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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经济社会各个

领域后产生的新动能，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之一［1］。2018年数字经济总规模已达31.29万亿元，

占同期GDP比重的 34.8%［2］。探究中国数字经济与体

育产业融合发展相关问题，有必要先追溯中国“数字

经济”一词的缘起。2016年，我国签署了《二十国集团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数字经济”一词第一次

出现在我国官方文件中［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4］。2017年，“数字经济”

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明确提出“促进数字经

济加快成长”的政策方向；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兴产

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2019年，在中国国际数字经

济博览会上，中国官方提出“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为中

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保障［5］。

近年来，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

体育产业取得较快发展。特别是在《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引领下，2035年体育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

产业。体育产业本质上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在国家

层面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

下，探究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具有现实

意义。

就国内相关研究而言，我国官方文件 2016年才正

式出现“数字经济”一词。前期相关研究通常从信息

通信技术的角度探究互联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影响。特别是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互联

网+行动计划”，通过发挥互联网创新发展作用，加快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在此背景下，体育学界关于

互联网+体育产业的相关研究较多，代表性的有：互联

网空间下的体育服务业发展效率、约束及前景［6］，互联

网重构体育产业发展模式［7］，互联网+体育产业发展战

略［8］等。此外，近年来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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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影响下，学界对新型信息技术与体

育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呈现增长趋势，代表性的有：

大数据时代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机遇、挑战、对策和

路径［9-10］，区块链技术在体育产业领域的应用选择、风

险规避和实现路径［11-12］，数字技术赋能体育服务业发

展方略［13］等。梳理发现，学界单纯从数字经济与体育

产业融合发展的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

试图以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为逻辑分析主

线，探究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以及

模式，为推进体育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参考。

1 数字经济、体育产业发展态势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推动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呈现快速融合态势。体育产业是生活性服务业的

组成部分，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就数字经济与体育

产业发展规模而言，2015—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

模从 18.63万亿元增长至 31.29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18.9%（图 1）；2015—2018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从

5 494亿元增长至 10 078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22.4%
（图 2）。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年均增长速度都高于同

期GDP增长速度。

图1 数字经济规模及其占GDP比重

Fig.1 The scal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its proportion in GDP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

图2 体育产业增加值及其占GDP比重

Fig.2 Added value of sports industry and its proportion in GDP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15-18］。

一方面，就两者分别占GDP比重而言，数字经济规模

占GDP比重由2015年的27.5%增长至2018年的34.8%；

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15年的0.79%增长至

2018年的1.1%。另一方面，就两者分别拉动就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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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2018年就业人员为 7.758 6
亿人，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个，数字经济吸

纳就业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而2018年体育产业

从业人员443.9万人［14］，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0.57%。总

体而言，数字经济、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

用呈现增长态势。同时，与数字经济在拉动经济增长、

吸纳就业等方面相比，体育产业还有较大发展差距。在

2035年体育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战略目

标引领下，促进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提高体育产

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科技化水平，有利于赋能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

2 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动力

2.1 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外在动力

2.1.1 产业政策的驱动力

产业政策本质上是国家对产业经济活动的主动

干预，其具有优化产业资源配置、增强产业竞争力等

作用［19］。近年来，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下，多项体育

产业利好政策相继出台，为体育产业快速发展指明方

向。同时发现，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成

为体育产业政策制定的一个重点。政策文件主要集

中在推进“互联网+体育”发展、创新体育用品制造业

数字化发展、创新健身休闲业数字化发展、创新竞赛

表演业数字化发展等方面，对促进数字经济与体育产

业融合发展提供政策保障（表1）。

表1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政策

Tab.1 Relevant policie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时间

2014.10

2016.05

2016.07

2016.10

2018.12

2019.09

2019.09

主管部门

国务院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体育总局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政策文件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

意见》

《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

意见》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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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思想

积极支持体育用品制造业创新发展，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

……，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引导和支持“互联网+体育”发展……。推动体育企业与移动互联

网的融合，……，提升体育营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鼓励开发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体育服务，……，整合上下游

企业资源，形成体育产业新生态圈。

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对接健身休闲个性化需求，……，研发多

样化、适应性强的健身休闲器材装备。

坚持“体育+”和“+体育”做法，促进体育竞赛表演产业与互联网等

相关产业深度融合。

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体育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促进体育制造业转型升级、体育服务业提质增效。

大力发展“互联网+体育”。支持以冰雪等运动项目为主体内容的

智能体育赛事发展。

2.1.2 市场需求的拉动力

体育市场需求是催生体育消费的重要手段，而体

育消费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随着 5G、人工

智能技术的普及，大众消费需求呈现出从线下向线上

转化的趋势。2018年我国各年龄段体育消费总量呈

现增长趋势，其中，“95后”群体体育消费增长达

38.6%，是互联网体育消费群体的新生力量（图 3）。

《2019互联网体育消费新趋势》显示，从运动鞋服、体

育用品、健身训练、户外装备等多个品类销售总额增

长趋势看，互联网体育消费呈现出超过 10%的年均增

长率。

2.1.3 企业竞争的推动力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

式。在市场规律下，企业是市场竞争的直接参与者，

某一企业只有有利可图才会进入特定市场。体育企

业在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执行者的角色，并发

挥着重要作用［20］。近年来，在体育产业多重利好政策

推动下，体育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不断增强，体育

企业在相互竞争中优胜劣汰，促进体育市场供需平

衡。自国发〔2014〕46号文出台以来，百度、阿里巴巴、

腾讯等企业纷纷布局体育产业。如 2015年，腾讯出资

5亿美元成为NBA中国未来 5年数字媒体独家官方合

作伙伴；万达与国际足联合作，获得 2016—2030年国

际足联顶级联赛赞助商权益；2016年，苏宁获得意大

利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约 70%的股份；中国移动旗下

咪咕公司获得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新媒体版权；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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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阿里体育投入超过 10亿元拿下中国大学生篮球联

赛（CUBA）未来 7个赛季的独立运营权［21-22］。引流能

力超强的互联网企业积极布局体育产业领域，带动体

育版权变现，为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搭建良

好的平台。

2.2 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内在动力

2.2.1 数字技术降低体育产业运行成本

数字技术不仅能够降低企业信息采集、处理、应

用成本，而且能够降低企业运行的交易成本。在市场

上，企业运行成本的降低，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地经

济效益，同时能够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体育企业亦

是如此，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不

断渗透到体育产业领域，能够促进用户与体育产品更

好地连接，降低体育消费的技术性门槛。如数字技术

运用于体育用品零售业，能够减少库存、减少实体店

面数量、减少货物中转次数等，降低运行成本。在市

场机制下，供给与需求合理调配，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此外，数字技术运用于体育制

造业，能够增强体育制造企业的灵活性和市场应变能

力，缩短产品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柔性化水平和生产

效率。

2.2.2 数字技术深化体育产业分工与生产协同

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深度融合，能够加速体育产

业链整体的分工与重组，催生出体育产业新模式、新

应用、新业态，体育产业分工向精细化趋势转化、体育

产业生产协同向智能化趋势转化。随着 5G网络的逐

渐铺开，其低时延、大连接等特点，能够促进远程体育

培训业、智慧体育场馆业等快速发展，体育产业分工

愈发精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应用到体

育产业领域，推进体育产品与服务的协同化生产。通

过打破传统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对体育产品与服务供

需诉求互动模式，逐渐转向人与物之间的多维度场景

化互动，重构供需之间产生的经销、营销等传统供应

链环节，创造个性化定制、精准化服务等体育产业新

模式，加速体育产业创新发展。

2.2.3 数字技术网络外部性助力体育产业高效发展

网络外部性主要是指消费者拥有某产品与服务

的价值随着该产品与服务使用者数量而增加的现象，

体现在消费者商品的额外价值与使用者数量增加呈

正相关，并呈现出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效益［23］。数字技

术的一个重要价值作用是网络用户黏性及其网络用

户端的连接数量，与网络的外部性相关。在体育产业

领域，突出体现在赛事直播平台的热门直播赛事，如

欧洲冠军联赛、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世界杯预选赛中

国队比赛场次等，在线人数达千万人次，催生了商业

赞助、短视频开发、广告植入等。网络技术的高速发

展，带来的数字技术网络外部性，通过在体育企业与

体育消费群体之间建立广泛联接，发挥平台经济作

用，带动体育消费群体所得效用呈几何倍数增长，形

成正外部性经济效应，助力体育产业高效发展。

图3 2018年各年龄区间互联网体育消费总量增长趋势

Fig.3 The growth trend of total Internet sports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2018
注：数据来源于体育产业生态圈与京东体育推出的《2019互联网体育消费新趋势》。

·· 58



任 波，黄海燕：中国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与模式

3 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机制

在清晰认识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动力的基础

上，探究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机制。首先，要厘

清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条件，即数字经济与体育

产业融合的现实基础；其次，需探析数字经济与体育产

业融合形成的新业态，即体育产业数字化发展过程；最

后，分析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外在表现，即体育

产业的要素数字化、过程数字化、产品数字化等（图4）。

图4 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机制图

Fig.4 The mechanism diagram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3.1 融合条件：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现实基础

3.1.1 数字经济能够为体育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基础

保障

数字经济由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组成［2］。

2016—2018年，我国数字产业化由 51 955亿元增长至

64 119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11.1%；产业数字化由

173 867亿元增长至 248 815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19.6%（图 5）。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快速增长

为体育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保障。

图5 数字经济内部结构

Fig.5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digital economy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

就数字产业化发展而言，移动互联网流量呈现较

快增长态势。信息技术稳步提升，为体育产业数字化

发展提供产品、技术及服务支持。2018年，电信业务

总量达 65 556亿元，比上年增长 137.9%；移动宽带用

户总数达 13.1亿户，其中，4G用户总数为 11.7亿户；互

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为 8.86亿个，其中，光纤接入端

口为 7.8亿个。2019年，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为 4 750
万 km，光网改造工作效果显著，5G网络建设有序推

·· 59



《体育学研究》2020年（第34卷）第5期

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为 1 220亿GB，其中，手

机上网流量为1 210亿GB［2］。
就产业数字化发展而言，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

增长的主要引擎。一是社交娱乐领域运用短视频获

得流量，为开发体育元素短视频，促进竞赛表演业发

展提供参考；二是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发展，为企业搭

建线上与线下一体化的交流平台，为健身休闲业发展

提供有益思路；三是制造企业积极顺应数字化变革趋

势，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推动企业数字化和服务

化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为体育制造业数字化发展奠定

基础；四是消费零售企业积极运用互联网平台，通过

直播带货，创新运营方式，打造平台经济，为体育用品

销售业发展提供思路；五是智慧物流领域积极运用大

数据等技术，打造物流全链路信息，为体育场馆服务

业运营升级提供借鉴；六是在线教育领域通过构建

“互联网+教育”平台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

为创新体育教育培训业发展方式提供启示。

3.1.2 数字经济能够为体育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动力

体育产业是“五大幸福产业”的组成部分，其快速

发展既有利于拉动消费增长，又有利于促进消费升

级［24］。近年来，体育产业相关政策文件已经把数字经

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政策制定重点。《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指出，到 2035年，体育产业将发展成为国

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目标；同时提出“加快推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体育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的战略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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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通过大力发展“互联

网+体育”，以改善产业结构，丰富产品供给的政策

建议。

数字技术已经改变了企业在商业市场上的销售

内容和销售方式［25］。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内部业态

快速发展，为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基

础，也为体育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提供了保障。其一，

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2015—2018年，体育用品制造

业增加值由 2 755.5亿元，增长至 3 399亿元，年均增长

率达到 7.2%。通过数字经济赋能体育用品制造业发

展，能够为体育用品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提供基础，如

体育用品制造业能够催生出体育新零售、体育O2O等

商业模式。其二，数字经济赋能体育教育培训业发

展。 2015—2018年，体育教育与培训业增加值由

191.8 亿元，增长至 1 425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95.1%。通过数字经济赋能体育教育培训业发展，能

够为体育培训业数字化发展提供基础，如体育培训业

能够催生出体育短视频、体育线上指导等服务。其

三，体育竞赛表演业发展。2015—2018年，体育竞赛

表演业增加值由 52.6亿元，增长至 103亿元，年均增长

率达到 25.1%。通过数字经济赋能体育竞赛表演业发

展，能够为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发展提供基础，如

体育竞赛表演业领域催生出的足球运动VR技术、网

球鹰眼技术、赛事直播垂直化和场景化应用等智能化

服务。其四，体育健身休闲业发展。2015—2018年，

体育健身休闲业增加值由 129.4亿元增长至 477亿元，

年均增长率达到 54.5%。通过数字经济赋能体育健身

休闲业发展，能够为体育健身休闲业数字化发展提供

基础，如体育健身休闲业能够催生出健身APP、线上健

身直播模式等。整体而言，数字经济赋能体育产业发

展的作用不断增强，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呈现出

良好发展态势。

表2 体育产业主要业态发展状况（单位：亿元人民币）

Tab. 2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ain forms of sports industry（unit：100 million RMB）
体育产业主要业态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

体育教育与培训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体育健身休闲活动

2015年
2 755.5
191.8
52.6
129.4

2016年
2 863.9
230.6
65.5
172.9

2017年
3 264.6
266.5
91.2
254.9

2018年
3 399
1425
103
477

年均增长率（%）
7.2
95.1
25.1
54.5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15-18］。

3.2 融合业态：体育产业数字化

数字经济的产业数字化体现在数字技术赋能传

统产业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提升的过程［2］。

由于我国体育产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

制转变进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体育产业起步相对较

晚，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发展相比，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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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差距。在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体育

产业迎来较大的发展机遇。由于体育产业具有产业

关联度大、需求收入弹性大、生产率上升率大等特征，

数字经济具有高成长性、强扩散性、降成本性等特征，

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具有融合发展的现实条件，催生

出体育产业数字化形式。如数字技术应用于竞赛表

演业，能够催生出新的体育商业模式变革；数字技术

应用于健身休闲业，能够催生出新的健身休闲服务模

式；数字技术应用于体育用品业，能够催生出新的线

上销售服务形态；数字技术应用于体育场馆业，能够

催生出新的科技化、智能化体育场馆新模式等。产业

数字化主要涉及数字技术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应

用，同时涉及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26］。基于上

述分析，结合体育产业现实状况，可以看出体育产业

数字化是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产物，是随着数

字技术不断应用于体育产业领域，而给体育产业带来

的生产数量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并衍生出体育新业

态、新模式、新服务、新产品、新消费的过程。

3.3 融合形式：要素数字化、过程数字化、产品数字化

要素数字化、过程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是数字化

转型的主要内容［2］。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催生出

体育产业数字化，在投入端，表现为体育产业要素的

数字化；在生产端，表现为体育产业过程的数字化；在

产出端，表现为体育产业产品的数字化。

就体育产业要素数字化而言。数字技术应用于

体育产业，使得数据成为驱动体育产业发展的生产要

素，推动体育企业在生产设备方面的数字化改造，在

体育产业投入端实现要素的数字化。依据迈克尔·波

特提出的生产要素含义（包括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

产要素），体育产业的要素数字化主要体现在对高级

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转型。通过培养体育产业复合型

数字化人才，改变传统的业务运转方式；通过多渠道

引流，搭建线上平台企业与用户的联系，提供定制化

服务、数字化管理等方式，促进体育产业要素的数字

化转型。

就体育产业过程数字化而言。数字化融入体育

产业发展全过程，涉及体育企业生产的数字化、研发

设计的数字化、销售服务的数字化等方面。体育企业

生产的数字化主要体现在可根据体育消费需求进行

定制化生产、借助互联网等新型数字技术应用于体育

企业的生产全过程，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体育企业研

发设计的数字化主要体现在可通过虚拟现实、互通互

联等技术支持，对产品信息和资源信息进行分析、规

划和重组，增强体育研发装备制造能力，实现对产品

研发设计的数字化；体育企业销售服务的数字化主要

体现在体育用品的新零售模式，即通过围绕体育消费

者需求，运用数字技术，构建全生命周期的体育企业

销售与服务流程，促进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良性互

动，并对体育市场的供需两端进行深入挖掘与分析，

实现销售与服务的数字化转型。

就体育产业产品数字化而言。体育产业产品质

量是衡量体育产业供给水平的重要指标。顺应数字

经济时代要求，体育产业产品数字化主要体现在数字

技术应用于体育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设计、销售等环

节，催生出体育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如智慧体育场

馆能够给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给运营管理带来便

利，提高场馆利用率；体育用品销售线上服务平台能

够整合线下资源，增加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精

准匹配消费者需求，提高产品销售份额；各类体育短

视频，能够有效迎合大众的碎片化消费需求，形成经

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和长尾效应；运动可穿戴设

备，能够记录健身爱好者的运动轨迹、运动强度、运动

频次等信息，提供适宜于不同人群的运动处方，实现

科学化健身指导与服务。通过促进数字经济与体育

产业融合，实现体育企业全业务流程和全生命周期的

数字化，为满足大众多元化体育需求提供保障。

4 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模式

产业融合是现代产业演进的一个趋势，其能够形

成更大的复合经济效应［27］。产业间融合经历了技术

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等不同阶段。当前，

我国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主要有渗透融合、延伸

融合以及重组融合等3种模式［28］。

数字化能够通过密集的数据交换和预测分析，彻

底改变在传统产业价值链内开展业务的方式，实现商

业模式创新［29］。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不属于传

统意义上的产业之间融合范畴。由于数字经济是以

数据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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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核心驱动的一系列经济活

动。因此，可以认为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之间融合发

展属于渗透融合的范畴。信息化、网络化、科技化、智

能化、技术化、数字化指的是数字经济发展所依托的

信息网络和以数据为核心的生产要素所呈现出来的

数字技术特征，即在信息化、网络化、科技化、智能化、

技术化、数字化等影响下，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相互

渗透融合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图6）。

图6 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模式构建

Fig.6 The integration model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4.1 数字经济与体育竞赛表演业渗透融合的新模式

体育竞赛表演业是体育产业的主导产业，目前，

体育竞赛表演业在体育产业中的规模尚不大［30］。统

计数据显示：2018年，体育竞赛表演业总规模为 292亿
元，占体育产业总规模的 1.1%；体育竞赛表演业增加

值为 103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 1.0%［18］。新媒体

技术正在改变职业体育的生产、交付和消费，并在球

迷、运动员、俱乐部、管理机构和主流媒体之间创造新

的活力［31］。通过数字经济与体育竞赛表演业融合，借

助新媒体技术，在搭建视频直播平台、开发赛事短视

频、创新赛事转播方式等方面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

（1）就体育赛事视频直播平台发展而言。现代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出职业体育赛事线上直播平

台等新商业模式。如企鹅体育是体育互联网综合服

务平台，主要以AI、5G、云计算等前沿技术为基础，提

供篮球、足球、台球等热门赛事直播；直播吧是体育垂

直媒体，平台涵盖足球、篮球等多类体育赛事，为互联

网人群搭建赛事直播咨询等服务，不断丰富体育赛事

的供给质量与供给水平。近年来，电子竞技这一文化

形态风靡世界，电子竞技产业的主体是电竞赛事的线

上与线下传播［32］。5G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大提升了电

竞赛事的观赏性、沉浸感和交互性，推动电竞从目前

的电脑端、手机端发展为更多样化的竞技形式［33］。

（2）就体育赛事短视频开发运营而言。体育赛事

短视频迎合了大众碎片化、个性化诉求，是体育赛事

版权变现的新路径。如今日头条以“中超短视频合作

伙伴”身份，获得 2017—2020年中超联赛短视频分发

权；新浪微博是NBA中国官方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推

行NBA赛事短视频，开发赛事版权，提升变现途径［34］。

（3）就体育赛事转播新媒体创新发展方式而言。

随着大众消费结构升级，通过电脑、手机观看体育赛

事等新闻资讯的人群呈现上升趋势，围绕体育传媒领

域的赛事版权争夺愈发激烈。在信息通信技术向体

育产业渗透融合发展过程中，颠覆了传统体育媒介的

传播和运行方式，体育传媒充分运用 5G、VR/AR、大数

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给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

4.2 数字经济与体育健身休闲业渗透融合的新模式

体育健身休闲业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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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健身休闲业存在着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有效供

给不足等问题。数字经济与体育健身休闲业渗透融

合，开发健身APP、搭建线上健身垂直直播平台等，推

动健身休闲在线平台企业发展壮大，形成健身休闲产

业新生态圈。

（1）就健身APP开发运用而言。艾媒咨询数据显

示：2019年中国在线直播用户规模为 5.04亿人，增速

为 10.6%，2020年直播用户规模将达 5.26亿人，占网民

数的一半［35］。体育健身类APP是指具有记录运动健身

数据、指导运动项目学习等功能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以及其他移动设备上的第三方应用程序［37］。央视财经

调查显示：2020年 2月，运动健身APP行业活跃用户规

模快速上涨至8 928万，同比增长93.3%，健康管理APP
月活跃用户突破2 405万，同比增长152.8%。艾媒咨询

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 4月运动健身类APP榜单中，前

五名依次为：Keep、咕咚、小米运动、悦动圈和华为运动

健康。其中，Keep运动健身APP以 1 581.12万的月活

跃用户量排名于运动健康类APP榜单首位［38］。

（2）就线上健身垂直直播平台发展而言。在全民

直播热潮下，线上健身直播越来越受到大众欢迎。特

别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下健身人群大幅减少，而

线上健身直播热度持续升温。如Keep推出“宅家健身

指南”活动，聚合各运动品牌课程信息，进行一站式直

播课程分享；超级猩猩在短视频平台抖音开设“超猩

家里蹲”直播课程，高峰时期在线观看人数达 19万人；

乐刻联合短视频平台抖音和快手推出“宅家运动会”，

把教练资源移到线上，开展全平台线上教学；线上直

播健身平台“TT直播健身”于 2019年年底完成千万级

A轮融资，线上用户数量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此外，威

尔士和一兆韦德等传统健身俱乐部也相继开设线上

直播课程，开发运营新模式。整体而言，线上健身直

播平台的火爆，能够有效满足大众消费结构升级

需要。

4.3 数字经济与体育用品制造业渗透融合的新模式

体育用品制造业是体育产业中规模最大的业态，

2018年体育用品制造业总规模为 13 201亿元，占体育

产业总规模的 49.7%［18］。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是促进

科技与经济的紧密联系，先进制造技术创新包括产品

创新、制造技术创新、产业模式创新等，数字化和智能

化能够驱动产品创新与制造技术创新［39］。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影响下，体

育用品制造企业积极顺应数字化变革趋势，促进数字

经济与体育用品制造业渗透融合，催生出全流程生产

与定制化生产等新模式。

（1）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全流程生产新模式。当

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的趋势是从制造向智造

转型。在信息技术快速革新的驱动下，体育用品制造

业通过建立全流程可视化监测、全过程集中化精密控

制，形成一体化的全流程生产模式，有效缩减体育产

品的生产研制周期，提高体育产品的生产柔性化水平

和生产效率。目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仍以劳动密

集型为主，以代生产与加工为主，处于“微笑曲线”底

端［40］。推动数字经济与体育制造业渗透融合，基于大

数据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实时把控，实现消费者参与体

育产品设计、制造等全流程“并联”式生产，促进体育

用品制造业的数字化生产和智能化制造。

（2）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定制化生产新模式。近年

来，大众消费需求向多样化、个性化转化。体育用品

制造企业可通过探索利用互联网平台打通生产端与

销售端，大幅降低体育用品制造业成本与库存，提高

体育供给端与需求端匹配效率，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如安踏体育推出名为“ANTAUNI”的个性化产品定制

服务，通过在ANTAUNI平台定制专属的运动装备，强

化消费者与产品的互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41］。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体育用品制造业领域中的普遍应

用，传统单向地“设计—生产—销售”模式，出现逐步

向定制化生产模式转变的趋势。

4.4 数字经济与体育用品销售业渗透融合的新模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

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 70 198亿元，比上年增长 25.4%。而与实物商品

相关的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出租与贸易代理的

总规模和增加值分别为 4 116亿元和 2 327亿元，分别

占体育产业总规模和增加值的 15.5%和 23.1%［18］。体

育用品及相关产品销售、出租与贸易代理不仅是体育

服务业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体育服务业中规模最大

的业态。推进数字经济与体育用品销售业渗透融合

能够形成体育用品新零售。新零售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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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营成本低。互联网是降低零售企业运营成本的

关键要素，相较于实体零售商，网络新零售商的运营

成本较低。而低运营成本又可以让利给上游供应商

和下游消费者，促进产业链共同繁荣［1］。（2）运行效率

高。纯电商模式的库存周转天数低于线下零售商，且

账期更短、资金周转更快。2013年，纯电商模式的京

东，库存周转天数为 34.2天，账期天数为 42.2天；而线

下零售商模式的国美，库存周转天数为 60天，账期天

数为136天［1］。

体育用品新零售同样具备运营成本低、运行效率

高的特点。在传统的体育用品销售行业，库存压力是

国内运动品牌发展的掣肘。根据相关体育用品企业

财务报表数据：李宁、安踏、特步、361°、匹克等 5家体

育用品公司在 2011年库存金额超过 39亿元，而在C2C
（客对客）、B2C（商对客）等新零售引领下，无库存的销

售能够极大降低经营风险［42］。体育用品新零售能够

实现在线上、线下的联通，形成价格、产品、销售、发货

等融合一体的新型模式，促进体育用品销售业的提质

增效发展。

4.5 数字经济与体育场馆服务业渗透融合的新模式

体育场馆的质量与数量不仅影响着全民健身的

供给水平，而且影响着体育赛事的办赛质量。数字技

术应用于体育场馆不仅有助于降低管理成本，而且有

助于提升大众观赏体验，进而能够实现新一代体育场

馆开发利用的最大化［43］。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

信息技术不断渗透到体育领域，智慧体育场馆应运而

生。数字经济与体育场馆服务业渗透融合催生出的

智慧场馆，通过运营系统数字化、票务接口数字化、市

场开发数字化、观众体验数字化、后勤保障数字化等，

实现与传统体育场馆不同的运营管理模式［44］。一是

运营系统数字化能够在场馆能源消耗、通风系统、设

备使用状况、人力资源调配等方面，实现场馆资源的

最优化配置；在赛会期间合理调度人流压力，定位观

众座位位次，减少观众无谓的时间损耗；同时能够有

效降低运营成本、节省运营资源。二是票务接口数字

化能够通过“刷脸入场”等便捷化、智能化身份识别，

缩减传统“检票”带来的时间浪费；票务接口数字化便

于获取观众需求信息，为市场开发提供可能。三是市

场开发数字化能够通过对观众选择进行数据分析，有

针对性地对场馆进行市场开发；通过场馆与赛会组织

者共享观众门票数据，采用动态定价与分级定价、客

户获取与客户留存等方案，探索开发消费者市场，形

成消费者与主办方的互利共赢模式。四是观众体验

数字化通过无线网络搭建技术，实现网络信号全覆

盖；通过 5G网络将实时比赛数据、高清视频进行现场

呈现；通过VR设备，提供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五是

后勤保障数字化能够提供包括安保、交通、停车、紧急

疏散等在内的多方位服务，增强观众黏性、提供运动

队一手比赛数据等。近年来，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背

景下，企业不断探索智慧场馆新模式。如 2019年，阿

里体育中心投入运营，场馆依托阿里智能设备、数字

媒体、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探索创新大型体育

场馆“一体化智慧运营”新模式［45］。2019年，国家速滑

馆、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场三大冬奥场馆重点围

绕智慧观赛体验、智能赛事服务、智慧化场馆运营等

场景，启动 5G智慧场馆建设［46］。通过新一代信息技

术应用，智慧场馆全面铺开，推动体育产业向纵深

发展。

4.6 数字经济与体育教育培训业渗透融合的新模式

体育教育培训业是体育产业的重要业态，2018年
体育教育培训业总规模和增加值分别为 1 722亿元和

1 425亿元，占体育产业总规模和增加值的 6.5%和

14.1%［18］。在互联网技术影响下，体育教育培训业积

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催生出体育O2O（线上对线下）

模式，即通过互联网平台，整合线上体育教育培训资

源，为线下体育教育培训提供服务。数字经济下的体

育O2O模式，是以体育教育培训为主营业务，代表性

企业有动吧足球等。其运营是通过O2O平台提供的

各类体育课程，满足线下消费者需求。2016年，阿里

体育与淘宝教育联手，打造线上、线下培训服务模块，

搭建体育教育的网上电商市场和在线教学平台，通过

引入优质体育培训 IP，实现线上运营；通过重点围绕

少儿、亲子、女性等群体开发线上教学、视频课程等体

育教育培训业务，逐渐向专业化、平台化、大数据等方

面拓展业务［47］。体育教育培训数字化催生出的体育

全渠道运营、销售、服务等一体化模式，能够实现消费

形式的全链路开发，形成体育教育电商经济发展新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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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不仅是新时代的幸福产业、健康产业，

而且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新一轮科

技革命影响下，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

础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向体育产业渗透，不断推动体育

产业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性探析数字

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模式等基本理论

问题，试图起到抛砖引玉作用，为体育产业数字化发

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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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Mechanism and Mode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REN Bo1，2，HUANG Haiyan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Yancheng 224002，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It’s significant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with the guidance of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s，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so as to explore the driving

force，mechanism and mode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driving force of

industrial policy，market demand and enterprise competition，and the fun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duce the operating cost，

deepen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production coordination，and to boost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etc.，can

provide a strong impetu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of integration give

birth to a new form of digitaliz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Through the forms of factor digitalization，process digitalization and

product digitalization，the sports industry exerts scale economy，scope economy and long tail effect，form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On this basis，six penetrated and integrated new mode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competition and performance industry， sports fitness and leisure industry， sports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sports goods sales industry，sports venue service industry as well as sport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dustry are constructed.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sports industry；integration power；integration mechanism；integr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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