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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户增长层面，未来主要竞争将在二三线城市，品牌需基于用户特征探索不同打法；
产品服务层面，围绕用户体验拓展平台化服务，提高数字化能力，实现精细化运营；
商业模式层面，规模化运营，打破传统单店模式，通过组合扩张模式抢占下沉市场；
生态打造层面，围绕女性消费力，以瑜伽服务为基础，建设本地化女性服务生态圈。

政策加码，强化健身瑜伽行业标准化建设与管理规范，推动社会共建共享全民健康；
需求分化，经济水平提升推动生活方式转变，女性消费力崛起，带动瑜伽习练风潮；
技术升级，新一代技术手段的投入与应用赋能瑜伽，助力瑜伽行业服务类型多元化；
资本助力，大众健身赛道布局加快，单笔融资金额再创历史新高，市场正在被激活。

目前，中国瑜伽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整个市场呈现高度分散的竞争格局，疫情加
速了行业洗牌。预计2021年开始，市场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头部企业或将发挥规
模及创新优势，围绕硬件环境、运营服务、创新模式等核心竞争要素打造品牌优势、
扩大品牌效应。

2020年，受疫情影响，中国瑜伽行业市场规模为387亿。未来，随着用户群体健康
意识的提升以及瑜伽服务与理念的进一步普及，在课程与服务的价值驱动下，中国
瑜伽行业将继续稳步发展，预计2023年市场规模将超500亿。

SMS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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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运动概述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引入瑜伽运动，旨在提升民众健康
瑜伽起源于古印度，发源自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麓地带，是古印度六大哲学派别中的一系。瑜伽在近代由印度传至欧美

后，欧美国家将瑜伽与科学结合，论证了其健身的有效性，弱化了宗教的部分，使其成为一种健身运动。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中期，我国将瑜伽作为一种运动形式引入，旨在提升民众的健康。与其他体育运动（如：慢跑、篮球、健身等）不同，

瑜伽更注重身体机能与心理状态的调节与统一。中国现代都市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生活给居民带来身体及心理上的疲劳，

而习练瑜伽则被认为是一种能起到缓解作用的方式方法。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瑜伽运动起源与发展

古印度六大哲学派别中的一系，具有

宗教色彩

起源于古印度

验证瑜伽的科学性，使其正式成为一

种健身运动

传至欧美
1900s

将瑜伽作为一种运动形式引入，后逐

渐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健身瑜伽”

引入中国
1980s

瑜伽运动功能示意

增强体质

调理身心

减肥排毒

美容养颜

缓解压力

平心静气

锻炼骨骼
调整心态

基础瑜伽

全面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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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运动的主流类型
流派众多，随着习练需求的不断变化，衍生出不同分支
瑜伽主要分为两大类别：古典瑜伽与现代瑜伽。古典瑜伽是所有瑜伽之源，包括哈他瑜伽、冥想瑜伽、智瑜伽、业瑜伽、

王瑜伽以及昆达里尼瑜伽等古印度六大传统瑜伽流派。现代瑜伽（瑜伽运动）则是为了顺应现代生活方式和节奏，在印度

古典瑜伽的基础上加以改良或简化而形成的新型瑜伽，包含流瑜伽、热瑜伽、阴瑜伽、孕产瑜伽、高温瑜伽、空中瑜伽、

康复理疗瑜伽、艾扬格瑜伽、阿斯汤加瑜伽等等。现代瑜伽的大部分流派都是由哈他瑜伽演变而来，哈他瑜伽是现代瑜伽

体式练习派别的基础，也是大部分瑜伽馆教授的入门级瑜伽；艾扬格瑜伽与阿斯汤加瑜伽则是从哈他瑜伽中衍生而出的两

大最重要的流派，习练者一般需要具备较好的瑜伽基础。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及绘制。

瑜伽运动的主要类型

哈他瑜伽初阶

高阶

基础瑜伽：哈他瑜伽

进阶瑜伽

特色瑜伽

具有高效的

放松、疗愈、

瘦身效果

空中瑜伽 热瑜伽

改善脊椎柔

软度，排汗、

减脂

阴瑜伽

调节神经系

统、增强耐

力

流瑜伽

减肥排毒

功能瑜伽

孕产瑜伽

缓解孕期产

生的紧张情

绪

理疗瑜伽

肩颈舒缓

塑形瑜伽

有效增强体力

和塑形，促进

血液循环

高阶瑜伽

阿斯汤加瑜伽

快速有效地增加身体的力量和柔韧性，在

锻炼身体的同时，达到收心，减压，改善

休息能力等冥想之功效

艾扬格瑜伽

协调身体平衡，具备疾病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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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围：中国瑜伽行业
聚焦向中国用户提供的瑜伽相关课程与服务，以及以瑜伽为
核心业务的专业瑜伽场馆与平台
从概念上来说，瑜伽指“通过运用易于掌握的技巧，充分发挥人体潜能，改善人们精神、情感、心理和生理能力的一项健

康运动”。结合我国体育健身消费的服务需求，国家层面通过提出“健身瑜伽”的概念，构建了“中国式瑜伽”的推广理

念和服务体系。因此本报告中的“中国瑜伽行业”，聚焦面向中国瑜伽用户的瑜伽运动相关课程与服务，以及以瑜伽服务

为核心业务的专业瑜伽场馆与平台，而课程体系设有瑜伽课程的健身中心/健身房不作为本次研究的重点分析对象。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中国瑜伽市场

提供瑜伽课程服务的健身场馆不作为重点分析对象

面向中国瑜伽用户的瑜伽运动相关课程与服务

以瑜伽服务为核心业务的专业瑜伽场馆与平台

研究范围界定

本报告核心研究范围



7©2021.10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中国瑜伽行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瑜伽行业起步较晚，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目前进入了初
具规模的快速发展后期，逐渐走向成熟

中国瑜伽服务的发展历程

• 独立的瑜伽品牌陆续出现在

一线城市，并向一线以下城

市缓慢渗透，形成连锁店

• 培养瑜伽教练的瑜伽培训机

构出现，部分瑜伽馆品牌也

开始提供培训服务

• 行业进入一段相对漫长的商

业模式探索和市场反复洗牌

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瑜

伽课程体系和培训体系逐渐

完善

• 2014年云南民族大学开办了

第一所由中印合作举办的瑜

伽学院

• 在政策的推动下，中印文化

交流逐渐加深，瑜伽理念在

中国得到了相对广泛的普及

• 资本目光转向瑜伽行业，投

融资动作相对频繁

• 线下瑜伽场在全国各地均有

小规模爆发；小型瑜伽工作

室数量增多；在线瑜伽品牌

出现并快速发展起来

• 大中小型瑜伽场馆服务，以

及线上线下瑜伽服务之间的

差异化愈发明显

• 行业内教练培训形成了多轨

道多层级的复杂体系，教练

层面开始出现整体规模饱和

与高端人才稀缺并存的问题

孵化期
~2004年

探索期
2005-2014年

快速发展期
2015-2019年

快速发展后期
2020年以及后

•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瑜

伽行业受到波及，部分资金

实力较弱的中小型瑜伽品牌

暂停业务或面临退出，而大

型品牌则展现了更为强劲的

生存实力

• 新冠疫情背景下，家庭健身

的需求激增，部分瑜伽服务

向线上迁移；此外，随着疫

情逐渐好转，线下瑜伽馆还

可顺势转化在疫情期间积累

的线上流量

• 瑜伽馆课程开始由专注某一

流派往综合类课程发展，并

主要通过外部聘用的方式来

解决缺乏优质教练的困境

• 行业商业模式有待进一步完

善

• 中国瑜伽服务从一线城市的

大型商业健身中心开始萌芽

• 最初包含在健身课程服务当

中，被视为“大操课”中的

一种

• 课程受众群体较小，以中高

龄女性群体为主

• 教练以大师外教和国内先锋

瑜伽人士为主

• 2003年沈阳体育学院成为全

国首个设立瑜伽专修课程的

专业体育院校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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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行业与健身行业对比
相比健身行业，瑜伽行业客单价更高、对教练资质和课程服
务水平的要求更高、用户规模更小、用户粘性更强

维度 健身行业 瑜伽行业

场馆端

场馆器械
健身场馆对占地面积的要求相对更高

除了操课教室外，健身器械需要更大空间
对场馆面积大小的要求弱于健身场馆

大型健身器械更少，以授课教室为主要占地空间

教练
健身教练一般也会承担会员的销售工作

私教课程由教练和会员单约时间
瑜伽教练多为兼职

瑜伽教练以专职授课人员为主
部分场馆同时会外聘兼职瑜伽教练授课

头部场馆对瑜伽教练的资质和水平要求更严格

课程类型
健身场馆的课程一般以会员卡籍和私教课为主营业

务，团操课开始流行，但比例尚低

瑜伽场馆多以大班团课为主营业务
一般会固定教练、学员以及授课时间

1对1或小班型的私教课多针对高端用户

瑜伽课程服务
健身场馆的瑜伽课多属于团操课一类

一般以初阶课程为主
课程专业程度偏弱

瑜伽场馆的课程大多更加丰富与进阶
根据功能和需要进行课程细分，如理疗瑜伽、流瑜

伽、孕产瑜伽、普拉提等等
课程专业程度更强

客单价（一线城市年卡价格）

健身场馆的消费门槛相对较低
基础年消费多在1000-5000元
中档年消费多在5000-10000元

高档年消费多在10000-15000元

瑜伽场馆的消费门槛相对较高
基础年消费多在5000-6000元
中档年消费多在7000-10000元

高档年消费多在10000元-20000元

会员端

会员体量
健身会员规模相对较大

2020年健身会员数量约为7029万人
瑜伽会员规模相对较小

2020年瑜伽会员数量约为300万人

用户画像
以20-40岁年轻人群为主

男性比例更具优势
用户粘性（会员续费率）弱于瑜伽场馆

以25-45岁高消费能力的女性为主
一二线城市居多

用户粘性高，大型场馆会员续费率能达70%

中国瑜伽行业与健身行业对比

来源：专家访谈，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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