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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据资料显示，中国体育用品市场的发展来势非常迅猛，一级、二级、三级市场的规模与容

量差不多同时开始增长，这给了本土企业发展机会。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外资企业进入中国，

首先立足于品牌建设而不是销售增长。外资品牌则是通过长期战略计划，先占有品牌的制高

点，再向二三级市场俯冲。外资企业在一级市场培育品牌认知的时候，本土的李宁开始在二

级市场发力，安踏等晋江企业开始在三级市场发力。这些企业产品因具有形似外资同类的产

品、过得去的质量、更有亲和力的价格以及强劲的渠道推力等特点，在所在的细分市场迅速

发展着。

    与外资企业不同，早期的本土企业的经营不是围绕品牌建设来展开的，更多是围绕销量提

升和市场占有，而营销的核心策略是&ldquo;销售网络建设&rdquo;,安踏就是其中的典型。安

踏集中在外资品牌与国内强势品牌相对薄弱的三四级市场发展，尤其是县级市场和发达地区

的乡级市场，采用&ldquo;一县一户&rdquo;的渠道设置方式，降低销售重心，深耕区域市场。

安踏在门店建设策略上，注重引导和强迫经销商在终端数量和终端规模上超过所有竞争对手

。为了加快开店速度，安踏区别于当时其他体育用品企业在全国设立直营分公司的做法，采

用&ldquo;省级分销代理+区域加盟经销商&rdquo;的方式来发展全国销售网络。在这些销售网

络建设策略引导下，终端门店数量在短短几年间从几百家到上千家，再到几千家，迅速占领

了三级市场。

    本土企业的品牌觉醒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但当时那种觉醒也仅仅是个萌芽。企业对品牌

的理解还停留在强化知名度层面，远未达到&ldquo;影响消费者的价值观念&rdquo;的程度。那

期间，企业的普遍做法是以&ldquo;央视广告+本土体育明星代言&rdquo;两大武器去支撑销售

网络，并继续围绕销售提升和市场占位做工作。当时，中国体育界一大批获得奥运金牌的体

育明星走红，尤其是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乒乓球、羽毛球、体操、排球、篮球等项目上

摘金的选手，更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名人。本土企业纷纷聘请这些金牌得主或具有夺冠潜力的

选手为代言人，迅速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安踏1999年聘请孔令辉作品牌形象代言

人，随着孔令辉夺得2000年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安踏加大广告投放力度于央视，当

年广告投放金额接近亿元人民币。安踏的早期品牌模式大获成功，使其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

，销售额在几年时间内迅速攀升至20亿元人民币。这也引得其他晋江企业纷纷效仿，这些体

育用品企业早期的品牌建设基本上沿袭了这种&ldquo;央视广告+奥运明星代言&rdquo;模式。

尽管在客观上，本土品牌还难逃&ldquo;土&rdquo;的味道，但他们为改变这一现状而做的努力

，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由于规模上的巨大差距，在品牌全球化的营销趋势下，本土企业的

劣势将被进一步放大。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体育用品行业监测及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介绍了体育用品相关概述、中国体育用品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体育用品市

场发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体育用品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体育用

品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体育用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体

育用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体育用品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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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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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2011-2013年健身器材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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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健身器材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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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体育用品企业争夺童装市场&ldquo;蛋糕&rdquo;

8.3　中国体育用品业品牌竞争力发展战略分析

8.3.1　品牌竞争力的内涵

8.3.2　提高体育用品品牌竞争力的主要意义

8.3.3　中国体育用品行业品牌竞争力现状分析

8.3.4　提高我国体育用品业品牌竞争力的发展建议

8.4　中国体育用品应对竞争的策略分析

8.4.1　本土体育用品品牌经营策略分析

8.4.2　体育用品业的未来竞争战略分析

8.4.3　中国体育用品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及发展对策分析

8.4.4　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应对国际品牌的竞争策略分析

8.4.5　体育用品市场亟需产品需创新

8.4.6　电子商务有利于提高体育用品国际竞争力

第九章　2011-2013年体育用品营销分析

9.1　体育用品零售格局

9.1.1　单一品牌连锁店

9.1.2　专业连锁店

9.1.3　店中店

9.1.4　百货/超级市场/厂前店/灰色市场



9.2　2011-2013年体育用品消费现状

9.2.1　大众体育消费意识和能力提高

9.2.2　中国已成为世界体育用品重要消费市场

9.2.3　女性渐成体育用品消费主力军

9.3　2011-2013年体育用品营销发展概况

9.3.1　体育用品网络直销优劣势分析

9.3.2　我国体育用品体育营销发展分析

9.3.3　体育用品营销娱乐化新动向分析

9.3.4　体育用品农村消费市场营销分析

9.4　健身器材市场营销分析

9.4.1　中国健身器材行业四种营销模式解析

9.4.2　我国健身器材营销渠道的模式

9.4.3　国内健身器材营销渠道发展面临的难题

9.4.4　我国健身器材市场营销策略剖析

9.5　其他体育用品市场营销状况

9.5.1　中国户外用品销售渠道现状分析

9.5.2　户外用品网络营销状况分析

9.5.3　中国户外运动服装的营销渠道分析

9.6　2011-2013年地区体育用品营销动态

9.6.1　晋江体育用品企业营销的主要方式

9.6.2　晋江体育用品行业营销动态

9.6.3　江都市体育用品企业营销出新招

9.6.4　泉州体育用品品牌打响营销战

9.7　体育用品营销误区及策略分析

9.7.1　我国体育用品企业营销存在的不足

9.7.2　体育用品企业在体验营销认知上存在的问题

9.7.3　中国体育用品营销突围之路

9.7.4　体育用品营销需要创新

9.7.5　体育用品定位营销策略探析

9.7.6　体育用品企业网络广告投放策略探析

第十章　2011-2013年国外体育用品企业分析

10.1　耐克



10.1.1　公司简介

10.1.2　2011财年耐克经营状况

10.1.3　2012财年耐克经营状况

10.1.4　2013财年耐克经营状况

10.1.5　耐克公司的经营模式透析

10.2　阿迪达斯

10.2.1　公司简介

10.2.2　2011年阿迪达斯经营状况

10.2.3　2012年阿迪达斯经营状况

10.2.4　2013年阿迪达斯经营状况

10.2.5　阿迪达斯称霸运动鞋市场

10.3　美津浓

10.3.1　公司简介

10.3.2　2010财年美津浓经营状况

10.3.3　2011财年美津浓经营状况

10.3.4　2012财年美津浓经营状况

10.4　彪马

10.4.1　公司简介

10.4.2　2011年彪马经营状况

10.4.3　2012年彪马经营状况

10.4.4　2013年彪马经营状况

第十一章　2011-2013年国内体育用品企业分析

11.1　李宁有限公司

11.1.1　公司简介

11.1.2　2011年1-12月李宁经营状况分析

11.1.3　2012年1-12月李宁经营状况分析

11.1.4　2013年1-12月李宁经营状况分析

11.1.5　李宁开始大举发力海外市场

11.2　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1.2.1　公司简介

11.2.2　2011年1-12月安踏经营状况分析

11.2.3　2012年1-12月安踏体育经营状况分析



11.2.4　2013年1-12月安踏体育经营状况分析

11.2.5　近年安踏经营策略解析

11.3　鸿星尔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1.3.1　公司简介

11.3.2　2011年鸿星尔克经营状况

11.3.3　2012年鸿星尔克经营状况

11.3.4　2013年1-12月鸿星尔克经营状况

11.3.5　后奥运时期鸿星尔克网络营销拉开序幕

11.4　特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1.4.1　公司简介

11.4.2　2011年1-12月特步国际经营状况分析

11.4.3　2012年1-12月特步国际经营状况分析

11.4.4　2013年1-12月特步国际经营状况分析

11.4.5　特步国际发力欧洲足球领域

11.5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1.5.1　公司简介

11.5.2　2011年1-12月信隆实业经营状况分析

11.5.3　2012年1-12月信隆实业经营状况分析

11.5.4　2013年1-12月信隆实业经营状况分析

11.5.5　信隆实业运动器材领域发展前景可观

第十二章　2014-2020年体育用品行业前景及趋势分析

12.1　体育产业前景趋势展望

12.1.1　未来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机遇

12.1.2　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空间巨大

12.1.3　未来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目标及任务

12.1.4　未来中国体育产业政策的选择分析

12.2　体育用品发展前景分析

12.2.1　全球体育用品行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12.2.2　我国体育用品行业孕育大好商机

12.2.3　未来我国体育用品市场的主要驱动力

12.2.4　中国体育用品行业将步入崭新发展阶段

12.2.5　体育用品业未来发展方向



12.3　2014-2020年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预测分析

12.3.1　2014-2020年体育用品制造业收入预测

12.3.2　2014-2020年体育用品制造业产值预测

12.3.3　2014-2020年体育用品制造业利润预测

12.4　体育健身器材行业的趋势

12.4.1　中国健身器材市场前景预测

12.4.2　健身器材的发展走向

12.4.3　健身器材的未来发展趋势

12.4.4　网络健身将给健身器材行业带来新商机

12.5　运动服装行业的发展前景分析

12.5.1　运动服装业未来发展态势分析

12.5.2　运动服装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图表目录：

图表　加拿大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额变化

图表　加拿大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额

图表　中国体育用品行业产值

图表　体育用品及服饰行业产值占GDP比重

图表　退税率调整涉及到的主要体育用品

图表　2009-2013年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销售收入

图表　2011-2013年体育用品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1-2012年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销售额

图表　2012年1-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销售额对比图

图表　2013年1-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销售额

图表　2013年1-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销售额对比图

图表　2011-2012年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额

图表　2012年1-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额对比图

图表　2013年1-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额

图表　2013年1-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额对比图

图表　2009-2013年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1-2013年体育用品制造业利润总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1-2012年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2年1-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图



图表　2013年1-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3年1-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图

图表　2011-2012年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3年1-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3年1-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图

图表　2009-2013年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资产总额

图表　2011-2013年体育用品制造业总资产增长趋势图

图表　截至2013年12月底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总资产

图表　截至2013年12月底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总资产对比图

图表　截至2013年12月底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总资产

图表　截至2013年12月底体育用品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总资产对比图

图表　2009-2013年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亏损面

图表　2009-2013年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亏损企业亏损总额

图表　2011-2013年体育用品制造业销售毛利率趋势图

图表　2009-2013年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成本费用率

图表　2011-2013年体育用品制造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趋势图

图表　2011-2013年体育用品制造业销售利润率趋势图

图表　2011-2013年体育用品制造业应收账款周转率对比图

图表　2011-2013年体育用品制造业流动资产周转率对比图

图表　2011-2013年体育用品制造业总资产周转率对比图

图表　2011-2013年体育用品制造业资产负债率对比图

图表　2011-2013年12月体育用品制造业利息保障倍数对比图

图表　全球健身器材产品比例

图表　全球健身器材市场各销售通路与分布状况

图表　全球运动器材销售比例

图表　全球健身器材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图表　全球健身器材占有率情况分析

图表　市民锻炼身体频率结构

图表　参加锻炼市民年龄结构

图表　我国一般体能运动、体操或竞技比赛用品及设备进出口统计

图表　我国各项体育用品出口统计

图表　户外用品品牌数量情况（一）



图表　户外用品品牌数量情况（二）

图表　中国户外用品市场规模情况

图表　中国户外用品市场年度销售情况分析

图表　重要户外用品品牌出货额对比

图表　中国户外用品市场国际品牌分布

图表　中国户外用品市场国外品牌份额

图表　各国品牌在中国户外用品市场所占的数量百分比

图表　主要国外户外用品品牌分布

图表　美国消费者穿着运动服饰从事其他活动调查

图表　美国消费者购买运动服饰最普遍的渠道

图表　美国消费者对35%具有功能性运动服饰吸湿整理功能的关注度

图表　中国户外用品市场渠道类型分析

图表　专业户外用品店在主要城市的分布

图表　户外用品商场渠道在主要城市的分布

图表　户外店、商场等销售额度对比

图表　2010-2011财年耐克合并损益表

图表　2010-2011财年耐克不同地区不同业务收入细分情况

图表　2011-2012财年耐克合并损益表

图表　2011-2012财年耐克不同地区不同业务收入细分情况

图表　2012-2013财年耐克合并损益表

图表　2012-2013财年耐克不同地区不同业务收入细分情况

图表　2011-2013年阿迪达斯综合损益表

图表　2011-2013年阿迪达斯不同业务销售额

图表　2011-2013年阿迪达斯不同地区销售额

图表　2011-2013年阿迪达斯不同品牌销售额

图表　2011-2012年阿迪达斯综合损益表

图表　2011-2012年阿迪达斯不同业务销售额

图表　2011-2012年阿迪达斯不同地区销售额

图表　2011-2013年阿迪达斯不同品牌销售额

图表　2012-2013年阿迪达斯合并损益表（IFRS）

图表　2012-2013年阿迪达斯不同业务销售额

图表　2012-2013年阿迪达斯不同地区销售额



图表　2011-2013财年美津浓综合损益表

图表　2011-2013财年美津浓分部门分地区销售额和营业利润

图表　2011财年美津浓综合损益表

图表　2011财年美津浓不同地区销售收入情况

图表　2011财年美津浓不同产品类别销售收入情况

图表　2012财年美津浓综合损益表

图表　2012财年美津浓不同地区销售收入情况

图表　2011-2013年彪马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1-2013年彪马不同业务销售额情况

图表　2011-2013年彪马综合损益表

图表　2011-2013年彪马不同地区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图表　2012-2013年彪马损益表

图表　2011年1-12月李宁综合收益表

图表　2011年1-12月李宁主营业务分部资料

图表　2011年1-12月李宁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2年1-12月李宁综合收益表

图表　2012年1-12月李宁主营业务分部资料

图表　2012年1-12月李宁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3年1-12月李宁综合收益表

图表　2013年1-12月李宁主营业务分部资料

图表　2013年1-12月李宁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1年1-12月安踏体育综合全面收益表

图表　2011年1-12月安踏体育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图表　2012年1-12月安踏体育综合全面收益表

图表　2012年1-12月安踏体育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图表　2013年1-12月安踏体育综合全面损益表

图表　2013年1-12月安踏体育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图表　2011-2013年鸿星尔克综合损益表

图表　2011年鸿星尔克不同地区收入细分情况

图表　2011-2013年鸿星尔克不同产品部门产量变化趋势

图表　2011-2013年鸿星尔克毛利润及毛利率变化趋势

图表　2011-2013年鸿星尔克净利润及净利率变化趋势



图表　2011-2012年鸿星尔克综合损益表

图表　2012年鸿星尔克不同地区收入细分情况

图表　2011-2013年鸿星尔克不同产品部门产量变化趋势

图表　2012-2013年12月鸿星尔克综合损益表（未审计）

图表　2012-2013年12月鸿星尔克综合损益表（未审计）

图表　2011年1-12月特步国际综合收益表

图表　2011年1-12月特步国际主营业务分部资料

图表　2012年1-12月特步国际综合收益表

图表　2012年1-12月特步国际主营业务分部资料

图表　2013年1-12月特步国际简明综合收益表

图表　2013年1-12月特步国际分部资料

图表　2011年1-12月信隆实业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1年1-12月信隆实业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11-2013年信隆实业主要会计数据

图表　2011-2013年信隆实业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1年1-12月信隆实业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图表　2011年1-12月信隆实业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2年1-12月信隆实业主要财务数据

图表　2012年1-12月信隆实业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10年-2012年信隆实业主要会计数据

图表　2010年-2012年信隆实业主要财务指标

图表　2012年1-12月信隆实业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图表　2012年1-12月信隆实业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3年1-12月信隆实业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图表　2013年1-12月信隆实业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

图表　2013年1-12月信隆实业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图表　2013年1-12月信隆实业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图表　2014-2020年中国体育用品制造行业收入预测

图表　2014-2020年中国体育用品制造行业产值预测

图表　2014-2020年中国体育用品制造行业利润预测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1410/113823.html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1410/11382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