市场主体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例如进一步推动有

条件的运动项目出台产业发展规划，通过制定政策进一步促进体育与文化、健康、科技等融合发展

以及不断加强对体育市场的监管等等。另一方面，将更加注重对现有政策文件的落实，通过出台更

加具体和务实的政策举措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发展，例如落实现有税费价格、规划布局与土地、人

才培养与就业等优惠政策，建设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打造体育旅游综合体，建设体育产业园区，加强

体育产业标准化建设，构建各类体育产业发展平台等等。

总而言之，体育产业在财政、税收、土地、就业、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将更加灵活

具体、政策的可操作性将逐步增强，产业发展环境将明显优化，体育市场活力将不断激活，作为朝阳

产业、绿色产业、幸福产业的体育服务业将迎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3.2  体育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逐渐清晰 

随着体育产业逐步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社会力量投资体育产业的热情将空前高涨。

一是体育消费的不断扩大是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石。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丰富产

品供给，培育体育消费，促进消费升级将成为重点。

二是运动项目产业是体育产业的本质。国际经验表明，围绕运动项目所形成的产业链条是最

具有活力和生命力的，它是体育产业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几乎所有体育产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有

其特色的运动项目产业。随着我国行业协会改革的不断深入，足球、篮球、冰雪、山地户外、水上、

航空等运动项目将得到快速发展。

三是体育赛事引领体育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以体育赛事为核心产品的竞赛表演业一直是发

达国家体育产业的龙头，引领和带动了其他业态的发展。

可以预见未来数年，我国体育赛事在引领体育产业发展中将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职业

体育联赛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将取得大发展。第二，体育赛事的市场化、商业化程度将逐步提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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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竞赛表演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第三，体育赛事的举办不仅将有效带动健身休闲、中介、培训等

业态的发展，还与旅游、新闻出版、互联网、住宿、餐饮和交通运输等产业有广泛的关联性。

3.3  体育与相关产业的融合态势不断增强

体育作为大健康、大休闲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较强融合性特征的行业，体育与文化、养老、

教育、健康、农业、林业、水利、通航等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未来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

拓展体育产业业态，转变产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具有巨大发展潜力。未来一段时间，“体育+旅

游”、“体育+健康”的发展空间最大。

体育旅游领域，以户外运动为主题的运动休闲主题游将不断涌现，运动休闲、运动体验、康体度

假、赛事观赏、山野户外、体育节庆和民族民间民俗体育等旅游产品供给将逐渐丰富，我国将逐渐形

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目的地，以及一批国家级体育旅游示范项目和体育旅游精品线

路。体育健康领域，体育在推进健康关口前移、慢性病干预、健康促进、生活品质提升等方面的作用

将逐步显现，社会资本开办的康体、运动康复等各类机构迅速增加，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融合程

度不断增强。

3.4  体育新需求、新业态、新模式将不断涌现

当前，在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融合对接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的，以技术、

应用和模式创新为内核并相互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将不断取得发展，并助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和能级提升。体育产业作为近期才取得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门类，尽管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但其后

发优势也较为明显。

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我国休闲时代的到来，广大老百姓多元化、多样性的体育消费需求将被激

发，再加之我国体育领域创新创业的不断深入，以及“互联网+”战略的逐步实施，体育产业领域将不

断发现新需求、创造新需求，以此为基础，体育产业的新业态、新模式将空前发展，为体育产业发展

带来前所未有的空间。

3.5  科技和金融将为体育产业腾飞插上翅膀

当今时代，科技和金融在助推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体育产业在遵循客观

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也离不开科技和金融的大力支持。在科技方面，互联网+、物联网、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AR）、机器人、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成果和信息技术向体育产业领域的转移与应用，

将加快推进体育产业在内容、形式、方式和手段等方面的创新。在金融方面，股权投资、债券投资、

融资租赁、众筹、保险等金融工具和产品将不断被应用在体育领域，针对大众健身、体育赛事、体育

场馆、户外运动、职业俱乐部、运动员等体育金融业务不断创新，成为我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

助推器。

4  结束语
体育产业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新动能，在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和体育强国建设中的作用和

价值越来越凸显。总体而言，我国体育产业面临着千载难逢的重大发展机遇期，未来发展空间巨

大。新时代的中国体育产业只要能够客观认识新阶段的产业特征，充分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就

一定能够开拓新局面，开创新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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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Stag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HUANG Hai-y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port and Health Industr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The sports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t is also the focus of 
the  the “five happy industries”. In addition, sport industry is a new dynamic in the new normal econom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is new stage and analyz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he new stage of sports industry is characterized by rapid development,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expansion of main body,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influx of capital, serious losses and lack 
of qualified personnel. In the future, policy dividends will be released continuously in the sports industry. 
The environmen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ill keep upgraded. Gradually,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is clear; the convergence of sports and related industries is increasing; new sports 
demand, new formats, new models is going to emerge. Finally, sport industry will take off with the technology 
and finance.
Keywords ：sports industry; new stage; characteristics; tr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