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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我国居民的健身意识不断增强，健身已经融入了许多人的生活。全国健身房正以每年5%

左右的速度递增，行业规模不断增大，健身器材作为健身房的上游环节，需求也日益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健身器材市场分为家用以及商用市场两部分，除了商用健身器材出现增长之

外，家用健身器材的需求量增势也较好。  

      未来我国健身器材将朝三个方向发展，其一，标准化，当前我国健身器材的标准还不完善

，今后将进入标准化生产阶段；其二，认证化，根据国际惯例，原带行政职能的审定将被第

三方认证所替代，而目前我国健身器材的认证市场较为混乱，还未与国际接轨，未来认证化

将会普遍推广；其三，智能化，智能健身器材将向用户推送健身计划、健身指导、健身提醒

、社交等全方位健身服务，大大提高健身过程的科学性、娱乐性和趣味性，市场需求会大幅

增加。

      健身器材目前需求正在不断增加，而且也正处于升级转型阶段，智能健身设备层出不穷，

未来发展前景良好。2015年我国健身器材市场规模约为400亿元，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预测

，到2020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640亿元，未来五年复合增速约为10%。

 2016-2022年中国健身器材市场规模预测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健身器材市场运行态势及投资策略建议报告》

共八章。首先介绍了健身器材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健身器材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健

身器材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健身器材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健身器材做

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健身器材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健身器

材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健身器材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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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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器材的分类     哑铃握力器   多功能仰卧起坐板       划船器   主要用来增强手臂力量、背阔

肌和动作协调能力。       AMT体适能运动机   与其他的健身方式不同，用户可以在不同的运动

模式和完全零冲击体验下，类似于登楼梯、步行、慢跑和长跑间自由转换。您可以通过这种

即时转换模式功能，调整您的训练模式来达到针对特定肌肉群训练的目标。       椭圆运转机   

平滑流畅的运动轨迹和交叉坡度专利技术让使用者以符合生物力学的姿势锻炼肌肉组，增加

了锻炼的多样性和有效性。零阻力的锻炼减少肌肉劳损的发生。       健美车   锻炼时，象骑自

行车一样，主要用来增强腿部力量，增强心血管功能。       健步车   主要用以锻炼腿、腰、腹

部肌肉及心肺功能。       跑步机   主要用以锻炼腿、臀、腰、腹部肌肉及心肺功能。       美腰机

  可对腰部、背部作放松按摩。       综合型多功能器   一般都包括扩胸器、引体向上、仰卧推举

、仰卧起坐等器械的功能。扩胸器、引体向上、仰卧推举，主要是用来锻炼上肢力量及胸大

肌力量；仰卧起坐，主要用来锻炼腰肌群，减少腰腹部多余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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