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8卷 第6期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Vol.38 No.6
2024年11月 Journal

 

of
 

Hebei
 

Sport
 

University Nov.
 

2024

中国与全球健身趋势对比分析及启示

崔秀云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体育学院,西安 710055)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将2018—2022年间发布的中国健身趋势报告同全球健身趋

势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中国和全球健身趋势在科学健身意识增强、重视力量训练、注

重肥胖人群健身、户外活动和瑜伽项目受到欢迎、多样化授课方式等方面存在一致性,但在健康促进

理念、健身重点人群、健身方法和科技融入程度、受新冠疫情影响等方面存在差异。认为,未来我国

应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持续推进体卫融合,扩大健身目标人群,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提供

全方位健身服务。旨在推动我国健身行业可持续发展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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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全民健身工作,

2014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1];2016年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运动[2];2019年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

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强调全民健身是建设健康中

国的主要任务之一[3];同年 《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对全民健身工作做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

求[4];《“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推动健康关口前移[5]。可见,全民健身是建

设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的重要任务,如何更好推

动全民健身工作,实现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

融合已是新时代的需求与要务,而全民健身工作

的开展需要健身行业的引领和推动。
全球健身趋势调查报告是全球健身行业的风

向标,报告基于本年度对全球健身行业的调查而

预测下一年的锻炼计划和健身趋势[6]。中国健身

趋势调查报告同样反映了我国健身行业的未来趋

势走向。我国健身行业起步较晚,发展相对落后,

我国健身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借鉴全球健身

行业的经验。全球健身趋势调查报告自2007年开

始发布,至今已连续发布了18年,中国健身趋势

报告自2018年开始发布,到2022年连续发布了5
年。为了找到中国和全球健身趋势的异同点并剖

析其原因,本研究以中外报告为研究对象,对中

国和全球的健身趋势进行整理、对比和分析,从

中得到启示,以期为我国健身行业的健康发展、
相关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推动

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

1 全球与中国健身趋势调查报告介绍

美国 运 动 医 学 会 (ACSM)已 经 发 布

2007—2024连续18年的全球健身趋势调查报

告,该调查不仅仅是为了预测下一年的锻炼计

划,更是为了揭示真正的健身趋势[6],这一报告

已成为全球健身行业的一个重要风向标[7]。
之前全球健身趋势的调查人群不包括中国,

为了提高ACSM 全球健身趋势的代表性,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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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健身相关企业、医疗机构、高校和社区等相

关健身、健康领域了解和掌握我国下一年健身趋

势和未来走向,为其调整产品设置、人才培养、
设备研发等提供参考借鉴[7-8],2017年上海体育

学院与ACSM 合作,开始对中国健身趋势进行

调查,截至目前发布了2018—2022连续5年的

中国健身趋势 调 查 报 告。中 国 健 身 调 查 借 鉴

ACSM全球健身趋势调查经验,充分考虑我国

健身行业的特殊性,邀请国内专家对全球健身趋

势调查问卷进行了补充,增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本土选项。通过在线平台向国内健身、训练、教

育、医疗领域的相关从业者开展调查。同全球健

身趋势调查问卷一样,使用了李克特量表 (Lik-
ert

 

scale)对每一个可能的健身趋势进行热度评

估,量表范围为1~10十级评分 (1为非常不热

门,10为非常热门)。在线调查结束后,对调查

数据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对待选健身趋势热度

评分进行降序排列,将排名前20的确定为下一

年的健身趋势[9]。

2 中国与全球健身趋势对比分析

为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只对已

发布的2018—2022这5年的中外报告所反映出

来的中国健身趋势和全球健身趋势进行对比分析

(表1),以真正掌握健身趋势,寻找中外异同,
剖析原因,获得启示。同时查阅有关全民健身、
体质健康和健康促进的政策文件和国内外文献资

料,辅助研究。

表1 2018—2022年中国与全球健身趋势排名情况统计表[7-16]

健身趋势
中国 全球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力量训练 1 1 4 5
可穿戴设备# 2 13 3 1 1 2 1
青少年体育*★ 3 6 2 4 3
自重训练※ 4 14 18 16 19 4 5 7 3 8
户外活动※ 5 20 9 13 18 14 17 13 4 3
核心训练★ 6 8 17 6 6 19
团体训练# 7 4 7 7 2 2 3 17 20
体医结合* 8
健步走* 10 19
健身工作室 11 5 12 5
健身专业人士的许可# 12 10 15 16 18 15 19 18
移动设备运动App 13 11 20 13 13 12 16
青少年儿童肥胖治疗和预防运动 14 14 20
瑜伽# 15 7 15 7 7 14 15 15
健康饮食* 16 5 2 2
私人训练※ 17 3 8 7 17 8 8 5 10 6
健身会所 18
减重运动※ 19 2 1 1 1 11 12 11 16 5
健身结果测量 20 17 10 16 19 20
高强度间歇训练# 15 1 3 2 5 7
老年人健身计划# 9 4 8 9 11
功能性健身# 8 8 10 9 12 14 14
运动是良医# 3 14 11 12 10 6 7 12
团队私人训练 18 19 13 19
移动/肌筋膜设备 12 12 15 14
循环训练 17 17
健康指导# 9 18 11 9 11 10
专项训练 20
孕妇/产后班 9 20
舞蹈健身 11
拳击/跆拳道和综合格斗 13
步行/跑步/慢跑俱乐部 16 10
普拉提 17
广场舞* 19 6
工作场所的健康促进 1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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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健身趋势
中国 全球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出院后干预 20
有氧健身 5 4
自由负重力量训练 10 16 12 9 4 8 4
运动损伤预防与康复* 11 14
雇用认证健身专业人士# 9 15 16 6 6 10 13 13
生活方式医学 18 16 18 19
在线按需运动课程 1 9
虚拟培训 6
家庭健身房 2
在线个人培训 17
运动与健康从业人士培训与认证* 3 20

  注:“*”表示中国版问卷新增本土健身趋势,“★”表示连续5年列入中国健身趋势,“#”表示连续5年列入全球健身趋势,

“※”表示连续5年既列入中国健身趋势又列入全球健身趋势。

  每年的全球健身趋势调查报告中均强调 “趋
势”和 “流行”两个词的区别,趋势是事物或人

们行为方式上的总体发展或变化,流行是一种时

尚,是一时的风尚、短暂的狂热[6]。历年的全球

健身趋势报告均列出排名前20的健身趋势,所

以真正的趋势会持续多年列入这份调查报告中,
而流行只会出现较为短暂的时间[6],中国健身趋

势的调查亦是如此。因此2018—2022年中国健

身趋势报告和全球健身趋势报告中的健身趋势出

现的频次和排名基本能反映出这5年的整体健身

趋势和未来走向。若某一健身趋势连续5年均出

现在报告中,则属于真正的健身趋势;若出现三

四次也基本判定为目前稳定的健身趋势;若只出

现一两次则属于流行或者有待进一步观察。
需要说明的是,2019年后,力量训练被认

为表述过于笼统被排除在全球健身趋势调查之

外,但我国仍将其列入待选健身趋势;新增的杠

铃训练在后续调查中修改为自由负重力量训练、
认证健身专业人士被雇佣认证健身专业人士替

代、健身指导改为健康指导、手机运动 App改

为移动设备运动 App、职场健康促进改为工作

场所的健康促进、柔韧性和移动性滚轴改为移

动/肌筋膜设备[14];运动营养指导这一选项在

2020年被修改为健身饮食,2021年被进一步修

改为健康饮食;2022年在线培训被重新定义为

在线按需运动课程。

2.1 中国健身趋势与全球健身趋势的一致性

2.1.1 科学健身意识增强

运动是良医、健身专业人士的许可、雇用认

证健身专业人士、健身结果测量和移动设备运动

App这几个健身趋势5年来超过3年均列入全球

和中国的健身趋势报告中,属于相对稳定一致的

健身趋势。运动是良医其主题为健康促进,是由

美国运动医学会和美国医学会共同发起的运动健

康促进项目,旨在提倡和指导公众通过科学运动

预防和治疗慢性病[17],运动是良医鼓励医护工

作人员在制定治疗方案前的检查中增加体力活动

检查,并将患者推荐给运动专业人士[9]。健身专

业人士的许可和雇用认证健身专业人士的主题是

从业人员的资质,健身从业者重视通过培训得到

资格认证,而消费者更愿意雇佣通过认证的有资

质的健身专业人士,可见健身这一行业更加注重

专业人士的科学指导。健身结果测量和移动设备

运动App用健身数据代替经验来指导健身,提

高了健身的科学性。另外,作为中国新增本土健

身趋势,运动与健康从业人士培训与认证持续被

列入中国健身趋势中,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受全球

健身行业的影响,更是因为国家倡导全民健身理

念,民众的科学健身意识不断增强。

2.1.2 重视力量训练

大量研究证明,力量练习可以让年轻人提高

或保持力量,有利于骨骼健康;可以让中老年人

改善增龄性肌肉力量减退,缓解骨质疏松,提高

平衡能力、协调性和敏捷性;可以帮助减重人群

增加能量消耗和肌肉容量并改善胰岛素抵抗[18]。
自重训练和自由负重力量训练两个健身趋势均是

通过力量练习来提高肌肉能力的。经济有效且方

便的自重训练连续5年一直是全球和中国强劲的

健身趋势,通过使用杠铃、哑铃或壶铃来进行力

量练习的自由负重力量训练,2020—2022年连

续3年名列全球前十,2019—2022年连续4年

列入中国健身趋势,且力量训练这一健身趋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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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在我国健身趋势中名列前茅。可见,国内外

健身行业力量训练内容的安排已经成为常态,力

量练习对健康的益处得到了国内外健身人士的广

泛认可和重视。

2.1.3 注重肥胖人群的健身

《柳叶刀》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22
年全球肥胖症人口高达10亿多人,自1990年以

来,成年人肥胖症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儿童和青

少年 (5~19岁)肥胖症人数增加了三倍;数据

还显示,2022年,43%的成年人超重[19]。2020
年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指出:目

前有超过1/2的中国成人超重或肥胖[20]。肥胖

不仅是全球也是我国面临的一个严重公共卫生问

题,是引起其他慢性疾病的罪魁祸首,而运动是

应对这一威胁的重要举措。因此,减重运动连续

5年入选全球和中国的热门健身趋势,尤其是在

中国,减重运动2019年排名第2,2020—2022
年则均位居榜首。肥胖人群意识到了运动的重要

性,中国健身行业也重视肥胖人群的健身,专门

为其开发的减重课程受到广泛欢迎。

2.1.4 户外活动、瑜伽受欢迎

步行、跑步、骑行等户外健身活动[9]连续5
年列入全球和中国健身趋势调查报告中。户外活

动受健身人群的追捧可能与人们改变久坐工作状

态、调节生活节奏、亲近大自然等需求有关。中

国健身趋势调查报告显示青少年人群为了调节视

力和促进健康成长也更愿意选择户外活动[9]。瑜

伽这一放松身心、塑形又健身的运动项目大受女

性健身者的青睐,并连续5年被列入全球健身趋

势、3年列入中国健身趋势。此外,户外活动和

瑜伽受到欢迎与它们不断地进行自我改进、创新

和开发多种形式的课程来满足客户需求也有

关系[13]。

2.1.5 多样化的授课方式

私人训练5年来一直是全球和中国的健身趋

势,因其教练为客户提供一对一高质量服务而深

受高消费客户的喜爱。团体训练 (大于5人)连

续5年是全球健身趋势、4年列入中国健身趋

势,与近几年群体运动的兴起有关,也与团队训

练对于教练和客户而言更具性价比有关。另外,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世界健身行业被迫以创新的

虚拟培训、在线按需运动课程等授课方式来提供

服务。而健身工作室在国内一直受到欢迎,与这

种授课形式较为经济实惠及国家的 “双创”政策

有较大关系。可见,国内外健身行业均采用多样

化的授课方式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2.2 中国健身趋势与全球健身趋势的差异性

2.2.1 健康促进意识不同

全球健身行业将健康促进意识融入健身,关

注点正在由健身向健康拓展,由健身运动向生活

方式改变拓展。随着体力活动对健康的积极作用

得到充分证实,健身对健康的促进作用日益受到

重视。健康指导和生活方式医学这两个全球健身

趋势的主题均是健康促进。前者连续5年列入全

球健身趋势,是指在健康促进和生活方式治疗课

程中增加行为科学,健康指导人员关注客户的价

值、需求、期望、短期和长期目标,行为改变被

认为是可持续地达到健身效果和提升健康水平的

保证[9]。后者自成为新增健身趋势后连续3年列

入全球健身趋势,其是以循证医学为基础,帮助

个人和家庭采取和维持健康的、有助于提高生活

质量的健康行为[9]。而这两个健身趋势在我国却

未受到重视。健康饮食持续多年为我国的健身趋

势,说明我国健身行业只注重结合个体体力活动

水平和现有健康状况的适宜饮食,健康促进理念

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拓展。

2.2.2 健身重点人群不同

全球健身趋势调查报告中除了关注肥胖人群

外,老年人是另外一个重点健身人群,老年人健

身计划5年一直都是全球强劲的健身趋势。世界

卫生组织公布:2015—2050年,人口老龄化速

度将比过去更快,全球健身行业更加注重人口越

来越多的老年人的健身健康。全球健身人群还涉

及职业人群,工作场所的健康促进连续2年出现

在全球健身趋势中。而我国除关注肥胖人群外,
则更为关注青少年人群的健身,5年来青少年体

育持续排名前列,其中4年排名前五,1年第

六,这与我国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质有关,也与现

阶段儿童青少年运动不足导致体质没有得到根本

性的改变有关[21]。目前,越来越多的家庭让孩

子参加以某种体育项目技能学习为主要形式的健

身课程[22],中国健身人群还涉及孕产妇。

2.2.3 健身方法不同

高强度间歇训练因其能在较短的时间 (通常

不到30分钟)内通过高强度运动达到较好的健

身效果,而在全球持续盛行,连续5年在全球健

身趋势中名列前茅。而在中国这一健身方法则很

少采用,这可能与高强度间歇训练需要有一定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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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基础和存在一定危险性有关。中国健身更倾向

于采用有氧健身的训练方法,有氧健身自成为新

增待选健身趋势后就一直持续入选中国健身趋

势,这与世卫组织推荐各年龄段人群进行有氧运

动有关,也与有氧运动是减脂的主要运动方式有

关。通过训练改善平衡、协调、力量和耐力,以

提高人们进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功能健身连续

5年位列全球健身趋势中,却直到近期才出现在

中国健身趋势行列,可能因为这一训练方法主要

是老年人健身最常采用的,而我国对老年人健身

关注程度不够。相反,一直不被全球看好的核心

训练却是中国健身群体积极采用的健身方法,受

到中国健身人群的推崇,与现代国人久坐的工作

生活方式导致慢性腰痛有关,而核心训练是治疗

这一疾病的常用疗法[9]。

2.2.4 科技融入程度不同

可穿戴设备连续5年名列全球健身趋势前

三,移动/肌筋膜设备也体现出了一定的流行趋

势,它们在全球健身行业的广泛应用是科技融入

健身的力证。可穿戴设备融入科技创新提供心

率、卡路里、静坐时间等[12]即时数据,能帮助

客户更好开展自我健身管理或帮助专业人员科学

指导健身。移动/肌筋膜设备是专门用来按摩、
缓解肌肉紧张和肌肉痉挛、肌筋膜释放和触发点

释放、改善循环,并协助恢复正常活动的产品。
在这个技术驱动的时代,科技融入健身设备并为

健身提供科学化服务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这些科

技设备的准确性、科学性、即时性、实用性和健

身人群对它的认知、对健身质量的要求都会影响

到其使用。国内可穿戴设备和移动/肌筋膜设备

的使用热度远不如全球,这与其产品质量和国内

健身人群对健身质量的要求整体落后于国外

有关。

2.2.5 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同

新冠疫情给全球健康健身行业带来重大影

响,世界各地的健身俱乐部暂时关闭,导致健身

市场从线下课程转为依托数字媒体技术的线上课

程,从俱乐部转向家庭[15],如在线按需运动课

程成为2021年全球排名第一的健身趋势,2022
年排名第九;家庭健身房2022年排名第二。而

这几个全球火热的健身趋势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

健身趋势中,这与新冠疫情的防控效果直接相

关,中国疫情管控效果良好,线上授课没有成为

我国健身行业的主要授课方式。

3 对我国的启示

3.1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新时代,要深入推进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提升健康素养是前提。我国应对社会各行各

业、不同人群加大科学健身和健康促进知识的普

及和传授,让健身与健康知识、行为和技能成为

全民普遍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切实提升全民健康

素养[23]。强化政府、社会、学校和个人责任,
宣传普及健身健康知识,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

系,并完善健康科普专家库和资源库,完善健康

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

健身观和健康观。开展 “健康知识普及” “全民

健身”和 “健康行为”等工程,通过医疗专家、
体育明星和健身达人开设线上线下大讲堂、进学

校社区等形式来实施行动引领和知识科普。

3.2 持续推进体卫融合

我国在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

过程中积极倡导体卫融合,旨在通过体育系统与

医疗卫生系统的协同配合,实现预防、治疗、康

复三位一体的服务目标[24],我国健身工作要持

续推行体卫融合。首先,提高全民意识,将体育

运动这一非医疗手段前置,充分发挥其促进健康

的作用。其次,体卫融合可以说是中国版的 “运
动是良医”[8],强调运动的健康促进作用和运动

与医疗的跨行合作,在我国体卫融合的实施中应

主动与国际接轨,借鉴 “运动是良医”的经验做

法,可制定和实施健康促进项目,鼓励体育健身

指导人员参与到社区医疗工作中,并将体育运动

情况纳入医生问诊内容。最后,我国应建立统一

完善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体系,发挥科学健身

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25],以社区为突破口,建立专门的健身医疗

指导中心,配置相应的医疗和体育专业人员和物

资设备,致力于体医养三重功能的实现,为社区

居民普及健康促进知识,提供体质健康检查、健

身指导、慢性疾病和康复运动干预等 “一站式”
服务。

3.3 扩大健身目标人群

体力活动能为所有人群带来益处,生命全周

期、全人群都需要进行科学的体育锻炼和健身活

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国的全民

健身是覆盖全人群的全民健身,应涵盖妇女、儿

童、青少年、职业群体、老年人、肥胖人群等的

75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38卷

体育锻炼和慢性病及其他疾病人群的康复训练。
青少年和肥胖人群仍将是我国全民健身人群

的重点,同时应加强老年人和职业群体的体育锻

炼。青少年体质健康关乎社会未来、民族振兴、
国家富强,改善青少年群体的体质需要教育行政

部门、学校、家长、体育科研人员等多方协同干

预,通过实施青少年健康促进计划、体育 “健康

包”等工程,以及对青少年近视、肥胖等问题的

专项体育干预,提升其整体健康水平。肥胖人群

的比例不断提高,已成为我国的一个严重公共卫

生问题,我国应通过实施 “健康体重” “科学减

重”等专项行动,由健身专业人士指导,通过增

加体育锻炼、配合合理饮食来科学减重、促进健

康。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老年人的健身问

题应该得到全社会的更多关注,以提高其生活质

量和减轻社会负担。国家可制定城市社区老年人

体质健康干预计划和农村老年人健身精准扶贫工

程,对老年人的健身进行规划和指导,加强老年

常见病、慢性病的健康指导和综合干预,做好老

年人的健康管理。退休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投入锻炼,健身行业应将老年人纳入目标人群,
制定相应的健身计划,选择合适的锻炼方式和强

度,如功能训练;还要选择适宜的地点和时间,
如首选社区附近的建身场所,安排健身场所客流

量少的时间段,既可以降低健身成本又能提高健

身场馆利用率。另外,职业群体作为国家建设的

核心力量,普遍面临职业病的困扰,增加健身活

动尤为重要,各 行 业 应 大 力 落 实 工 间 健 身 制

度[2],制定职工健康促进项目,鼓励和支持工作

场所建设适当的健身活动场地,督促职工加强日

常身体锻炼。

3.4 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水平

社会发展越来越要求职业分工精细化,各行

各业也越来越依赖专业人士。健身从业人员的专

业性直接影响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消费者也更

愿意选择经过培训认证和资格许可的专业人员,
因此,健身从业人员必须接受高质量的教育项目

和通过国家认证才能获得更好发展。新时代全民

科学健身呼唤复合型的专业人士,即不仅能完成

指导日常锻炼、增肌、减脂等工作,还要懂得预

防医学、运动损伤预防与运动康复等方面的知识

与技能。我国目前的体育指导人员缺乏相关卫生

知识,临床医生又缺乏相应的体育知识[25];且

现有健身行业的从业人员在质量上也难以适应健

身发展趋势[9],所以必须加强健身专业人士的培

养和认证上岗工作。
我国应建立学校体育教育、继续教育和行业

培训三个阶段有机衔接的健身、健康专业人才培

养体系,可通过专业体育院校增设运动医学、运

动保健、运动康复和运动处方等相关课程和实践

教学,医学院校与体育院校联合,以及高等体育

院校开设继续教育培训三种模式来培养具备卫生

知识和体育科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除此以外,
还必须规范健身专业人士认证体系。可建立政府

统筹、健身机构进行职前培训、第三方认证的考

培分离体系,提高并明确各级别认证标准,规定

证书适用的工作范围和年限,并做好后续备案、
培训再鉴定、监督管理等工作[21]。

3.5 提供全方位健身服务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以及健康意识的日益增强,越

来越多的国民开始参与健身活动,无论是实体健

身房还是线上健身服务都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

2023年健身人群规模约3.4亿人,健身人群渗

透率约24.4%,且预估中国健身人群渗透率将

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24]。随之,我国健身产业

也将迎来快速发展期。为满足健身需求和实现科

学健身,健身行业应参考国外经验提供全方位健

身服务。
首先,拓宽健身业务范围。随着网络时代的

到来和后疫情时代健身行业的深度洗牌,健身方

式呈现多元化,为此健身市场应顺势而为,积极

拓展业务范围:打破线下场馆健身局限,积极搭

建线上健身授课平台和开设线上健身课程;丰富

瑜伽和户外活动等广受欢迎的健身项目形式,创

新线上和线下会员办卡方式;开辟智能健身设

备、健身装备及服饰、健康食品等新赛道。其

次,实现精准科学健身服务。根据不同人群的需

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设计、产品研发;根据不

同客户具体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授课内容、锻炼方

法及适宜的运动处方和饮食健康指导;还可以根

据客户的经济水平和健身质量需求,提供一对一

私人教练高端授课、一对多的个人团体授课和团

体授课等多种授课形式,也可提供健身工作室、
健身会所等特色授课方式。再次,提高健身的科

学性。着力提高我国健身器材设备的科学性、实

用性和精准性,以可穿戴设备为例,不仅要有科

技支撑以便提供实时数据反馈,其实用性、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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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信效度也要达到要求,真正实现对客户健身

活动的便捷、科学指导。最后,为客户提供健身

管理。建立健身服务网络,全程收集健身人员的

基础资料和健身资料,为客户建立健身档案,掌

握其健身情况,这就需要数据采集整合、数字平

台建设、客户需求的精准匹配[26],在此基础上

开展科学的健康监测和健身指导,提供线上线下

交流、授课和咨询服务,实现健身产业服务品质

升级,推动我国健身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4 结束语

持续发布多年的全球健身趋势调查报告已是

全球健身行业的风向标,2018年开始发布的中

国健身趋势报告也已成为中国健身行业的一盏指

示灯。通过对中国和全球健身趋势的对比分析,
可以获得我国健身行业的发展启示,并帮助我们

更好地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相信

后续的中国健身趋势调查报告的发布,将会持续

为研究者提供宝贵资料,并继续为我国全民健身

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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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and
 

Global
 

Fitness
 

Trends

CUI
 

Xiuyu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hinese
 

fitness
 

trend
 

report
 

released
 

from
 

2018
 

to
 

2022
 

with
 

the
 

global
 

fitness
 

trend.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consistency
 

between
 

Chinese
 

and
 

global
 

fitness
 

trends
 

in
 

terms
 

of
 

enhanced
 

scientific
 

fitness
 

awareness,
 

emphasis
 

on
 

strength
 

training,
 

fitness
 

for
 

obese
 

people,
 

popularity
 

of
 

outdoor
 

activities
 

and
 

yoga
 

programs,
 

and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health
 

promotion
 

concepts,
 

fitness
 

focus
 

groups,
 

fitness
 

methods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new
 

coronavirus
 

epidemic.
 

It
 

is
 

believed
 

that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health
 

literacy
 

of
 

the
 

whole
 

people,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and
 

health,
 

expand
 

the
 

target
 

population
 

of
 

fitness,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employees,
 

and
 

provide
 

all-round
 

fitness
 

services.
 

It
 

aim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China’s
 

fitness
 

industry
 

and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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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M);
 

global
 

fitness
 

trends;
 

Chinese
 

fitness
 

trends;
 

fitness
 

industry;
 

nation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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