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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体育经营管理基本问题，体育市场，体育经营战略与策略，体育场馆经营管理，体育健身
娱乐经营管理，职业体育俱乐部经营管理，体育赛事经营管理，体育赞助运作，体育旅游经营管理，
体育用品经营管理，体育彩票经营管理等内容。
每章后附有参考阅读文献，对学习者拓展视野，掌握实用知识及应用很有帮助，是一本内容新、观念
新，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应用性与可操作性的体育经营管理著作。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体育经济管理、社会体育等专业、体育HBA师生，各级各类体育管理机构、
体育组织以及体育经营管理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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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万来，男，1950年生，四川省宜宾市人，成都体育学院经济管理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体育管理及体育人力资源的教学与研究。
主编《体育公共关系概论》《体育产业概论》等教材和专著4部。
主持和参与的科研课题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竞技体育技术创新运行机制研究》，以及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项目《西南地区体育人力资源的现状及开发对策的研究》等7项。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人力资本理论与发展体育的经济意义》《民营体育经济发展对策研究》等40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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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体育经营管理基本问题　第一节　体育经营管理概述　　一、体育经营管理的含义　　二、
体育经营管理的主体　　三、体育经营管理的特征　　四、体育经营管理的目标　第二节　体育经营
管理因素分析　　一、体育产品因素分析　　二、体育资源因素分析　　三、体育经营管理环境因素
分析　　四、体育经营管理风险分析　第三节　现代体育经营过程及管理　　一、体育经营过程　　
二、体育经营管理模式　　三、体育经营管理理念　参考阅读文献　练习与思考第二章　体育市场　
第一节　体育市场概述　　一、体育市场的内涵　　二、体育市场的性质与构成　　三、体育市场的
特点　　四、体育市场的功能和作用　第二节　体育市场细分　　一、体育市场细分的含义　　二、
体育市场细分的意义　　三、体育市场细分的依据　第三节　体育市场需求与供给分析　　一、体育
市场需求分析　　二、体育市场的供给分析　　三、体育市场需求潜力分析　第四节　政府对体育市
场的管理　　一、政府加强体育市场管理的必要性　　二、政府对体育市场经营管理的相关规定　参
考阅读文献　练习与思考第三章　体育经营战略、策略与营销策划　第一节　体育经营战略　　一、
体育经营战略的含义和特点　　二、体育经营战略的内容　　三、体育经营战略的制订　第二节　体
育经营策略　　一、功效优先策略　　二、价格适众策略　　三、媒体组合策略　　四、单一诉求策
略　　五、动态营销策略　　六、终端包装策略　　七、顾客服务策略　第三节　体育营销策划　　
一、体育营销策划的含义及特征　　二、体育营销策划的流程　　三、体育营销策划的方法　参考阅
读文献　练习与思考第四章　体育场馆经营管理第五章　体育健身娱乐经营管理第六章　职业体育俱
乐部的经营管理第七章　体育赛事的经营管理第八章　体育赞助的运作第九章　体育旅游经营管理第
十章　体育用品的经营管理第十一章　体育彩票的经营管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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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安全管理　　旅游景区的安全包括饮食安全、住宿安全、交通安全、游览安全、购物安全和娱
乐安全六大类，而体育旅游景区的安全保障还必须加上活动安全。
旅游安全事故不仅给旅游者带来伤害，还会给旅游地、景区和旅游企业造成损失，甚至会影响景区的
形象。
体育旅游作为一特种旅游，一些项目本身就具有不安全的因素，因此，管理者应特别重视安全问题，
采取有力措施以确保参与者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体育旅游景区安全管理工作包括：建立景区和项目安全保障体系；培训各类安全保护人员；在活动中
强化安全第一的意识；制订有效的安全应急方案；依法迅速进行安全事故处理等。
　　二、体育旅游景区的经营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明确规定，我国境内所有的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因此，风景名胜区也属于国家所有。
由此可见，将风景名胜旅游景区作为企业产品进行经营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但在目前的体制状况下，政府在旅游景区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办法，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一）体育旅游景区的经营者　　景区经营者是指以旅游者为服务对象，在旅游景区开展服务活
动以获取经营收入的各类人员。
在一定规模的体育旅游景区内，为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景区除了向游客提供可供参与的体育旅游活动
项目外，还包括了餐饮、住宿、交通、通讯、金融以及纪念品销售等多种经营活动。
就景区体育旅游项目的经营而言，由于投资主体不同，经营者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因而经营主体又可
分为国家、企业、民间或个体等类型。
　　（二）体育旅游景区经营者的行为特点　　体育旅游景区经营者的服务对象是到景区游览和参与
活动的旅游消费者。
由于目标市场是确定的，因而根据这一市场的特点，为其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也有其独特性。
　　1.体育旅游经营者的行为具有“双高”性　　所谓“双高”是指体育旅游项目开发和经营的成本
高，故此服务价格也高。
体育旅游项目的开发成本，包括景区内较高的土地租用费、活动项目设计与建造费用、专业人员的聘
请和培训费用、硬件设备的购置费用、交通运输费用、环保费用和安全保障费用等等，较高的总成本
必然使体育旅游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高于一般的传统旅游商品的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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