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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专设室内健身房的可行性探讨

彭凡 王亚琪 毛宇新

(江南大学商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摘 要】:中美教育中一项显著差别就是体质素养。无论是常春藤的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康乃尔还是麻省理

工､斯坦福，其合格毕业生的一项关键指标就是体育精神和素养。中国大学生体质相对弱，不仅缺乏锻炼，更缺乏

系统专业性体质环境。江南大学众多体育设施奠定了良好的硬件条件，但像外大学的专业健身设施和软硬环境还是

空白。据此，针对江南大学专业健身房的需求为例做了调查，反映强烈。分析校内实际需求，提出实际可行的操作

及创新点是项目研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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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世界名校，无论是常春藤的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还是麻省理工､斯坦福，对其学生的体育素养都有高于一般学校的要求。

他们旨在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使学生能受益终生。为达到这一目标，这些名校为学生提供优良的

体育锻炼环境，包括丰富的体育课程､齐全的体育锻炼和健身设施。相较之下，中国大学生严重缺乏体育锻炼，体质不断下降，

影响身体健康的同时也会降低学习效率。周泉(2014)认为，体育因素中的场地､器材匮乏等是大学生缺少锻炼的第四个成因；环

境因素中的锻炼氛围缺乏是大学生缺少锻炼的第二位成因.而校内开设一个相对完善的健身房能够有效改善大学生锻炼缺失的

问题。社会的发展进步使健身成为一种时尚的运动锻炼形式，在高校越来越多的学生出于自身､社交等因素，积极参与到健身健

美行列。

本文拟针对当前国内大学在校学生缺乏体育锻炼､身体素质差等问题以及新时代下大学生对健身的追求的增强，以江南大学

为例，探讨校内建设专业健身房的可行性并提出相关建议。

2 调查分析

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在问卷中随机选取 142 人的样本进行分析。在样本中，男生为 52 人，女生为 90人，年级多为大二､

大三。

在大学生与研究生群体中，健身与不健身的比例为 48∶94，而如果在学校建立健身房，在 94 名不去健身的同学中仅仅只有

30名不去。通过数据分析，如果在学校建立健身房，营销方式得当，将会比校外健身房多 44.88%的客户群体。通过对样本数据

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学生对校外健身房不满意，仅有 8%的人认为很满意。原因主要是收费过高，设施不够完善，环境不

好和教练水平不高。

而分析大学生去健身房的频率可以发现，大学生去健身房的频率并不高，而阻碍大学生去健身房的最大的两个原因是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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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没有可用资金。而在校内建设健身房将会大大减少学生健身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提高学生学生的健身频率。

而对在学校开设健身房，80%的学生持支持的态度，仅有 8%表示不支持。表明在校内开设健身房将会吸引大部分学生有健身

经历或健身意愿的学生。

3 战略分析

分析方法:SWOT 分析法。

3.1 优势(strengths)

(1)地理优势:根据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近半数学生表示，没有健身经历是由于没有时间。考虑到大学生留给健身运动的

时间有限，不愿将时间浪费在路上，而校外健身房均与学校有一定距离，因此，学生更愿意到距离更近，更加便利的校内健身

房进行锻炼。

(2)价格优势:胡会敏，司琪(2016)价格是影响大学生选择健身房的主要因素。由于校内健身房以学校未利用的空地为建设

场地，省去了租金等费用，而且校内健身房考虑到学生经济能力有限，在价格上会有较大幅度的优惠，因此，相比校外健身房，

校内健身房在价格上会有较大的优势。

(3)安全优势:校内环境相对于校外危险因素少，对学生来说，相对比较安全。并且，校内健身房依托学校背景，可信赖程

度高，学生权益能得到有效保障。

(4)客源稳定:学校学生数量稳定，定期有新生流入，保证健身房有持续的新鲜客源。

(5)社团管理形式更能贴近学生，及时了解学生的需求变化。

3.2 劣势(weaknesses)

(1)定价低，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价格低虽然是吸引在校学生的一大优势，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利益，而由于行业

特点，前期成本投入高，进一步导致回收周期加长。

(2)学生数量限制，市场潜力有限。学生数量稳定意味着不会有明显增长，阻碍了健身房进一步发展。

(3)健身器材损耗，维修费用高。

3.3 机遇(opportunities)

(1)当下健身风靡。健身不仅能增强体质，而且能起到减肥塑形的效果。因此，近年来健身越来越成为一种风尚，“马甲线”

的风靡足以说明当下健身的流行。

(2)政府政策鼓励。高校建设校内健身房是对政府号召的另一种形式的响应。目前大学生体质逐年下降，段国军(2017)认为，

自 1985 年实施第 1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开始至 2010 年的第 6 次调查，大学生体质状况在形态指标上体重和身高逐渐增加，

身体素质指标除 2005 年的立定跳远指标外，均呈下降趋势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也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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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众体育以社会兴办为主，引导大众体育消费，培养体育市场，建立多元化投资渠道。

(3)时代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使当代大学生对自身形体要求提高。

3.4 威胁(threats)

(1)新的竞争对手。在项目进行期间，江南大学南门外新开设了至少两家健身房及游泳馆，这一方面说明了市场潜力，另一

方面也增加了校内健身房的竞争对手。

(2)健身既然是一项运动，本身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4 商业模式创新

当健身房正式运营时，我们拥有独特的商业经营模式与创新点。

第一，我们会成立一个健身社团，并配有一个主要负责人，该社团从属于学校，工资由学校发放。在此社团下设有办公室，

外联部，宣传部，财务部这四个部门。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员信息的登记与整理，其中包括健身的学员､教练，以及后面将提到的

勤工助学的同学等一系列的所有人员；外联部主要负责与校外资源的连接，如去校外聘请教练，在健身房举办如周年庆等活动

时去拉赞助等等，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了解校外有关健身房情况的发展，不至于让江南大学校内的健身房脱离潮流.常珍，郭

少光(2016)认为针对高校的特殊性，高校健身房的销售较市区商业健身房简单.宣传部主要负责各阶段进行各类宣传，如微信公

众号的推广，海报广告的设计发放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吸引学员的方式；财务部的职能则主要是进行财务统计与核算，学员学费

的统计，各个岗位人员应得的工资等等；而社团负责人的主要工作则是对各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与审核，所有活动的申请批准

都要经过他的同意。

第二，该健身房设有勤工助学岗位，即针对那些有需求的学生可以提供给他们一些兼职的机会，一方面改善了江南大学勤

工助学岗位供不应求的现状，另一方面又给学生提供了安全可靠的兼职环境，而且对学校来说管理人员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他

们主要负责的是日常健身房工作的管理以及健身房内的清洁工作。

第三，考虑到学校上课时间的安排，一般来说，学生上午都有课，此时过来健身的人也很少，而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大家

普遍愿意晚上过来，因而我们采取梯度收费模式，上午时间段为 8:00-13:00，价格为 10 元/小时；下午时间段为 13:00-18:00，

价格为 12 元/小时；晚间时间段为 18:00-22:00，价格为 15 元/小时。学员通过刷校园卡模式在进入健身房时进行时刻记录，在

健身结束后同样刷卡离开，电脑自动记录学员健身时间以及应付金额并直接从校园卡中扣除。

第四，增设健身计划: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学校周围的健身房缺少针对性的健身计划，例如 30 天瘦身 20斤，一周减脂

10斤等目的性训练课程，如果打出这样的标题，不仅能吸引顾客，而且由于相应的收费标准的提高，规范化的训练，健身房的

管理效率和获利也会提高。

第五，增加附带食品:对于健身的人来说，“三分健身七分吃”是他们坚信的真理。因此，在健身房里增加健身餐是个很不

错的选择，同时也是其他健身房缺少的一方面。考虑到健身餐的简易性，同时由于场地有限，我们可以只出售真空包装食品或

者即食产品以及与健身有关的如蛋白粉类产品，能让顾客带走或立即补充能量方便的产品，当然，这只是我们的副产品，为了

更好的为健身房提供服务。

5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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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健身”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健身行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自 2016 年 5 月项目开始，在江大附近新开设了两三家健

身房，这表明在大学校内开设健身房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在江大校内开设健身房，不仅能响应国家政策，还能满足广大师生日

益增长的健身需求，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为学校带来比较可观的回报，是社会的潮流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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