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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大型体育赛事举办期间对东道主入境游有拉动作用，且该正向作用有持续的趋势，接下来

的1-2年内，东道主入境游同比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

    从全球范围来看，体育旅游市场规模到2020年有望突破4000亿美元，核心市场仍在欧洲。根

据世界旅游组织（UNWTO）数据，全球体育旅游产业正在以每年14%的增长，超过旅游产

业4%-5%左右的整体增长速度。2014年体育旅游根据市场规模达到1800亿美元，占旅游市场

的15%。预计到2020年，全球体育旅游产业将达到4127亿美元的规模，其中亚太地区接近1800

亿美元。全球体育旅游产业到2020年将超过4000亿美元（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公开资

料整理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体育旅游市场前景研究与市场年度调研报告

》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中国体育旅游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体育旅游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

分析了中国体育旅游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体育旅游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

对体育旅游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体育旅游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

。您若想对体育旅游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体育旅游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

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 体育旅游及体育营地的基本介绍

第.一节 体育旅游的相关概述

一、体育的基本构成及分类

二、体育旅游的基本内涵

三、体育旅游的基本特性

四、体育旅游的发展优势

第二节 体育营地的基本概述

一、体育营地的内涵

二、体育营地的分类

三、体育营地的主要功能



 

第二章 2014-2017年全球体育旅游行业发展状况

第.一节 全球体育旅游行业发展分析

以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体育赛事奥运会为例，自1984年以来，奥运会期间东道主接待入境游客

人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美国接待入境游客约23万人次，2012年伦

敦奥运会期间接待人次已经提升至59万人次。奥运会举办城市奥运期间接待入境游客情况        

                           

举办年份                                    

举办城市                                    

所在国家                                    

接待入境游客（万人次）                                                    

1984                                    

洛杉矶                                    

美国                                    

约23                                                    

1988                                    

汉城                                    

韩国                                    

约22                                                    

1992                                    

巴塞罗那                                    

西班牙                                    

约30                                                    

1996                                    

亚特兰大                                    

美国                                    

约35                                                    

2000                                    

悉尼                                    

澳大利亚                                    

约50                                                    

2008                                    



北京                                    

中国                                    

约38                                                    

2012                                    

伦敦                                    

英国                                    

约59                                                    

2016                                    

里约热内卢                                    

巴西                                    

约41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大型体育赛事对东道主国家的国际形象进行了宣传，赛事举办后，东道主国家依然享受赛事

带来的入境游利好。2002年日韩世界杯为例，当年入境游客流分别同比增加9.79%和3.89%，

后2年复合增速分别为13.62%和12.57%。南非和英国入境游数据体现了类似的发展规律。奥运

会、世界杯对东道国入境旅游影响明显                                    

国家                                    

类别                                    

时间                                    

前两年复合增速                                    

当年同比增速                                    

后两年复合增速                                                    

澳大利亚                                    

奥运会                                    

2000年                                    

1.62%                                    

10.59%                                    

-1.14%                                                    

日本                                    

世界杯                                    

2002年                                    

3.69%                                    

9.79%                                    



13.62%                                                    

韩国                                    

世界杯                                    

2002年                                    

5.10%                                    

3.89%                                    

12.57%                                                    

德国                                    

世界杯                                    

2006年                                    

8.10%                                    

9.62%                                    

0.41%                                                    

南非                                    

世界杯                                    

2010年                                    

-8.39%                                    

17.55%                                    

10.56%                                                    

英国                                    

奥运会                                    

2012年                                    

1.94%                                    

-0.08%                                    

5.29%                                                    

巴西                                    

世界杯                                    

2014年                                    

3.44%                                    

10.61%                                    

2.22%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一、全球体育保有量规模



二、全球体育旅游发展状况

三、全球体育旅游市场升温

四、全球体育营地建设规模

第二节 美国

一、美国体育营地的分类

二、美国体育市场销售情况

三、体育旅游市场发展特点

四、体育旅游市场发展趋势

第三节 欧洲

一、欧洲体育市场运行状况

二、欧洲露营地预定规模分析

三、欧洲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经验

第四节 德国

一、德国体育行业发展概况

二、德国著名的体育营地介绍

三、德国体育旅游市场蓬勃发展

第五节 日本

一、日本体育保有量规模分析

二、企业布局日本体育旅游市场

三、退休人群成为体育旅游主体

四、日本体育旅游市场发展障碍

第六节 澳大利亚

一、澳大利亚体育旅游发展历程

二、澳大利亚体育旅游市场规模

三、澳洲体育旅游消费主体分析

第七节 其他国家

一、英国

二、意大利

三、新西兰

四、韩国

 

第三章 2014-2017年中国体育旅游市场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二、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发展进程

三、中国宏观经济未来发展形势

第二节 政策环境分析

一、政府支持性政策

二、地方性鼓励政策

三、市场规范发展政策

四、行业发展相关政策

五、行业相关技术标准

第三节 旅游行业运行状况

一、旅游人数规模

二、旅游消费规模

三、旅游收入规模

四、入境游客分布

五、行业发展态势

 

第四章 2014-2017年中国体育旅游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行业驱动因素分析

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

二、道路交通建设不断完善

三、汽车保有量规模持续上升

四、机动车驾驶人数大幅增长

五、我国自驾游市场蓬勃发展

第二节 2014-2017年中国体育旅游市场发展综况

一、体育旅游的发展阶段

二、我国体育旅游发展状况

三、体育旅游市场发展特征

四、体育旅游逐步成为市场主体

五、我国体育旅游发展的关键

六、我国体育旅游发展的重点

七、我国体育旅游市场发展态势



第三节 2014-2017年体育旅游市场需求分析

一、国内体育旅游市场需求旺盛

二、体育旅游市场消费意愿调查

三、老年人成为体育旅游市场主力

第四节 我国体育旅游行业SWOT分析

一、优势（Strengths）分析

二、劣势（Weaknesses）分析

三、机遇（Opportunities）分析

四、挑战（Threats）分析

第五节 中国体育旅游市场消费者分析

一、体验经历分析

二、年龄收入结构

三、家庭化趋势分析

第六节 体育旅游市场营销分析

一、体育旅游市场营销条件

二、体育旅游市场营销意义

三、体育旅游市场营销策划

四、体育旅游市场营销建议

第七节 中国体育旅游网络平台

一、资讯类门户网站

二、全产业链网络平台

三、体育租赁网络平台

第八节 体育旅游切入乡村旅游市场

一、乡村旅游市场发展迅速

二、乡村旅游市场驱动因素

三、政府推进乡村旅游扶持

四、乡村体育旅游项目发展动态

五、乡村体育旅游营地建设加快

第九节 体育旅游行业发展问题

一、主要发展障碍

二、市场发展问题

三、制约因素分析



四、整体实力不强

第十节 体育旅游行业发展建议

一、体育旅游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政策有序引导是发展关键

三、进一步放宽政策标准限制

四、完善体育旅游的保险机制

五、改善体育旅游的相关服务配套

 

第五章 2014-2017年中国体育市场分析

第.一节 中国体育市场发展综述

一、体育市场发展历程回顾

二、我国体育市场发展状况

三、体育展览助力体育市场

第二节 国内体育市场需求主体分析

第三节 2014-2017年中国体育市场运行状况

一、体育产销规模统计

二、体育价格范围分析

三、体育市场品牌化建设

四、体育市场结构分析

五、体育产品数量上升

六、体育市场发展态势

第四节 2014-2017年中国体育市场竞争分析

一、体育市场竞争主体分析

二、我国体育市场竞争格局

三、市场主体竞争情况分析

四、品牌汽车涉足体育市场

第五节 中国体育行业发展困境及对策

一、法律法规不完善

二、产业发展困境

三、商业模式未完善

四、市场管理混乱

五、发展对策分析



 

第六章 2014-2017年中国体育营地市场分析

第.一节 中国体育营地政策背景分析

一、休闲露营地标准逐步规范

二、体育露营地相关政策汇总

三、体育营地建设获政府支持

四、旅游局助推体育营地发展

五、体育营地建设项目表发布

第二节 2014-2017年中国体育营地建设情况

一、体育营地建设阶段

二、体育营地建设规模

三、体育露营基地建立

四、体育营地建设现状

五、国内知名体育营地汇总

第三节 中国体育营地建设运营模式分析

一、体育营地的选址和布局

二、体育营地的审批手续

三、体育营地设计原则

四、体育营地基础设施

五、体育营地开发模式

六、体育营地盈利模式

七、主流运营操作模式

八、体育营地商业模式

第四节 体育营地BOT投资建设模式分析

一、BOT模式分析

二、BOT模式类型

三、BOT模式关键

第五节 2014-2017年中国体育营地SWOT分析

一、优势（Strengths）分析

二、劣势（Weaknesses）分析

三、机遇（Opportunities）分析

四、挑战（Threats）分析



第六节 体育营地项目建设主体分析

一、营地企业体育营地建设动态

二、汽车企业布局体育营地建设

三、旅游企业推进体育营地建设

第七节 地区新建体育营地汇总

一、华北区

二、华东区

三、西南区

四、东北区

第八节 我国体育营地建设问题及对策

一、体育露营地建设思维误区

二、我国体育营地建设乱象

三、我国体育营地建设问题

四、体育露营产业发展短板

五、体育营地发展壁垒及路径

六、体育营地发展建设策略

七、露营旅游发展促进建议

 

第七章 2014-2017年体育旅游相关行业分析

第.一节 体育制造业

一、体育制造成为新蓝海

二、国内体育生产模式分析

三、体育研发及制造基地成立

四、我国体育生产项目动态

五、体育制造行业发展困境

六、体育制造行业发展方向

第二节 体育租赁业

一、国外体育租赁发展概况

二、国内体育租赁发展可行性

三、租赁推动体育产业发展

四、体育租赁市场发展特征

五、体育融资租赁成新热点



六、体育租售市场逐步发展

七、体育租赁产业逐步规范

八、体育租赁市场发展展望

第三节 户外用品产业

一、户外用品的分类

二、户外用品市场状况

三、户外用品零售渠道

四、户外用品行业发展趋势

 

第八章 2014-2017年体育旅游行业区域市场状况

第.一节 甘肃省

一、体育旅游成为经济增长点

二、政府发布体育露营地规划

三、设立体育营地项目基金

四、深化体育产业发展合作

第二节 山西省

一、体育旅游迎来发展机遇

二、体育旅游运行现状分析

三、举办大型体育露营展览

四、晋中体育营地建设项目

五、加快体育旅游规划部署

第三节 江苏省

一、体育旅游市场发展状况

二、江苏首批体育露营基地

三、南京体育旅游发展状况

四、体育旅游获得政府扶持

五、体育服务网络建设规划

第四节 云南省

一、云南旅游营地建设提速

二、云南体育营地建设动态

三、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条件

四、体育露营建设规划分析



五、体育旅游发展前景良好

六、体育露营建设发展展望

第五节 福建省

一、政府助力体育旅游市场

二、营地建设获得资金支持

三、泉州体育营地建设状况

四、体育营地建设规划分析

五、厦门体育营地建设状况

第六节 海南省

一、海南主要体育营地介绍

二、体育旅游市场发展状况

三、企业推进体育租赁布局

四、营地建设获得政府支持

五、体育营地建设规划分析

第七节 北京市

一、体育数量规模分析

二、北京体育营地建设状况

三、体育露营地分布状况

四、搭建体育露营融资平台

五、体育露营获得资金支持

第八节 其他地区

一、黑龙江省

二、湖南省

三、山东省

四、河北省

 

第九章 2014-2017年中国体育旅游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众信旅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4-2017年经营状况

四、2019-2025年发展战略



第二节 凯撒旅游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4-2017年经营状况

四、2019-2025年发展战略略

第三节 中青旅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4-2017年经营状况

四、2019-2025年发展战略

第四节遨游网推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4-2017年经营状况

四、2019-2025年发展战略

第五节岭南控股

一、企业概况

二、竞争优势分析

三、2014-2017年经营状况

四、2019-2025年发展战略

 

第十章 2014-2017年中国体育旅游行业投资分析

第.一节 体育旅游业投资综况

一、体育旅游投资机遇分析

二、体育旅游相关投资行为

三、体育旅游投资效益分析

第二节 体育旅游业投资风险

一、市场风险

二、运营风险

三、政策风险

四、资金风险

第三节 体育旅游业投资策略



一、整体投资对策

二、做好市场定位

三、加大推广力度

四、完善配套设施

五、增加旅游客源

六、健全相关系统

七、做好融资规划

八、抢占投资先机

 

第十一章 2019-2025年体育旅游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体育旅游行业发展前景展望（ZYZF）

一、体育旅游行业发展前景展望

二、中国体育旅游行业发展机遇

三、我国体育旅游市场空间巨大

四、中国体育营地发展前景广阔

第二节 中国体育旅游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体育旅游产业发展趋势良好

二、体育旅游市场未来发展方向

三、中国体育旅游产业改革方向

第三节 2019-2025年体育旅游行业规模预测

一、中国体育旅游行业发展因素分析

二、2019-2025年中国体育公园保有量预测

三、2019-2025年中国体育公园数量预测（ZY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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