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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体财〔2023〕31 号

山西省体育局关于开展省级体育产业基地
考核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市体育局：

为贯彻落实《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的实施意见》《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山西省省级体育产业

基地规范健康发展，省体育局将对省级体育产业基地开展考核评估

工作。现将《省级体育产业基地考核评估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

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并配合完成本次考核评估。

山西省体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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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省级体育产业基地考核评估工作方案

山西省体育局

2023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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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级体育产业基地考核评估工作方案

为促进省级体育产业基地规范健康发展，对已认定的省级产业

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切实发挥省级产业基地示范引领作用。省体育

局将对省级体育产业基地开展考核评估工作。根据《山西省体育产

业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考核对象

考核对象为2020年命名和认定的第一批省级体育产业基地，

具体名单详见《第一批省级体育产业基地名单》（附1）。

二、考核要求

参与考核的省级体育产业基地应于2023年 4月 23日-5月 31

日期间登录“山西体育产业基地管理信息系统”(系统网址：

http://tysb.sxxhmkj.cn/，初次申报需自行注册账号）填报2020

年-2022年三个年度的发展数据（附3）。5月31日后，系统考核

功能将关闭，未能及时参与考核的产业基地将受到警示。同时将发

展报告（附2）纸质版报送至省体育局财务处。

三、考核实施

请各市体育局组织好本地相关省级体育产业基地，督促其数据

填报和报告提交工作，协助答疑解惑，并在严格把关的基础上，通

过系统完成审核提交操作。各市体育局如发现本辖区省级体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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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存在发展规划变更、发展方向调整、注册名称变更等相关情况，

请及时报告省体育局财务处。

省体育局将组织力量开展实地考核评估，对发展报告、发展数

据进行研究和评分，结合实地考核评估结果，研究确定各省级体育

产业基地考核成绩，并适时通报考评结果。考核成绩满分100分，

90分及以上为“优秀”，75分及以上为“良好”，60分及以上为

“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年度考核成绩不合格的将受

到警示。

四、处理方式

根据考核结果，将对不合格的省级体育产业基地给予警示（附

4）或撤销资格（附 5）的处理。收到警示通知的省级体育产业基

地应积极配合、主动整改，省体育局将持续跟踪整改进展情况，及

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

附：1.第一批省级体育产业基地名单

2.省级体育产业基地年度发展报告撰写要求

3.省级体育产业基地年度发展数据报表

4.省级体育产业基地应予警示的行为

5.省级体育产业基地应予撤销资格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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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第一批省级体育产业基地名单

（一）山西省体育产业示范基地（3个）

1.运城河津市，命名为“河津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2.晋中昔阳县，命名为“昔阳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3.晋中灵石县，命名为“灵石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二）山西省体育产业示范单位（15个）

1.花园体育文化中心

2.闻喜县龙威体育健身有限公司

3.山西力士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4.临猗县天源游泳馆

5.山西搏之美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6.山西九龙国际滑雪场有限公司

7.河津市碧水佳园泳业有限公司

8.大同市云州区土林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9.沁水冠深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10.朔州市奥林文体发展有限公司

11.阳泉市众鑫聚益游乐有限公司

12.孝义市曹溪河欢乐城有限公司

13.晋中非凡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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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大同万龙运动旅游有限公司

15.永济市康达文体设施有限公司

（三）山西省体育产业示范项目（6个）

1.长治上党红色国际马拉松赛

2.中国忻州“挠羊跤”

3.贾家庄体育旅游示范项目

4.阳泉精英跆拳道

5.介休张壁古堡少林禅弓

6.中国大同环古城全民健步走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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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

省级体育产业基地年度发展报告撰写要求

一、发展报告正文应涵盖以下内容：

（一）发展情况

本地区/单位/项目 2020-2022 年规划目标的完成情况和所取

得的成绩。

（二）创新经验

本地区/单位/项目在政策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

新等方面行之有效的经验。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内外部环境因素，从规模、结构、质量、效益、体制、机

制、机构等方面，分析梳理制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及主要问题。

（四）下一阶段发展计划和目标。

（五）其他有助于体现本地区/单位/项目体育产业发展特色的

内容。

二、在发展报告正文以外，各示范基地还应将本地区“主要体

育企业和体育产业项目清单（包含企业/项目的名称，员工人数，

年度营业收入、利润和纳税金额等) ”作为附件，一并提交 。

三、发展报告正文及附件均加盖公章后，全文扫描为PDF文件，

上传至“山西体育产业基地管理信息系统”(系统网址：

http://tysb.sxxhmkj.cn/ ，初次申报需自行注册账号），并将纸

质版邮寄至省体育局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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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3

省级体育产业基地年度发展数据报表

实际指标及指标说明以“山西体育产业基地管理信息系统”显

示为准(系统网址：http://tysb.sxxhmkj.cn/)，同时填报2020年、

2021年、2022年三个年度的发展数据。

示范基地部分

表1:各产业门类总体情况

产业类别
单位数
(家)

总产出
(总规模)(万元)

增加值
(万元)

从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利润
(万元)

体育管理活动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体育健身休闲活动

体育场地和设施管理

体育经纪与代理、广
告与会展、表演与

设计服务

体育教育与培训

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

其他体育服务

体育用品及相关
产品制造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
销售、出租与贸易代理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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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核心数据填报

指 标 名 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本地区年度 GDP(万元)

本地区常住人口数(万人)

本地区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本地区年度财政收入(万元)

本地区体育社会组织数量(个)

本地区体育社会组织参与人数(人)

本地区体育事业经费投入(万元)

本地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平方米)

本地区体育场馆数量(个)

本地区体育中心(全民健身中心)数量(个)

本地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占比(%)

本地区国民体质监测达标率(%)

本地区是否成立了示范基地体育产业领导小组或组织管理机构

是否制定了示范基地的体育产业管理实施细则

体育产业是否进入本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

是否制定了本地区体育产业专项规划

是否制定了本地区体育项目产业发展规划

是否制定了本地区其他体育产业方面规划

是否制定和实施了体育产业土地优惠政策

是否制定和实施了体育产业税收优惠政策

是否制定和实施了体育产业财政专项(含补贴)资金政策

是否获得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体育产业专项政策支持

是否进入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体育产业专项规划

本地区体育企业数量(家)

本地区规模以上体育企业数量(家)

本地区体育产业投资额(万元)

本地区体育企业营业利润总额(万元)

本地区体育技术专利数量(个)

本地区体育知名品牌数量(个)



— 10 —

指 标 名 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本地区体育技术和服务平台数量(个)

省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数量(个)

本地区全年研发(R&D)经费投入(万元)

本地区体育产业全年研发(R&D)经费投入(万元)

本地区体育类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家)

本地区体育类高新技术企业从业人员(人)

本地区体育相关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家)

本地区体育相关高新技术企业从业人员(人)

本地区体育产业社会投资额(万元)

本地区体育产业外资投资额(万元)

本地区体育企业经营收入(万元)

本地区体育类产值前 10 位企业经营收入(万元)

本地区体育类产值前 10 位企业经营利润总额(万元)

本地区年度产值最大的细分体育产业为

本地区年度产值最大的细分体育产业中的企业数量(家)

本地区体育主营业态营业利润总额(万元)

本地区体育产业上缴税收总额(万元)

本地区从业人数(万人)

本地区税收总额(万元)

本地区总投资额(万元)

本地区专利数量(个)

本地区体育专利数量(个)

本地区品牌项目数量(个)

本地区体育品牌项目数量(个)

本地区人均消费支出(元)

本地区人均体育消费支出(元)

本地区产品和服务总出口额(万元)

本地区体育产品和服务总出口额(万元)

本地区全年被央视报道次数(次)

本地区全年被其他传统媒体报到次数(次)

本地区全年被新媒体报到次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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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名 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本地区全年对外合作交流活动次数(次)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次数(次)

重大不良社会影响事件数量(次)

本地区体育产业政策引导资金投入(万元)

本地区体育产业带动相关产业收入(万元)

本地区体育旅游接待人数(人)

本地区接待游客人数(人)

本地区体育场馆开放接待总人数(人)

本地区举办国家级（含国家）以上体育赛事数量(项)

本地区举办省级体育赛事数量(项)

本地区举办市、县级体育赛事数量(项)

本地区通过举办体育赛事带动就业人数(人)

本地区获得国家级体育相关称号(个)

本地区获得省级体育相关称号(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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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示范基地体育产业典型案例(共 5 张附表)

表 3-1:示范基地举办的体育赛事名录

序
号

赛事
名称

举办
单位

举办
时间

举办
地点

参赛
人数(人)

观众
人数(人)

收入
(万元)

其 中：市场
开发收入
(万元)

支出
(万元)

1

2

…

表 3—2:示范基地重点体育产业项目名录

序
号

项目
名称

项目投资
机构名称

项目运营
机构名称

项目运营
起始年份

项目累计
投资额
(万元)

上一年度
项目总收入
(万元)

上一年度
项目利润

总额

项目概述
(200 字)

1

2

…

表 3—3:示范基地重点体育产业企业、单位名录

序
号

企业/
单位名称

类别
注册资本/
开办资金
(万元)

成立时间
经营/

业务范围

上一年度
营业收入
(万元)

上一年度
营业利润
(万元)

纳税总额
(万元)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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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示范基地体育场地设施名录

各类体育场馆总数量

其中：大型体育场馆情况

序号 场馆名称
场馆性质
(行政事业
或企业)

建筑时间
资产总计
(万元)

上一年度
营业收入
(万元)

上一年度
营业利润
(万元)

从业人员
(人)

1

2

…

表 3-5:示范基地所在地政府部门出台的相关体育产业政策情况

序号 文件名称 出台部门 颁布时间 文号 是否执行 备注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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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单位部分

表1:示范单位基本情况

所在市 是否上市

上市类型 上市时间

填报数据信息

指 标 名 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本单位营业收入(万元)

本单位营业成本(万元)

本单位利润总额(万元)

本单位纳税总额(万元)

本单位员工人数(人)

本单位研发投入总额(万元)

本单位研发人员数量(人)

本单位获得技术专利(项)

本单位利润率(%)

本单位销售费用率(%)

本单位管理费用率(%)

本单位流动资产周转率(%)

本单位新产品贡献率(%)

本单位体育业务经营收入占单位经营收入
比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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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体育业务利润占单位利润比重(%)

本单位省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数量(个)

本单位拥有的知名体育品牌数量(个)

本单位全年营销费用投入(万元)

本单位年度出口额占总销售额比重(%)

本单位全年社会公益捐赠额(万元)

本单位当年在体育领域的赞助额(万元)

全年吸引区域外游客数量(人次)(注：仅
体 旅类企业填报)

本 单 位 全 年 举 办 观 赏 性 赛 事 场 次
(场 )(注 ： 仅场馆类企业填报)

本单位全年举办演出展会场次(场)(注：
仅场馆类企业填报)

本单位全年到场观看赛事、演出及展会的人次
(万人)(注：仅场馆类企业填报)

本 单 位 全 年 举 办 群 众 性 赛 事 场 次
(场 )(注 ： 仅场馆类企业填报)

本单位全年举办群众性赛事吸引参与人次(万
人)(注：仅场馆类企业填报)

本单位体育场地面积(m2)(注：仅场馆类企
业填报)

本单位其他技术或经营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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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示范单位体育产业典型案例(共 3 张附表)

表 2—1:示范单位赛事举办情况

序
号

赛事
名称

举办
单位

举办
时间

举办
地点

参赛人数
(人)

观众人数
(人)

收入
(万元)

其 中：
市场开发

收入(万元)

支出
(万元)

1

2

…

表 2—2:示范单位运营的重点体育产业项目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资机
构名称

项目营机
构名称

项目营起
始年份

项目计投
资额

(万元)

上一年度
项目总收入

(万元)

上一年度
项目利润

总额

项目概述
(200 字
以内)

1

2

…

表 2—3:示范单位(体育场馆类)的场馆运营情况

本单位拥有或参与运营的各类体育场馆总数量 个

序
号

场馆名称
场馆性质

(行政事业或企业)
建筑时间

资产
总计

(万元)

上一年
营业收入
(万元)

上一年
营业利润
(万元)

从业人员
(人)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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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项目部分

表1:示范项目基本情况

所在市 业态类别

运营单位 运营起始时间

填报数据信息

指 标 名 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本项目营业收入(万元)

本项目营业成本(万元)

本项目利润总额(万元)

本项目纳税总额(万元)

本项目员工人员(人)

本项目带动就人数(人)

本项目研发投入总额(万元)

本项目获得技术专利总数(项)

本项目年度新增投资(万元)

本项目参与的公众人数(人)

本项目参与运动员人数(人)

本项目全年带动的体育消费规模(万元)

本项目当年给旅游业带来的游客数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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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惠及的居民数量(人)

本项目惠及的居民人均年增收额(元/人)

媒体对本项目报道量(家)

其中：电视媒体：参与报道媒体数量(家)

纸质媒体：参与报道媒体数量(家)

网络媒体：参与报道媒体数量(家)

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数量(家)

本项目当年是否被中央电视台报道

本项目当年是否被省级电视台报道

本项目是否被列人当地政府或者上一级政府发展规划

本项目是否得到了当地政府或者上一级政府政策支持

本项目是否有相应的配套环保措施

本项目是否有相应的配套慈善活动

本项目其他技术或经营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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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省级体育产业基地应予警示的行为

一、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对于发生下列情况的，省体育局将予以警示：

（一）管理机制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

（二）未按本办法要求提交年度报告和相关材料的；

（三）年度总结评估不合格的。

受到警示的示范基地应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

出整改措施并限期整改。

二、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单位

对于发生下列情况的，省体育局将予以警示：

（一）所提供的产品、服务、所运营的项目、活动或企业行

为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未按本办法要求提交年度报告和相关材料的；

（三）未按相关管理规定使用山西省体育产业示范单位名称

及标识的；

（四）年度总结评估不合格的；

（五）因经营管理不当连续两年严重亏损的（受疫情影响可

酌情处理）。

受到警示的示范单位应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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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整改措施并限期整改。

三、省级体育产业示范项目

对于发生下列情况的，省体育局将予以警示：

（一）示范项目及其所提供的产品、服务或运营机构的行为

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未按本办法要求提交年度报告和相关材料的；

（三）未按相关管理规定使用山西省体育产业示范项目名称

及标识的；

（四）年度总结评估不合格的；

（五）因经营管理不当连续两年未正常运营或严重亏损的

（受疫情影响，可酌情处理）。

受到警示的示范项目运营机构应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10 个工

作日内提出整改措施并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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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

省级体育产业基地应予撤销资格的行为

省级体育产业基地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撤销其产业基地称号：

（一）提供虚假材料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体育产业基地

资格的；

（二）传播虚假信息或进行虚假宣传造成较大影响的；

（三）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

（四）所生产的体育用品和提供的体育服务及其他企业行为

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

（五）不具备正常运营能力的；无特殊原因连续停止建设或

经营 1 年以上的；有重大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项目、规划、

经营方向等发生重大变化，不再符合本办法所规定的体育产业基

地申报条件的；

（六）不服从基地管理部门的管理、不参加基地管理部门组

织的业务活动、不按规定上报基地发展情况的；

（七）连续三次受到警示未予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

（八）其他应当撤销称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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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体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3 日印发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