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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对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尧实现体育强

国建设目标具有重要作用遥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研究尧案例分析等方法袁对数字体育尧
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的发展特征进行梳理袁对三者的发展关系进行辨析袁认为数字

体育尧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均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袁可促进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

管理的结合袁并加快推动体育产业的质量变革尧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遥 在此基础上提

出推动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创新发展的主要举措院一是要夯实数字体育尧
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的发展基础曰二是要构建差异化的政策支持体系曰三是要破解数

据信息流转障碍曰四是要提升体育数据信息安全保护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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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sports, smartsportsandintelligentsportsplayanimportantrole inpromoting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realizing the goal of building a strong sports country. By using litera-

ture review, cas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comprehensive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sports, smart sports and intelligent sport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developments. It is believed that digital sports, smart sports and intelligent sports are all

people-centeredwhich can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supply-side reformand demand-side management

and can accelerate the reforms in quality, efficiency and driving force of the sports industry. On this ba-

sis, the initiativ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ports, intelligent sports and smart sports are put

forward: The first i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ports, intelligent sports and

smart sports; the second is to build differentiated policy support systems; the third is to crack data flow

barriers; the fourth is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sports data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tec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igital sports; smart sports; intelligent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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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以互联网尧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

现代科技不断向经济尧社会各领域渗透袁成为引领经

济社会变革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遥随着现代科技在体育领域应用的不断扩张袁数字

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等新生事物在体育产品生

产尧供给尧消费以及产业创新升级等方面袁有力推进

了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袁逐步成为体育发展热点[1]遥
这些体育发展热点得到政策的普遍关注袁叶国务院

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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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渊国办发也2019页43 号冤提出支

持以运动项目为主体内容的智能体育赛事发展曰
叶野十四五冶体育发展规划曳渊体发也2021页2 号冤提出支

特

稿

1



Sport Science Research

持打造智能健身场景袁打造一批智慧体育场馆曰叶上海

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要曳渊沪府办发也2020页12 号冤
提出要通过吸引体育类企业研发总部落户等方式促

进智能体育创新发展遥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和智慧体

育尚属体育领域的新兴概念袁 三者的特征与区别尚

未厘清袁与体育产业发展的关系还不够清晰袁导致其

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难以充分发挥遥
本文将数字体育尧 智能体育与智慧体育的发展问题

置于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加以考量袁重
点梳理三者的发展特征袁 分析三者与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密切联系袁探索三者的发展路径袁为促进体

育与科技深度融合尧 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参考遥

梳理数字体育尧 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的发展特

征袁是辨析三者区别尧分析三者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间关系的基础遥 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

的检索袁可发现三者分别具有如下发展特征遥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袁 将数据作为与

土地尧资本尧技术等并列的一种重要生产要素袁以现

代信息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等为支撑袁 将复杂的信

息转化为可度量的数据袁实现信息的可计算袁可在生

产生活决策的各环节中产生新作用袁 推动社会生产

方式尧生活方式的变革 [2]10-11遥数字体育概念最早于 21

世纪初在我国出现袁 彼时对于数字体育的认知仍比

较狭义袁主要聚焦于赛事转播尧竞赛训练等方面 [3]遥
伴随我国体育的不断发展袁 数字体育开始与体育消

费尧体育产业发展产生紧密关联袁逐渐演变成为一种

涉及体育参与者尧场地设施尧赛事活动等多方面的袁
重构和创新体育发展形态尧 流程和内容的体育发展

新范式 [4]袁且形成了如下比较鲜明的发展特征遥
第一袁 将体育过程及相关活动转变为可统计分

析的数据或信息是数字体育发展的根本环节遥 体育

赛事需要制作成为数字直播信号后才能进行大范围

传播袁 形成对体育传媒和体育赛事相关行业的带动

效应曰健身消费者运动和健康的情况只有经过采集尧
量化才具备应用价值袁 运动促进健康等增值服务才

得以开展 [5]遥 不论体育发展形态和发展阶段如何袁数
字体育的发展都将依赖体育过程及相关活动的数据

化或信息化遥 也正是此特征为数字体育的发展带来

了更大的想象空间遥例如袁依托深度学习和计算机视

觉算法等技术而产生的数据采集系统可实现对运动

员在不同运动项目中多维度运动表现的数据采集袁
这些数据经过整合将综合反映运动员的赛场表现袁
并与多类人群产生关联院 教练员可根据数据科学决

策训练方法与战术袁进而促进运动成绩提升曰球探可

以将运动表现数据作为其球探经验的重要补充袁避
免具有才华的运动员被遗漏曰 观众可以通过各项量

化数据更加深入地理解赛事内容袁 并对赛事或体育

联盟产生更强的消费黏性遥 进而形成一个以数据为

核心袁由运动员尧教练员尧球探尧球队尧观众尧其他利

益相关方组成的袁更加紧密的职业体育生态袁从而促

进职业体育乃至体育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6]遥
第二袁数字体育能提升体育管理工作效率尧优化

体育管理工作模式袁并创造新价值遥在电子政务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袁 数字体育在体育管理部门中的应用

已不仅是信息流转渠道的改变袁 而是政府平台化后

对体育管理工作职能与流程的重塑 [2]27-29遥 以体育赛

事管理为例袁叶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曳渊沪府令

30 号冤要求办赛主体在开赛前袁通过上海市在线政

务服务平台上传体育赛事名称尧时间尧地点尧竞赛规

程等基本信息袁即加快实现体育赛事管理的数字化遥
根据对上海市体育局相关部门的调研袁依托野一网通

办冶 平台打造的上海体育赛事信息公示和查询政务

服务已基本实现了赛事信息流转功能袁 且已在赛事

疫情防控尧赛事安全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遥基于

数字化平台的体育赛事管理新模式也将在未来呈现

出更多变化渊图 1冤院体育部门实时了解体育赛事的

信息袁可在赛前尧赛中尧赛后施以不同的管理手段袁实
现对体育赛事的全过程管理曰 体育部门可及时了解

办赛主体在赛事运营过程中的困难与障碍袁 进而及

时与相关部门沟通袁协助办赛主体更好举办赛事袁而
体育部门信息平台与其他相关部门信息平台的互联

互通也极大提升了沟通效率曰 赛事活动信息对公众

的即时公开将进一步提升公众对体育赛事的关注袁
为体育赛事发展注入更多活力遥综合来看袁数字化平

台的应用将实现从对体育赛事的单一管理向管理与

服务融合的深刻转变袁 为各类办赛主体带来降本增

效红利袁 也为体育赛事及相关产业发展拓展更加广

阔的空间遥

智能化是一个随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不断更迭的

动态概念袁综合相关研究可发现袁智能化的实现通常

依靠各类浓缩科技发展成果的智能终端袁 通过提供

实时服务促进人民生活各领域便捷化 [7]遥 通过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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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能体育发展历程袁 发现我国智能体育应用多

集中于智能体育教育尧智能体育场馆尧智能运动健康

等领域袁 呈现出的特征与智能化总体发展特征基本

保持一致遥
第一袁智能终端对智能体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遥

感知和解析各类体育数据是智能体育发展的基础[8]袁
智能终端在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是推动智能体育发展

的核心动力遥以智能运动健康领域为例袁具有运动记

录尧生理指标监测等功能的手环于 2010 年左右正式

面世袁在核心技术逐渐走向成熟后智能手环于 2014 年

左右进入爆发期袁随后智能运动健康领域得到发展袁
Keep 等互联网运动健康企业于 2015 年左右纷纷成

立遥 但近年来可穿戴设备除在数据采集多样性和准

确性上略有提高外并无更多突破袁智能手环尧智能手

表市场增速放缓袁 通过加强可穿戴设备相关数据与

运动应用尧大健康机构尧医疗机构的共享已成为其提

升体育消费者体验尧 在存量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的

主要路径[9]遥 与此类似袁近年来智能体育场馆的发展

离不开物联网相关技术的成熟 [10]袁由此凸显了科技

创新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遥
第二袁智能体育所提供的即时性体育服务袁有效

丰富了体育商业模式遥 将人流尧物流尧信息流尧资金

流尧交易流等在经济时空中进行重新组合袁是依托于

数据和互联网运行的平台商业模式与传统商业模式

的最大不同袁通过对消费行为尧商业模式的重塑袁将
释放更大的商业价值[11]遥 5G 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大大

提升了各类体育信息即时传输的稳定性袁 使即时性

体育服务成为可能袁 深刻优化并改变了体育商业模

式遥例如袁即时上传尧分析尧共享运动健康数据使消费

者更愿意购买运动健康指导尧 运动健康食品等各类

增值服务袁拓展了体育消费的广度曰而数据在平台的

积累也极大增加了消费者的消费黏性袁 提升了体育

消费的持续性遥智能体育也可以创造新的商业模式袁

例如有研究发现袁 使用智能化的虚拟现实设备可使

体育参与者增加运动参与的临场感袁 并增加参与者

对该运动项目的认知 [12]袁这彰显了以智能设备作为

入口培育体育消费意识尧 发展运动项目产业的广阔

商业空间遥

智慧体育是综合应用各类新兴技术袁 通过整合

体育及相关领域资源提升体育服务质量尧 构建体育

生态尧促进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系统工程 [13]21袁分析

智能化与智慧化的关系可对智慧体育形成更加深入

的理解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考察时指出院野从数

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袁让城市更聪明一些尧更智

慧一些袁 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遥 冶[14]与智能化相比袁智慧化更加强调对技

术的综合系统应用以及决策结果的产生遥可见袁以信

息化平台为依托袁 为体育发展提供多方面的决策支

持是智慧体育的主要发展特征遥
第一袁 综合信息平台是智慧体育发展的必备要

素遥综合信息平台具有发现行业和部门间的关联尧洞
察行业发展趋势尧统筹优化资源配置等巨大价值 [15]袁
这些特征在智慧体育发展中也充分显现遥例如袁上海

市体育局在游泳场所安全监管问题上袁 依托上海市

大数据资源以及野一网通办冶和野一网统管冶平台袁构
建由体育消费者尧游泳场所尧体育部门尧卫生健康等

相关部门共同组成的智慧监管平台袁 打破了部门间

的协作障碍袁有效提升了监管效能袁提升了消费者对

游泳场馆的信任程度袁 在为消费者生命安全提供有

力保障的同时袁 极大促进了游泳健身消费的持续健

康发展 [16]遥 以综合信息平台为基础构建的智慧体育

发展生态较传统体育具有外延更大尧 开放性更强等

特征袁为体育内外部资源充分整合尧体育产业融合发

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3]46-47遥 调研显示袁目前已有多个

图 1 基于数字化平台的体育赛事管理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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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着手建设运动健康产业大数据中心袁 以此推动

健身休闲业的纵深发展袁为体育用品制造尧体育旅游

等相关产业带来发展活力遥
第二袁 智慧体育所提供的决策支持对推动体育

发展意义深远遥在信息化时代袁纸质材料电子化带来

的是工作效率和便捷性上的提升袁 但对决策本身的

影响较小曰而伴随大数据尧人工智能尧工业互联网等

技术与体育的深度融合袁 智慧体育的意义已不仅局

限于提高决策过程的效率和决策结果的准确性袁而
更多在于得到更加多维尧丰富的决策内容袁以推动体

育产业乃至体育高质量发展遥在体育赛事领域袁赛事

模拟服务系统渊Events Simulation Service袁ESS冤将大

型体育场馆各类设施设备的参数整合并进行线上模

拟袁可在赛前实现对体育赛事的预演袁及早预测赛事

运营中可能出现交通拥堵等问题和风险袁 并提前制

定应对方案袁将有效提升赛事运营效率尧降低办赛风

险及赛事可能为城市带来的负面效应袁 进一步释放

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 [17-18]遥 又

如袁全民健身智慧平台可根据城市场馆运营数据尧赛
事组织数据尧 赛事参与数据等形成对体育市场饱和

度尧体育市场发展趋势的预测袁帮助政府部门有针对

性地引导体育产业发展 [19]遥可以预见袁伴随科技发展

水平的不断提升袁 智慧体育能发挥更加有效的决策

价值遥

综合比较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的发展

特征袁发现三者在发展侧重点上存在一定区别遥 以不

同发展侧重点为引领袁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和智慧体

育逐步形成了体育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多个方面遥

数字体育的发展重点不局限于体育发展的某一

特定环节或领域袁 而是一种渗透到体育发展全过程

和全领域的发展理念遥 只有各类主体充分意识到数

字化为体育发展带来的革命性作用袁 将这种理念代

入体育发展的各方面袁 才能促进体育与经济社会发

展趋势更加匹配袁 使体育的发展成果惠及青少年等

更多人群 [4]遥 一方面袁政府部门应通过政策文件加快

向各类主体渗透数字体育的相关理念遥例如叶上海市

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渊2021要2025 年冤曳将数字化作为

未来一段时间上海全民健身发展的核心理念袁 推进

全民健身管理方式数字化 [20]曰又如叶浙江省数字体育

建设野十四五冶规划曳计划在野一平台尧一仓尧一网尧四

应用冶的数字体育发展框架基础上袁进一步加强框架

与体育公共服务尧 竞技体育训练管理尧 体育赛事服

务尧体育产业创新管理的深度关联袁谋求数字赋能推

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1]遥另一方面袁各
类主体的数字化意识也是推动数字体育发展的重要

动力遥 例如袁杭州马拉松通过 3 年工作实践积累袁将
跑者运动数据尧 现场设备数据等整合袁 形成统一平

台袁打造成以服务跑者为核心的数字化马拉松赛事袁
其参赛体验尧安全保障水平较之前取得全面提升袁赛
事价值得到进一步凸显袁 对全国乃至全球马拉松赛

事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袁 充分体现了办赛主体主动

参与数字体育发展的关键作用[22]遥

各类实践充分表明袁 高科技智能硬件的研发是

智能体育发展的核心所在遥 当新兴科技与硬件设备

充分融合袁并能够有效填补居民体育需求空白时袁该
智能硬件才将对体育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尧 消费等各

流程产生深刻影响袁 进而带动智能体育乃至体育总

体的发展与变革[23]遥当前袁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

集活跃期袁我国科技总体实力快速提升袁对野卡脖子冶
难题的攻关尧突破与创新步伐明显加快遥 叶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曳提出聚焦人工智能尧量子信

息尧集成电路尧脑科学等前沿领域袁实施一批具有前

瞻性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遥 可以预见袁新兴

科技进入体育领域的时间将大大缩短袁 智能体育将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袁对体育发展的影响将更加凸显遥
与数字体育相比袁 智能体育发展更多关注微观产品

与服务袁 加强政策支持与鼓励是体育部门推动智能

体育发展的有效路径遥

与智能体育相比袁 智慧体育的发展视角更加具

有整体性和系统性袁 也更加强调借助科技手段促进

体育产业发展中各要素的连接遥 智能体育的高科技

硬件是实现智慧体育的必要条件袁 智慧体育能动地

解决体育发展问题是智能体育系统发展的必然结

果遥以体育场馆智慧化发展为例袁其目的并不仅是通

过简单的设备升级提升某项工作流程的效率袁 而是

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为契机袁 将体育场馆

的管理者尧消费者尧设施设备等有机连接尧整合汇总袁
形成以数据信息为核心驱动力的工作流尧业务流袁有
效优化体育场馆的基础服务尧核心服务尧拓展服务的

效率和质量袁并有效提高场馆人员管理尧数据管理和

黄海燕袁等.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创新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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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管理的水平袁使体育场馆在助力体育赛事举办尧
优化公共体育服务尧 创新体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作

用更加凸显袁带动体育场馆整体发展能级的提升 [10]遥
正因为智慧体育的发展侧重袁 其发展更加需要体育

部门的统筹协调袁以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袁例如叶上
海市体育发展野十四五冶规划曳提出要野打造全市统一

的智慧体育服务平台冶袁以此提高体育信息基础设施

集约化水平袁促进体育发展管理模式重塑 [24]遥

数字体育尧 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三者之间既存

在差异又相互统一袁 即三者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理论内涵高度契合袁 这也为从总体上提出推动数

字体育尧 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创新发展的举措奠定

了基础遥

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到以人民为中

心袁即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体育需求遥综
合来看袁 当前我国有效体育供给不够充分袁 数字体

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是填补此缺口的重要工具[25]遥
一方面袁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可有效满足

人民对服务型尧参与型体育消费的需求遥当前人民对

体育的消费正由传统实物型向服务型与参与型体育

消费转变袁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能够有效

实现软硬件联动袁 将相关信息通过手机等智能终端

传递给体育消费者袁使其更加了解所需服务型尧参与

型体育消费产品袁 进而促进体育消费需求的释放和

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遥 另一方面袁数字体育尧智能体

育尧 智慧体育能够推动人民参与运动促进健康相关

活动遥 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运动促

进健康的重要作用袁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

以采集消费者身体健康数据为起点开展相关服务的

特性袁天然地拉近了运动与健康之间的距离袁可极大

提升消费者参与运动促进健康相关活动的便捷性袁
加快推进体卫融合遥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结合是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主线袁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将

有效提升二者之间的联系[26]遥在供给侧袁依托消费者

个人运动健康数据而产生的个性化尧精准化服务袁将

大幅提升体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遥同时袁数字体

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也能将健身休闲尧竞赛表演尧
体育培训尧场馆服务等多个业态紧密连接袁并促进体

育与文化旅游尧卫生健康等相关业态融合袁丰富体育

产品与服务的供给类型遥 在需求侧袁政府部门尧市场

主体等可通过对各类运动健康尧 体育消费数据的实

时分析袁了解居民体育需求的变化情况袁以帮助政府

部门及时出台针对性政策尧 企业及时调整研发与营

销策略袁提高体育产业供给侧效率袁进而形成供需两

侧的动态平衡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院野必须

坚持质量第一尧效益优先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尧效率变革尧动力变革遥冶[27]

质量变革尧 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也是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遥 在质量变革方面袁数字体育尧智
能体育尧 智慧体育可赋予体育市场主体更多科技元

素袁帮助体育市场主体累积各类体育数据与信息袁形
成企业竞争的技术壁垒和数据壁垒袁 进而从总体上

提升企业质量袁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遥在效率变革

方面袁政府部门对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的

应用可使其更好了解体育发展的宏观趋势袁 通过应

用各类公共管理工具袁优化体育资源配置效率袁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袁 加快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进程遥聚焦细分领域袁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
慧体育为加强体育市场监管整体效能提供了可能袁
例如应用大数据技术可实现对体育领域投诉信息的

实时跟踪分析袁 及早发现体育市场的监管漏洞与风

险点袁 降低体育消费者在体育参与中受到侵害的风

险袁维护体育市场发展秩序袁提升体育产业的发展效

率[28]遥在动力变革方面袁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

育将高新技术引入体育发展中袁 提升体育产品与服

务的附加值袁构建出更加完善的体育产业链条袁可推

动体育产业形成以科技创新要素为驱动的良性发展

循环遥 另外袁政府尧社会尧市场等多元主体在数字体

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发展中对居民体育需求的即

时尧精准分析袁也将使体育消费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

核心动力袁进一步释放产业发展潜力遥

综合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各自特征袁
以及三者的联系与区别袁 提出以下 4 方面推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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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尧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创新发展的主要举措袁以
期形成体育与科技发展合力袁 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更多支撑遥

先进设施设备尧数据信息平台尧科技创新能力等

是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的发展基础袁而目

前这些要素的配备尚不足以满足数字体育尧 智能体

育尧智慧体育的发展需求遥 第一袁应统筹做好体育场

馆的升级改造和建设工作遥在存量方面袁要加快推进

体育场馆 5G 信号覆盖袁因地制宜为大型体育场馆尧
中小型体育场馆等不同类型场馆设计数字化尧 智能

化尧智慧化升级方案曰在增量方面袁应规划打造一批

智慧体育场馆袁加快建设智慧健身路径尧智慧健身步

道尧智慧体育公园尧智慧健身中心等智慧化健身场地

设施遥第二袁应加快完善各类体育数据信息平台的建

设遥例如袁集合体育场地设施尧赛事活动尧健身指导等

内容的全国性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已于 2020年正

式上线 [29]袁各省市应结合现有平台建设情况与运营

经验袁加强各级信息服务平台之间的联系袁创新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模式袁 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提供支撑遥第三袁要加快构建具有引领作

用的尧融合科技元素的体育消费场景遥例如成都市体

育部门结合市民体育消费需求构建了 110 个尧 覆盖

8 种类型的体育消费场景袁 在促进体育科技企业参

与数字化尧智能化尧智慧化体育产品与服务的开发和

运用的同时袁也推动了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

育与文化旅游等相关业态的深度融合[30]遥第四袁应持

续开展体育科技创新工作遥 为运动体验带来持续提

升是全球消费者持续选择购买可穿戴设备及其相关

服务的核心原因 [23]袁故各类主体应持续注重科技创

新以不断满足消费者的体育需求遥 科研机构应深入

研究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的发展为体育发

展带来的综合效益以及 5G尧VR尧AR尧 人工智能尧云
计算等新兴技术助力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

发展的可行路径袁以此为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和智慧

体育的未来发展提供科学参考遥

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相关政策文件的

区分度不高袁阻碍了三者的进一步发展遥根据三者不

同特征袁 规划差异性发展模式袁 进一步明确体育部

门尧体育社会组织尧体育企业等各类主体在三者发展

中的角色定位袁构建特色化的政策支持体系袁对数字

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遥 就数

字体育而言袁体育部门应统筹协调袁加强数字化理

念在体育社会组织尧 体育企业等各类主体中的渗

透袁推动数字体育实践不断涌现袁从总体上推进数

字体育的发展进程遥 例如袁叶浙江省数字体育建设

野十四五冶规划曳提出了健全体育公共服务管理体系

和创新体育产业服务管理模式的总体设计袁进一步

明确各主体的定位与任务袁为促进政府尧市场尧社会

共同参与数字体育建设提供基本保障 [21]遥 就智能体

育而言袁体育企业的创新探索则更为重要袁应鼓励

各类企业加大在智能化发展方面的研发投入袁鼓励

体育用品企业研发家庭化尧 智能化运动装备器材袁
加快体育用品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遥 体育部门应给

予企业多样化的政策支持袁 例如可以进一步加强

野政产学研冶 合作袁 加快建设体育大数据应用实验

室尧 智慧运动健康实验室等各类协同创新中心袁为
智能体育发展提供更加充裕的载体空间曰可以加强

对智能体育及相关领域专利研发和成果转化的支

持力度袁推动形成更加丰富多样的运动场景遥 就智

慧体育而言袁体育部门的统筹规划更为关键遥 体育

部门应加快制定智慧场馆尧智慧体育公园等领域的

建设计划袁构建基本技术框架袁加强与体育社会组

织尧体育企业的合作袁共同推进智慧体育发展袁规避

重复建设尧资源浪费等问题遥 同时袁标准化建设对数

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的发展质量起到决定

性影响遥 近年来袁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尧浙江省市

场监管局等主体相继探索出台了叶智慧化健身场所

技术规范曳渊T/CSGF004-2018冤尧叶大中型体育场馆智

慧化建设和管理规范曳渊DB33/T 2305-2021冤 等标准

文件遥 相关标准制定主体应持续关注数字体育尧智
能体育和智慧体育的发展趋势袁 加快编制智慧场

馆尧体育赛事信息化尧智能体育设备尧数字运动项目

等关键领域的标准规范袁进一步健全与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相匹配的标准体系遥

不论是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袁还是智慧体育袁其
发展的根本都是数据信息的快速尧准确流转袁但当前

各类体育系统尧平台尧数据库在建设时缺少标准袁造
成野信息孤岛冶问题频发袁各平台内数据无法发挥其

应有价值曰各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区域数字体育尧
智能体育尧智慧体育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袁难以形成

合力 [4]遥 相较于其他行业袁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智慧

体育的发展起步较晚袁 可多借鉴各地数字政府建设

及其他行业数字化尧智能化尧智慧化过程的经验遥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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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袁政府部门应加强与市场主体的交流袁向市场主体

开放更加全面尧即时的体育发展数据袁帮助市场主体

从不同角度挖掘市场信息袁 进而提供更加契合产业

发展趋势的产品与服务遥 近年来各级数据开放平台

的建设为政府体育数据的开放提供了良好的载体袁
体育部门应与大数据管理部门形成协同联动袁 明确

体育类数据共享的规则与工作机制袁 从根本上提升

各类数据信息流转的效率遥第二袁应当鼓励市场主体

和政府部门共享相关经营信息袁 帮助政府部门清晰

了解体育产业发展情况袁 从而制定更加科学的政策

文件以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遥第三袁应当鼓励不

同地区体育部门加强数据信息共享工作袁 以此推动

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发展的区域联动遥例
如 2020 年 9 月成都市体育局和重庆市体育局签署

的叶双城联动共推体育融合发展合作协议曳提出了推

进双城体育大数据共享的要求袁 为成渝两地共享公

共体育服务设施尧推进竞技人才培养提供良好基础[31]遥
第四袁文化旅游尧卫生健康尧公安尧应急管理等与体育

发展相关的部门也应积极加入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尧
智慧体育的发展中袁 打破相关部门间的数据信息壁

垒袁推动各类数据与资源的共享袁使体育与更多领域

相连接袁并产生更大的综合效益遥

侵犯数据信息隐私和平台经济垄断已逐渐成为

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袁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和智

慧体育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各类数据的采集运用和对

数据平台的依赖袁 若在其发展过程中忽视对各类体

育数据信息的安全保护袁则极有可能出现违规采集尧
利用数据袁滥用平台垄断地位等行为袁资本尧消费者

等各方对数字体育尧 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的发展信

心也将大幅降低袁不利于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遥因
此袁在支持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发展的同

时袁也应对数据信息安全保护予以足够重视遥在宏观

层面袁 数据隐私和平台垄断问题不是体育领域独有

的问题袁体育部门应联合市场监管尧大数据等相关部

门构建协同监管机制 [32]曰在微观层面袁应结合数字体

育尧 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的特征以及各类数据采集

的规律袁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曳和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曳等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条款

等相关法律法规袁 制定符合体育发展规律的规章制

度袁 明确数字体育尧 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在数据采

集尧汇集尧应用等各个环节的原则袁并对滥用平台垄

断地位的行为进行解释说明袁推动数字体育尧智能体

育和智慧体育健康有序发展遥

在野十四五冶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内袁科技创

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遥 持续深化科技创

新成果在体育领域的应用袁加快推进数字体育尧智能

体育和智慧体育的发展袁 是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和体育产业链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遥在此背景下袁政
府尧市场尧社会等各类主体需积极转变理念尧打破制

度壁垒尧注重成果转化袁逐步构建尧形成多元主体共

同参与袁 与体育产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相匹配

的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和智慧体育发展新模式遥三者

的发展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袁 未来研究应

进一步聚焦数据信息平台构建尧体制机制设计尧人才

培养等具体方面袁以此为数字体育尧智能体育和智慧

体育的精细化和专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理论支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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