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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问题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

对健康日益关注。为改善生活质量和生命品质，走进的体育健身场

所，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目前我国参与

运动的人群每月运动频次达到 7.5次，经常参加运动锻炼的人数达

4.35亿。新的需求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预计 2021年，

我国体育服务行业产值将达到 4501亿元，在整个体育产业中占比将

达到 33.26%。从我市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通过承

包、连锁、加盟等方式进入这一领域，以商业健身房为主体的健身

机构数量快速增长，形成了健身会所（俱乐部）和健身私教工作室

两种模式。但同时，也出现了欺诈消费者、关门跑路等乱象，严重

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健身教练准入门槛低，素质良莠不齐。健身教练应当系统掌握人

体肌肉、骨骼解剖，康复、运动力学等专业知识，根据消费者减

脂、增肌、提高运动能力等需求制定科学的运动计划并组织实施。

但目前对健身教练资格缺乏严格的标准。从业者中具有体育教学和

运动专业学历占比较低。大多数从业者或由健身爱好者转型，或只

经过社会机构和协会短期培训，所持证书更是五花八门。以国家健

身教练职业资格证书为例，取得该证书仅需要经过机构 7至 15天培

训。实践中不乏教练以错误动作指导学员训练，导致学员出现伤病

等现象，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2、健身机构携款跑路等侵害消费者权益问题时有发生。目前，健身



机构多采用会员制运营，消费者预付一定费用办理会员卡后可一段

时期内参加训练。受人口结构、经济社会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

我市多数健身机构规模小且缺乏特色，同质化严重，整体上存在

“散小弱差”的问题。为保生存，一些机构不惜采用虚假宣传等方

式，达到诱骗消费者办卡的目的，由于营销人员流动频繁，发生纠

纷后消费者无法举证。多数机构利用格式条款，对办卡后不能退

款、不得转让或转让必须额外收费等做出规定，有悖公平公正原

则。有的机构因经营困难关闭后，消费者通过诉讼、投诉举报等方

式，难以追回欠款。个别机构甚至恶意骗取消费者预付卡费用，经

营一段时间后突然关门歇业，老板携款逃之夭夭，导致消费者钱款

无法追回，出现房东被拖欠租金、健身机构员工被拖欠工资等乱

象。

3、健身机构从业员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目前健身机构从业员工

工资多为“底薪+提成”或“提成”模式，底薪普遍在每月两千元以

下，前台、销售顾问、健身教练等群体主要收入来源于“办卡+卖

课”的佣金收入。达不到规定的业绩，收入就得不到保障，导致人

员流动非常频繁，甚至出现员工为完成业绩以无法兑现虚假承诺诱

骗消费者的现象。为压低经营成本，大多数机构未依法为员工参加

社会保险，员工的劳动权益受到侵害。

建议

1、建立健全健身行业联合监管机制。建议由市场监管、体育等部门



牵头，成立部门间联席会议等议事协调工作机制，明确监管职责，

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对健身机构进行监管，解决在消费者权益保

障、从业人员资格准入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督促机构规范经营行

为。

2、加强对健身会员卡、私教课程等预付费营销方式管理。将健身会

员卡纳入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严格落实备案管理、风险提示预

警制度，督促健身机构加强预售资金管理，落实资金存管制度。健

全纠纷解决机制，引导消费者和健身机构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等

合法途径解决纠纷。

3、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建议尽快成立行业协会，以协会为依

托，逐步提高健身行业准入标准，对经营者定期开展法律知识、运

动训练、健身课程设置等专业培训，引导健身机构转变、拓宽经营

模式。严格健身教练准入门槛，对从业者教育背景、专业培训经

历、资格证书等做出明确规定，建立健身教练继续教育制度，改革

从业人员薪酬制度，维护其合法劳动权益。探索建立健身经营者责

任险，合理分担经营中出现的意外伤害等风险。

4、加大对健身行业扶持力度。健身行业作为新兴服务业，从长远来

看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机构多为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

弱。建议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加大对健身行业的政

策优惠支持力度，鼓励其提升、改造硬件设施和服务环境，做大做

强服务品牌，满足人民群众对健身的多层次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