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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数字体育是以网络化尧数字化尧智能化重构和创新体育发展形态尧流程和内

容的新型体育发展范式袁加快推进我国数字体育建设是引领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战略遥 通过全面阐述加快数字体育建设 7 个方面的战略意义袁系统分析了当前我国

数字体育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袁提出了提升全行业对数字体育战略价值的认知袁以数

字化建设推动群众体育生活化尧便利化开展以及项目化尧竞赛化运营袁助力竞技体育

高质量发展袁大力培育数字体育经济袁以数字化建设提升体育治理水平袁加大数字体

育应用基础建设 6 个方面的推进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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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sports is a new sports development paradigm that reconstructs and innovates the

form, process and content of sports development with networking, digi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Ac-

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sports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lea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The study first expounded comprehensively on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sports in seven aspects, then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the cur-

rent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sports in China, and finally proposed six suggestions: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the whole industry on the strategic value of digital sport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s in daily life and facilitation with digital construction, perform the

project-based and competitive operation to help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culti-

vate vigorously the digital sports economy, improve the sports administration with digital construc-

tion, and to increase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spor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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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袁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尧
贯彻新发展理念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袁是主

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战略之举 [1]遥 数字体育是数字中国的有机

组成部分袁跟上数字中国建设步伐袁以先进信息技术

带动和催生体育发展的质量变革尧效率变革尧动力变

革袁也是全面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遥

当前中国体育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尧 急剧变化的

内外部环境遥 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政治经

济的大变局袁 大国竞争加剧袁 国际体坛意识形态回

潮袁 国际体育组织普遍遭遇财政危机袁 内卷趋势显

现遥 另一方面袁进入新发展阶段袁体育承载的促进人

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责任进一步凸显袁
体育自身发展和通过体育促进的发展协同并重的要

求更高袁同时袁少子化尧老龄化也给体育发展提出了

一系列不容回避的新问题尧新挑战[2]遥应对动荡尧挑战

和不确定性袁改革和创新是必然选择袁其中基于新技

术条件下的数字体育变革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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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袁 我国体育事业经

历了由站起来到大起来的历史性转变袁 现在正由大

起来向强起来迈进袁 体育发展模式也相应正在由局

部赶超型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型转变遥 在局部赶超型

的体育发展模式下袁 体育发展主要是在体育系统内

的发展袁是以奥运争光为主轴和导向的发展袁特征是

野部门体育冶野争光体育冶袁 表现为体育与教育分立尧
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分立以及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

弱关联遥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模式则要求体育必须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尧融入 14 亿人的日常生活袁必须

是全社会办体育袁全民参与袁共建共享遥 而要实现这

样的转变袁通过网络化尧数字化尧智能化建设袁引领体

育部门跨越数字鸿沟袁 强化体育领域信息化的关键

支撑袁全方位开展体育数字新基建袁搭建数字体育新

场景袁是核心技术路线袁不可或缺遥从一定意义上讲袁
在移动互联网构筑的信息化 2.0 时代袁 任何发展模

式的转型都离不开核心数字技术的支撑遥 数字体育

推动体育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意义正在于此遥

当前我国体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

不断增长尧 不断变化的体育需求与有效供给不足之

间的矛盾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 2035 年

建成体育强国袁 面对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和体育发展

的主要矛盾袁推动体育发展质量变革尧效率变革尧动
力变革至关重要遥然而袁这野三个变革冶的落地实践不

能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袁 必须下沉到每一个具象的运

动场景的改造和提升中遥 具象的运动场景主要由学

校体育尧大众体育尧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 4 个部分组

成袁构成每个部分的野细胞冶又是由人尧场地尧设施和

活动搭建的千万个鲜活的运动场景组合而成遥 如果

构成体育的野细胞冶不更新袁野三个变革冶就是空中楼

阁遥 因此袁基于 5G尧大数据尧物联网尧云计算尧人工智

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尧 改造和提升每一个运动

场景袁推动体育发展全领域尧全流程尧全场景的数字

变革袁才是谋求体育发展提质增效尧动能升级的转型

之道渊图 1冤遥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体育都在不同

程度上出现了野社交性死亡冶袁赛事停摆尧空场比赛以

及体育馆尧健身房尧游泳池限时限流袁都大幅压缩了

体育运动的生存运作空间遥 同时袁随着以野90 后冶为
代表的野网络一代冶占总人口比重的不断提升袁线上

图 1 运动场景推动体育全领域尧全流程数字革命

虚拟空间也在不断压缩线下运动空间袁 新冠肺炎疫

情叠加野网络一代冶袁致使当代体育整体的生存空间

和可持续发展活力都面临重大挑战遥 而解决之道就

是要全力推动数字体育变革袁一方面要利用先进尧适
用的数字技术袁实现体育运动线下与线上的融合尧虚
拟与现实的叠加遥 另一方面要利用多种移动互联网

媒介渊微博尧微信尧短视频尧H5 等冤与体育运动受众进

行社交互动袁 推动体育运动与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

的深度连接遥在高度信息化的新时代袁拓展体育运动

的生存空间袁激活体育运动的发展活力袁体育数字化

深度变革不可或缺遥

现代奥运会复兴以来袁 在全球范围内青少年一

直是体育运动最主要的参与人群遥然而袁随着互联网

的出现袁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开拓出不受时空限制尧形
式多样尧色彩斑斓的虚拟空间时袁越来越多的青少年

开始远离线下运动场景袁 转而追逐线上虚拟空间的

娱乐袁 重新拥抱青少年成为了全球体育组织共同关

注的新议程遥国际奥委会在叶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曳
中袁明确提出要与受众进行数字化互动袁鼓励虚拟运

动发展袁其目的就是通过数字化变革野破圈冶与重新

拥抱青少年遥 当前我国野90 后冶野00 后冶的野网络原住

民冶已达 3.9 亿人袁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与网络尧社
交媒体尧电子游戏相伴袁线上娱乐成为他们美好的童

年记忆袁 久坐和缺乏身体运动成为这一代人的共性

问题袁由此带来了青少年身体素质下滑尧参与运动人

数下降尧竞技后备人才匮乏等一系列问题和矛盾遥每
一个时代的体育都是这个时代人的运动选择袁 都反

映这个时代的特征和脉动遥在数字化时代袁只有用数

字技术改造传统运动项目袁 才能真心拥抱数字时代

运动
场景

窑学校体育 窑大众体育

窑竞技体育 窑体育产业

人 场地

活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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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和发展的新运动形态和玩法袁 当代体育重新吸

引和拥抱青少年才能变成现实遥

在 5G 驱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下袁 传统体

育线下运动体验与交互的特点袁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体

育生存发展的空间遥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又

进一步放大了传统体育线下交互的局限性袁 同时袁全
球青少年都在疏离传统的竞技运动遥这一切都在告诉

我们袁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袁野体育 +冶和野+ 体育冶是有

效拓展体育生存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遥 当前袁一方面

体教融合尧体旅融合尧体卫融合蔚然成势袁野体教文商冶
融合发展的新型城市运动综合体以及野体旅康养冶融
合发展的特色运动小镇风潮涌动袁而推动体育与相关

行业融合发展的技术支撑就是现代信息科技和数字

体育崛起遥 另一方面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

速袁城市发展的土地约束问题不断显现袁大中城市通

过新增土地建设更多的体育场所变得越来越难袁推动

体育尧文化尧会展尧演艺等大文化公共空间和场所功能

复合尧平台共用尧场景快速切换袁将是大势所趋遥 这样

不仅能盘活和优化存量袁增加公共体育场所的有效供

给袁而且能推动文化类公共事业间的相互赋能袁增强

发展后劲和动能遥而这也需要信息化尧网络化尧智能化

的科技支撑和数字体育的内生变革遥

体育是一个实践性尧操作性极强的行业袁项目众

多尧领域宽泛尧覆盖面广袁横向涉及教育尧文化尧卫
生尧产业袁纵向涉及一百多个运动项目袁同时运动参

与覆盖全人群尧全年龄段尧全生命周期袁是习得性生

活方式的养成遥 这样的特点使得体育运动的运作更

具经验性尧感知性袁行业监管难度大尧效率低袁存在很

多监管的漏洞和运作决策中的野灰箱冶和野黑洞冶遥 譬

如院足球改革中存在的野阴阳冶合同袁转会费虚高袁假
球黑哨袁学校足球改革中的形式主义曰体教融合中存

在的赛事体系融合难袁一体化培养输送体系构建难曰
体育产业中部分开展预付费业务的健身和培训机构

存在的恶意骗费尧 跑路袁 运动项目消费人口底数不

清袁体育服务业标准化水平低等遥 然而袁要提升体育

行业监管效能袁助力科学决策袁利用现代信息科学技

术袁推动体育全领域尧全流程的数字化变革则是我国

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遥因为袁借助数字体育能

够有效探明体育领域中长期存在的一些 野灰箱冶和
野黑洞冶袁让体育运作更规范袁管理决策更科学遥

现代社会袁 人的运动参与具有刚需尧 高频的特

征袁同时运动场景又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平台和途径袁
能够汇聚人流尧凝聚情感袁是数字资产的野富矿冶遥 体

育运动深受现代人喜爱袁 天然具有带人流能力强的

特点遥 但是袁以往人们在运营体育时袁不注重运动各

流程尧各环节数据的采集尧开发和应用袁致使体育领

域数字资源无法形成并汇聚袁流量变现的能力极差袁
体育成为典型的守着数据资产野富矿冶袁却不会去开

掘的行业遥 现今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袁推动体育数字

化变革袁全面开发体育领域数字资产袁既可以形成新

的优质增量资产袁 也可盘活体育领域的其他存量资

产袁而且还能为野体育 +冶野+ 体育冶赋能袁提升体育吸

引和集聚外部资源的能力遥在数字化时代袁不能以数

字化呈现和运营的行业都将难以为继袁 并且将不可

避免地走向没落和衰亡遥从一定意义上讲袁能否迅速

提升体育系统积累和拓展本领域数字资产能力袁将
决定体育发展的未来遥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我国数字体育建设已经开始启

动袁 在促进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

作用与能力初步显现遥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网络平台

逐渐形成袁全民健身网络信息服务建设初具规模曰运
动员注册系统尧数字技术助力运动训练尧竞赛信息服

务不断完善曰 信息化提升体育场馆管理与服务水平

作用日益凸显袁数字化技术尧智能运动装备等对体育

产业供给侧改革有所推动遥 野十四五冶是我国数字体

育建设的关键时期袁 当前全力推动我国体育领域的

数字变革还需着力解决如下问题遥

现阶段我国体育信息化尧数字化尧智能化发展水

平与党中央尧国务院提出的要求袁与叶体育强国建设

纲要曳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等国家战略需求

相较袁仍存在明显差距袁主要原因是全行业对数字体

育在建设体育强国进程中的关键作用认识不足袁把
数字体育建设看作一般意义的网络化尧信息化建设袁
是锦上添花之举袁有更好袁没有还是照样干遥 未意识

到数字体育变革对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革命性作用袁以及对推动体育全领域质量变革尧效
率变革尧动力变革的关键技术支撑作用遥比较普遍地

存在观念认识不足的问题袁 造成全行业在数字体育

建设的资金项目安排尧 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都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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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视不够尧投入不足的问题袁在实践上的反映就是

全行业信息化尧数字化尧智能化发展水平明显低于社

会发展平均水平遥

当前在各级体育部门中袁 数字体育建设被当作

隶属各级体育部门的体育信息中心的事袁 而主要业

务领域主动提出核心需求袁 主导并参与数字体育建

设的为数不多袁 因而就容易将数字体育建设简化为

按要求建设运营各级体育政务网和官方网站的维护

与内容更新袁而在结合全民健身尧运动训练尧体育竞

赛尧产业开发业务工作进行场景创新尧流程再造袁推
动核心业务提质增效的内涵建设上袁却作为有限袁导
致全行业信息化尧 数字化尧 智能化建设存在明显的

野两张皮冶现象遥

近年来袁 尽管体育系统信息化基础设施有了一

定的改善袁但是袁因受多方面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袁尤
其是相较其他相关行业袁 体育系统信息化基础设施

更新尧迭代速度仍然偏慢袁整体基础设施薄弱的局面

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突破遥在利用 5G尧大数据尧人工智

能尧物联网技术袁搭建尧改造和提升基于运动实践的

应用互联网建设方面明显滞后袁 较少具有推广意义

的数字化尧智能化运动场景袁缺乏能够实现线下线上

融合尧现实虚拟叠加的成功范例遥

野十三五冶期间袁体育系统整体信息化水平有了

显著提升袁各地在建网络尧建平台尧建数据库袁推出各

类便民应用的运动 APP 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袁取
得了显著成绩遥但是袁各地系统间尧各平台间尧各数据

库间缺少纵向和横向的链接袁群众体育尧竞技体育尧
体育产业各专项平台与数据库间也缺少必要的互联

互通袁特别是全国性的大系统尧大平台的搭建和运行

还十分滞后袁数据孤岛尧平台孤岛问题十分突出袁数
据的开放共享机制不健全袁 数据生产力的战略驱动

作用尚未显现遥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对信息化尧数字化尧智能化

认识水平的差异袁 目前我国各地在数字体育建设上

的地区差异十分明显遥经济发达尧社会管理水平高的

东部地区袁以北上广深尧浙江尧江苏尧福建为代表袁在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尧 数字化与智能化创新应用方

面都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遥同时袁地区间发展水

平差异过大也给全国性的系统和平台建设带来一定

的难度遥若数字体育发展要求就高袁中西部地区做不

到曰如其就低袁则需要东部发达地区降维降效袁平衡

点很难把握遥
当然袁除了上述问题之外袁整个体育系统数字

体育经济起步晚尧 发展水平低尧 网络安全意识不

强尧 防护能力不足等问题也亟须引起关注并加以

解决遥

野十四五冶 是加快我国数字体育建设的关键时

期袁体育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

作尧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重要论述袁立足发展

新阶段尧贯彻发展新理念尧构建发展新格局遥 以高质

量打造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

的体育信息化新发展体系为目标袁以数据资源开发

利用为出发点袁 以构建数据驱动的体育事业为核

心袁以深耕多元化业务应用场景为牵引袁以信息化

法规标准规范建设和安全管理为保障袁以体育数据

共享为抓手袁积极推动体育与 5G尧大数据尧云计算尧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袁通过建设数字体

育平台袁培育数字体育经济袁助力全民健身尧竞技体

育发展袁服务体育消费袁为加快实现体育强国战略尧
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新动力遥 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几方

面工作遥

当代体育正在加速进行时代切换袁 发轫于工业

革命的现代体育在信息化时代已经呈现出诸多不

适应袁数字化尧智能化引领体育发展时代转型的大

幕正在开启遥 而今袁运用多种手段提升全行业对数

字体育战略价值的认知至关重要遥 需要认识到袁数
字体育不是简单的技术应用袁而是面对体育强国建

设的战略目标袁创新体育发展新理念尧新模式尧新动

能尧新机制的全新实践遥 数字体育也不是某个领域尧
少数场景尧特定流程的技术改进袁而是覆盖体育发

展全领域尧全场景尧全流程的再造与创新袁是推动体

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遥 因而袁理应在提高

认识的基础上袁制定并实施叶数字体育行动计划曳袁
推动认知的落地和实践袁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强化新

的认知尧新的实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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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袁 群众体育与社

会建设统筹推进袁是全面建设体育强国的新阶段尧群
众体育发展的新要求遥推动群众体育生活化尧便利化

开展袁项目化尧竞赛化运营袁需要数字技术的深度植

入遥 为此袁必须推动建立国家尧省尧地渊市冤三级全民

健身信息服务平台袁 国家社区体育活动管理服务系

统和全国社区运动会服务系统袁 为人民群众提供在

线尧便利尧高效的国民体质监测尧组织机构查询尧场地

设施预订尧赛事活动组织尧青少年培训等基本信息服

务袁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和健身方法袁增强智能体育等

多元化休闲体验遥 要充分开发和利用全民健身数据

资源袁开展跨系统相关信息资源的对接袁促进体育与

旅游尧医疗尧卫生尧养老尧交通等相关行业的深度融

合遥 要依托已有的资源袁加强数据挖掘分析应用袁提
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能力袁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益遥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指

标遥 鉴于当前我国在田径尧游泳尧水上等基础大项以

及集体球类项目袁尤其是足尧篮尧排三大球整体发展

水平与欧美强国差距明显袁以信息化尧数字化尧智能

化技术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遥 推动竞

技体育数字变革袁 要以训练需求为导向袁 打造一批

野训尧科尧教尧医尧服冶智能化集成的科学训练基地遥 要

利用跨学科尧跨地域尧跨行业尧跨部门的科研资源袁建
设一批智能备战创新实验室袁加快智能化体育装备尧
训练器材尧体育专用芯片的研发袁支撑科学选材尧训
练尧竞赛尧管理等体育全过程数字化升级遥 要整合现

有训练尧人才尧竞赛尧服务保障等信息系统袁拓展运动

队管理服务功能袁挖掘分析竞技体育相关数据袁打造

数据驱动的精准训练模式袁 科学指导竞技体育备战

工作袁促进训练理念尧技战术等的提升袁辅助备战指

挥决策遥 要全面提升竞赛组织管理尧运动选材尧情报

信息尧选育培养尧退役运动员安置等方面的数字化尧
智能化水平遥同时袁要创新数字化赛事监管与服务手

段袁确保赛事安全袁促进公平开放办赛遥

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袁数
字体育经济也是促进我国居民体育消费袁 推进体育

产业供给侧改革袁激活体育产业发展新动能袁拓展体

育产业发展新空间的应然抉择遥 大力培育和发展数

字体育经济要重点推进 5G尧超高清尧增强现实尧虚拟

现实尧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体育产业相关业态中的

深度应用袁推进体育产业野上云用数赋智冶袁促进扩大

各相关业态规模遥要推进体育智能制造尧智能可穿戴

设备尧野互联网 + 体育冶等产品落地袁丰富线上健身尧
线上赛事尧体育直播尧电子竞技等数字内容袁拓展体

育消费模式袁挖掘体育消费潜力遥要积极联合政产学

研用等主体积极参与数字体育建设袁 构建体育大数

据协同机制袁联合软硬件上下游协同攻关行业难题袁
创造数字体育新模式尧新技术尧新场景尧新产品尧新服

务袁形成数字体育生态体系[3]遥

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袁 是体育强国

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根本性的制度保障 [4]遥 以数字化

建设提升治理水平院 一是要提升体育政务网站和政

务新媒体运营能力袁推进体育领域政府信息公开袁做
好政策解读袁及时响应社会关切袁加强政民互动袁不
断提升政府服务对象的满意度遥 二是要完善体育政

务服务平台建设袁集约整合体育服务资源袁促进一体

化服务建设遥优化体育行政事项网上审批袁规范在线

办事服务袁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同步分发尧并联审批尧
协同办理遥 三是要依托野互联网 + 体育监管冶系统袁
及早发现尧防范苗头性问题和跨行业跨区域风险遥四
是要推进移动办公尧政务新媒体建设袁逐步实现体育

治理与移动互联网深度融合遥 五是要构建数字体育

智库袁汇聚相关院校尧科研机构和资深专家袁形成各

类研究成果袁为体育治理提供决策咨询遥

大力发展数字体育袁 加强数字体育应用基础建

设是根本遥要在全国现有体育信息化设施的基础上袁
开展数字体育新基建遥 加强体育基础数据统计系统

建设袁动态掌握场地设施尧体育组织尧体育活动尧体质

测试尧等级评定等大数据资源遥将数据纳入推动体育

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之列袁 实现各项体育基础数

据和重要体育业务数据的采集袁 以及统计数据的统

一归口袁切实发挥统计数据的价值遥加强各类体育大

数据的整合集成袁形成并完善全国体育数据池尧数据

仓库尧数据集市遥制定体育数据资源共享机制及管理

办法袁明确体育数据资源采集尧管理尧发布与共享的

要求遥建设和完善体育系统电子政务内网尧外网和互

联网网络体系袁逐步实现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尧各类体

育组织尧各种体育场地设施的网络连接袁推进国家与

地方体育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袁 建立行业统一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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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尧电子证照尧电子印章尧数据共享交换系统遥要重

点围绕体育公共服务袁形成统一的信息化基础平台袁
实现野大平台共享尧大系统共治尧大数据慧治冶的信息

化新格局遥

野鹰击天风壮袁鹏飞海浪春冶遥与时俱进的持续创

新是体育事业永葆活力尧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遥大力

发展数字体育袁 全面提升体育行业数字意识和数字

能力袁构建覆盖全领域尧全场景尧全流程的数字体育

发展新格局袁 是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和

关键引擎袁是全面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遥在数字

体育新赛道上袁中国体育先机无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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