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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国健身器材行业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以及消费观念的不断改变，人们的健康意识也越来越强，人们在

健身方面的投资也日益增加，我国健身器材行业呈现出了国内外市场销售稳定提高的良好发

展态势。  

      2004年，整机生产企业近数百家和工业总产值70多亿元，到2009年，整机生产企业数和工

业总产值分别增加至150家和600多亿元。我国健身器材行业呈现出了国内外市场销售稳定提

高的良好发展态势。

      2010年，我国运动器材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则实现销售收入830.43亿元，同比增长28.54%

。2011年，中国体育用品行业出口总额为159.16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152.4亿美元。其中，运

动器材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48.87%。2012年训练健身器材制造行业实现销售收入292.15亿元，

同比增长5.60%。2014年，我国运动器材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则实现销售收入1254.31亿元。

      未来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将是市场的主要增长点，逐渐富裕的人群将会提高自己对健康

生活方式的追求，并将成为健身器材的主要消费者。目前国内健身器材行业正在持续增温，

许多新厂家不断地进入市场，现有厂家也不断加大投入以巩固现有市场份额，健身市场呈现

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中国健身器材企业要高速发展必须抓住新的发展形势，加大科技创新，

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加强自主研发能力，有关部门应尽快制订出健身器材统一的技术安全标

准，加强售后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在新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

      《2016-2022年中国健身器材市场深度调查与投资方向研究报告》由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公司

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

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

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

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健身器材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健身器材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健身器材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

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

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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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朗美（厦门）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7.19.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7.19.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7.19.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7.19.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7.19.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7.19.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7.20　上海荣泰健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20.1　2006-2012年公司发展状况分析

7.20.2　公司总体规模与盈利状况

7.20.3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7.20.4　公司营运能力分析

7.20.5　公司获利能力分析

7.20.6　公司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章　2016-2022年健身器材行业发展预测

8.1　体育用品发展前景趋势分析

8.1.1　全球体育用品产业未来发展趋势

8.1.2　我国体育用品行业面临的机遇与威胁

8.1.3　我国体育用品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8.1.4　未来我国体育用品业发展的三大方向

8.1.5　未来中国体育用品市场格局或将被改写

8.1.6　中国体育用品业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8.2　国际健身器材行业趋势分析

8.2.1　国外健身器材的发展趋势分析

8.2.2　以全球年龄结构剖析健身器材产业的发展趋势

8.3　中国健身器材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

8.3.1　我国健身器材行业前景广阔

8.3.2　中国台湾健身器材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8.3.3　未来健身器材行业向网络化发展

8.4　 2013-2018年中国训练健身器材制造行业预测分析

8.4.1　2013-2018年中国训练健身器材制造行业产值预测

8.4.2　2013-2018年中国训练健身器材制造行业收入预测



8.4.3　2013-2018年中国训练健身器材制造行业利润总额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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