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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与娱乐业同属一个产业门类。中国当前以行业主管部门归属来划分体育与娱乐

业的做法不尽合理。美国以产品类别、角色分工与运动项目逐层展开界定的办法以及澳大利亚直

接以角色分工划分大体育产业组织主体的做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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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are in the same industrial category. It is not perfectly rational for China 

to currently classify sport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industry management departments. The method 

of America to define such industries layer by layer according to product categories, role divisions and sports events 

and the practice of Australia to directly classify the main subject of major sport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ccording 

to role divisions are worthy of ou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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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统计局于 2003 年发布了有关三次产业

划分的最新规定，经过重新调整，体育业与文化、娱

乐业并列组成国民经济第三产业下的一个门类。调整

后的新标准与联合国产业划分标准ISIC分类中“体育、

娱乐类”产业划分标准基本吻合，说明体育业与娱乐

文化有相近之处。从产业角度看，体育具有娱乐色彩，

所以体育业与娱乐业被归为同一大类，体育与娱乐休

闲之间的交错、渗透、融合体现了产业发展的本质和

趋势。对于体育业的娱乐色彩，联合国的标准已给出

方向上的指导，国家之间则由于发展状况及认知上的

差异，形成了各自关于体育与娱乐业的具体划分。各

国政府官方统计机构所公布的统计指引，能够较为清

晰直观地显示划分上的异同。本文选择中国、北美、

澳洲统计局发布的对于体育与娱乐业的统计指引作为

比较分析的对象。这里所比较的体育与娱乐业，主要

是指体育竞赛表演活动和以体育运动为主要内容的体

育娱乐活动。 

1  中国《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对体育与娱乐

业的划分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显示，代码为 91 的体育业由体育组织（911）、体育场

馆（912）和其他体育（913）3 个类别构成。体育组

织主要包括体育竞赛产品和公益性大众健身产品的组

织管理部门（如运动项目协会）与体育竞赛产品的直

接生产部门（各运动俱乐部、运动队）；体育场馆是上

述两大产品生产资料的供应部门（训练、竞赛及大众

健身用场地与设施的提供者）；其他体育则主要包括了

两类产品的中介销售推广部门等。此划分实际是对政

府统计机构定义的体育产业产品类别及生产过程的反

映，即体育业提供体育竞赛类产品和公益性大众健身

产品，体育产业所涵盖的部门范围涉及这两类产品供

应的主要流程，从生产资料的提供部门、产品的直接

生产加工部门、组织加工部门到推广销售部门。除围

绕体育产品展开的供应链之外，还有一小部分其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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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也被归入体育业范畴，如“社区、街心公园、

公园等运动场所（体育器械）的管理”，此类活动实为

针对公益性大众健身设施的管理，由体育部门负责拨

款建设和维护。处于类似情况的还有同时开展大众健

身活动的协会与群众性体育组织，虽提供大众健身产

品，却统一归入体育业中。据此，就官方统计机构界

定的产业划分而言，体育业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体育主

管部门下辖组织和开展活动的代名词。 

另一方面，以各类体育运动项目为主体内容来设

计提供的休闲活动，隶属于与体育业并列的娱乐业

（92），名为“休闲健身娱乐活动”（923）。其中特别

注明了单一类型的体育场馆与体育业而非娱乐业的隶

属关系。若按此原则实施统计，会出现数据收集上的

遗漏，无法反映真实状况。如现阶段许多单一类型的

国有体育场馆除作为体育训练与比赛用地之外，也利

用自身条件优势向社会公众提供经营性的休闲娱乐服

务。这类同时提供公益性休闲健身娱乐服务的组织，

不应被漏计或错计，尽管其产品同样属于休闲健身娱

乐类，但却因为部门归属问题而有所区别。由此可见，

我国产业划分对“休闲娱乐健身活动”的界定，在很

大程度上是定位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体育娱乐场

馆设施所提供的服务产品。 

因此，我国所采用的界定体育业的原则，是以行

业主管部门归属为依据，即该行业所涵盖的组织和活

动基本上均接受体育行政职能部门的指导和管理，现

阶段仍以计划性管理为主。而依托体育活动开展的娱

乐业部分则更多由自主经营的企业构成，与体育行政

部门不存在上下级关系。由此带来了一个值得思考的

问题，产业划分应以何为准则？ 

 

2  美国国家统计局 NAICS 对体育与娱乐业

的划分 
NAICS 即北美产业分类体系，为美国、加拿大和

墨西哥三国所使用。与我国产业规定将体育业列为“文

化、体育和娱乐”（71）下的第 1 层次不同，NAICS

将体育定位在“艺术、娱乐和休闲”下的第 2 层次，

名称更为具体明确。代码为 7112 的“体育竞赛表演业

（Spectator Sports）”被单独列出，其上一层次为“艺

术表演、体育竞赛表演及相关产业”（711）。与“体育

竞赛表演业”（7112）并列的部门是“艺术表演提供商”

（7111）“艺术及体育竞赛表演活动的支持促进”

（7113）与“艺人、运动员与其他公众人物的经纪/

管理”（7114），由这一划分方式可知，NAICS 体系中

的“体育竞赛表演业”所指仅为体育竞赛产品的直接

生产部门，体育竞赛产品的组织管理、中介经纪、销

售推广等部门并未被置于体育竞赛表演业之下，而是

与艺术表演类产品的同类部门合并在一类行业中。 

“7112 体育竞赛表演业”的细项分类，包括了生

产体育竞赛产品的组织和个人，即职业与半职业的运

动队、运动俱乐部和运动员。它在下一层还按照不同

运动项目类别进行细分，体现出当今美国较具观赏性

的几大体育运动赛事市场。 

另一方面，基于体育运动所开展的多项娱乐休闲

活动则被归入“娱乐、博彩与休闲”（713）下的“其

他娱乐休闲服务”（7139）中，包括美国主要几类体育

类娱乐休闲项目，如高尔夫、航行、滑雪、滑冰、滚

轴、保龄球、有氧运动、游泳等。值得注意的是，那

些以娱乐本身为目的组建的业余体育俱乐部，以及提

供趣味比赛表演的体育俱乐部、球队和管理者属于娱

乐业，这正是遵循以产品划分产业原则的体现。 

 

3  澳大利亚统计局 ANZSIC 对体育与娱乐业

的划分 
ANZSIC 即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标准产业分类体

系，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统计局所采用。在最新调整

过的 ANZSIC 2006 中，体育运动竞赛表演及以体育运

动项目为核心开展的娱乐活动被合并为一个独立的行

业门类，即“体育与体育娱乐活动”（Sports and Physical 

Recreation Activities）（911），向上追溯是代码为 91 的

“体育与娱乐活动”（Sports and Recreation Activities）

和代码为 R的“艺术和休闲服务”（Arts and Recreation 

Services）。“体育与体育娱乐活动”按照主体在体育竞

赛与娱乐产品生产过程中承担的不同角色职能进行细

分，包括承担生产职能的俱乐部和运动员、承担生产

资源供给的健身中心及体育场馆设施、以及承担生产

组织与产品支持推广职能的体育管理服务机构。 

 

4  比较与启示 
4.1  共同点 

1)体育业与娱乐业关系密切，3 个国家对此认识

一致，将两者归入统计体系中的同一大类别，足见两

者在本质上的共性，两类产品皆有娱人娱己的作用，

属于生活服务性行业。 

2)竞赛表演业无疑是体育业的核心构成，这一点

在各国的产业划分中都毫无争议，运动俱乐部、体育

场馆及体育协会、联盟等是体育产业的绝对构成主体。 

3)在上述 3 类经济体系中，体育用品制造贸易、

体育培训教育、体育博彩等行业皆未归入体育业之列，

而是各有其产业归属，分属制造业、教育服务业及娱

乐业等。从产品性质上看，这些行业不属体育业，而



 
42 体育学刊 第 15 卷 

 

是与体育业存在供需联系的关联门类。 

4.2  差异点 

一个最直观明显的差别，是以各类体育运动项目

为核心内容的娱乐休闲活动的归属问题。关于它的产

业界定，我国学术界存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这

类休闲健身娱乐活动由于依托体育运动项目而展开，

应属于体育业还是被分离出去？上述 3 个地区对这一

划分的处理各有不同。我国将休闲健身娱乐活动从体

育业划分出去而归入娱乐业的做法看似与美国相同，

实则不尽一致。正如上文所谈到的，那些公益性休闲

健身娱乐活动虽同样具有大众参与性，却在行业归属

上与商业性的休闲健身娱乐活动相分离，可谓是具有

我国特色的创造。美国的划分则更为清晰，明确用体

育竞赛表演业代替体育业的笼统提法，非职业竞赛类

的健身娱乐活动则统一划归娱乐业。澳洲则将体育与

娱乐业合二为一，不做单独区分，构成“大体育产业”，

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法。 

隐藏在上述差别背后的，是各国在产业划分原则

选取上的根本性区别。北美体系遵循以产品类别划分

产业的原则。NAICS 首先根据体育竞赛产品和运动娱

乐休闲产品区分了两类产业，并明确用体育竞赛表演

业指代体育业。继而根据产品生产流程中的不同分工

对体育竞赛表演业进行组织类别的细分，完整具体地

呈现出体育业的运作状况；同时还在竞赛产品的生产

部分按几种主要运动项目进行主体的细分。澳大利亚

未对两类产品进行细分，直接以角色分工原则划分了

大体育产业的组织主体，虽不如美国明晰，但足以真

实反映体育业的发展状况。我国则首先从组织归属上

对体育业和休闲健身娱乐活动进行了区分，继而再以

角色分工作为体育业细分的依据，这种划分方法使异

质性产品被归为同类，违背了产业界定的理论原理。 

对运动员个体归属问题的明确界定与否，是我国

与美、澳两地在产业划分上体现出的又一差异。与美

国、澳大利亚较为发达的经纪市场不同，我国运动员

大都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出资培养，有其属地编制，在

人员流动上受限于行政地理的分割，运动员个体的交

易市场还未放开，个体经纪业务基本空白。这一状况

在产业划分上表现为，运动员作为生产主体并未被明

确列入体育业中，其相关的经纪业务被归入“其他未

列明的商务活动”。与此相对的是，职业运动员在美、

澳的体育业中均被单独列出，有其确定的行业归属。

这一现象的存在，要归结于产业赖以存在的体制环境

差异，同时也是运动员经纪市场发育程度的反映。 

4.3  启示：调整我国体育与娱乐业的划分原则 

一国政府公布的产业划分办法代表其对产业内

涵的理论认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阶段

该国产业的发展状况。上述比较，亦从一个侧面折射

出 3 地处于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美国的

体育与娱乐业拥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做后盾，发展

到今天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行业，因此产业

划分最为明晰，实际操作也更为便利。 

合理的产业划分原则，是清晰分解产业细项的基

础前提。美国以产品类别、角色分工与运动项目逐层

展开界定产业范围的方法，既符合产业划分原理，又

能准确描述产业实际发展状况，值得我国吸收借鉴。

我国以行业主管部门归属来划分体育业的办法是无法

适应产业发展趋势的，它可能给产业发展造成一定的

人为障碍。改变这一基础分类原则，以产品作为划分

产业的准则，并根据实际进行动态性调整。在采用产

品类别划分产业的基础上，通过行业分工来界定不同

类别主体，应是我国体育与娱乐业划分的方向。当然，

改变产业划分原则不只是统计方法上的调整，归根结

底还要落实到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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