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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结合体育经济学研究生专业课和其他体育专业本科生相应选修课的教学，围绕当前体育经济学研
究的诸多热点问题，就其研究现状、背景、趋势，以及本学科基础知识展开系统分析，在传统“体育
经济学”教学的基本体系下，抓住若干关键问题、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型教学。
书中资料有的反映了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有的体现了国内学者和专家对当前体育经济热点问题的研究
，使体育研究生既对本课程有较系统的掌握，又对体育经济前沿问题有所把握，同时，《体育经济热
点问题研究》对研究生展开更深层次的选题研究有着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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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子朴（1969年12月出生），男，2000年毕业于俄罗斯中央体育学院，攻读体育经济管理专业，获哲
学博士学位。
现就职于首都体育学院体育经济管理教研室。
任教授、硕士生导师、科研处副处长兼学报编辑部主任。
留学期间，师从俄罗斯著名学者（功勋体育工作者）、体育经济管理学领域专家别尔唯尔金教授。
近年来，他对体育经济学、体育人文社会学等领域的诸多前沿、热点问题有较深入系统的研究，涉及
体育经济、体育产业理论与实践、体育营销以及体育社会等问题的研究。
 目前，王子朴教授承担着国家哲学社会基金项目“鸟巢投融资模式及赛后场馆运营模式优化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软科学课题“中俄体育产业政策比较研究”、北京市哲学社会规划办课题“后奥运时期
的我国体育经济政策研究”。
代表作包括《体育经济学教程》、《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对当今体育经济思想的影响研究》、《国家
体育场投融资模式及赛后场馆利用财务分析》、《刍议体育经济学科属性问题》、《中国体育产业政
策发展历程及其特点》等。
社会兼职有全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全国体育学院学报理事会秘书长，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
产业分会、体育信息分会、学校体育分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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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关于体育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实践讨论 从实践层面分析体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最直接的就是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改革开放30年来体育产业
的发展规模，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以及在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不难看出体育对经济发展的实践作
用。
 （一）我国体育产业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体育产业在国民经
济结构中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同时，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各地GDP的平均增长速度。
 林显鹏、虞重干、杨越【66】等人通过对2000—2002年广东、浙江、辽宁、安徽、四川、、云南、北
京等省（市）体育产业统计的汇总分析推算出，2002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为696.64亿元（不包括港、
澳、台地区），占当年全国GDP的0.67％。
在此基础上，根据2002年7省（市）GDP平均同比增长率（17.38％）估算出截至2008年底，我国体育产
业增加值为1822亿元，占当年全国GDP 1％多的比重。
同时体育产业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速也超过第一、第二产业的年平均增速，并且处于第三产业的中间位
置，还有体育产业就业人数、劳动生产率等方面，都具备了新兴产业的基本特征。
 同理推算，2002年7省（市）体育产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值为22740元/人，按照这个劳动生产率，我们可
以估算出2002年全国体育产业的吸纳就业人数为306.35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0.4％，体育产业就业
的同比增长速度为19.43％。
据此估算得出，到2008年年底，全国体育产业的吸纳就业人数为857.53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1.12％
。
按照产业经济学理论，吸纳就业人数和产值均已超过1％以上，其产业结构具有极强的关联特征，而
且在体育产业增加值、就业人数以及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增速相比其他产业具有明显优势和可持续发
展特征。
 依照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我国体育产业已初步具备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潜力。
首先，体育产业是新兴产业，不是传统产业。
其次，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38％，这一速度远远高于我国GDP的增长速度。
显然，体育产业已经逐步成为全社会新的消费热点，产业规模正在迅速扩大，体育产业的发展速度增
势强劲。
最后，体育产业具有极强的产业关联性。
 （二）体育产业结构的日趋合理拉动经济结构的发展 目前，体育产业结构划分为体育本体产业和体
育相关产业等。
所谓体育本体产业是指最具有体育本质特征的产业，比如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健身服务业等。
而体育相关产业则是指依托于体育的其他行业，如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零售业等。
合理的产业结构应该是本体产业占据主要地位，无论产值还是关联作用，如同产业经济学中的重点产
业一样，体育本体产业应该对体育相关产业具有带动、引导、拉动等作用，但在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之
初，具有体育本质属性的体育健身、竞赛表演业等体育本体产业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远远落后于体育
服装、鞋帽等体育用品制造业。
根据国民的消费理念，完全可以推断，大多数老百姓每年花在购置体育服装、鞋帽、器材等方面的消
费额度要远远高于花钱观看体育赛事、健身方面的消费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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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经济热点问题研究》对研究生展开更深层次的选题研究有着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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