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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战略为体育产业的发展

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2019 年，体育产业总规模为

29 483 亿元，增加值为 11 248 亿元［1］。2019 年 9 月

17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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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

推动智能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体育

制造领域应用，加快智能体育赛事发展，为推动我国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十四五”

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

将进入新发展阶段［2］。在新发展阶段，提出实现高

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

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的结合将为体育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重要的驱动力量，成为推动我国体育产业

形成以创新驱动、内需导向、高质量发展产业体系的

重要路径之一。

1　相关文献综述

针对本文的研究主题，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有 3

类：一是，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文献。数字经济是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驱动力，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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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转型升级贡献力量［3-11］。二是，关于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文献。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科技的助力，特别在调节供需匹配、提高产业

效率和前沿技术的应用转化和驱动方面，数字科技

都扮演着重要角色［12-16］。三是，关于数字经济驱动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文献［17-22］。

现有文献对于数字经济的定义、作用机理、体育

产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等方

面都进行了初步研究，但也存在如下不足：①数字

经济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对于体育产业的

层面涉及较少；②体育产业层面的研究尚未结合数

字经济的内涵，深入剖析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机理；③在新发展阶段，数字科技助力

供需两侧的协调，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对策还缺乏专门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拟从

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出

发，以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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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层面将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机理、动力机制等融入阐述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从产业发展的实践层面提

出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具体对策。

2　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

2.1　数字经济的内涵与核心特征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

生产要素，以现代化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

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为主要特征，是效率提升和

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23］。数字经济打破了

工业经济时代的瓶颈，蕴含着数字经济驱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第一，数据成为驱动经济发

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的基础设

施。作为信息的重要载体，数据与土地、劳动、资本

等一起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

心，在产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决策流程制

定等方面都起到核心作用。数据挖掘成为产业创

新、业务创新、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和源泉。通过整

理、分析数据，可以深度挖掘其内在价值，判断深层

次的需求，为新产品提供越来越大的市场，从而获得

较大社会经济价值。第二，供需的精准配置成为商

业模式和业态创新的重要动力。数据、信息技术等

无形资产和实体经济的融合，使得产品更具数字化、

个性化、智能化，缩短产品供给和需求、时间和空间

之间的差距，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以大数据和新技

术为重要手段的数字经济通过提供新的生产力和新

的供给手段，满足社会新的需求，从而实现商品产业

化。因此，数字经济下新的产业供给和新的需求是

驱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三，平台组织成为资

源配置的另外一种方式。平台组织作为一种产业互

联网，通过对数据的收集、汇聚、分析，并融合云计

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通过内部资源的链接，有效

的供给、精准的需求，高效精准的资源配置，构建一

整套的生产服务体系，实现数字技术和现有技术的

深度融合，使之成为产业全要素链接、资源汇聚、有

效分享的重要平台。在这个平台中，产业能够实现

数据感知、传输的全面化和自动化，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实现服务互动闭环管理，从而助推传统产业的复

兴。由于互联网平台的作用，消费者价值导向成为

实现“熊彼特创新”的重要出发点［24］，产业链上的物

流、资金等信息以数字形式传递，降低了交易成本，

优化了产业结构，同时，通过产业链对数据的收集和

掌握，企业能够实现从产业链前端的技术和资本到

后端的消费数据的全程掌握，从而根据消费者的需

求，个性化定制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多样需求。

就数字经济影响下的要素配置变革而言，作为

高级要素的数据要素，不仅具有规模经济的效应，其

边际报酬也不递减。就要素配置的基本规律而言，

新兴要素对传统要素具有渗透作用，传统要素通过

吸收新兴要素从而实现要素升级。在数字经济驱动

下，产业发展由效率驱动往创新驱动转化（图 1）。

2.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特征 

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的发展方

向，要求体现经济发展的本真状态，满足人民群众对

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就产业层面而言，高质量发展

表现为产业布局调整优化、产业系统高效运行、产业

图1　数字经济的影响机制

Fig.1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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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效益显著提升，构建“创新引领、要素协同、链

条完整、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25］。创新一直

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我国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后疫情时代，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主要集中在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两个全要

素生产率的源泉上［26］。结合产业高质量的特征和

新发展理念，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应该是质量、

效率和动力等 3 方面有机结合［27］，包含要素体系的

高质量、供给体系的高质量和需求匹配体系的高质

量［28］，在发展中加强创新引领和要素协同的重要作

用，推动产业要素和供需体系的协同发展，改善产业

结构布局，提高产业发展承载能力［29］，打造体育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系统。

2.3　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

分析

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

在以下 3 个方面：一是，数字自身作为新的要素所带

来的对于产业的增长；二是，数据新要素间接作用

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驱动产业的发

展；三是，通过优化供给质量，加强供需匹配，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就熊彼特创

新理论的发展而言，数字经济将带动体育产业变革，

实现信息资源高度共享，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

促进体育产业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市场和

新的组织形式的出现。如目前的健身应用中，大量

消费信息的交换和整合，使得整个体育消费市场进

一步细分，从而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就产业经济

学的视角而言，数字经济的创新赋能作用更加明显。

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创新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

应和产业融合效应，推动体育产业的数字化、智能

化、网络化发展，同时，通过产业融合的形式产生新

的模式、新的产业、新的业态（图 2）。

图2　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digital economy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3　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数字经济主要通过精准配置效应、效率提升效

应、创新赋能效应、价值重创效应和数据价值提升效

应等推动体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体育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图 3）。

3.1　数字经济提高体育资源精准配置效率

数字经济可以利用数据的时间和空间上的特

性，智能化、自动化地挖掘海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和规

律，为问题和决策间建立逻辑关系奠定基础，同时，

数字经济可以利用信息量化和互联的思维方式，有

效地优化体育资源配置，从而更好地掌握体育产业

的发展规律，提高生产要素的流动率，提升体育产业

发展的质量和效益［30］。数字经济在体育消费和体

育产品生产之间架起互动的桥梁，深刻影响体育消

费者的消费层次、消费形态、消费方式、消费行为，体

育消费数据的收集将更加智能，从而提高体育产业

生产要素的配置率，促进生产决策的精准化，促进体

育产业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

3.2　数字经济将提升体育资源的使用效率

数字经济通过智能化和数字化降低了体育产业

成本，实现体育产业的高效率、高速度、效益递增式

发展。因此，在体育产业发展方面，通过获取、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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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大数据，能够便捷地了解人们体育消费需求

变化以及体育产业市场的发展趋势，从而提高整个

体育产业的生产效率和销售效率，进一步找寻体育

产业发展中的规律和消费趋势。数字技术和行为科

学的结合将发现新的市场，提升新的发展能力，创造

新的价值，使得体育产业的发展从供给侧改革向需

求侧改革转化，极大地提高产业的管理效率、体育决

策的科学性和战略性。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的

速度将加快，特别是与制造业和金融业的融合将极

大地提高体育产业的发展效率和产业效益，从而助

力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3　数字经济将促进体育产业创新赋能

5G 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技术和新

模式将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31］，促

进体育产业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推动体

育产业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促进区域体育产业资

源分配和深化分工模式的变革，助力体育产业突破

全要素生产率的瓶颈，激发体育产业的创造力。体

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就具体内容而言，包含投入要

素的高水平、产业结构的高质量、产品服务的高品

质、产业发展的高效益等内容［32］。从体育产业的基

础条件到发展动力，从直观体验到成果检验，整个过

程都离不开数字经济的助力。在数字经济带动下，

体育产业的发展将逐渐实现去中心化、平台化、服务

化，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和引擎。

3.4　数字经济将开启体育产业价值重创过程

数字经济促进体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通过

在自身价值的创造过程中重新排列组合来实现的。

这对于传统的体育产业而言是一种“创造性破坏”。

每一次的创新过程，都是对体育要素市场和交易规

则的改革和重塑，从而促进体育产业链的现代化转

型，建立起适合体育产业发展的生产体系。数字经

济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打破了传

统体育产业发展中时间和空间的不对称行为，这种

信息关系的改变奠定了体育产业资源的配置基础，

重塑了体育产业生产的价值生成过程。就长期的发

展和融合而言，价值重塑只是一个短期过程，数字经

济驱动体育产业发展最大的贡献在于体育产业的价

值创造过程。巨大的数据采集和充分运用为深入分

析体育产业市场需求和产品生产，提升体育产业在

各个环节的效率奠定基础，为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形成内生动力。

3.5　数字经济将提升体育数据资源价值

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生产数据、体育场馆业的服

务数据等数据资料，通过数字技术的分析和综合，能

更好地反映整个产业发展的全貌。因此，在数字经

图3　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

Fig.3　Internal Mechanism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Driven by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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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驱动体育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分析和利用从

各种来源汇聚而来的数据是未来体育产业发展的关

键。要将数据处理和分析往知识化和智能化方向转

化，扩大体育产业的数据采集范围，持续创新体育产

业数据采集手段，加强体育产业数据安全管理，深入

分析体育产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数据联系，挖掘体

育产业数据的深度，提升体育产业数据分析和预测

能力，将极大提高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3.6　数字经济推动体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体育产业的数字化将加速产业内外循环的突破

口、引领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技术迁移、合理匹配体育

产业的供求两端、促进体育产业的行业共建。体育

产业依靠新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体

育消费者和商家更直接的从事体育数字经济活动，

大幅降低体育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信息成本，缩短体

育产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距离。世界各国都极其

重视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投入，最大化地释放其潜

力［33］。同时，数字经济助力体育产业的升级优化，

是在丰富的体育产业数据、较大的资本投入和高素

质人力资本投入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升级优化将

形成新型的要素供给体制和产业集群，将数据资源

转为数字化的体育产品和服务，与其他产业积极融

合，助力交叉产业数字化发展。

4　基于“推—拉理论”的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

“推—拉理论”用来解释某种现象发生时所产

生的“推力”和“拉力”［34］。在产业数字化转型动力

系统构建方面，祝合良，王春娟［35］将“推—拉理论”

运用到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系统构建方面。一方

面，市场是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使

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市场机制健全，从而实现体育

产业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动态均衡，推动体育产

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此协调推进体育产业的优

化升级，构成“推”的因素；另一方面，资源主体如政

府对于资源收益最大化的追求，成为数字经济和体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和引导者，通过顶层设

计加大新基建的投入，加强体育产业治理创新，纠正

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结构失衡，提升体育产业竞争力，

形成“拉”的因素，推与拉的合力构成了数字经济驱

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推动构建体育产业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发展格局［36］。因此，本文

将推拉理论和技术创新的双动力理论相结合，构建数

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图 4）。

4.1　推动机制之升级机制：数字经济助推体育产业

升级

就产业升级的理论而言，体育产业的升级是指

体育产业由低技术、低附加值向高新技术、高附加

值、规模经济的演变［37］。一方面，体育产业通过关

联数字技术的比例关系，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促

进体育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数字经济

通过科技创新的手段，遵循体育产业结构演化规律，

加快体育产业结构的演化。体育产业数字化将随着

“数字科技+体育产业”和“体育产业+数字科技”两

条路径展开。智能化和网络化将成为助推体育产业

升级的主要驱动力。

图4　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

Fig.4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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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数字技术将推动体育产业的演化。体育

服务业方面，数字形态将成为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

群体乐意接纳的消费形态。网络平台数字传播技术

将改进各类体育赛事转播的技术和质量，提高观赏

质量和体验，吸引更多的观众观看体育赛事，促进职

业体育赛事的发展。随着赛事版权收入的增加和数

字体育赛事服务平台的成立，体育赛事转播的边界

将扩大，各类体育赛事所组成的线上赛事市场将进

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体育赛事观赏需求。体

育用品及相关制造业方面，数字技术将推动传统的

体育装备制造业的转型。数字技术参与打造的高端

智能制造，通过模拟虚拟的运动场景，突破现有体育

参与的时间和空间限制。网络空间、数字技术与身

体运动结合，代表未来智能体育装备制造方向的智

能体育装备将实现科学传授运动知识，满足娱乐需

求和享受真实身体运动等多方面功用。运动的科学

化、装备的智能化和线上的虚拟化将是未来体育装

备制造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趋势。在体育场地设施建

设方面，智慧体育场馆将是未来数字体育服务的重

要平台和数字经济时代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

产物。智慧场馆软件方面基于物联网搭建智能体育

场馆系统，硬件方面基于智能楼宇框架下的设备智

能化和自动化监控管理、图像采集设备、数据中心设

备等，软硬件结合，从而实现场馆设备的智能化、运

营管理信息化、应用数据服务化、场馆建设环保化。

其次，数字经济丰富体育产业要素供给。在整

个要素供给体系中，由于要素的稀缺性特征被突破，

数字经济改变了体育产业生产要素的供给体系，并

赋予了数据要素新的特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

不断增多和聚集，不断被复制和反复使用，为体育产

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38］。数字技术

整合了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不断创新商业

模式，对体育产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在数字素养方

面提出新的要求。数字金融体系的建立将间接地促

进体育产业的营销和协同服务能力，如中国银行和

河北崇礼境内大型滑雪场组合营销的滑雪预定一条

龙服务。数字经济使得体育经济行为供给方和需求

方的界限日益模糊，使得体育企业非常便利地获得

外围市场所提供的供给和需求的信息。体育企业能

够根据信息获得更为精准的市场定位，设计更有针

对性的产品，开发更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体育商品

和体育赛事。体育企业也能掌握其他企业的供给方

面信息，迅速了解其他体育企业的相关产品和技术

信息，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进行错位竞争，获得数据

的溢出效应。数据也能加快体育企业自我识别的过

程，加快资源的流通速度，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从

而提升体育产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水平。

4.2　推动机制之优化机制：数字经济优化体育产业

结构

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首先，数字经济将推动体育产业结

构的合理化。①数字科技通过有效的数据积累和价

值挖掘，成为体育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助推

器和促进体育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工具。技术创新

会跨界连接多个场景，促进体育产业产品制作流程

发生质的改变，通过业务流程再造，促进新的体育

子产业诞生，引起体育产业内不同子产业的比例变

化，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②数据作为重要的生

产要素进入体育产业中，体育产业的供给和需求将

发生变化。数字经济将提高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

匹配度，对传统的体育产业进行改造和赋能，促进体

育产品、服务内容和方式的创新。同时，也催生出新

的体育需求，体育产业结构系统会调整供给结构满

足新的需求。③数字经济将提高体育资源的转化效

率。产业结构的作用就是根据市场需求将投入的各

种生产要素转化成不同的产出，转换的效率将直接

关系到体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

的数字经济将显著提升体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

数字经济将会充分利用体育产业系统内外的各种资

源，促进体育产业的合理化发展。

其次，数字经济推动体育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体育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发生质变的过

程。①数字经济激发传统体育产业的技术革新，促

进体育产业各环节的优化，增加各个环节的技术含

量和附加值，同时，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

的数字技术与体育产业融合创新［39］，将促进体育产

业产品生产、服务内容和方式的改善，降低体育企业

成本、改进服务、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体育产业结构

经济效益与技术效率。在体育制造领域，技术的革

新主要体现为体育产品制造向先进制造和智能制造

方面转型和信息技术与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融合，实

现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同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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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产品的设计和研发，新型技术的及时渗透，将打造

具有销售竞争力的体育产品。②数字经济将引致体

育市场产生新的需求，从而促使体育产业结构实现

高级化。数字经济使体育产业催生新的产业业态，

满足人民生活中更高层级的体育需求，这些需求也

会反过来刺激新的产业发展，拉动体育产业结构优

化。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体育消费者行为方式的转变

来改变需求端，从而创造更多的消费需求。同时，数

字经济也会影响体育产业的投资需求，数字技术的

发展将促进体育产业投资的便利性、时效性，从而形

成新的体育产业业态。

4.3　推动机制之融合机制：数字经济促进产业融合

第一，数字经济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数据

是体育产业融合的重要动力。在体育制造业领域，

数字经济可以助力打通车间、仓储、市场、设计等产

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打破以前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供需之间

动态平衡。就体育制造业的现状而言，依据 5G 技术

实现智慧化的全民健身器材的生产已经成为很多企

业的共识。体育场馆服务业积极改造场馆成智慧型

的体育场馆。数字经济成为体育产业跨越式发展的

新途径，体育产业与金融业、制造业、旅游业、教育培

训等相关产业的融合，推动了体育产业向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的转型和发展。

第二，体育产业子业态间的融合。体育用品及

装备制造业和体育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将促进产业

间的融合。体育健身休闲活动和体育用品销售所

反馈的数据将直接回传到体育用品制造业，延伸体

育产业链。产品的销售完结不代表整个产业链的完

结，后续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和管理等都是体育服务

链的延伸。同时，体育产业子产业间的融合将形成

体育产业的集聚。

4.4　拉动机制之支撑机制：数字经济强化基础保障

支撑

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强化核

心资源的利用。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在体育产

业商业生态系统中整合人才、资金、组织和科技等多

种生产要素［40］，促进体育资源转化为体育产品，推

进体育产品的商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

第一，数字经济新基建构建产业新基础。数字

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

要的基础条件，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手段，能够促进体

育产业的设备改造和服务创新，支撑新产业的发展，

形成新的产业管理模式。同时，由于我国有着全球

领先的网络技术以及众多的数字企业、平台和全球

规模最大的线上消费市场，构成了支撑多形态发展

数字体育的基础，形成了强大的数字体育需求，基于

新基建而形成的新需求将是促进我国体育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创新动力。

第二，数字经济新管理模式优化政府服务水平。

新基建给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带来了新的服务空间

和新的服务业态。支持体育共生生态对促进体育产

业发展综合创新和协同将是新服务的重要方向之

一。政府对体育产业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是基于工作

效率和成本导向，是服务内容、提供方式、服务创新、

管理模式、公众参与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整

合数字化资源、利用前沿的数字技术、制定相关的数

字化规则、降低体育产业政策信息的获取难度、提升

政府体育产业信息问答服务体验，从而优化政府服

务体育产业发展的水平。

4.5　拉动机制之治理机制：体育产业治理模式创新

体育产业治理模式创新主要是在新的体育产业

发展模式和发展业态下建立新的体育产业治理模

式，包含数据治理、人才支撑和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相结合所呈现的线上线下

新模式以及多种数字体育新场景都为数字经济下体

育产业治理模式提供新的挑战和新的方向。第一，

在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体育数据

资产的确权、数据安全和保护等方面都需要创新治

理方式；第二，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结合的人才需

求规模激增，倒逼现有体育产业人才培养的升级和

数字化转型；第三，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是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新基建降低

体育产业的成本，平台经济实现了体育社会资源的

共享和集约化利用，供需的协调配置，业务流程的简

化，运营效率的提高都为体育产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促进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5　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5.1　加强顶层设计，建构产学研相结合的数字体育

创新体系

第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提高数字体育治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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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政府要制定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发展的长期战

略，加强对数字技术在体育产业发展中重要性的认

识，确保体育企业能够合理合法地收集和使用大数

据，完善市场准入和交易机制，适时修改相关法律制

度，建立数字经济下体育产业的投融资制度，减少体

育赛事版权和数字体育传播的法律盲区，提高数字

体育治理水平。第二，突出市场主体在体育数字化

创新的主体地位。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和商

业模式的创新时间越来越短，消费热点的形成较为

迅速。因此，应鼓励体育企业成为数字创新的主体。

政府也应该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加强对院校和科

研机构的支持力度，构建人才培养和科研输出的平

台，为数字体育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第三，改革人

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应体育数字化转型的人才。人

才是数字体育发展的基础，数字素养是就业人员和

消费者都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一方面，要建立适

应数字经济时代的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建立有效的

技术人才培养机制，提升数字技术下的体育人力资

本；另一方面，要改革现有体育产业的课程体系，培

养复合型体育人才，鼓励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打造

相关融合课程，培养具有跨界意识和思维的复合型

人才。

5.2　加强体育产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技术驱

动基础

第一，大力推进体育产业新基建建设。体育产

业的信息建设一直落后于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实

际。因此，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数字经济与体育

产业的结合发展至关重要。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应

积极融入国家的数字化新基建中，为体育产业的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推动形成新的产

品服务、新的生产体系和新的商业模式。第二，做好

基础技术架构下的驱动创新。要基于不同数字技术

之间通过重新组合，充分发挥不同技术之间的互补

性。数字技术深入到体育产业发展各个方面，从产

品的设计、生产、加工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到服务的重

新塑造，重新构建业务流程，为企业提供更有利的数

据工具，更有效率地解决体育产业的现实问题。如

体育+大数据，通过大数据和健身、医学之间的结

合，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健身体验；体育制造业+

物联网，通过物联网技术能够组合体育制造企业的

闲置生产能力，从而为体育制造企业提高资产的使

用率；可穿戴设备的智能化生产，使得体育装备和

体育服务集合，从而构建智能硬件制造、数据平台开

发、大数据服务等增值服务的产业链。

5.3　以数字经济夯实体育产业基础能力，促进产品

提质增效

第一，利用数字经济提高体育产业的供给质量。

数字经济驱动下的体育产品驱动将更好地满足用户

对体育产品的需求，提升体育产品的体验感，增强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①虚拟技术对线下体育运动的

改造和赋能。通过线下实体运动和线上虚拟对战的

形式，将体育运动和虚拟经济进行有机集合，使得参

与者能够在家庭空间里随时体验运动的乐趣。②

数字技术对于运动场景的再现，主要是以各类体感

游戏设备为主。③“区块链+体育”，体育赛事将运

用区块链对于体育竞赛进行全流程的监控［41］，从而

为体育比赛场景提供线下应用、比赛场景的功能。

④“人工智能+体育”，追踪、提升预测运动员的伤病

系统和在滑雪和马拉松比赛中所应用的视频自动生

成系统，都为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输送新的产品。

第二，通过产品驱动达到体育产业需求个性化

和营销精准化。数字技术充分利用体育产业所积累

的消费数据潜能，改善传统体育产业的缺陷，推动企

业定制更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数字经济下

的体育产品研发，要以问题为导向，以用户需求为出

发点，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从产品设计到产品消费

的各个环节与用户需求和市场形式保持联系，形成

各类满足用户需求的特色产品。

5.4　积极打造数字体育产业生态，做好体育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

第一，通过业务驱动，促进体育企业业务流程再

造。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体育企业的研发、设计、生

产、营销、销售和维护的各个环节，通过原有的业务

流程，促进组织的结构变革，推动体育企业的产业变

革和管理升级。一方面，就企业外部而言，企业必须

充分了解用户需求，将自身业务和用户需求进行有

机结合，研究设计出更多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另

一方面，就企业内部而言，数字技术能够简化企业内

部业务，提高企业运作效率。

第二，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促进体育商业模式的

创新。在数字经济时代，体育消费市场不再是单一

产品之间的竞争，取而代之的是多平台、多环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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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的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数字化的生产

方式通过数据的交换和预测，彻底改变了传统产业

价值链下的业务发展模式，平台经济下的体育产业

发展，数字化、平台化、分享化下的商业模式创新，成

为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方式，

实现了关联方连接和互动的载体和媒介［42］，从而形

成体育产业多方参与、资源共享、价值共创的产业生

态模式。体育企业将更精准地满足用户的需求，更

大范围地配置资源，更高效地提供个性服务，构建全

供应链的管理服务新模式［43］。“产品+内容+场景”

下的体育产品新形态日益丰富。这种数字经济下的

体育发展模式将成为我国体育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

方向。

6　结论与启示

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主要通过

生产要素精准配置、资源匹配效率提升、数字技术创

新赋能、产业价值重创等效应，结合“推—拉理论”

分析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力和拉

力机制，提出相应的实现路径，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可

以为我国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较好的匹配机

制和创新激励。

数字经济对于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有着较强

的驱动作用，但仍有些潜在的问题需要重视。如体

育产业发展不均衡、体育产业自身的数据可得性和

实证方法完善、体育产业新基建基础设施薄弱、数据

共享利用渠道不畅等问题，导致无法更客观的反映

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的影响，但也是数字经济与体

育产业发展中值得研究的地方，也是更进一步的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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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igital Economy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at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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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will enter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s an important economic form，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will provide important impetu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at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this article combed the 
basic theori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hich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t expounded the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s follows：digital econom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of sports resources allocation，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sports resources，promoted the innovation and empower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started the 
process of reinventing the value of the sports industry，enhanced the value of sports data resources and promote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This study also combined push-pull theory to discuss the power mechanisms which is 
composed of upgrade mechanism，optimization mechanism，integration mechanism，support mechanism，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suggested digital economy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There were four major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build a digital sports 
innovation system that combines production，education and research；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consolidate the technology-driven foundation；consolidate the basic capabilities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promote product quality and efficiency；actively build a digital sports industry ecology and do well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enterprises.
Key words：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sports industry；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big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