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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已对建设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和智慧

社会做出战略部署，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

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1］。伴

随着数字化的步伐，我国已迈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

业成为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的主力军，在保持国民

经济健康运行中起到关键作用，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

构转型和变革已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2］。在网络和

数字经济背景下，服务经济不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

降，服务业成为一种可贸易产业和高效率产业［3］。加

快发展体育服务业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优

化体育服务业结构与布局，为实现新时代体育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数字化在加快体育服务

业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促进体育服务业效率、助力

体育服务业升级、创造新的体育消费需求等方面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短期不会改变体育服务业的长远发展目标，反而

会促进体育服务业数字化进程。疫情期间，部分体育

企业采取数字化运营，积极拓展线上服务，在一定程

度上对冲了疫情的负面影响，彰显了体育服务业数字

化的便利与魅力。在服务业经济时代，体育服务业数

字化不仅是疫情之下体育企业纾困解难的应对之策，

也是未来体育服务需求升级的大势所趋。服务经济

时代是一个“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时代，广大体育消费

者需要一个更为高效、舒适和便捷的消费体验，促使

体育服务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提质增效，更好地服务

体育消费者。在数字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者的消费

理念和消费方式在发生变化，消费需求呈现出智能化

与高端化、个性化与细分化等倾向，消费模式也开始

由传统单一消费模式向科技化、智能化、品质化的多

元消费模式转变，从高成本低效率向低成本高效率转

变，这为体育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消费基础，也为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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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数字化提供了强劲动力［4］。数字经济时代背景

下，体育服务业数字化成为助推体育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选择，研究其内涵特征、价值意义、应用场

景、发展趋势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体育服务业数字化的概念界定与提出背景

1.1 体育服务业数字化的概念界定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不同的国家和行业对数

字化的概念界定也不尽相同。在 20世纪 90年代，西

方一些国家就提出了数字化的概念，并走向了数字化

转型之路。譬如：美国的“数字化双胞胎”（digital twin）
概念、英国的《英国数字化战略》、德国“工业 4.0”为代

表数字化转型、日本的《2015 年 I-Japan战略》等。我

国最初提出了信息化的概念，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

展“数字化”逐渐替代了“信息化”，成为对产业变革与

技术变革更常用的关键词。目前，国内比较认可的概

念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传统产业数字化

转型的模式和路径》报告中对数字化的定义：利用新

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和

反馈的闭环，打通不同层级与不同行业间的数据壁

垒，提高行业整体的运行效率，构建全新的数字经济

体系［5］。数字化就是在互联网、物联网等推动下，数字

技术带来的产业变革和社会影响，特别是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的转变。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线，

主要包括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内容。数

字产业化指数字技术创新及形成产业的过程，包括信

息通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服务业等，而产业数

字化是数字经济增长主引擎，是把数字技术应用到服

务和产品中去，以数字技术为加工手段，以介入社会

领域为市场，强调用数字技术来管理和经营企业。

我国各行各业不同程度上都在经历数字化发展，

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必将实现各产业或行业数据的

整合与发展，通过产业或行业之间的数字化沟通，提

升产业或行业的运行效率，为决策者、生产者和消费

者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体验。体育服务业是体

育产业的主体部分，也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为社会提供各种体育服务产品为主的各类服务

部门或生产活动的集合。体育服务业数字化是在数

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与体育服务业相融合，提

升产业效率的发展过程，即把数字化信息和知识作为

关键生产要素，通过数字技术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

生产方式重组变革和优化业务流程，从而提高体育服

务业的效率。

体育服务业要适应智能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需

要，在数字化实现精准运营的基础上，不断对设计、研

发、生产、管理、运营、商业等进行重构与变革。体育

服务业数字化是 IT 行业与传统体育服务业的深度融

合，IT 技术是数字化发展的工具与手段，核心是数据

要素，其本质是技术与商业模式的融合，旨在通过数

据的合理流动来提升体育服务业的效率。体育服务

业数字化可以促进体育服务供给和体育需求的精准

匹配、降低体育企业的投入成本、提升体育服务效率，

并催生新模式和新业态。体育服务业数字化具有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特征。

1.2体育服务业数字化的提出背景

数字经济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数字

化的信息和知识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信息通信技术的

有效使用为手段，推动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一

系列经济活动［6］。我国已经步入数字经济时代，以

5G、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网

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并广泛应用在经济、文化、交

通、金融、生态、体育等诸多领域，对人们的生产、生活

及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做大做强数

字经济，加快传统产业的智能化与数字化［7］。李克强

总理在 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发展数字

经济可以使群众普遍受惠和让企业广泛受益。十九

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将数据增列为一种新的生

产要素”，这为产业数字化指明了发展方向。2020年 3
月 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首次把数据与土

地、资本等传统要素并列，为数据广泛应用在服务产

业领域提供了发展契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从高速增长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要求经济社会中的各行各业加快

产业数字化进程。数字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引擎，各地政府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积极推进产业

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发挥驱动作用。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

（2019）》数据显示：2018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1.3万
亿元，增长 20.9%，占 GDP比重为 34.8%，其中产业数

字化规模超过 24.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23.1%，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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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比重 27.6%［8］。产业数字化有利于数字技术与传

统产业的融合，打通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壁垒，催生新

模式和新业态，成为包括体育产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实

现数字化的发展趋势。新时代我国体育服务业发展

中出现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决定了体育服

务业的发展重心要放在质量和效益上，而体育服务业

数字化发展则是以数字技术助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举措。

近年来，我国的服务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逐渐

提高，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主要动力，尤

其是体育服务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在体育产业结构中

的比重也在提升，新的商业模式和新业态不断涌现。

2018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为 26 579亿元，体育产业

增加值为 10 07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1%，其中体育服务业增加值为 6 530亿元，在体育产

业中的比重为 64.8%［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对

健身休闲业、竞赛表演业、场馆服务业、体育培训业、

体育旅游业、冰雪产业等体育服务业都造成较大影

响。以大众健身和户外运动为主体的健身休闲俱乐

部被迫关门歇业，营业收入大幅度下跌，有些俱乐部

还要面对较高的门面租金、客户黏性降低和专业人才

流失等问题，基本处于崩溃的边缘。疫情让竞赛表演

产业陷入危机之中，我国的北京冬奥会首场测试赛、

跳水世界杯系列比赛，亚洲室内田径锦标赛、东京奥

运会部分项目的资格预选赛、中国足球超级联赛、CBA
（中国职业篮球联赛）等在内的重大赛事被迫异地、取

消或延期举办，众多路跑赛事也被迫暂停或取消，造

成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另外，疫情还对体育用品销

售、体育广告、体育中介等体育服务业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冲击。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新的产业变

革，同时也为体育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发展

契机。

2 数字化赋能：体育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的价值维度

数字化赋能是指通过数字技术来激发和强化行

动主体实现目标而形成的一种新路径、新方法或新的

可能性。我国已伴随着数字化的步伐迈入了服务经

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让产业边界变得日渐

模糊，协同联合、跨界融合、包容聚合的特征更为明

显，数字化从产生新业态、创新能力、要素配置、监管

模式等四个维度赋能服务经济，成为其新发展的着

力点［10］。

2.1 数字化赋能体育服务业产生新业态

产业数字化可以为体育服务业带来技术与商业

的深入融合，不仅可以应用于整个体育服务业的细分

领域，还可以重构业务架构体系，促进不同行业之间

沟通与合作，催生新业态。数字化赋能体育服务业，

本质上就是利于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对体育服务业

进行升级与改造，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营销模式，还加

快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流通，倒逼体育企业提高创

新能力，从而达到提质增效的目的。2020年 2月 26
日，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副司长彭维勇在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大会上指出，体育企业要创新发展，应对疫

情对体育行业的冲击，培育体育产业的新业态和新模

式，要利用 5G、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培育在线健身、线上培训、数字体育等新业

态［11］。2020年3月 17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对平台经济、

“互联网+”等加大支持，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生活服

务业。在数字化时代，体育消费者的个性化倾向增

强，对于个性化与定制化的体育服务需求也空前高

涨，而体育服务业数字化有利于提升体育消费者体

验，促进体育服务的个性化与定制化供给。

2.2 数字化赋能体育服务业提高产业效率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结果显示，产

业数字化可以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得以明显提升，不同

产业部门中使用数字化前沿技术的劳动生产率平均

增幅约为 3.5%，远高于其他行业的 0.5%［12］。麦肯锡

数据显示，数字技术去中介化、非物质化和分散化的

三大推动力将重塑产业价值链并提高劳动生产率，到

2030年会创造 10%～45%的产业总收入［13］。数字技

术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变得更加具有战略性价值，而

不再局限于辅助性角色，数字化转型驱动产业效率提

升，不仅表现在技术升级带来的协作方式改变，还体

现为信息处理的定制化和智能化［14］。一方面，体育服

务业数字化可以重构体育组织竞争模式，全面提升发

展效率。体育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打破物理环境对体

育企业的发展束缚，以体育消费者为核心，形成体育

企业之间更为广泛的互联互通和协作互助，降低行业

壁垒对外来者的抵御，创造跨界融合发展的新机遇。

另一方面，体育服务业数字化可以构建立体网络平

台，有效提升体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体育服务业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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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够通过借助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构建直接高

效的立体式、交互式网络平台，全面整合体育产业存

量资源，对数据资源进行管理和运营。

2.3 数字化赋能体育服务业优化要素配置

数字经济可以促使产业转型与升级和优化产业

结构，由传统的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向数字密集

型转变，驱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协作化

开发、集约化整合、高效化利用与网络化共享［15］。从

世界发展来看，数字化已经成为人们的主流生活方

式，大量线下活动被替代，众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被

重新配置。数字化形态也成为职业体育新的重要增

长点，数字技术是“天生”的全球化技术，可以引发职

业体育创新商业模式，使职业体育全球化收益巨大且

成本低廉，为职业体育市场扩展和资源配置带来新机

遇［16］。数字化赋能体育服务业不仅驱动产业效率，还

打破传统的要素配置方式，通过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

素驱动其他生产要素，以数字化网络平台吸引更多的

体育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线上体育服务。体育企业

认识到了数字化的重要性，尤其是当体育企业与体育

消费者的线下接触受阻时，迫切需要线上服务。2019
年 8月 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流通

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提出，要迎合商业变革和消费

升级的发展趋势，同时鼓励企业运用大数据、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5G等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商旅文体等跨

界融合，形成更多新业态、新平台、新模式［17］。当前，

我国体育服务业功能有限、开发程度不高和层级较

低，需要数字化赋能来与其他产业进行跨界融合，使

生产要素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2.4 数字化赋能体育服务业加强市场监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高度重视数据要素，提出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标志着数字经

济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渗透到各个行

业。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积

极打造“数字政府”，“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

的理念已成为新的施政理念。市场监管是政府公共

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为适应新时代数字化转型的要

求，健全数字化市场监管体系也是大势所趋。近年

来，伴随“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体育市场监管存

在一定的滞后性，主要表现为市场秩序监控体系不完

善、质量标准监控体系不到位、产业风险监控体系缺

乏，严重影响了体育服务业的可持续性发展［18］。群众

性和商业性体育赛事的审批制度取消后，为了加强体

育市场监管，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体育市场黑名单

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体育赛场行为的若干意

见》等系列文件。但在实践中往往限于信息沟通不

畅、缺乏数据共享、地方保护主义、信用评价标准不统

一等原因，监管效果尚待提高。政府要以数字经济思

维，构建信息化市场监管体制机制，搭建全国统一体

育信息共享平台，利用数字技术，消除信息壁垒，让体

育市场信息互通和共享［19］。数字化赋能体育服务业

加强监管就是推进“数字化+监管”，发挥网络媒体监

管作用，通过数字化和信息化手段为体育消费者提供

消费投诉平台，为体育企业提供便捷的线上服务，利

于体育与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利于对体育市

场进行事中、事后监管。

3 体育服务业数字化的样板：以5G、区块链、互联网

应用场景为例

3.1 5G 通信技术赋能竞赛表演业：以北体传媒直播冰

球赛为例

通信技术的迭代创新和媒体平台的不断发展为

竞赛表演业带来了发展契机，特别是5G通信技术在竞

赛表演直播中的应用，带动产业链全面发展，为观众

带来高质量的观赛体验。北体传媒联合多家科技公

司首次利用 5G通信技术成功完成对 2019“丝路杯”国

际女子冰球联赛首站比赛直播，为冬奥项目的赛事直

播积累经验，也为5G通信技术赋能竞赛表演业提供场

景样板。

3.1.1 5G通信技术在竞赛表演业中的价值体现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流量的爆发式增长促进了 5G
的诞生。我国工信部于 2019年 6月向中国电信、中国

广电、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发放5G商用正式牌照，迎来

了 5G商用元年，标志着 5G通信技术将在各个领域逐

渐融入人们的生活。5G相比于上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在传输速率、流量密度、设备连接密度、传输可靠性、

端到端时延等关键性能力上均有大幅提升［20］。纵观

竞赛表演业的发展史，从广播电视时代赛事信息的单

向传播，到网络时代夹叙夹议的文字直播，再到如今

资源丰富的视频直播，通信技术的迭代创新和媒体平

台的不断发展为竞赛表演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国竞赛表演业目前面临着技术水平落后、组织

管理效率低下、产品和服务种类匮乏、营利模式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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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赛事数字化运营程度低，观众现场观赛缺乏

高质量的增值服务，视频观赛更是受到资源清晰度欠

佳、传输不稳定、话音不同步、视频卡顿等现象困

扰［21］。随着各大硬件厂商不断加大对大尺寸和高清

视频播放设备的研发和生产，低质量的赛事直播内容

越来越难以满足用户日益提升的视听体验需求。5G
通信技术将带动产业链全面发展，在产业链上游升级

基站、中游优化网络服务、下游丰富产品和服务并拓

展数字化应用场景，为竞赛表演业高质量的网络需求

提供充分的保障［22］。5G与竞赛表演业的深度融合，还

将带来竞赛表演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商

业模式创新和产业组织结构创新等一系列变化。5G
影响下竞赛表演业业务流程和交付形式的重塑，将推

动竞赛表演业大视频业务、VR（虚拟现实）业务、AR
（增强现实）业务的规模化发展。

3.1.2 北体传媒直播冰球赛中 5G通信技术的应用场

景与成效

北体传媒直播冰球赛中 5G通信技术的应用场景

为体育赛事直播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实践案例。2019
年 8月，北京体育大学北体传媒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

指导下，联合多家高科技公司在国内首次大规模应用

5G技术，成功直播了 2019“丝路杯”国际女子冰球联

赛。这次探索打破了赛事直播的传统业务模式，从 8K
摄像机信号采集到 5G通信技术回传，再到用户端 8K
超高清屏幕多视角呈现，整个过程无缝衔接，完美还

原了紧张激烈的赛场氛围，大幅降低了音频和视频信

号采集成本。

第一，5G通信技术作为赛事直播中的一项标志性

应用，颠覆了传统的电视采编模式。5G通信技术可以

用在赛事直播中的“采、编、播、传”环节，北体传媒直播

冰球赛中 5G通信技术的应用为赛事信号采集提供了

廉价高效的解决方案，大大提升采编人员的工作效率。

传统模式下为满足布置在冰球赛场各角落的高清摄像

头的网络传输需求，赛前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和时间成

本进行光纤线路铺设和通信设备部署。对于移动场景

的视频信号采集，更是需要借助费用高昂的卫星通信，

来保证移动拍摄过程中高清画面的实时传输。5G技术

为冰球赛事信号采集提供了解决方案，通过使用信号

采集设备+便携式编码设备组合而成的“5G背包”，摆脱

了光缆对视频信号采集的物理场景限制，有效提升了

视频信号采集的灵活性，拓展了赛事覆盖深度。

第二，5G通信技术解决了赛事转播中话音不同

步、传输不稳定、视频卡顿等问题，为赛事直播带来更

好的观看体验。北体传媒利用 5G通信技术直播冰球

赛，不仅使视频采集更方便，还提高了赛事传播质量、

提升用户观看体验、拓展个性化直播应用。冰球赛事

直播需要拥有开阔的观赛视野，以便向用户呈现赛场

全貌。同时，直播还需要展示比赛中的细节画面和高

光时刻，用户在放大观看后也要保证画质足够清晰，

这对直播视频源的清晰度提出了较高要求。5G相对

于 4G传输速率提升了 10～100倍，峰值传输速率可高

达 10Gbit/s。通过在冰球赛场不同角落安置 360°全景

摄像机，以及运动员头盔加装 8K超清迷你摄像头，可

以同时采集多路高清视频信号。再加上 5G通信技术

高速率和低时延的传输性能，观众能够对赛事直播视

频进行多路视角自由切换，即使是在北体大体育馆近

乎 10个乒乓球桌大小的 8K大屏上观看，也能获得清

晰、流畅、稳定的直播体验。

第三，5G通信技术相对于 4G网络，设备连接密度

提升了 10～100倍，流量密度则提升了 1 000倍。连接

密度和流量密度的大幅提升，不仅满足了体育场馆人

流密集区域的通信需求，更是为物联网海量设备的稳

定接入提供了充分保障。北体传媒利用 5G技术对这

次冰球比赛的有益探索，为 2022年冬奥会数字化赛事

服务创造了更多可能性。凭借 5G网络强大的连接能

力，未来或将应用基于云数据库的刷脸验票、显示运

动员信息和赛况分析数据的AR眼镜、为各国观众提

供翻译和引导服务的智能机器人、减少人为干预和误

判的机器人裁判以及赛事智能医疗、智能调度和智能

安防等赛事配套服务。

3.2 区块链技术赋能健身休闲业：以 TNB（Time New

Bank，时间价值共享平台）和青鸟体育的“运动时间银

行”为例

3.2.1 区块链技术在健身休闲业中的应用逻辑

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共享数据库，存储于其中的

信息或数据，具有开放性、透明性、不可窜改性等特

征。区块链技术可以创造可靠的“合作”机制，奠定坚

实的“信任”基础，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当前，区块

链技术已成为全球数字技术发展的前沿阵地，在建设

“数字中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推动着生产力变革、

科技变革、社会制度变革。2019年 10月 25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应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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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

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进一步打通创新链、

应用链、价值链［2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于2019年11
月正式发布《区块链白皮书（2019）》，标志我国区块链

产业正聚焦数字经济模式创新，在政务民生、金融服

务等特色场景的应用不断增强。

在体育产业领域内，区块链的多元应用价值还需

深入探索，要发挥行业龙头、领军企业在实践、应用案

例中的示范作用，推动传统健身休闲业由销售导向型

向服务导向型转变，促进区块链技术与健身休闲业的

深度融合。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 IT架构具有去中心、

开放透明、状态一致、强依赖密码学的特征，可以实现

多方共识维护，保持数据一致，防止数据窜改［24］。在

健身休闲业中的应用价值是保障数据安全，更广泛地

使用原本割离的数据创造价值；用户通过个人通证将

链上所记录的信息转化为个人信用资质，增强主体间

的商业信任；企业则通过智能合约直接雇佣劳动力，

降低运营成本［25］。同时，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体育大数

据集成和传播方式可以打破健身场馆的地域限制，改

变健身休闲资源的固定布局，搭建政府、企业、公众三

方互通的全民健身数据平台，对于健身休闲产业链中

的信用机制、服务构建、监管模式等多方面的协同创

新具有更深刻的影响。

3.2.2“运动时间银行”中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与

成效

TNB与青鸟体育的“运动时间银行”是典型的区

块链技术与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合作模式，顺应

了国家大力发展产业数字化的时代要求，为区块链技

术赋能健身休闲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应用场景。为

此，2019年 11月，TNB与青鸟体育正式达成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标志着青鸟体育成为首批加入“运动时间

银行”的实体产业，致力打造健身休闲场景的全新数

字化业态样本，在区块链技术革新和体育产业数字化

转型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TNB与青鸟体育的“运

动时间银行”是利用区块链技术积极探索数字经济模

式的全领域创新，将有利于加快传统实体健身休闲业

与区块链技术的深度融合，增强线上与线下的多维场

景联动，以区块链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支撑，为“运动时

间银行”打造精准的时间价值传输网络，破除体育资源

在上下游中的流动壁垒。青鸟体育作为首批加入“运

动时间银行”的健身休闲企业，积极实施“智慧健身战

略”，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体育消费者、健身教练、健

身场馆在多场景下的数字化管理。公链 TNB被誉为

“颠覆传统时间服务模式”的区块链项目，能够帮助健

身休闲产业中的企业和用户建立数字身份模型，促进

线下健身休闲业的线上数字化转型。借助通证资产化

开展时间数字化的上链和流通，并通过智能化合约对

时间数字资产开启自动化管理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公

链的去中心化、价格透明化、突破地域边界限制、权益

保障较好的优势。TNB与青鸟体育的“运动时间银行”

以区块链作为赋能健身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不

仅解决了传统健身产业重资产属性、经营成本过高等

问题，还开发出了新盈利模式，围绕体育消费者的多元

化与个性化的健身消费需求，提供有效的体育服务供

给，从而实现健身产业供需的有效对接。

另一方面，以“运动时间银行”作为切入点，提高

区块链技术与健身休闲行业的创新运用，培养体育消

费新业态、新模式，促进数据价值转化，赋能健身休闲

业。青鸟体育协同旗下开设青鸟瑜伽、青鸟健身、青

鸟Boutique三大知名品牌进一步加码链上和线下的双

向融合，并发挥领军企业优势带动整体健身行业的数

字化发展，实现健身场馆、健身教练、健身用户在多维

场景下的时间数字化管理。TNB与青鸟体育的“运动

时间银行”通过利于区块链技术，分析处理用户健身

运动数据，从而为体育消费者提供更为精准的私人健

身课程预约、体育用品购买、健身场地分配等业内服

务，有利于行业供给与用户需求高度衔接匹配，增强

用户体验感，降低用户健身消费的成本，延伸相应产

业链。

3.3 互联网在体育场馆服务业中的应用：以浙江省黄

龙体育中心为例

3.3.1“互联网+体育场馆”的内涵特征

“互联网+”是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

下，以互联网为核心发展模式，不断演进及产生出的

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互联网+体育场馆”是利

用“互联网+”的模式及思维理念与体育场馆服务进行

深度融合，旨在通过加强体育场馆的数据化、信息化

和智能化建设，促进场馆多元业态发展、创新场馆运

营模式，拓宽体育服务领域、提高体育场馆的运营和

服务供给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服务需

求［26］。互联网在体育场馆服务业中的应用是体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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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的一种新社会形态，在体育场馆服务中充分发挥

互联网在场馆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并将互

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体育场馆服务的各个环

节，具体表现为将一切智能设备和技术应用于体育场

馆服务内容中，根据需求定制线上和线下结合的闭环

服务形态。“互联网+体育场馆”表现出信息化、智能

化、互动化、创新化等特征，这种智能型服务场馆的出

现并非偶然，而是在“互联网+”时代体育服务业转型

升级的一个标志性产物。

3.3.2“互联网+”在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的应用场景

与成效

自 2014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举行后，浙

江省相继出台了《浙江省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实

施方案》《浙江省“互联网+”行动计划》《浙江省促进大

数据发展实施计划》等一系列政策举措，致力于打造

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浙江省政

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并在众多领域推动数字化发

展，成为全国的学习榜样。为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

召，浙江省体育局积极落实、推动数字体育建设，并于

2019年以浙江黄龙呼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单位，启

动了浙江省体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计划［27］。黄龙体

育中心是浙江省体育局数字化转型项目的省级试点

单位，是浙江省目前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现代化体

育设施。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于 2017年开始依托于

“互联网+体育场馆”的创新技术模式，从数字体育培

训到智能场馆建设，从数据要素运用到运动分析等，

都在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进体育服务业数字化发

展，并取得较好成效。

一方面，通过体育场馆智慧化改造与升级，推动

体育场馆服务的数字化进程。黄龙体育中心改变了

传统体育场馆的运营与服务模式，通过人工智能高端

硬件设备在体育场馆中的广泛接入，实现场馆的智能

化改造升级，各场馆在“互联网+”提供的便捷中开创

了在线预订、门票售卖和会员储值等线上平台以及人

脸支付、人脸识别认证、无人值守等线下服务渠道，并

计划于 2019年在黄龙体育中心各室外场馆中上线空

气质量指数（五项指标）提醒、电量能耗消耗统计以及

无现金化、无纸化统计等功能，其优势在于可以通过

数据的形式快捷的侦测场馆实时信息、即时掌握场馆

人群运动状态［28］。2020年，黄龙体育中心在原有的智

慧场馆系统 1.0版本基础上进行技术革新与产品迭

代，利于人脸识别技术助力智能场馆建设，由原有的

“一码通”“一卡通”向“一脸通”的支付消费场景转变，

在全国率先步入运动健身“刷脸”时代。

另一方面，提高智能场馆综合服务能力，开展体育

场馆的智慧化输出。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20年来的场

地开放率保持在 98%以上，2015—2019年累计接纳全

民健身人数1 050.3万次，累计举办赛事活动690次，并

力争到 2022年，服务人数达到 400万次。黄龙体育中

心将进一步提升场馆的智能化服务水平，在原有“互

联网+”模式的基础上，促进智慧健身房、智慧体育培

训场景化服务和健身大数据分析等一系列智能服务。

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趋势下，体育场馆从绿

色建设到数字化建设，再到智慧建设，实现了科学信

息技术与体育场馆管理的深度融合，还将继续致力于

打造全业务的体育场馆数字化流程，黄龙体育中心将

逐步成为我国体育场馆建设和管理的新典范［29］。作

为黄龙智慧场馆系统的技术承载方与开发者，浙江黄

龙呼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

驻场服务、私人定制等模式，已向福州市海峡奥体中

心、湖州市体育中心等省内外体育场馆进行智慧化输

出，着力打造集数据化、信息化与智能化于一体的智

慧场馆新高地。

4 数字经济时代体育服务业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4.1 价值创造：以体育消费需求为中心，新模式和新业

态逐渐形成

我国消费结构将快速由必需品消费、物质消费、

发展消费向健康消费、舒适消费、快乐消费转变，体育

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30］。体育消费发展在体育领

域改革深入、居民消费需求潜力激发和体育产业提质

增效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其内在逻辑表现在潜在消

费人口发展、消费有效需求转化、消费理性预期改善、

消费内容空间扩大等方面［31］。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市

场监管总局在 2019年 10月联合印发《关于新时代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大力培育新产

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着力提高

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2020年 2月 28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 2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提出，鼓励线上线下

融合等新消费模式发展，大力发展“互联网+社会服

务”消费模式，重点推进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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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多个地方政府出台扶持体育企业的政策，甚

至通过发放体育消费券的形式来实现杠杆效应，释放

被冻结和抑制的体育消费市场。体育服务业数字化

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通过深化改革

和创新驱动，充分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作

用，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体育服务与产品，更好地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32］。未来，体育服务消费定

会呈现出个性化与定制化特征，体育企业要抓住个性

化供给这个风口，在激烈的体育市场竞争中选择差异

化的行动策略，让体育服务供给跟上体育消费需求的

步伐，在“新消费时代”满足不同体育消费者的消费需

求。疫情过后体育企业不仅通过数字化转型，利用大

数据技术和互联网平台了解体育消费者需求和更好

地提供多元化体育服务，还可以基于数字化的价值创

造，逐渐形成新的服务模式。

4.2 数据集成：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数据服务和管

理得到重视

“十四五”时期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时期，而产

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目前，

我国的服务业比重已经达到 53.9%，但约有 80%的服

务业未开始数字化，在“数字中国”和“科技强国”战略

目标下，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势必会加速，将为中国产

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拉动力。譬如：全球领先的网

络交易平台“支付宝”在疫情之下助力整个服务业数

字化的升级，发布史上最大力度的商业开放红利政

策，计划用 3年时间做成服务业的“新基建”。体育服

务业数字化可以更好地满足体育消费者越来越个性

化的体育需求，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助推

体育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体育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数据规模也会不断

扩大，越来越多的体育企业会重视数字经济新业态，

发展线上经济并把数据纳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进

行管理。内部管理上是面向自身，实现精确化管理、

标准化管理和协同化创新，外部管理则面向客户，实

现客户服务定制化、集成化和精准化，有利于塑造现

代服务业的优势［33］。我国体育服务企业多数是中小

企业，普遍存在生存能力较弱、智能化和网络化基础

不强、数据资产积累薄弱、管理与服务质量不高等问

题。因此，基于数据加工的全链条来提高数据资产价

值、加强数据资产治理体系建设、提高数字资产运营

水平成为数字化发展趋势［34］。数据资产是体育服务

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如何搜集、筛选、加工、利

用、应用、管理数据是现代体育企业未来所要解决的

重要任务。

4.3 平台赋能：以行业融合为突破方向，产业链协作将

进一步加强

体育服务业是绿色产业和民生产业，具有关联度

高、融合性强、覆盖面广、附加值高等特性，与旅游、健

康、教育、文化、养老、医疗、金融、科技等行业进行跨

界融合成为一种趋势。数字化以及相关技术发展不

仅促进了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和优化运营系统，还在创

造消费者价值、创新产品服务、重塑供应链关系、重组

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等方面提供了机遇［35］。在体育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中搭建数字化网络平台可以为体

育消费者提供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线上服务，通过发挥

平台效应来吸引和聚集众多体育消费者。从实践来

看，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重点体育服务业在互联网应

用方面加大投入，在加快自身数字化外，还通过数字

化平台建设赋能其他中小企业，以行业融合为突破方

向，加强产业链协作。

新一代数字技术快速应用在体育服务业领域，发

挥价值重塑和资源集聚作用，促进以软件、智力、创意

为代表的生产资源的高效匹配和广泛聚集，以数据流

带动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协

同发展。在体育服务业数字转型中利用“互联网+体
育”模式，通过建立数字化连接，发挥媒体融合、营销融

合、资本融合等力量，推动行业跨界融合，拓展体育服

务业的发展空间。体育服务业数字化合作打破了传统

边界对于体育企业发展的束缚，通过企业之间的数据

共享，不仅可以在上下游企业间进行协作，还能促进跨

行业融合，促进全产业链协作，形成数字化生态。在全

民健身、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背

景下，体育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的步伐会不断加快。

5 数字经济时代体育服务业数字化的方略举措

5.1 政府维度：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体育服务业数字化

的发展环境

第一，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制定体育服务业数字

化发展战略。政府要抓住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科技革

命的契机，做好数据开放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不

断加强数字治理与数据立法；尽快推动产业数字化发

展的法律法规、行政条例、管理规范等制度建设，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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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体育部门要联合财政、工信、旅游等有关部门研究

制定体育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战略；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对体育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的重点项目进行支持；利用

财税政策，加大对数字体育的财政投入力度；加强体

育市场开放，设立体育服务业数字化发展专项资金，

引导体育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二，建立跨领域多元合作平台，使行业之间形

成数字化转型的合力。政府要重视对体育服务业数

字化的初创项目进行培育；搭建全国统一的跨省、市、

县三级共享的体育市场信息共享平台，让体育市场信

息在全国领域内互通与共享；出台激励政策，吸引科

研机构、体育社会组织、创投公司等充分利用体育大

数据平台等为休闲健身、竞赛表演等体育服务业提供

平台支撑；各级政府要不断优化体育营商环境，吸引

互联网科技企业积极参与体育服务业数据平台建设

和建立体育服务业数据网站；要以市场化手段优化资

源配置，特别是要调动体育科技企业的积极性，成立

体育服务业数据中心或网站；鼓励多家企业协同发

展，深耕体育大数据应用及产品研发，并促使体育信

息资源的开放共享。

第三，优化政府服务与治理，加强体育市场监管。

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数字化”为重点，推动

“放管服”改革，大力培育壮大体育服务业的“双创”企

业；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

持大数据、5G等数字化基础设施；要实施人才强体战

略，积极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引导体育服务业人才培

养和人才引进改革，优化人才培养环境；探索柔性化、

市场化的体育服务业人才引进模式，吸引更多的高素

质数字经济人才进入体育服务业领域；地方体育管理

部门要完善人才服务体制，成立体育服务业的数字经

济人才智库，搭建体育服务业人才资源服务与对接平

台；各地各级政府要以互联网思维，积极打造“数字政

府”，对传统政务信息化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推动

“互联网+政府服务”“互联网+市场监管”等模式。

5.2 产业维度：集聚要素资源，推进体育服务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第一，以“产业链”为抓手，促进数字经济与体育

服务业融合发展。体育服务业数字化要落实到产业

发展，必须实现数字技术和商业的融合，推进供给侧

改革，以“产业链”为抓手，延伸服务业的产业链和提

升产业规模，提升行业竞争力。要以区块链、大数据

等新技术应用为战略引领，发展“互联网+体育产业”

模式，成立数字技术创新联盟，培育体育服务业集群；

引导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向体育服务业纵深发

展，释放数字经济对体育服务业的放大与倍增效应；

实现体育服务业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有效对接，打破体

育服务业边界，促进体育服务业与相关产业进行跨界

融合，形成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增长点。

第二，以“创新性”为引领，加强体育科技在体育

服务业中的运用。体育科技创新是引领体育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体育服务业数字化发展要加大

5G网络、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数字技术研发投

入，不断提高其应用性，努力解决体育服务业数字化

的实际需求；掌握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促进

5G技术在体育服务业中的应用，不断优化体育服务业

的结构与布局；顺应产业数字化趋势，加强体育科技

与体育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不断优化体育消费环境，

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体育服务；发挥数字技术对体

育服务业的带动作用支持智能体育赛事发展；要发挥

多元主体参与作用，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

系，培养和吸纳数字经济人才，解决体育服务业数字

化的智力发展瓶颈。

第三，以“数字化”为手段，提高体育服务业的生

产要素配置效率。推进体育服务业数字化要以“数字

化”为手段，打破传统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提高体育服

务业的创新效率，通过把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驱动

其他传统生产要素，以数字化网络平台吸引更多的体

育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线上体育服务和产品；体育

服务业数字化需要深化体育科技体制改革，坚持以问

题为导向，找出体育要素资源市场中存在的薄弱环

节，建立要素初始配置的纠正机制，发挥市场在要素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要素合理流动；支持

构建体育服务业多领域数据开发的利用场景，着力加

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全面提升数据要素价值；重点

促使健身休闲、竞赛表演等体育服务业与互联网、大

数据等行业深度融合，以数据流为基础，优化资金、人

才、土地等资源配置，来提高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流

程创新的效率。

5.3 企业维度：对接消费需求，加快推进体育企业数字

化转型

第一，转变发展理念，充分认识到体育服务业数

字化发展的重要性。从我国经济发展来看，数字化已

·· 61



《体育学研究》2020年（第34卷）第2期

经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线上体育服务与体

育消费活动日益频繁，体育企业需要对接体育消费需

求，利用数字技术来创新体育服务模式。体育企业数

字化转型是体育服务业数字化的微观体现，助推体育

企业走数字化转型之路是实现体育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抓手。各级政府发挥制度优势，针对体育企

业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出台一些扶持政策，尽最大可

能地培育和壮大体育企业；体育企业更应该反思现有

经营管理模式，转变发展思路，结合体育消费需求、自

身定位以及未来体育产业发展趋势，进行数字化转

型；要在战略层面上充分认识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从传统要素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在开发产

品、管理方式、经营模式等方面推进数字化进程。

第二，以体育消费为导向，积极发展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背景下，随

着居民体育消费意识明显增强，体育消费方式也逐渐

从实物型向参与型转变，为体育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机

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尽快补齐体育服务业发展

短板，满足体育消费者个性化需求［36］。体育企业要以

体育消费需求为导向，加速数字化发展，突破体育消

费壁垒，开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竞赛表演、健身休

闲等活动；加快管理层级的扁平化和放权，强化企业

经营与管理能力，提高应对体育市场变化的反应能

力，特别要在扩展线上业务和网络营销方面进行创

新，削减经费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地方政府或有实力的体育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向

社会发放体育消费劵，提振体育消费市场信心，支持

体育服务业的恢复与发展，促进体育企业数字化

升级。

第三，要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趋势，全方位推

进数字化发展。体育企业决策者要适应数字经济发

展趋势，借助互联网平台，利用数字化管理手段来提

升信息化水平；基于体育消费者和体育市场的需求变

化，以及内外部体育资源条件禀赋，从营销模式、融资

模式、运营模式、盈利模式等方面谋划发展之道；要对

接体育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不断优化要素资源的配

置，创新体育商业模式，运用数字技术推进线上与线

下服务深度融合，提高体育服务品质和服务效率；树

立“质量是企业生命”的理念，提高企业竞争力，以体

育消费者为中心，提升体育消费者体验，产出高质量

的体育服务与产品；通过打造一批具有网络基因的体

育赛事运营企业、培育一批线上健身俱乐部、加快电

子竞技产业发展等路径，利用各级各类线上赛事和直

播健身平台的影响力，培育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网络

消费等新热点，全方位推进体育企业数字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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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ization

SHEN Keyin1，2，KOU Mingyu2，WANG Jianxun2，ZHANG Wenjing2

（1.Sport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Wuhan Sports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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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case analysis，and expert interview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value

dimensions of the digitalization of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t also analyzes the digitalized scenario

model of sports service industry，and then judg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d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c measures by

taking5G technology empowering BSU Media to broadcast live ice hockey matches，the blockchain empowering the“bank of

sports time”of NIRVANA Sports，and the Internet empowering Dragon Sports Center in Zhejiang as example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the digitalization of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is the process of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upgrade and transform services

in sports service industry，thereby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Digitization has important values in enabling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to generate new formats，improve industrial efficiency，optimize factor allocation，and strengthen market

supervisi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is manifested in value creation，focusing on sports consumption demand and gradually

forming new models and new business formats; Data is used as the core production factor，and data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are

valued in data integration; Industry integration is the breakthrough direction，and industry chain collaboration will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in terms of platform empowerment. 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improve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At the industry level，it should gather factor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The sports enterprises should meet consumers’demand and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mselves.

Key words：：sports service industry；digitalization；digital economy；digitalized value dimension；sports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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