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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全民健身”风潮下，预计到202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将达到4.35亿，

人口占比将接近45.3%。

聚焦于更适应手机端使用习惯的线上碎片化体育内容赛道，核心参与者中，综合资

讯平台已成为泛体育内容主阵地，体育社区则形成了对专业体育社群的深度辐射。

SMS

世界杯期间，新浪新闻深度布局“明星范”、“科技感”和“内容力”三个方向的

资讯内容及创新玩法，充分调动用户线上互动积极性，营造与广告主相契合的互动

营销场景。

世界杯期间，洞悉群体性情绪和聚焦人物表现分别成为新浪新闻世界杯热门图文资

讯和短视频获取用户注意力的关键特征。

世界杯期间，新浪新闻APP日活年度同比涨幅超过60%，周总有效时间达到60.3亿

分钟，其中，时长数据与开赛第一周数据相比涨幅达到11.3%。围绕场景设计为核

心的精细化运营将成重大赛事报道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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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背景分析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经济结构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2017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已接近2.6万元，扣除价格因素后，与2016年相比实际涨

幅达到7.3%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结构也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进行转变，居民的消费重点从物质层面向精神文化层面拓展，

在文化娱乐方面的投入占比逐年增加，到2017年，这一比例已达到11.4%。在大文娱产业整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包括视

频类内容、体育内容等在内的垂直产业机会点将渐次爆发，推动相关行业成长。

来源：国家统计局。 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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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背景分析
居民亚健康趋势蔓延，体育健身关注度提升
在生活节奏渐快的环境中，居民群体的亚健康趋势蔓延。一方面，暴饮暴食、经常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除了有可能造成内

分泌紊乱、身体肥胖外，还容易诱发肠胃、视力等方面的病症；而长时间坐班、工作压力过大则有可能引起颈椎、心脑血

管乃至精神障碍性疾病。此外，雾霾环境对于人体呼吸系统也有一定的破坏。

体育健身已成刚需，近年来，居民关注度显著提高。2016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1.9万亿元，其中，足篮排、马拉

松、山地户外、冰雪产业等多种运动产业快速发展，覆盖群体和赛事数量均持续扩张。2017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口比例已达41.3%，全国建设各类体育场地2万余个，成立体育社会组织5000余家。

来源：数据来自国家体育总局及国家统计局。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2018年中国国民典型体质问题及疾病类型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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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背景分析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规模增长，相关赛事引爆全民体育热情
“全民健身”风潮下，2017年， 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占比已从2014年的33.9%攀升至41.3%，提高了7.4个百分

点，伴随着产业成熟化，其增速将趋于平缓。预计到2020年，这一指标将达到45.3%，《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对

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达到4.35亿人的展望将得以实现。

除日常体育活动外，重大体育赛事更是成为了汇聚和点燃居民体育热情的爆发点。以世界杯为例，截止2018年6月30日，

央视对本届俄罗斯世界杯视频内容的跨屏传播总触达89.55亿人次，其中，电视大屏占比近72.8%，新媒体小屏占比约

27.2%。基于广泛且高效的传播影响力，世界杯赛事的商业价值也得以凸显，本届俄罗斯世界杯中，万达、VIVO、蒙牛、

海信以及雅迪等7家中国企业成为国际足联的赞助商，赞助金额合计超过8亿美元。

注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指每周参加体育锻炼3次以上，每次锻炼时间持续30分钟以上、运动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的人。
来源：2014、2017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数据来自国家体育总局，202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数据为艾瑞自主预测。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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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巴西世界杯覆盖人群32亿，其中，有效观众

21亿；据统计，其场均观赛人数超过5.3万人。

• 2014年世界杯期间，超7.9亿中国观众通过央视收

看赛事及相关栏目，累计收视时长逾34亿小时。

• 2018年，截止6月30日，央视对俄罗斯世界杯视频

内容的跨屏传播总触达89.55亿人次。

• 2014年巴西世界杯（2010-2014），国际足联FIFA

收入48.26亿美元，其中，转播版权收入24.28亿美

元，占比达50.58%。

• 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转播权1.15亿美元

• 2018年，万达、VIVO、蒙牛、海信以及雅迪等7家

中国企业成为国际足联的赞助商。

体育赛事受众影响及商业价值分析
——以世界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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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现状梳理
体育产业规模持续扩张，体育内容服务赛道快速发展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16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1.9万亿元，与2013年相比复合增速接近20%，而预计到2025

年，这一指标还将达到5万亿元。其中，体育用品和相关产品制造业的总产出最大，占比63%，体育服务业总产出占比仅

为36%，但从增加值来看，体育服务业占比则显著高于前者，达到55%。体育服务业已成为重要的产业增长机会点之一。

受到采编设备迭代、网络环境转好、带宽成本下降、自媒体生态形成等因素影响，体育服务业中，主要包含长视频内容服

务（电视媒体、在线视频等）和碎片化内容服务（传统纸媒、在线资讯平台、垂直体育社区等）两大部分的体育内容类服

务的增长尤为突出。

注释：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服务业”为体育产业细分结构中除体育用品和相关产品制造业、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外的类目总和。
来源：国家体育总局。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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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现状梳理
碎片化互联网体育内容互动参与度提升，多元玩法激发用户活力
聚焦于更适应手机端使用习惯的线上碎片化体育内容赛道，体育资讯类平台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根据调研结果显示，过

去三年中，近七成体育资讯类用户互动意愿有所提升，互动方式也从基础的“转赞评”向赛果竞猜、关联内容浏览、直播

答题、长期关注等多元玩法拓展。而对于赛事类体育内容的互动，用户的互动行为更是在赛前、中、后呈现出了差异化的

分布：42.5%用户更习惯于参与赛前的阵容讨论和胜负竞猜等类型互动，20.9%用户更偏向于在赛中进行即时过程讨论，

同时，还有20.9%用户则常常在赛后进行动作评点和战术调侃等；此外，还有接近15.8%用户偏好于全程参与赛事互动。

样本：N=1275，2018年7月在新浪新闻APP调研获得。

相较三年前
体育资讯互动意愿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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