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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体育产业普遍呈现加快发
展的趋势。
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体育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到80年代，仅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
间，体育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各大产业部门中已排在第22位；进入90年代进一步排到第11位。
目前体育产业已位列美国国民经济十大产业部门之一。
在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发展也表现出非常相似的趋势。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对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沿着市场化方向的持续改革。
这场围绕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彻底改变了国
民经济的运行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唤醒了个体的利益诉求，从而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和活力
。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现代体育运动的快速发展，传统体制下
形成的体育发展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体育事业发展的需求，这就要求体育事业的体制机制必须进行根
本性的变革，才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来展开的，其目的是通过实施体育的社
会化、产业化，充分发挥体育的经济功能，彻底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行政命令来管理体育事业的体
制机制，建立起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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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主导产业部门的选择主导产业部门选择与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选择一样
首先涉及选择标准问题，产业经济学领域人们提出的主导产业基准已经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由
产业关联度基准、收入弹性基准、生产率上升基准、环境标准和劳动内容基准。
产业关联度基准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由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
展的过程中首先要选择那些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部门予以优先发展。
稍后，另一位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观点。
产业关联度基准的含义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选择能对较多产业产生带动和推动作用的产业
，即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度较大的产业，作为政府重点支持的优先发展产业。
这个观点最初并不是专门针对产业政策制定提出来的，但对许多推行产业政策的国家都产生了非常重
要的影响。
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都是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日本在
上个世纪60年代制定产业政策时都参照了这两个标准。
收入弹性是指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某种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之比，收入弹性大于1的
产品和行业，其增长速度将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弹性小于1的产品和行业，增长速度将低
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这是因为，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上，新增收入往往会比较集中地用于某几种商品的消费，因此，政府应
该选择支出收入弹性高的产品和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有较多的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能够以较高的速
度增长。
生产率上升率是指某一产业的要素生产率与其他产业的要素生产率的比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进行
比较。
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
按生产率上升率基准选择主导产业，就是选择技术进步最快、技术要素密集的产业。
生产率上升率基准也成为比较技术进步率基准。
环境标准和劳动内容基准是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
环境标准要求选择能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防止和保护公害，并具有扩充社会资本能力的
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环境标准的着眼点是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社会利益的协调关系，避免以环境破坏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再
以更大的代价治理环境的发展误区。
劳动内容基准要求在选择主导产业是要充分考虑发展能够为劳动者提供舒适安全和稳定的劳动场所的
产业。
这一标准反映出日本政府已经认识到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和满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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