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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发展 SWOT 分析

闫青青

安徽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摘 要】：体育休闲产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和支柱，在安徽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利用 SWOT 法分析安徽省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以及威胁因素，并提出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发展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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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体育健身休闲业就是指以非实物的形式向社会提供体育健身、休闲、娱乐服务产品的生产经营单位的集合。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全省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收入的增加、人们余暇时间的增多，以及体育设施的增加和完善，

为体育健身休闲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时间和空间上的保证。

体育健身休闲业作为重要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占据了安徽省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目前，安徽省

体育健身休闲产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根据安徽的地域特色如何有效地实现体育健身休闲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将成为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在对安徽省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发展情况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对安徽省体育休闲产业发展进

行 SWOT 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

二、安徽省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发展 SWOT 分析

（一）安徽省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发展优势（Strength）

1、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安徽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体育健身休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十一五”期间，安徽省经

济总量先后跨过 7 个千亿元台阶，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3%以上，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1.9 万元。2011 年安徽省财政收入突破 2，

000 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超过 1，000 亿元，均比 2005 年增长 2 倍以上；完成财政支出 2，500 亿元左右，比 2005 年增长

2.5 倍，由此可以看出，安徽省提供基础服务和改善民生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2、体育健身休闲业的区域品牌崛起。安徽省的黄山、九华山、齐云山、牯牛降、天柱山、巢湖、太平湖、长江、淮河等山

水资源，是发展登山、徒步、露营、自行车、漂流、钓鱼等现代户外运动、水上娱乐、游憩旅游的理想场所，对国际旅游者和

长三角以白领为主体的高端旅游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近年来，安徽省丰富的自然、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与发挥促进体育健

身休闲产业的快速发展相结合，先后举办了“黄山国际山地车节”、“黄山国际登山节”、“马鞍山李白户外旅游节”、“合

肥首届国际马拉松赛”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品牌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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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理区位优势突出。安徽省地处长江、淮河中下游，长江三角洲腹地，居中靠东、沿江通海，东连江苏、浙江，西接湖

北、河南，南邻江西，北靠山东，独特的区位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及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系，使得安徽省与长三角紧

密相连。在交通方面，已经初步形成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快速交通网络。

（二）安徽省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的劣势（weakness）

1、体育健身休闲产业集群未形成。与沿海地区相比，内陆省份的体育健身休闲产业起步较晚。实地调查发现，体育健身休

闲产业在安徽省仅仅停留在社区基础设施和少数的健身娱乐会馆服务，整体体育健身休闲产业没有形成集群，这给体育健身休

闲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缺乏优惠政策的支持。长期以来，对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国家缺乏必要的鼓励和扶持政策。目前，体育健身休闲业在运营

的过程中，需要交纳各种税费，种类很多，有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并且大部分体育健身服

务经营企业长期靠租借场地经营。

3、居民体育健身休闲意识不足。在体育产业中，一般将体育消费划分为三类，即实物性体育消费、观赏性体育消费和参与

性体育消费。研究发现，安徽省居民的体育消费主要集中在实物性体育消费上，即购买体育服饰和鞋袜、器械等，参与性消费

较少，这给体育健身休闲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4、体育产业复合型人才缺乏。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发展需要集体育、产业经济、文化产业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目前，从事

健身休闲业运营管理的人员大多缺乏健身休闲业运营所必需的专门知识，而本来为数不多的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又由于种种原

因未能进入这一市场，从而造成健身休闲业运营管理专业人才的缺乏。

（三）安徽省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的机遇（opportunities）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机遇。“小康社会”不仅仅单纯地指我国人均收入的提高，还意味着我国人民在消费结构上发生巨

大的变化。据安徽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 年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39.6%，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这一系数

还将继续降低，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将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和生活的休闲性。这为安徽省体育健身休闲消费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也为体育健身休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2、体育健身休闲项目是安徽省旅游文化示范区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安徽省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2010-2020》中指出：参照《城市公共休闲服务与管理导则》等国家标准，以黄山市、池州市、芜湖市、马鞍山市等为重点，建

设休闲城市。提出了加快建设体育健康休闲产业园的思路，这项建议已被写入安徽省实施方案和安徽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

规划和国务院《促进中部崛起规划》。

（四）安徽省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的威胁（threats）

1、体育健身休闲公共基础建设依旧薄弱。近年来，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和全民运动的发展，群众体育

人口不断增长和城市居民体育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场馆设施资源短缺的突出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场地和人口之间的矛

盾仍然比较突出。特别是体育场地的总数量明显不足，城乡差异和缺乏设施等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制约了人们的各种体育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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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城市群建设的威胁。如武汉的“8+1”城市群、河南的中原城市群、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和安

徽省的皖江城市带，它们的发展和建设不仅带动作用增强，而且力争形成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强的城市群、经济圈或产业

带，各省都积极吸纳、争夺东部和国外转移的产业，竞相改善投资环境，形成了一种“不进则退”的压力态势。

三、安徽省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一）发展以合肥经济圈为中心的皖中体育竞赛健身表演产业集聚区，以黄山、九华山、天柱山为中心的皖南户外体育健

身休闲产业集聚区，以皖江城市带为中心的体育器材装备制造业集聚区，以皖北地区为中心的民间民俗体育养身健身休闲产业

集聚区等四大功能集聚区。与此同时，大力发展体育本体产业，推动体育产业与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和互动发展。

（二）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基础。在全省健身服务发展的战略研究中，加强体育健身服务业的宏观管理、信息服务和政策

引导。政府部门应当向各类投资者提供政府在体育健身服务业市场发展方面的政策导向、市场的供需状况以及未来市场发展的

方向等信息，避免体育健身服务业投资行为的盲目性。在场馆方面，要拓宽渠道，以社会力量兴办体育场（馆）等，政府在用

地方面给予支持。

（三）大力吸引复合型人才是加快体育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多渠道培养体育产业专业

人才，积极开展各类体育教育培训，多渠道培养既懂经营管理又懂体育营销的复合型体育产业人才，积极引进体育产业管理与

经营人才，大力发展体育职业教育，培养既懂经济又懂体育的经营管理人才，特别是精通体育训练竞赛规律和体育管理知识的

营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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