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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采用文献资料法等袁基于野互联网+冶战略视角袁剖析全民健身发展的机遇尧
挑战以及应对策略遥 主要结论院野互联网+冶 战略下全民健身发展的机遇为政策利

好尧技术驱动与创新尧体育资源整合和再配置尧全民健身需求大尧互联网人群庞大曰
挑战与问题主要为如何吸引优秀体育人才尧完善行业监管尧保障用户体验尧提升用

户粘性尧增加线上场地曰对策建议为加强全民健身网络平台建设尧开展全民健身大

数据挖掘尧探究全民健身多元化经营模式尧培养全民健身复合型人才尧建立全民健

身诚信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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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study and from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way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It

concludes that the opportunities are favorable policies, technical drive and innovation, integration

and re-allocation of sports resources, massive requirement of mass fitness and a huge internet

crowd. Th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are how to attract more elite sport talents, how to perfect in-

dustry monitoring, how to secure user experience, how to increase user adhesiveness and how to in-

crease online facilities. The suggestions include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et platform construction of

mass fitness, starting big data mining, exploring a multiple operation model of mass fitness, culti-

vating versatile talents and establishing a credit system of nation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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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战略下全民健身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任 波

2015 年 3 月 15 日袁 李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

者提问时指出袁野我想袁站在耶互联网 +爷的风口上顺

势而为袁会使中国经济飞起来遥 冶一时间 野互联网 +冶
成为 2015 年中国最热的词汇遥 2015 年 7 月 1 日袁国
务院发布叶关于积极推进野互联网 +冶行动的指导意

见曳指出袁加快推进野互联网 +冶发展袁有利于创新公

共服务模式袁增加公共产品尧公共服务野双引擎冶 [1]遥
叶体育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提出袁野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深入推进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袁人民

群众健身意识普遍增强袁群众体育发展达到新水平遥

到 2020 年袁经常参加锻炼的人数达到 4.35 亿袁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1.8 m2袁 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 3

万亿元冶遥这进一步深化了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

性遥 野互联网 + 体育冶 模式可以推动全民健身发展袁
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体育服务遥如围绕全民健身设施尧
全民健身组织尧全民健身活动尧全民健身指导等方面

提供全民健身服务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袁人民

群众对健身尧休闲的需求日益增加袁全民健身的相关

健身培训尧体育竞技尧户外拓展等配套服务也随之壮

大并逐渐完善袁大众健身尧运动休闲尧全民娱乐等方

面的消费支出翻倍增长遥 群众的运动热潮和消费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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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促使健身培训产业野爆棚式冶增长袁各地健身场馆

如雨后春笋袁健身行业的人才更是一将难求遥
野互联网 + 全民健身冶 助推一种新兴的电子商务

模式兴起要要要体育 O2O 渊Online To Offline冤遥 如图 1

所示袁 体育 O2O 可以很好地整合线上和线下的优势

资源袁为消费者提供快速便捷的本地化服务袁即通过

野线上拉客袁线下消费冶的方式袁完成商业运作模式[2,3]遥
体育 O2O 将体育产业相关领域产品与互联网结合袁
使互联网转变成为线下交易的前台袁 如体育健身过

程中的订场馆尧约教练尧约课程尧约同伴等袁使得健身

变得更快捷尧方便袁大大提高了人们从事体育运动的

积极性遥 在野互联网 +冶战略下袁剖析全民健身的机遇

与挑战袁对全面尧系统地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具有重要

作用遥

图 1 野互联网 +冶战略下全民健身的体育 O2O 模式

图解

近年来袁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与野体育产业冶和野互
联网 +冶 等有关的政策文件袁 在政策利好的大背景

下袁中国体育产业发展必将有广阔空间遥 随着人们生

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袁 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方式

也悄然发生改变遥 通过野互联网 + 体育冶的方式袁推动

产业全面优化升级袁使中国传统体育到达更高平台遥

在国务院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

费的若干意见曳渊简称野国务院 46 号文件冶野和野互联

网 +冶的双重政策引导下袁全民健身事业如依靠野互
联网 + 体育冶的发展模式袁有助于扩大群众体育覆盖

面袁给全民健身带来重要战略机遇遥正如刘国永司长

所说袁野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对体育的综合价

值和多元功能的认同冶[4]遥 随着体育产业黄金时代的

到来袁各省市相继出台加快有关发展体育产业尧促进

体育消费的意见袁浙江省提出野互联网 + 体育冶发展

新路径袁 开发了体育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袁 构建体育

O2O 的商贸新模式袁加快体育产业发展袁实现地区经

济新的增长点遥 互联网作为一种创新发展思维和模

式袁互联网与体育健身产业的结合已是必然趋势[5]遥
2016 年 5 月 5 日袁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 叶体育

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袁提出调整体育产业结构袁引导

和支持野互联网 + 体育冶发展袁鼓励开发以移动互联

网为主体的体育生活云平台及体育电子商务交易平

台袁 进一步指出要将体育产业与互联网相结合袁以
野互联网 +冶为平台全面推进体育产业发展遥 该规划

的出台鞭策了传统企业向野互联网 +冶模式的转型袁
也印证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趋势院 由体育用品为

主的行业向以体育服务为主体转型遥

在政策利好的大背景下袁 技术驱动与创新的关

键在于全面细致地布局野互联网 + 体育 + 科技冶袁通
过体育 O2O 的垂直类服务袁给健身爱好者提供集约

化和智能化的一站式服务遥
互联网产品只有以最快的速度适应市场需求才

能够得以生存发展袁 随着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的转变袁 传统行业慢慢转变为以互联网思维创新的

方式来运营企业遥 体育 O2O 通过线下加盟商的方式

进入线上营销袁与体育 APP 和体育垂直类社区进行

功能互换袁 体育消费者的用户体验逐渐从工具性向

社交性转变袁 给用户带来消费思维和服务模式的转

变[6]遥
随着野互联网 +冶和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袁

全民健身借助互联网获得了跨地域尧无边界尧海量信

息尧海量用户的优势袁体育 O2O 模式也得到了双重

政策利好的推动袁 这些都将促使体育产业从根本上

改变体育人群的信息生产尧 信息传播和信息存储方

式袁实现体育信息资源的高度共享袁达到优化体育资

源配置袁 进而充分提升全社会对体育资源利用率的

效果遥

野互联网 + 体育冶推动体育野Online冶和野Offline冶
的结合袁 可以使体育资源得到整合以及配置上得到

优化遥 随着越来越多体育产业中的企业涉足体育

O2O袁体育 O2O 的产品也越来越多袁从互联网上预

订健身场地尧陪练尧培训尧咨询以及体验袁到订购体育

野互联网+冶战略下全民健身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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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尧健身教学尧运动康复服务等袁其领域的覆盖面

非常之广遥
野互联网 + 体育冶助推体育 O2O 发展袁也是体

育资源的一种优化尧整合和再配置遥体育 O2O 的一

个重要功能体现在野线上冶与野线下冶的连接袁包括

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渊如野约球冶等冤尧消费

者与服务者的连接渊如约教练等冤尧消费者与运动

场地的连接等袁以此通过低成本尧高效率的线上平

台袁来尽可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袁同时也去除了中介

带来的费用支出遥 同时体育 O2O 的线上处理方式

可以满足一些线下无法解决的问题袁 如可满足体

育爱好者对运动场馆的需求尧对教练的需求尧对球

友的需求尧对性价比的需求尧对健身服务反馈评价

的需求袁并满足消费者对体育用品选购尧运动康复

指导和健身网络教学的需求袁 进而为他们提供全

新的运动健身体验遥
2015 年 12 月 23 日袁 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

鹏在野叶全民健身计划渊2011要2015 年冤曳实施效果评

估总体情况冶中指出院公共体育场馆和学校体育设施

对社会公众开放程度和利用率还不高袁 全民健身取

得的实效大多来自于政府主导袁 社会力量尚未得到

充分发挥遥 因此就更需要通过野互联网 +冶平台来充

分动员社会力量袁整合资源尧优化配置袁服务于全民

健身的大发展尧大繁荣遥随着体育产业的政策红利持

续释放袁如赛事审批制度改革尧场馆运营与开发政策

等袁给全民健身飞速发展提供了巨大平台遥 野互联网

+ 体育冶平台下的体育 O2O 能够无缝对接需求方和

供给方袁去除用户找消费尧供方找需求的中间环节袁
使消费者能用最短时间尧最少成本找到合适的服务袁
实现优化配置体育资源遥

市场的基本构成包括人口尧购买力和购买欲望 3

个要素遥 体育 O2O 的发展需要强大的体育消费市场

支撑遥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袁 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浪潮推动

下袁居民有进行体育消费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7]遥
随着体育竞赛产业的飞速发展袁 社会体育文化

氛围越来越浓郁袁 人们对体育健身和体育竞赛的个

人愉悦体验越来越强烈遥
当前从事体育锻炼的一大问题是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与现有运动资源匮乏之间的矛

盾袁正如叶体育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指出袁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尧 多层次体育需求与体育有效供

给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遥 人们以往经常会遇到想运

动没场地尧想运动没球友尧想运动没教练袁运动课程

时间与工作时间相冲突等问题袁 原因主要在于资源

未整合尧 配置不合理尧 缺乏相应渠道满足运动需求

等袁而这种运动需求是野互联网 + 体育冶平台下体育

O2O 得以发展的根本性动力遥
在各项利好政策的推动下袁 体育产业发展已步

入快车道遥在全民健身大浪潮下袁体育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袁大众体育需求潜力巨大袁使当前人口红利逐渐

释放能量遥 运动健身和体育赛事的群众性基础对体

育产业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袁 巨大的体育消

费市场袁给野互联网 +冶战略下全民健身发展带来新

的机遇遥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袁 网络技术与宽带的家庭

占有率越来越高袁2014 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已经突

破 5 亿人渊数据来源于中商情报网 http://www.askci.

com/news/chanye/2014/12/25/1348294dja.shtml冤袁 如此

巨大的智能设备数量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袁
在可预见的未来袁 网络技术尧WIFI 覆盖率尧 移动网

络尧智能手机功能等进一步升级袁必将加大人们对智

能设备的依赖程度遥 通过互联网平台建立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网和微信公众号服务端袁 可以给居民整合

推送野资讯尧赛事尧场馆冶等丰富尧及时的信息曰提供

科学健身指导尧全民健身微课系列尧体质健康监测服

务尧免费健身资源等服务遥

在野互联网 + 体育冶模式下的全民健身发展过程

中袁如何吸引高质量人才进入袁是摆在当前的一大问

题遥 由于体育本身特有的性质袁决定了体育 O2O 平

台用户体验的重要性遥 在保证体育 O2O 平台技术团

队支持的情况下袁如何整合不同运动项目的教练员袁
以形成完整的运行机制袁 提高服务质量是当前体育

O2O 所面临的挑战遥
2015 年 12 月 8 日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

中在解读 46 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时指出袁 体育产

业方面的人才匮乏袁既懂体育产业又懂电子商务互

联网平台的人少之又少遥 无论是优秀教练员还是线

下技术人才袁体育 O2O 都较为匮乏袁解决或改善这

一问题的操作难度和工作量都很大遥 一般好的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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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不会缺少学员袁 体育 O2O 没有可以吸引优秀教

练员进入的优势袁而通常情况下袁要想拥有优秀的教

练员袁只有通过高价购买袁或者企业自身培养袁而企

业培养的代价之高和培养效果的无法保障又是一大

难点遥
当前健身运动的最大问题在于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体育运动诉求袁 与相对不足体育资源之间的矛

盾遥 体育人力资源在野互联网 + 体育冶平台中具有重

要位置袁而优秀体育人才显得尤为突出遥

现阶段袁野互联网 + 体育冶平台缺乏行业监管袁这
主要体现在全民健身下的体育 O2O 线上的场馆数

量和质量不能得到保障袁如前段时间一款名为野动起

来冶的体育 O2O 平台袁在预订场馆窗口中袁出现了

野中国财经大学冶的体育场馆袁而细查之下袁这所大学

根本就不存在遥诸如此类的现象有很多袁主要都是一

些与体育类相关的行业为尽快占据市场份额而采取

的营销行动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行业的监管不完善遥
同样袁像教练员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缺乏监管等袁
都是体育 O2O 面临的挑战遥 在 O2O 的新型商业模

式袁教练员整体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袁且
行业准入门槛低尧运营模式难以规范袁没有第三方监

管袁 不能给用户提供很好的体验袁 将极大限制体育

O2O 平台的发展遥在野互联网 +冶的政策背景下袁越来

越多的资金流向体育健身行业袁在各种融资发展尧抢
占市场过程中袁官方机构缺乏监管是影响野互联网 +

体育冶平台向上发展的一大问题遥

体育运动本身特有的性质袁决定了体育 O2O 与

一般 O2O 不同袁保证运动爱好者方便快捷地参与体

育运动只是满足了一部分需求袁而在培训尧陪练尧比
赛等方面则都会涉及到参与者双方共同的运动体

验袁不仅仅要找到人袁还要考虑到找对人遥 如两个水

平层次相差较大的人在一起打球袁 其运动体验一定

会很差曰教练的运动技能和教学能力较差袁同样会导

致不好的用户体验遥
对于大部分潜在的体育 O2O 用户袁参与运动的

频次和需求并不大袁 在从线上到线下的运动体验过

程中袁其运动效果很难标准化遥不同运动项目的特点

不尽相同袁对球友和教练的匹配度尧融入度要求亦不

相同袁若不能保证教练团队的专业性袁不能给线下用

户提供优质尧合适的教练袁就会导致体育行业流失大

量体育消费者资源遥

在用户体验很难保障的情况下袁 体育爱好者要

想通过体育 O2O 平台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教练尧陪
练和场地相对较难遥 而用户通过体育 O2O 找到了适

合自己的教练尧陪练和场地时袁下次约球尧约场地一

般不会再使用体育 O2O 平台袁而会选择社交媒体进

行联系袁如加微信尧QQ 等袁体育 O2O 成为野一次性冶
产品袁用户粘性较小遥 如何提升用户体验袁满足多样

化地体育需求袁 提供增值服务等一系列配套设施是

野互联网 +冶战略下体育 O2O 亟需解决的问题遥

体育 O2O 面临的一大问题是与运动场地的博

弈遥 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 野叶全民健身计划

渊2011要2015 年冤曳实施效果评估总体情况冶中指出袁
至 2015 年底 袁 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至少达到

1.57m2遥 但从目前状况看袁真正用于全民健身的体育

场地面积仍较匮乏袁各大尧中尧小型体育场馆很难满

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袁野僧多粥少冶遥
目前袁从国内现状看袁体育场馆在野黄金时段冶处

于卖方市场袁基本不用顾虑野商品冶卖不出去的问题袁
而除去野黄金时段冶渊如双休日尧节假日尧晚 6 点至 8

点等冤的剩余时间袁体育场馆就少人问津遥 体育 O2O

平台很难为体育场馆带来更多的客户和收益袁 却要

在原有利润上拿一定提成袁因此体育 O2O 平台发展

举步维艰遥

在野互联网 +冶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巨大机遇

期内袁应充分发挥野互联网 +冶的技术驱动与创新功

能袁优化体育资源配置袁提升体育资源的利用率遥 需

加强野互联网 + 体育冶平台建设袁发展粘性度较高的

配套健身设施袁提供给用户差异化尧个性化的服务遥
打造野互联网 + 体育冶的全新体育电子商务平台袁改
变传统运作模式袁将体育 O2O 回归商业本质袁用服

务打动健身消费者袁提升用户体验袁以更好地满足人

们多元化的体育需求袁实现体育 O2O 线下带动线上

发展的良好局面遥

全民健身发展需要大数据的支撑袁体育 O2O 作

为 O2O 的一个分支袁需加大对体育人口尧体育场馆

野互联网+冶战略下全民健身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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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数据的挖掘遥 体育健身参与者的一个重要目的

是投资健康袁体育健身涉及到形体锻炼尧体育养生尧
运动营养尧运动康复等多方面内容遥 体育 O2O 通过

对大数据的分析处理袁 可为体育健身爱好者提供多

样化尧有针对性的健身菜单袁有利于带动他们的消费

热情遥 随着体育 O2O 回归商业本质的步伐加快袁需
要化劣势为机遇袁寻求市场切合点袁更大地发挥体育

O2O 对全民健身的推动作用遥通过野互联网 +冶平台袁
组建各个省市袁 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全民健身大数据

中心袁可为各级政府提供全民健身的数据决策指导遥

不断加强体育人才梯队建设袁 加大体育行业与

电子商务管理部门合作经营袁转变经营理念袁不断为

野互联网 + 体育冶平台引入新的服务项目袁提供增值

服务等其它配套措施袁在约教练尧约场地尧约球友等

业务领域方面继续拓展袁助力全民健身发展遥健身爱

好者通过线上订单后袁选择服务时间尧地点及配套方

案袁享受线下个性化服务袁可设立体育健身服务体验

店袁接受提供的野量身冶服务后袁再预约尧支付等袁通
过诸如此类的多元化经营模式袁实现多种业务融合遥

体育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人才

的竞争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关键遥 高校需提升体育类

学科的办学质量袁专业设置需与健身市场无缝对接袁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遥 培养野懂体育尧善经营尧会管理冶
的体育产业复合型人才遥 同时开设电子商务和商务

管理专业的教学课程袁提升办学层次和人才质量袁培
养既具有体育管理知识技能又具有电子商务管理等

知识的创新型尧复合型人才袁以服务于全民健身事业

发展遥

在商家尧用户尧体育 O2O 平台之间建立诚信体

系袁加强第三方机构监管遥 对商家提供的健身场地尧
教练员服务等袁要严格管理袁通过与工商管理部门和

消费者协会合作袁对商家经营活动进行测评袁如对商

家的服务给予评价袁并及时反馈给消费者袁为消费者

合理决策和选择服务商家提供参考遥 对于用户的订

单进行跟踪服务袁如对订单预约时间尧预约地点尧活
动装备的提示等袁使用户体验高规格的服务袁减少不

必要的退单曰对于平台袁需要及时更新服务项目袁力
求线下满足于广大消费者的健身需求袁 线上与更多

信誉度高的商家合作袁在建立诚信体系的基础上袁达
到互利共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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