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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行业背后被低估的蓝海
当互联网医疗、人工智能成为风口，介于体育产业和

大健康领域之间的运动康复行业也开始暗流涌动。 近日，
冉冉运动康复创始人冉令军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自5月疫情逐渐缓解之后，国内市场又增加了100多
家运动康复机构， 尤其是一些跟运动康复相关领域的医
生，也开始成立个人工作室。

随着全民健身热潮的到来，运动康复领域正在成为一
片蓝海。然而，由于市场规范和人才培养等因素的阻碍，运
动康复行业的发展速度并未达到资本的预期。 随着政策、
社会环境、 人民生活水平和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的变化，运
动康复这个健身背后的隐藏金矿，会乘风而起吗？

事实上，在康复这片蓝海，尚未有领头者出

现。目前不少互联网医疗平台也有康复医师入驻，

Keep等健身软件开始提供部分运动康复内容，运

动与医疗的跨界结合愈发紧密，竞争也更加激烈。

据不完全统计，2016-2019年共有60起康复领域

融资事件，各类资本在这一领域投入了超过36亿

元的资金。但在2019年后，运动康复领域的融资却

突然止步。

有投资分析人士认为，就目前的大环境来看，

运动康复市场的基础薄弱，使得资本多处于观望

状态。运动康复领域人才的短缺、医保政策的不完

善、从业者缺乏统一标准，这些都是需要一一攻克

的难题。

资料显示，2005年，北京体育大学成为中国首

家开设运动康复专业的院校。目前全国开设该专

业的院校约40所，但由于对就业前景的担忧，报考

该专业的生源并不多。

同时，由于体育学院并无医疗教学资质，医学

院教学很少结合实际运动的情况，运动康复尚无

统一的认证机构，因此各机构平台的康复解决方

案也千差万别。

冉令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冉冉运动康复从

去年开始进行康复师培训工作，并和北体大成立

了北体安然运动康复研究中心，来做技术的研发、

标准的制定，包括一些行业的咨询，未来康复师培

训将作为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环节。

值得关注的是，国外的物理康复治疗中心，大

部分都可以走医保或保险公司，国内运动康复中

心都偏商业化，费用并未被纳入医保体系，这也成

为阻碍运动康复行业发展的一大因素。

201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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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明确指出，推动体医融合发展。将体育产业

发展核心指标纳入全国卫生城市评选体系。鼓励

医院培养和引进运动康复师，开展运动促进健康

指导，推动形成体医融合的疾病管理和健康服务

模式。完善国民体质监测指标体系，将相关指标纳

入居民健康体检推荐范围。

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高质量发展

课题组副教授郭斌表示，体育与健康的融合是我

国体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运动康复是体育

与健康融合的途径之一，通过运动处方和运动促

动可以很好地提升健康水平，运动康复可以进一

步扩大外延，未来运动康复领域将大有可为。

北京商报记者 蓝朝晖/文并摄

跨界竞争

面对互联网医疗的火热，运动康复领域开

始尝试从线下往线上转移。而疫情期间的外部

环境变化，也让智能+App的模式得到了实践

的机会。

术康就将自己定位为互联网医疗康复机构，

发展模式为智能硬件+App+线下运动治疗中心。

按照术康的目标，未来99%的营收来自于线上收

入，线下只是一个入口。

冉令军也将冉冉运动康复设定为智能化运

动康复技术服务商，依靠软件系统和产品输出整

体解决方案。在疫情期间，由于门店不能正常营

业，冉冉运动康复也开展了线上业务，从损伤康

复到功能训练再到大众体能健身进行了线上直

播，并借助App实现了客户资料整理以及健康输

出管理。

各大运动康复负责人普遍认为，体验为王的

时代，便捷性变得愈加重要。互联网科技打破了

时间、空间距离的限制。未来利用5G、VR虚拟现

实等技术，在线即可做相应的指导方案。问题比

较严重的对象，才需到线下实体，为其提供更细

致的服务。

尽管互联网+运动康复、新技术应用、大众消

费级产品会是未来趋势，但目前尚未出现成功的

模式。

在智能化尚未普及下，各运动康复机构更多

的还是依赖线下门店的经营。其中，弘道运动医学

诊所和体创动力都是获得过融资的运动康复连锁

企业，主要依靠线下经营，线上只是提升治疗效果

的工具，也是线下门店的患者来源渠道之一。

冉令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作为康复领域的

创业者，可以借助人体数据采集挖掘研发出一些

衍生产品及服务，但由于属地和经费的问题，线上

能起到的作用依然非常有限。线上需要运营、推

广、销售相结合，很难转化为线下的客户。

与互联网医疗、人工智能有机会颠覆线下行

业不同，运动康复在线下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用户选择线下康复机构一般基于朋友或医师的推

荐，获客主要靠运动康复机构逐渐积累起来的口

碑，目前还较难通过线上传播来取代。目前，运动

康复领域在线上的模式主要是借鉴健身领域的运

营模式，例如线上营销、电商、付费课程，包括一些

管理手段运营方案等。

冉令军也透露，冉冉运动康复也尝试在电商

领域有所投入，例如筋膜枪、凝胶等，前期是代理，

后期在做自主研发。

智能升级

运动康复背后存在巨大市场，这在当下是一

个共识。国务院下发的 《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年）》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运动人

口将达到4.35亿，体育消费将会达到1.5万亿元。经

常运动的人运动损伤率达到85%以上。这也意味

着，到2020年，运动损伤的人群理论上可达3.7亿。

按照《中国康复医疗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

测分析报告》预测，2017年，中国康复市场规模是

380亿元。到2020年，中国的康复医疗市场规模将

会突破700亿元。

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吴光远看来，近两年，运

动康复诊所数量快速增长，但对标美国近3万家康

复医疗机构的数量而言，中国运动康复机构不到

200家，发展空间巨大。

实际上，伴随着奥运会、冬奥会、亚运会等国

际大型赛事在国内的举办，运动康复的需求正在

不断增加。冉令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成立于2014

年的冉冉运动康复目前在北京有4家门店，是北京

线下门店最多的运动康复机构。虽然受疫情影响，

在2-3月几乎处于停业状态，但在5月以后，4家店

康复需求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预计7月以后

还会有所增加。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的运动康复机构，除

了冉冉运动康复外，还有弘道运动医学诊所、体创

动力、健行者运动康复等。在工作室之外，则包括

了中日友好医院、北医三院等医疗机构。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国内运动康复

中心的疗程单价通常在400-800元/小时，一般最

少一个疗程是12小时，费用在4800-1万元左右。

冉令军表示，伴随着消费升级，运动康复行业

发展速度也在稳步上升。数据显示，2019年运动康

复的客户消费能力相较2018年更高，说明大家有

这种新的消费意识，更注重身体健康，也愿意为这

种运动康复去付费。

千亿市场

2016-2019年康复领域融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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