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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行动计划（2019-2020 年）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

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关于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

2020 年）》和《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推进体

育消费持续提质扩容，进一步发挥体育产业在扩大内需、推

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就业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中的

作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体育强国和

健康中国建设，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主要目标

到 2020 年，人民群众的体育消费观念显著提升，体育

消费习惯逐步养成，体育消费设施更加完善，体育消费环境

更加优化，体育消费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加丰富，体育消费政

策更加健全。全国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 1.5 万亿元，人均体

育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显著上升，体育消费结构更

为合理。

二、重点任务

（一）丰富体育消费业态

大力发展健身休闲消费。重点支持消费引领性强的健身

休闲项目发展，推动水上运动、山地户外、航空运动、汽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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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马拉松、自行车、击剑等运动项目产业发展规划的细

化落实，形成新的体育消费热点。借助 2022 北京冬奥会契

机，持续实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促进冰雪旅

游、冰雪场馆建设、冰雪培训、冰雪器材装备等相关产业发

展。

积极引导竞赛观赏消费。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各级各类赛

事活动，打造一批有影响力、高质量的品牌赛事。加快足球、

篮球等职业赛事改革进程，发挥其作为体育消费龙头的带动

作用。丰富节假日体育赛事供给，将更多赛事向二三线城市

拓展，满足群众的观赛需求。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充分发挥

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优势，培育地方特色

赛事活动。研究推动体育赛事电视转播市场化运作和新媒体

传播技术发展。

持续推动体育用品消费。鼓励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个性化设计水平，结合可穿戴

式设备、虚拟现实技术、物联网管理平台等，研发多样化、

智能化的体育产品，更好满足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完

善中国冰雪产业联盟，研制《冰雪装备器材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

积极实施“体育+”工程。推进体育与文化、旅游、养

老、健康、教育、互联网、金融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体育

消费新业态。深入推动体育消费与信息消费融合，加快推进

体育产品和服务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

拓展新媒体体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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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育体育消费观念

加强体育文化宣传。支持体育专题片、体育电影等体育

文艺创作和传播，鼓励各级各类媒体开辟专题专栏，普及健

身知识，营造良好的体育消费氛围。支持发展多媒体广播电

视、网络广播电视、手机应用程序（APP）等体育传媒新业

态，促进消费者利用各类社交平台互动交流，提升消费体验。

普及日常体育锻炼。继续举办“全民健身日”、“新年

登高”、“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等活动，开展体育运动

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推动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等实行工间操制度。发挥体育明星和运动达

人的示范作用，倡导每天健身一小时，创新健身活动形式，

开展娱乐性、趣味性强的活动，引导消费者形成体育爱好和

消费习惯。

加大体育消费品牌引领。继续办好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

览会、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等，鼓励

和支持各地举办各类体育活动，打造一批主题鲜明的体育消

费活动品牌，不断释放体育消费潜力。

（三）提升体育运动技能

积极推广基本体育技能。鼓励各级体育行业协会、体育

俱乐部开展科学健身讲座、科学健身指导、科学健身知识竞

赛等活动，依托各地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发挥社会体育指导

员作用，广泛宣传《科学健身指南》，大力推行《国家体育

锻炼标准》，推动群众掌握基本体育技能。

大力发展体育培训市场。积极推广普及性广、关注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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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空间大的运动项目，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发适合不同

人群的体育技能培训课程，充分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

提供形式多样、更有针对性的运动处方和健身指导。推广运

动水平等级标准和业余赛事等级标准，满足群众不断提高体

育技能的需求，增强消费粘性。

加强青少年体育技能培训。推动体育部门、体育社会组

织、专业体育培训机构等体育组织，通过组织体育冬夏令营

等活动，培养青少年体育爱好，促进青少年掌握体育技能，

养成终生体育消费习惯。

（四）拓展体育消费空间

打造各类体育综合体。鼓励和引导利用废旧厂房等现有

设施，改造成健身休闲与商业服务融合发展的体育综合体；

持续推进公共体育场馆“改造功能、改革机制”两改工程，

增加体育场地设施和功能，改造成体育综合体；支持旅游景

区引入体育资源，增设体育消费项目，升级成体育与旅游高

度融合的体育综合体；细化落实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规划建设，

推动试点项目健康有序发展，打造成生产、生态、生活“三

生融合”的体育综合体；积极推动航空飞行营地、汽车自驾

运动营地、山地户外营地等建设，打造成体育综合体；大力

实施《百万公里健身步道工程实施方案》，把美丽乡村串联

成集文化、旅游、休闲、观光于一体的体育综合体。

加强便民体育设施建设。积极推进智慧社区健身中心、

二代室外健身器材等健身设施建设，将信息技术应用于体育

设施建设和管理。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建设一批智能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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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充分合理利用公园绿地、城市空置场所、建筑物屋顶、地

下室等“金角银边”区域，建设便民利民的健身休闲设施，

不断拓展体育消费新空间。

（五）优化体育消费发展环境

大力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改革，推进体育行业协会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进一

步向社会开放体育资源，激发体育市场活力，广泛吸引社会

资本进入体育领域，培育发展多形式、多层次的体育行业组

织、体育俱乐部，繁荣体育市场。

不断优化产业基础。继续加强体育资源交易平台建设，

创新市场运行机制，推进体育赛事举办权、承办权、转播权

的公开、公平、公正流转，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加大对教练

员、裁判员等各类体育产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为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六）健全体育消费政策体系

创新财政支持体育消费方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途径，

引导和支持体育企业提供更多适应群众体育消费需求的产

品和服务。支持各地创新体育消费引导机制，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探索和试点包括全民健身公共积分、运动银行、消费券

在内的方式支持群众进行体育消费。进一步完善大型公共体

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政策。

完善体育消费优惠政策。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创新体

育消费支付产品，拓展体育消费信贷业务和金融服务。鼓励

发行健身休闲联名银行卡，实施特惠商户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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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培育体育保险市场。引导保险公司根据体育运动特

点和不同年龄段人群，开发场地责任保险、运动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等保险产品。积极推动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相关责任

保险发展。加强体育保险的宣传，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

学校、个人购买相关体育类保险。

（七）加强体育消费权益保护

加快体育消费领域标准化体系建设。发挥标准化对建设

安全可信体育消费环境的支撑作用，持续开展体育器材装备、

体育设施设备、体育场所开放、运动营地建设、管理和服务

等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以标准引领体育消费产品和服务质量

不断提高。

加强体育市场监管。严格落实《体育市场黑名单管理办

法》等相关管理制度，加大对体育市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

打击力度，将相关机构及人员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并将涉企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记于企业名下依法对外公示，规范体育市场秩序。

完善体育消费维权方式。鼓励由商业银行托管健身俱乐

部收取的健身预付费用，减少和避免体育消费纠纷，不断增

加体育消费者信心。持续提高体育消费者维权意识，充分发

挥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的作用，切实维护体育消费者权益。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对促进体育消费工作的统一领导，强化顶层设计、

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各地要根据本计划的要求，将促进体

育消费作为重要工作任务，结合本地区实际，加快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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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案和配套措施，建立健全体育消费的引导促进机

制，不断提高本地区的体育消费水平。

（二）加强部门协调

各地要加强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健全跨部门的沟通平

台和机制，不断完善促进体育消费政策体系，加大体育场地

设施用地及水、电、气、热政策落实力度。打击体育消费的

违规行为，加大对体育领域相关主体失信联合惩戒力度，维

护公平交易、诚实守信的体育消费市场秩序。

（三）加强统计监测

探索建立体育消费市场统计监测制度，逐步开展对居民

体育消费市场的统计监测，整合与共享有关部门的数据资源，

掌握体育消费的规模和结构变化，加强对体育消费发展特征

和趋势的分析研判，为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提供决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