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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产业历经数十年发展，产业规模不断壮

大，体育消费市场呈现快速发展态势。近年，国家出

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为体育消费进一步发展保驾护

航。《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国发〔2014〕46号）提出取消赛事审批权、将全民

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1］。《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

出到 2020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 3万亿，经常参

加锻炼人数达到 4.35亿［2］。《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

施方案（2018—2020年）》对体育领域作出 8条特别批

示。《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文件相继颁布，一大批政策红利正

在引领我国体育消费的发展方向。2019年全国两会

期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强调“要扩大重点领

域消费，拓展体育健身健康消费新空间”［3］。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4］。《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提出顺应

商业变革和消费升级趋势，鼓励运用大数据、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促进商旅文体等跨界融

合，形成更多流通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5］。在物质

生活不断丰富和国家政策的多重助推下，民众的健身

意识普遍增强，体育消费市场日益活跃。从 2009年首

个全民健身日的诞生，到如今广场舞席卷大江南北、

马拉松赛事遍地开花、健身场馆生意火爆，越来越多

的中国人参与到了运动健身活动中去。健身房里秀

身材、朋友圈里拼步数，体育运动逐渐成为人们新的

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又为体

育消费注入了无限可能。从腾讯体育拿下NBA大陆

地区网络独家直播权打造互动式立体直播，到Keep、
咕咚及悦动圈等健身类App的井喷式发展改变人们的

运动参与方式，再到阿里体育斥巨资夺得为期 4年的

杭州马拉松独家运营权来打造“智慧马拉松”，互联网

正在多视角重新定义体育消费。从版权经营到运营

管理，从体育运动到社交娱乐，互联网正在为体育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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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探析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发展的特征、趋势、问题与策

略具有现实意义。研究表明：互联网影响下的体育消费呈现出智能化与高端化、场景化与碎片化、细分化与

个性化、社交化与国际化、“体育+她”消费显著上升等特征。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体育消费呈现出从单一消

费主体向社群消费主体转变、从单一消费模式向多元消费模式转变、从高成本低效率向低成本高效率转变、

从保守从众观念向开放精专观念转变等趋势。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发展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市场

监管不足、体育信息技术与体育消费融合不强等问题。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的发展策略有：加快互

联网与体育的融合发展，推动体育消费市场规模化发展；加强互联网体育领域立法与监管，保障体育消费市

场有序发展；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壮大互联网体育消费用户群体；扩大智能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场

景应用，促进体育消费结构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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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涂抹上新的色彩，加速了体育消费的资源整合［6］。

体育消费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目前学

界关于互联网背景下体育产业发展的研究较多，主要

体现在“互联网+”背景下体育产业发展战略［7］、体育产

业生态建构［8］、体育产业创新驱动发展［9］、体育产业发

展趋势［10］、体育产业发展策略［11］等方面。而关于互联

网背景下体育消费发展的研究相对偏少，主要体现在

“互联网+”背景下体育消费变化［12］、体育消费创新［13］、

体育消费引导［14］的方面。梳理相关研究发现，学界关

于在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的特征、趋势、问题

与策略的研究较少。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加

之庞大的体育消费市场，互联网将会给体育消费带来

诸多新变化。在此基础上，探究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

育消费的特征、趋势、问题与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1 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发展特征

近年，我国互联网与体育产业均得到较快发展。

互联网与各传统行业不断融合，智能化与精细化特点

凸显。其中，互联网与体育产业的协作为体育消费市

场带来诸多新的变化。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

展现出来的新特征主要体现在智能化与高端化、场景

化与碎片化、细分化与个性化、社交化与国际化、“体

育+她”消费显著上升等方面。

1.1 智能化与高端化

互联网的便捷性与开放性，使得人们的价值认知

与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新奇、刺激的观赏型与

服务型消费逐渐成为体育消费的新风尚。近年来，随

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反映大众体育消费

的需求端与提供体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端存在着明

显的矛盾，不能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的体育

发展要求。可通过促进互联网对体育消费的智能化

与高端化发展，夯实体育产业的消费基础。一方面，

从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的智能化看，互联网携

带的各类新技术，丰富了体育科技产品的类型与功

能。智能化体育用品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提升体育用品功能（如威克多体育用品公司推出的智

能羽毛球拍搭载智能芯片能够精准捕捉和记录运动

轨迹；李宁体育用品公司推出的智能跑鞋“赤兔”，能

够记录使用者的跑步距离、配速、跑步姿势等运动信

息）。智能化体育场馆可以通过在公共区域提供场馆

导航信息，实现精准定位观众座次、实现地图指引和

功能查询，提升场馆综合服务能力。智能化体育健身

设施可以通过对全民健身人群的身体状况进行大数

据分析，提供精准化、个性化全民健身服务供给。随

着互联网技术在体育领域的不断渗透，智能化体育产

品与服务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另一方面，从互联网

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的高端化看，在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多重利好政策背景下，体育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重

要表现形式是从低端化、低层次向高端化、高层次转

化。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平台经济快速兴起，各

类体育App能够整合线上资源，使大众快速和便捷地

获取极具刺激性、创新性的体育消费产品，如蹦极、滑

雪、跳伞、攀岩等小众运动逐渐兴起，山地户外运动、

水上运动、航空运动等项目逐渐受到大众喜爱。体育

消费的智能化与高端化发展，为体育产业转型升级迈

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1.2 场景化与碎片化

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体育消费场景化与碎片化，

为拓宽体育产业市场、扩大体育消费规模起到了积极

作用。一方面，从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的场景

化看，随着大众消费结构升级，体育健康、体育养老等

新兴消费形式逐渐兴起，体育消费结构从实物型向观

赏型和参与型转变，在互联网助推下的场景化体育消

费日益凸显。在热门NBA、欧冠及世界杯比赛期间，

其相关体育用品销量会有所提升。而在电商打造的

京东 618、淘宝双十一等知名购物狂欢节期间，体育消

费规模更是会出现爆炸式增长。体育新零售通过借

助电商平台与运动场景融合，实现线下为线上导流，

助推线上体育消费的井喷式增长，促进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新华社官方公布数据显示，2013—2018年天

猫、淘宝两大电商平台的体育消费由 13亿增长至 60
亿元，全平台成交人数达到 2 000万［15］。通过构建体

育消费场景，打造以场景创新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模

式，形成线下体验（运动）、线上成交（消费）的体育产

业发展新模式，促进体育消费升级。另一方面，从互

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的碎片化看，我国中产阶级

群体正不断壮大，但受限于繁杂的日常工作以及教育

子女和照顾老人等事宜，此类体育消费的主力军有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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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能力但缺乏消费时间。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体育

碎片化消费新场景弥补了人们缺乏集中式体育消费

时间的遗憾。如上班族可在通勤期间利用智能移动

终端观看体育赛事或在电商网站上浏览体育用品等；

通过制作体育赛事短视频，增强体育内容创新，满足

大众碎片化的内容消费需求。

1.3 细分化与个性化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体育消费需求呈现细分化与个性化特征。一方面，从

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的细分化看，在健康中国

和全民健身战略推动下，体育市场出现高度分化，需

要有不同功能与价格的体育产品去满足顾客的动态

消费需求。体育企业不断推出新品，完善产品种类，

细分化的体育消费市场格局逐步形成。在互联网科

技的带动下，各类智能化、高端化运动装备不断出现，

体育产品的功能和价值得到进一步强化与细分。同

时，随着体育产业飞速发展，体育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不断涌现，体育产业的内容和边界不断拓展，体育消

费呈现向细分化特征。在此背景下，国家统计局制定

了《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规范体育产业统计范

围、完善体育产业统计体系，以积极适应体育消费细

分化发展的特征。另一方面，从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

育消费的个性化看，《中国统计年鉴（2019年）》显示，

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8 228.0元；全国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9 853.1元。居民有进行体育消

费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16］，且体育消费更倾向于专

业化、定制化、个性化。传统体育企业由于供需信息

沟通不畅，难以及时把握体育市场需求动向。但通过

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运用，消费者和商家间

构建了高效快捷的线上互动平台、线下消费模式，体

育产品与服务的“私人订制”成为可能。如消费者网

上购买定制版球衣、鞋帽以及私人健身训练计划等，

极大地激发了大众体育消费需求，对促进了体育产业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4 社交化与国际化

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体育消费社交化与国际化

特征，有利于拓宽大众体育消费空间，促进体育产业

发展。一方面，从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的社交

化看，借助Keep、咕咚等带有社交属性的健身类软件，

人们参与体育消费的社交属性增强。在运动中会聚

亲友或认识新朋友已经成为新的潮流。数据显示，

2016年超过半数的运动者会通过运动类App、微信等

渠道寻找有共同运动爱好的伙伴［17］。而致力于打造

“跑步+社交”运动生态的悦跑圈，截至 2017年 5月底，

注册用户已达 4 000万，日活跃用户 150万［18］，在运动

中社交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互联网的开放性特征

使得“社交”无处不在，而体育消费的社交化也成为推

动体育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大众通过体育消费的

社交化活动，有利于用户之间分享体育产品与消费体

验，从而创造良好的互动模式，带动目标消费者和潜

在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另一方面，从互联网技术影响

下体育消费的国际化看，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体

育消费的国际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如 2018年俄罗

斯世界杯期间，超过十万中国人选择出境观赛，而在

全球 35.72亿人的总观赛规模里，中国贡献了 6.557亿
人［19］；欧洲足球五大联赛（英超、西甲、意甲、法甲、德

甲）、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简称“NBA”）等世界影响力

大、关注度高的体育赛事，可以通过电视转播技术，实

现全球化赛事直播，共享体育赛事观赏体验。可以看

出，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体育产业，催生出体育消费

的国际化特征。

1.5“体育+她”消费显著上升

中国女性经济地位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女性

已经成为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女性消费需求的

快速增长，引导现代消费趋势，推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

增长点和新动能［20］。而需求侧“她经济”的潜力，指引

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充分激发女性体育消费

是驱动体育市场发展的重要环节。数据显示，我国

25～40岁时尚女性人口已达 2.9亿，预计 2019年女性

市场规模将达到 4.5万亿，“她经济”正在中国崛起［21］。

在体育领域，女性消费者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攀升，女性

市场具有较大的发展与增长潜力。体育消费作为消费

升级的一个表现形式，随着女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的变化，女性体育消费呈现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显著提

升。北京马拉松数据显示，2018年女性选手参赛5 240
人，完赛率93.85%；2018年“双十一”阿里集团的数据显

示，在体育产品消费人群中，女性消费者占比达到

43%，比2017年提高了10%［20］。京东体育报告显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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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互联网体育用户搜索与女性类品类关键词数量复

合增长超过3倍［22］。在体育用品业方面，女性对运动防

晒、泳衣类等用品的关注不断增加；在体育服务业方

面，女性消费者在购买健身私教、运动康复课程等方面

比例加大［22］。在互联网平台上，女性也更愿意分享自

己的健身时刻。可以预见，女性将在未来体育消费市

场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016年中国体育消费生态报

告》显示，国外许多体育运动品牌注重女性运动市场。

如耐克公司通过整合营销传播方式、注重线下体验宣

传等，全方位布局女性运动市场。仅2015年，耐克公司

销售女性产品的营收达到 57亿美元［23］。整体上看，女

性在体育领域的参与度明显增强，女性体育消费已经

成为消费市场重要新的增长点。

2 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发展趋势

近年，在国家政策措施的协调推动下，互联网与

体育加速融合，我国体育消费需求升级加快，引领体

育产业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呈现出从注重量的满足

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产品向无形体验服务消

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变等

新特征［24］。在互联网的广泛影响下，人们的体育消费

观念正不断更新，体育消费对象正不断丰富，体育消

费方式正不断拓展，呈现出从单一消费主体向社群消

费主体转变、从单一消费模式向多元消费模式转变、

从高成本低效率向低成本高效率转变、从保守从众观

念向开放精专观念转变。

2.1 从单一消费主体向社群消费主体转变

体育消费主体即进行各种体育消费的消费者，分

为个人主体和单位主体两类。在互联网技术的带动

下，人们的体育消费途径和体验发生根本性变革。“90
后”“00后”等以年龄为区分或篮球、足球、电竞等以兴

趣为区分的社群消费主体开始聚集，传统的单一孤立

性体育消费现象逐渐减少。此类新消费人群注重理

性消费、自我价值、简单时效、生活美学以及环保健康

等消费理念［25］，消费驱动力强。社群内部互动的高效

性、便捷性与真实性，使其成为社群成员获取购物信

息、完成消费决策的重要渠道。在接受分享、进行购

买行为、主动分享这样的良性互动下，社群规模将日

益壮大。通过社群的深度运营，线下活动与聚会受到

成员的追捧，社群黏性增强，忠诚度提升。最终，社群

逐渐成为体育消费的主体。体育产业包括体育用品

制造业、体育健身休闲业、体育竞赛表演业等多个业

态，大众进行体育消费向多样化和个性化转化，如大

众进行体育用品消费，一定程度上受到品牌效应、大

众喜好等因素影响；大众进行体育健身消费，一定程

度上受到运动休闲项目受众人群的影响；大众进行观

赏赛事消费，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交群体的影响。总体

上看，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主体向社群化转

变，是体育消费的一个发展趋势。

2.2 从单一消费模式向多元消费模式转变

从供给侧来看，体育产品依托互联网“智造”被注

入大量科技元素，智能健身器材、智能可穿戴设备等

高科技体育产品层出不穷，传统体育服务业发生重大

变革，体育消费产品的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以适应

新时代大众消费结构升级需要。互联网制造将体育

元素融入大量其他产业创造出新的体育衍生产品，又

通过互联网渠道将国际范围内的优质体育产品送到

消费者面前，体育消费产品的种类日益增多。互联网

体育企业为应对新零售的挑战，整合自身线上优势资

源，积极布局线下零售场景，从而实现线上线下立体

互动营销模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可能。花呗、

借呗、京东白条互联网金融工具则通过身份信用评

估，为用户提供便捷的网络贷款服务，提升体育消费

者当下的购买力。“先消费后买单”让潜在需求转化为

即期需求，既提升消费者生活品质，又缓解生产者库

存压力。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体育市场上的大众

体育消费模式开始由传统单一消费模式向智能化、科

技化、品质化的多元消费模式转化，为新时代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消费基础。

2.3 从高成本低效率向低成本高效率转变

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推动下，民众的体育消

费效率得以不断提升。首先，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

为消费者提供了在线购买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体

育产品的机会，借助物流平台实现足不出户即可完成

购买行为。借助互联网智能终端，随时随地运动健身

成为可能，人们的健身效率不断增强。虎扑社区、直

播吧、微博等互联网体育社区平台的出现会聚了大量

体育赛事观众。借助此类在线体育社区平台对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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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等体育赛事各抒己见成为众多体育迷的日常活

动。数据显示，2017年NBA季后赛和总决赛期间，微

博上相关视频总播放量达 30亿，新增话题阅读量也达

到 155亿［26］，全新的互动式体育传播模式极大提升了

体育赛事营销效率。借助互联网对传统体育产业链

进行优化整合，使体育产业供需两端实现高质量对

接，最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如京东体育

基于京东大数据连年发布《互联网体育消费报告》，系

统梳理体育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使得体育企业及时、

有效地抓住消费者需求。可以认为，互联网技术影响

下的体育消费从高成本低效率向低成本高效率转变，

有效促进了体育产业发展。

2.4 从保守从众观念向开放精专观念转变

互联网思维有着民主、平等、开放等特点。体育

消费者意识的觉醒，使其不再盲目追随大众消费热

点，不再局限于追求单纯的功能性需求，更多地注重

自身心理感受与需要的满足。消费者会在户外活动、

健身运动、球类运动等不同领域购买专业的、适宜于

自身需求的体育产品或装备，而各个领域的产品也都

在不断地细分化、垂直化、专业化，如放松肌肉的筋膜

枪、监测心率的智能手环受到追捧等。人们开始考究

和品味每个消费细节，对于体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更

加苛刻，不断寻求更专业、更纯粹的消费品。互联网

突出的开放性跨界思维促使与文化、旅游、科技、体育

等领域深度融合。体育旅游、体育医疗、体育养老、体

育文化等跨界产品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接受，人们

不再拘泥于传统消费观念的束缚，勇于尝试新鲜事

物。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5G、区块链等

高新技术开始渗入体育领域，并逐渐运用于体育领

域，人们的消费观念将会更加开放与精专，对体育产

品与服务的需求也将呈现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为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3 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清晰认识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发展特

征和趋势的基础上，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发展

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分析如下。

3.1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体育消费不平衡不充分

从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体育消费不平衡看，

《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城乡体育

信息的获取途径不尽相同，在 20岁及以上人群各年龄

组获取体育消息的人数中，20～39岁人群的互联网获

取体育消息人数百分比为 28.7%，40～59岁人群的互

联网获取体育消息人数百分比为 6.9%，而 60岁及以

上人群的互联网获取体育信息人数百分比仅为 1.1%；

从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体育消费不充分看，官方数据

显示，居民通过“书刊和报纸”获取体育消息人数高于

互联网获取体育信息人数；居民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体

育赛事的人数远远高于互联网观看体育赛事的

人数［27］。

3.2 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体育消费的市场监管不足

当前，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体育消费往往存在着

信息安全隐患、市场监管缺失等问题，“互联网+体育

市场监管”体系尚未建立。在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

育赛事审批权背景下，互联网优化体育赛事报备工作

尚未建立，互联网优化体育赛事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

尚未形成，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体育市场的健康发展。

3.3 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体育信息技术与体育消费融

合不强

《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计划》指出，加强便民体育

设施建设，将信息技术应用于体育设施建设和管理。

当前，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多以简单器材设备为

主，而智能化的体育器材设备相对较少，大众参与全

民健身的信息监测与科学化服务工作相对不足。究

其原因在于体育信息技术在体育设施中的运用不足，

科技与体育消费深度融合不够，一定程度上制约体育

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4 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消费发展策略

4.1 加快互联网与体育的融合发展，推动体育消费市

场规模化发展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信息

技术愈发成熟，互联网与体育产业深度融合，有利于

创新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模式、提升体育企业运营管

理效率、增强体育企业技术研发设计水平。借助体育

类社交软件，“体育+社交”将会成为体育消费新的增

长点。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实现运动产品智能化交互；

3D打印技术能够改善产品的整体性能；区块链技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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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聚合大量体育领域资源，促进体育跨界融合。要将

互联网思维与理念广泛渗透到体育产业领域，充分利

用互联网制造为更多体育产品赋能，有效提升互联网

与体育的融合效率。借助互联网工具实现体育产业

供给侧创新，打通线上线下立体化消费渠道，为人们

参与体育消费创造更多可能，激发人们参与体育、追

求健康的热情；借助互联网工具推进体育用品制造业

销售渠道的创新，通过体育O2O模式，为大众购买体

育用品业提供便捷，并提供给消费者更新奇、更专业

的运动体验；借助互联网工具使得体育企业在提供体

育产品与服务供给后，能够收集消费者相关体育运动

数据，了解消费者使用情况，以为体育企业开发的新

产品、新服务提供有效手段与方式；借助互联网工具

推进全民健身体育场馆的智能化、信息化、现代化发

展，为大众观赏体育赛事、参与运动体验等提供保障；

借助互联网工具推进健身休闲项目的普及与推广，增

强大众的健身休闲意识，提高大众的全民健身素养，

以更好地服务于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战略要求。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深入影响体育

企业发展，在互联网与体育产业深度融合的大趋势

下，互联网+体育用品、互联网+健身休闲、互联网+竞
赛表演等市场前景广阔，“互联网+”体育产业融合将

成为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在互

联网技术影响下，促进互联网与体育的深度融合，不

断挖掘体育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形成一定体量的市

场规模，为体育消费的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4.2 加强互联网体育领域立法与监管，促进体育消费

市场有序发展

互联网产业发展瞬息万变，体量庞大，但绝不是

法外之地。也正因如此，互联网领域会出现一些新矛

盾、新变化、新问题。由于我国体育产业化、市场化起

步相对较晚，体育立法与监管尚不足，而互联网影响

下的体育领域立法与监管更是匮乏。相关政府部门

应该审时度势，严格制定行业新标准，规避立法滞后

带来的不稳定性。由于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产业

发展，涉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多部委，

因此需要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促进互联网技术影响

下的体育企业能够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

大对互联网体育产业监管的广度与深度。通过政府、

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构建体育市场的协同治理模

式，实现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体育市场健康有序发

展。第一，在政府层面。通过加强互联网在体育领域

运用过程中的法治建设，对互联网体育领域的假冒伪

劣产品应坚决予以打击，提高体育失信企业违法犯罪

成本，并通过建立体育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规范体

育市场主体行为，在全社会形成“有法必依”的良好氛

围，以增强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质量，提升大众体育

消费信心，促进体育消费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通

过发挥服务型政府作用，松绑体育企业发展束缚，取

消不必要的审批管理，加大体育监管服务，为互联网

影响下的体育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第二，在市

场层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

制，使得在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体育企业能够遵循市

场机制调配的内在要求，防止体育企业之间出现垄断

与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体育市场的最优化发展。第

三，在社会层面。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和资本进入体育

市场，以体育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为依托，通过互

联网信息共享平台，发挥体育社会组织的监管和服务

职能，实现体育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整体上看，通

过加强互联网体育领域的立法与监管，有利于规范体

育市场秩序，培育壮大体育消费，促进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

4.3 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壮大互联网体育

消费用户群体

当前我国互联网发展存在着不平衡和不充分的

问题，不平衡体现在东西部间、城乡间差距较大，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体育消费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区

域差异；不充分体现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

互联网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等，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体育产业发展难以满足大众体育消费需求。数据显

示，2017年中国的数字基尼系数为 0.59［28］，东部沿海

省份“互联网+”指数排名靠前，西部地区相对靠后，东

西部差距显著。区域体育消费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

是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方式差异。互联网

基础设施能够实现在较大区域范围内的体育资源共

享，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应该重点加强西部欠发达及

农村偏远地区传输光纤网、移动通信等基础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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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大众通过网络平台观看体育赛事转播、通过网

络平台购买体育运动装备、通过网络平台参与线上健

身休闲服务等，提供可行性。同时，进一步加强互联

网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借助互联网技术，

盘活体育场地设施资源，提升体育场地设施利用率；

增强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化建设水平，提升全民健身参

与率；增强体育赛事与观众互动，提升大众现场观赏

体验，提高大众对体育赛事消费的黏性。此外，可以

结合文化、旅游、康养等相关产业共建互联网基础设

施，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物流网络和供销体系，创新线

上销售、线下体验的体育企业营销发展方式，促进体

育文化、体育旅游、体育康养等新兴业态发展，积极适

应体育消费由实物型向观赏型和参与型转变的现实

需要，并不断优化城乡体育实物消费、体育观赏消费、

体育参与消费的市场环境，培育和壮大互联网体育消

费用户群体，通过借互联网之力，提供优质高效的体

育产品与服务，不断满足大众消费结构升级需要。

4.4 扩大智能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场景应用，促进体育

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在各类智能产品占领市场的背景下，“智能+”已
经写入了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智能家电、智能家

居、智能交通等技术已经广泛应用，智能体育的应用

场景也需要进一步扩大。第一，积极提高自主研发能

力，用高质量的智能制造提升体育场馆设施的科技含

量、提高体育用品智能化水平、提高体育信息传媒技

术的应用水平等，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种类、更高品质、

更具个性化的体育产品。第二，借助智能化平台强化

在体育赛事中的应用，通过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抓

手，创新体育赛事的赛前赛中赛后承接展示形式，如

运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体育赛事的赛前宣传推广活动，

提高赛事关注度；运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体育赛事的赛

中运营管理水平，保障体育赛事顺利开展；运用互联

网技术加强体育赛事的赛后资讯传递、营销策划等，

形成体育赛事品牌效应，扩大赛事影响力。第三，充

分利用大数据平台等智能手段为体育服务业提供技

术支撑，着重加强健身休闲和竞赛表演等体育主导产

业的发展力度，促进体育服务业高端化和国际化发

展，从而实现体育消费结构的优化与转型发展。第

四，加强互联网智能技术在体育产业领域的应用，促

进体育产业的内容创新和运营升级，如通过促进体育

元素与科技元素、娱乐元素、文化元素等方面的融合，

拓展与深化体育产品的生产以及服务的内涵，以促进

体育消费结构优化升级；通过以延伸产业链为重点和

以体育消费需求为导向，探索智能技术支撑要素运营

升级的路径，以满足大众体育消费需求，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保障。整体上看，扩大智能技术在体育产

业领域的场景应用，有利于创新体育产业发展方式，

以为体育消费结构升级提供强劲动力。

5 结语

乘着互联网时代的东风，体育消费展现出前所未

有的勃勃生机。在国民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深入

调整的大环境下，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体育消费市场

异军突起，未来民众的体育消费生活将受到互联网更

大范围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探析互联网技

术影响下体育消费的特征、趋势、问题的基础上，提出

加快互联网与体育的融合发展、加强互联网体育领域

立法与监管、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扩大智

能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场景应用等策略，以适应新时代

体育消费结构升级需要，助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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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trends，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sports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The

research shows that：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sports consumption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ce and high-end，

scene and fragmentation，fine differentiation and personalization，soci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sports + she”

consumption rises significantly.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sports consumption shows a trend of changing from a single

consumer to a community consumer，from a single consumption mode to a multi consumption mode，from a high cost and low

efficiency to a low cost and high efficiency，from a conservative concept of conformity to an open concept of specialization.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technology，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nsumption，such as insufficient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insufficient market supervision，and weak integration of spor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ports

consump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sports consumption include acceler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sports，to promote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nsumption market；strengthening the

legislation and supervision in the field of Internet sports，to ensur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nsumption market；

promoting the pace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to expand the user group of Internet sports consumption；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sports，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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