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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数字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1］2022 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提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完善数字经济治

理体系，推进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为构建数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表明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的融合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体育

旅游产业作为体育产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的成功典

范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了长足进步，其市场规模正

以 30%～40% 的增长速度逐年递增，展现出较强的

发展潜力［2］。在数字技术、数据、互联网平台等数字

经济的持续作用下，体育旅游产业内部组成要素也

随之更新迭代，激发出体育旅游作为新兴产业的强

劲动力。因此，基于理论创新视角对体育旅游产业

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研究刻不容缓。目前，学界对于

我国数字经济与体育旅游产业融合的理论探讨较为

薄弱，多聚焦于体育产业与旅游业的数字化研究，如

网络数字技术对体育产业的影响［3］，数字经济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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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产业经济结构，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数

字化转型将成为产业升级的必然行径与核心导向。运用文献资料、逻辑推理等方法探究我国体育旅游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具有现实意义。研究认为，动力机制是由数字经济赋

能产业所产生的外源动力与产业内部组成要素数字化革新的内生动力“协同联动”构成。政策层面：产

业数字化转型政策引导细则与保障体系不健全；实践障碍：产业数字化典型应用场景缺失；人才壁垒：

体育旅游从业人员不足，数字+复合型人才短缺；结构失衡：产业数字化供给与需求结构呈非对称性；建

设局限：数字“新基建”匮乏，资源数字化“鸿沟”显著等现实困境。提出完善政策体系，全面落实产业数

字化转型标准；巩固实践样板，推进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多样化探索；夯实数字+体育旅游人才培养，强化

“政—企—校”的协同；加强数字技术的合理运用，推动产业供给链的数字化改造；加快产业数字化整体

布局，优化体育旅游服务结构等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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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产业融合的理论、逻辑、动力、价值与模式等［4-6］，

数字旅游足迹［7］、智慧旅游服务［8］与数字旅游城市［9］

等，鲜有从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角度进行学术

研讨，尚缺乏理论指导与支撑体系。鉴于此，本文通

过对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内涵的阐释，进

一步分析其动力机制，并针对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现

实困境提出实践路径，旨在为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数

字化发展提供理论创新与参考依据。

1　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阐释

数字经济在体育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中更大程度

凸显出导向性与柔韧性，在对产业外部环境影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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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部结构的变革中起到了重要引擎作用。一方

面，引领产业发展的导向，即数字化赋能；另一方面，

在产业组成要素间不断破解传统体育旅游基础设施

设备陈旧、旅游产品同质、市场运行不畅、应用场景

不足、政策供给不完善等诟病［10］。进言之，在数字

化赋能下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衍生出正向影响

因素，如数字经济政策的红利为体育旅游产业数字

化发展提供重要导向、在数字技术作用下体育旅游

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在数字博弈演化市场中

企业间的优胜劣汰等；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渗透，

体育旅游产业内部组织结构也随之革新，如消费能

级的提升、供给结构的优化、资源要素的增配、监管

体系的完善等。因此，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

型是在数字经济的不断渗透中，提升产业组织结构

的数字化程度，利用数据的快速反应功能不断加强

体育旅游资源在市场与消费中的流动与反馈能力，

推动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的不断更迭，拉动消费内

需，激发数字化产品的购买力，以此促进产业社会经

济效应的同步提升。

鉴于此，本文将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内

涵界定为：在数字经济的赋能下，体育旅游产业以

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产业数字化为转型路径、以

扩大市场经济为导向、以满足消费者旅游需求为目

标，促进数字技术与体育旅游产品、生产要素、业态、

资源的深度融合，形成数字化产品经济、数字化消费

与服务、智慧旅游资源、虚拟体验场景等新样态。合

理利用数据要素夯实企业间的信息共享，打造体育

旅游资讯“数据空间”的可信流通体系，打破不同层

级与行业间的数据壁垒，促进产品生产效率提升以

及产业结构迈向高级化，加速产业跨界融合和组织

变革。在政府强化数字治理的前提下，完善政府对

体育旅游市场的服务管理机制、提升政府的科学决

策、降低产品信息的不对称性，提升市场监管效能，

营造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以此实现体育旅游产业

的数字化转型。

2　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动力系统的出现加速了社

会经济的变革，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增质提速提供动

力引擎。对于体育旅游产业而言，其数字化转型的

动力要素主要来源于产业内、外部各种力量。这些

内、外部动力要素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跨界融

合与组织变革的重要动力来源，形成产业数字化转

型的动力机制。数字经济与传统体育旅游产业的融

合是多因素综合效应的体现，包含数字技术的发展

渗透、数字博弈市场环境的加剧、政府政策的积极导

向等外部环境因素，以及产业内部消费、资源、市场、

结构等要素的持续革新。因此，结合当前体育旅游

产业发展趋势及其数字化转型内涵，研究认为我国

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是由外源动力

要素与内生动力要素“协同联动”驱使体育旅游产

业数字化转型（图 1）。其中，外源动力要素有产业

政策的驱动力、市场需求的拉动力、企业数字博弈的

推动力，内生动力要素有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

资源重组调配、监管效率提升等因素。

2.1　外源动力

2.1.1　体育旅游产业政策的驱动力

步入数字信息时代，数字经济相关政策与顶层

规划为体育旅游产业提供重要指引。习近平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继续把发

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数字中

国、网络强国的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

业集群。”［11］这意味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

融合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能有效发

挥数字技术、数据和数字平台对实体产业的放大、叠

加、倍增等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要求，推进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12］。因此，国家数字经济

红利也为体育旅游实体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政

策导向。此外，在体育旅游产业政策中也着重提出

了产业数字化发展的相关举措与要求。如 2016 年，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关于大力

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2017 年，国家体育总局

与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一带一路”体育旅游发展行

动方案（2017—2020 年）》；2021 年，国家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体育总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冰

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2021 年，国

家文化和旅游部颁布《“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

划》；2022 年，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京张

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规划》等文件中不断提出对体

育旅游产业的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化发展举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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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政策均指出，大力发展体育旅游产业业态，丰富体

育旅游产品体系，与各类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合

作，加强互联网的宣传工作，利用大数据、5G 等技术

提升服务能力，推广“互联网 + 公共文化”，推动数字

文化旅游工程转型升级、资源整合，打造创新创意新

场景，依托 5G、8K 超高清视频、VR/AR、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推动二维码、人脸识别、

智能穿戴、智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等广泛应用，提

升体育旅游服务的智能化、便利化水平。为此，体育

旅游产业与数字经济融合的相关政策成为驱动其数

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来源。

2.1.2　体育旅游需求转换的拉动力

数字经济所带来数字化生活极大地改变了人

们的社交网络结构以及沟通和信息获取渠道。随

着体育旅游逐步映入大众视野，集健康休闲于一体

的体育旅游方式给游客带来了新体验，在数字信息

科技的推动下，体育旅游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不断革

新，如智能体育旅游 APP、线上虚拟体育旅游体验、

数字智慧导图、数字体育场馆等，在这些数字化产品

的影响下，体育旅游带来的旅游方式、形式、人群需

求等转变间接拉动了产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数

字信息网络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大旅游”方式，人

们从长时间、长距离、大空间的体育旅游方式逐步向

短时间、短距离、小空间、多次数、重体验转型。据统

计，2019 年约 60% 用户选择体育旅游出行 2～8 天，

中短途体育游成为主流；到 2021 上半年，3 天以内的

短时游占比约 70%，成为热门选择［13］。这得益于互

联网的快速、高效的信息传递与反馈机制，为人们提

供更精准、清晰、便捷的体育旅游服务。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丰富了体育旅游资源与活动形式，人们不

再局限于线下体育活动，体育赛事旅游、体育表演观

赏游、智能 3D 全景旅游体验、体育虚拟运动体验等

形式拓展了体育旅游资源与开展形式。互联网 + 背

景下的 O2O 模式已延伸至体育旅游服务领域，单一

旅游产品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伴随着体育

旅游方式与活动形式的多元化，线上马拉松、骑行

游、智慧赛事游等低消费旅游同样吸引了大批年轻

消费者，我国体育旅游参与年龄段中占比最高的是

“90 后”（1990 年至 1999 年出生的中国公民），比重

55.6%，“80 后”（1980 年至 1989 年出生的中国公民）

与“90 后”占比接近 90%［13］。值得关注的是，体育旅

游数字化新模式逐渐点燃了青年一代参与体验的向

往，他们从强身健体向运动社交的转变也拉动了体

育旅游需求的转换。

2.1.3　体育旅游企业数字博弈竞争的推动力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也是社会

图1　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模型

Fig.1　The power mechanism model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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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流通的直接承担者［14］。在体育旅游市场中，

旅行社、体育旅游商场、酒店、体育用品制造等企业

承担着重要“枢纽”作用。一方面，企业需要根据市

场需求研制与发掘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另一方面，

企业需经营、管理、协调、配合市场运营，为市场提供

源源动力。近年来，在国家政策、财政支持、土地支

撑等多重利好条件下，体育旅游市场的活力与创造

力不断增强，吸引了国内外投资者的眼光。例如，阿

里巴巴、万达等大型企业不断拓展体育旅游新空间，

2015 年万达集团合并 WTC、盈方体育成立了万达体

育并对接万达旅游；阿里体育以赛事票务服务为切

入，对接阿里旅行。另外，经企查查以“体育旅游企

业”为关键词查询到相关企业共429 653 家，最近一

年来，仅新注册的体育旅游企业就达 35 965 家。值

得思考的是，我国大批新企业的涌现虽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体育旅游的社会效益显著，但企业的同质

化竞争也面临着优胜劣汰。从市场守恒定律分析，

体育旅游企业需要不断地认识市场发展的本质（即

博弈市场），数字信息时代的博弈市场又称数字经济

下的博弈演化，在“信息茧房”和“观点极化”的隔离

和撕裂下，企业会充分利用其网络外部的前端信息

与新一代数字技术，垄断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

为形成寡头企业，但寡头企业也会引发中小微企业

的博弈竞争［15］，这就凸显出体育旅游企业在数字博

弈市场中对数据信息的敏锐洞察力与数字产品的创

造力。此外，数字技术与大数据统计在企业间的博

弈竞争与社会经济效益的争取中能持续增进企业的

社会影响力与社会知名度，所推陈出新的数字旅游

产品与服务备受青睐。因此，在数字博弈市场中企

业间的竞争与技术创新能有效推动体育旅游市场供

给与需求的平衡。

2.2　内生动力

2.2.1　体育旅游消费不断升级

社会普遍认为，我国数字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

主要形式是指消费互联网，是将数字互联网平台经

济渗透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为人们

提供更为便捷的消费空间［16］。据《数字中国发展报

告（2022）》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10.67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17］。于体育旅游消

费而言，一是，数字互联网平台刺激了体育旅游消

费，加快了产品的流通效率，提高了产品服务的透明

性，让人们能更快、更好、更深的了解与体验产品服

务，使消费者在产品服务上得到有效释放；二是，数

字互联网平台带动了第二、三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便

捷的网络化服务弥补了体育赛事旅游门票销售不

足、利润低下等缺口，网络化销售模式盘活了体育

赛事与周边产业互补互促协同发展；三是，互联网

平台激活了我国的体育消费欲望，能动地扩大了我

国体育消费群体。《2019 互联网体育消费新趋势》

显示，体育消费总量从“65 后”（1965 年至 1969 年出

生的中国公民）到“95 后”（1995 年至 1999 年出生的

中国公民）群体呈现增长趋势，特别是“95 后”群体

在体育运动鞋服、旅游用品等多个品类上同年上涨

了 38.6%，体现出了强劲的数字网络市场购买力；四

是，数字互联网平台通过重塑体育旅游运营主体（即

企业、市场主导向消费者需求主导更迭），促进体育

旅游产业供给效能，匹配不断革新的多元化市场需

求，从而提升市场反馈的满意度，激发游客的消费欲

望，挖掘其剩余价值，从深层次、多维度推进体育旅

游消费升级。

2.2.2　体育旅游产业结构趋向优化

“产业结构”的概念最早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

梳理学界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容结合产业经济学可

将其归纳为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18］，利用数字

技术促进体育旅游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发展

是应然趋势。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对体育旅游产业

结构迭变更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其传统生产

要素的升级改造上，借助数字技术的高渗透性与高

传播性，通过互联网传播、电子商务等方式渗透到传

统生产、经营、销售的各环节中，提高产业生产效率

与数字化水平，促进传统体育旅游业的动力、质量与

效率变革，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19］。一方面，数字

智能设备在体育旅游产业中的广泛普及能提高产业

的资源利用率，向智能化、高级化发展。例如，数字

勘探技术与大数据采集在体育赛事旅游中，能提高

对用户的服务效率，精准对接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为

其提供个人消费能力范围内的体育赛事门票与赛事

旅游产品服务。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能推动体育旅

游产业内部流程再造，提高产业生产效率，持续激发

体育旅游企业在数字市场运营中的创造性，有效释

放产能过剩与供求不匹配的压力。例如，体育旅游

产业跻身于电子商务交易的模式中，相关产品与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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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服务能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高效传递到消费者

手中，并且多元化的产品供给能提高消费者的自主

决策意愿，能动地扩大体育旅游市场交易范畴，降低

繁琐的交易流程，促进体育旅游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发展。

2.2.3　体育旅游资源重组调配

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关键性、决定性

要素基础，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不断影响着人类的

生产生活方式，为社会产业资源的整合提供关键支

撑［20］。在体育旅游产业中，数据能促进体育旅游资

源的重组调配，通过对产品资源的生产、景区资源的

分配与开发、体育旅游资源 + 的融合，促进体育旅游

资源生产效率与耦合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一方

面，数据能充分挖掘并分配体育旅游资源，利用网

络空间数据对体育旅游景区与示范区特征进行分

析，推动景区资源的合理化开发。譬如，运用 POI 数

据与 ArcGIS 技术对体育旅游景点进行空间可视化

分析，结合 GWLF 系统（旅游资源分类系统）对景区

资源进行重组调配，重新划分出景系（serial）、景类

（type）、景型（pattern）。另一方面，利用数据的通透

性、高效性、对比性特征，可加速“体育旅游资源+”

的业态耦合效率，不同产业资源耦合相对难度较大，

但因其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扩张性特征，与其他产

业资源如文化资源、科技资源、海上资源等耦合效

率较强，数据在产业资源耦合效应中能起到良好的

“促进”作用。

2.2.4　体育旅游市场监管效率提升

数字治理是现代信息技术在政府治理上的创新

应用，是基于社会中的人、物、场景等产生的信息数

据进行感知、处理与分析，以优化现有的结构与运行

效能［21］。体育旅游市场是一个繁琐的体系，市场的

制度化运营与发展离不开监督管理机制，包括市场

监管部门对商品定价、交易、流程、质检、宣传等相关

管理条例的研制，体育旅游市场的监督管理条例是

推动市场制度化、标准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治

理通过发挥其数据驱动化、协同化等特点，能有效提

升体育旅游市场的监督管理。例如，市场对商品的

生产成本与交易数额进行范围定价，利用网络平台

对商品及交易进行监督管理，破解因监督管理不到

位而引发的商品服务价格虚高、暴力盈利等“市场

价格乱象”。

3　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

3.1　政策层面：产业数字化转型政策引导细则与保

障体系不健全

第一，相关政府部门的数字化建设与“府际关

系”的构建有待提高。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仍

需加强国家体育总局和文化与旅游部两大核心部门

间的“府际关系”建设，以数据信息为枢纽，加强两

部门的数字“对话”，联合制定产业数字化转型政策

体系，从顶层规划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体育旅游业

的渗透融合。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数字化建设水

平有待提升、政府间的数字对话还有待加强、引导数

字产业与体育旅游业的融合细则研制还有待研判、

有针对性的产业数字化内容体系有待考量。第二，

宏观数字经济具体落实在体育旅游产业发展中有所

短缺，多以笼统简要地概括微观数字技术推动运动

产业发展为目标，没有具体可操作、可实施的数字化

行动方略。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发展的相关政策条

例过于零散，重点不够突出。体育旅游涵盖交通、餐

饮食宿、运动体验、景区建设、商品流通等产业链，现

行的政策对数字交通、数字食宿、数字餐饮、数字项

目、数字场景、数字商品等无明确标准与要求。例

如，2022 年浙江省体育旅游产业促进会与华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数智赋能体育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但从微观举措上看，其对具体可

实践的数字化产业链及数字智能产品的打造等无进

一步明确。第三，政策的保障力度有待提升，相关配

套福利政策供给不足，对企业与市场的引导欠缺深

度。由于我国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受限于地方政府

与企业间的协同工作机制与数据信息公开共享机制

影响，部分地区政府对企业与市场的调研深度不足，

以致在政策的研制上存在一定纰漏，对相关政策落

地展开实施效果不理想，大型企业与国内外投资者

对产业的融资与扩建存在质疑，对企业与市场的政

策引导有失偏颇。

3.2　实践障碍：产业数字化典型应用场景缺失

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是以体育旅游活

动为实践场域，将数字技术融入体育旅游活动场景

中形成以体育旅游业态数字化、体育旅游活动数字

化、体育旅游资源数字化等为核心领域的应用场景。

产业应用场景中大多以区域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

典型的应用场景包含冰雪体育旅游、山地体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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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体育旅游、体育文化旅游等，但颇具影响力的体

育旅游数字化产业应用场景较为短缺，目前而言，仅

有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辐射下京张体育旅游带

的数字化场景建设较为前沿。

究其原因，第一，体育旅游企业缺乏共建理念，

企业数字化转型意识较为淡薄，上中下游企业间缺

乏有效沟通，无法形成良性发展局面。第二，体育旅

游市场呈散点式分布，集中性、系统性的体育旅游市

场较为稀缺，大多分布于体育旅游资源丰富的区域，

且区域内的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同质化严重，难以

形成区域性体育旅游景区数字化构建。例如，2021

年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公布的 47

家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分布于 32 个省（区、市），

2022 年新增的 14 家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也同样

来自 14 个不同地区，分布于北京、浙江、江苏、广东

等数字经济发展较强的地区偏少，间接滞碍了我国

体育旅游示范基地的数字化全面发展。第三，体育

旅游产业应用场景没有构建系统健全的市场监管机

制，产业内部的数字化改造与产业外部的数字化传

播无法形成紧密的联系，导致产业在短期内难以集

中优质资源打造典型应用场景。例如，我国体育旅

游市场与数字产业市场没有形成有效关联，即使在

《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趋势报告》中强调了互联

网与文体旅相关产业融合将是未来数字文化产业发

展的重要趋势，但数字市场进入文体旅产业壁垒明

显，如产业数字化建设不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

题严重等导致数字企业与数字产品在体育旅游市场

中流通不畅，无法产生有效的市场经济效应。第四，

体育旅游企业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龙头企业缺失，

相关企业在数字博弈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没有形

成有效的经济效益转化，以“利益至上”的盈利模式

较为突出，缺乏体育文化内涵的体现。因此，企业数

字化转型意识薄弱、同质产品的大量生产、数字技术

的投入资本较大、市场监管难度较大、龙头企业缺

失、体育文化内涵缺乏等因素导致体育旅游应用场

景数字化改造不畅，典型的数字化应用场景难以在

短期内构建。

3.3　人才壁垒：体育旅游从业人员不足，数字+复

合型人才短缺

我国体育旅游从业人员主要以经济参与型、教

育辅导型、研究探索型、科普报道型、体育管理型为

主，专业人才分布于体育运动员与教练员、导游与社

会指导员、科研人员、新闻记者、体育设施管理等领

域［22］。但就目前而言，体育旅游产业仍然存在从业

人员不足、专业人才数量少、系统性培养院校欠缺、

专家智库不足、专业课程不全等问题。

第一，从业人员不足。2021 年国家体育总局、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 47 家单位为国家体育旅游示

范区，同期全国共有约 1.4 万个 A 级旅游景区，从业

人员 157 万［23］，由此可推断体育旅游示范区从业人

员不足 1 万人，导游、专业教练员、新闻记者、科研人

员等涉足体育旅游行业较为短缺。第二，我国体育

旅游专业人才的产出数量不足，与庞大的市场需求

呈非对称性，大多专业人才的产出集中于东、南部地

区，西部地区较为稀缺，不利于中、西部地区体育旅

游产业的发展。此外，由于体育旅游课程的针对性

较强，培养对象大多是体育专业生，在旅游学与管理

学等相关专业知识的摄入上存在一定壁垒。同时，

体育旅游专业生对于数字经济的研学较为繁琐，数

字技术、数据处理、互联网操作、数字营销等课程的

知识摄入难度相对较大，一定程度上扼制了数字人

才的培养。第三，数字 + 复合型人才短缺。随着数

字经济的推进，数字人才的需求窗口被无限放大，然

而我国自给自足的数字人才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硕

士及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更为短缺。根据《中

国产业数字化报告 2020》显示，我国企业 ICT 人员占

总人员的比重仅为 1.0%～1.5%［24］。数字科技人才

的短缺间接折射出数字体育旅游人才的匮乏。

3.4　结构失衡：产业数字化供给与需求结构呈非对

称性

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体育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的决

定性因素［25］。随着产业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互

联网平台上的体育旅游讯息广泛普及，撬动了庞大

的体育旅游消费群体，但体育旅游产品服务的供不

应求与供给不足导致产业供需结构性失衡。

第一，新型数字技术进入体育旅游产业，相关企

业大规模地研发与生产数字产品，导致产品同质化，

在数字博弈市场中的数字产品经济难以形成规模，

消费者在单一产品的选择上无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譬如，滨海体育旅游活动多以摩托艇、滑翔伞、潜水

等海上运动项目开展，但因海域分布广阔，同一海域

多项相同运动项目同时开放，同质产品竞争激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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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运动项目如虚拟冲浪、3D 全景跳伞体验等数字

化项目紧缺。第二，体育旅游数字项目参与体验感

较差。数字技术的应用不足问题导致产品与服务低

端锁定与创新不足，如景区内的电子导游设备紧缺、

运动智能系统不完善、网络购票服务系统混乱等现

象难以提升游客的消费黏性。另外，导游缺乏专业

性、教练员缺少数字核心素养、数字产品体验时限

不长、价格昂贵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产业数

字化供给侧结构的优化。第三，体育赛事场馆是体

育旅游产业运营的主阵地，但我国体育赛事场馆的

数字化改造程度不高，即使《“十四五”体育发展规

划》中提出推动地方体育场馆数字化升级改造超过

1 000 个，但与我国现有 422.68 万个体育场地数量相

比仍较为薄弱，其原因主要在于数字技术应用不足、

场馆数字化改造工程难度大、数字智能场馆全覆盖

体系不健全、数字改造资金短缺等。第四，体育旅游

企业的投入成本普遍偏低。企查查数据显示，体育

旅游相关企业注册资金在 500 万元以内的有 36 万多

家，占体育旅游相关企业总量的 85%。企业数字产

品的研发资本投入不足，难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

望和吸引海内外投资者的目光，致使体育旅游产业

长期处于中低端产业链。

3.5　建设局限：数字“新基建”匮乏，体育旅游资源

数字化“鸿沟”显著

第一，我国体育旅游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缺

失，且现有设施设备的利用效率低下，数字“新基

建”更为短缺。一方面，数字交通网络运用不足，在

我国大多体育旅游景区依然以纸质景区游览图为

主，对目的地指引无新型网络数字系统的构建，交

通、票务、导览等线下服务模式依旧广泛存在。例

如，重庆地理地图根据体育局数据发布了重庆体育

旅游地图，涉及 19 条精品体育旅游路线与 11 个体育

旅游综合体，但从地图上看还无法为游客提供更为

便捷的网络线路，游客依然需要依靠互联网查阅景

点地图及相关信息才能清晰地得知精准线路。另一

方面，数字景区的建设不足。由于我国体育旅游示

范区的建设尚处初探阶段，以体育旅游示范区为核

心的景区建设成为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然而体育

旅游示范区的数字化改造不畅，景区信息化服务水

平滞后、数字服务功能欠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游客

观赏、体验、消费的质量。另外，经实地考察发现，各

体育旅游示范基地的数字化改造、信息技术运用、智

能设备的引入等较为稀缺，无法有效推进体育旅游

示范区的数字化转型。

第二，不同区域间依托体育旅游资源的数字化

建设存在“鸿沟”，对产品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等方

面的改造存在异质性。我国不同区域的体育旅游资

源禀赋，如重庆依托人文资源与民族特色资源开展

了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民族传统体育旅游项目，

贵州依托富饶的生态山林资源开展了滑草、露营、山

地自行车等体育旅游项目，海南依托广阔的海洋资

源开展了如冲浪、潜水等丰富的滨海体育旅游项目，

但由于部分区域数字经济水平不高，对体育旅游资

源的数字化转换程度有限，与江苏、上海、广东等东

南沿海地区还存在一定差距。譬如，上海作为数字

科技创新城市的标杆，依托数字虚拟技术开展了我

国首届虚拟体育公开赛与长三角全民健身数字体育

互联赛事等。

4　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

4.1　完善政策体系，全面落实产业数字化转型标准

第一，着力完善体育旅游产业政策体系。一方

面，从宏观层面加强相关政府部门间“府际关系”的

建设与数字“对话”，联合制定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

转型政策，落实对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标准，对产业数

字化建设的财政资金、用地保障、税收福利、人才引

进等扶持政策予以明确与夯实。微观层面，政府应

积极调动企业与市场的数字创新意识，为其提供技

术、资金、用地等红利，加强政府与公众的直接“对

话”，设立公众投诉平台，充分调研消费者的体育旅

游需求，利用数据对比促进产品供给与需求高度匹

配，建立数字产品与服务公信平台，以此提升体育旅

游产业的公众信任度。另一方面，在政府调研与制

定产业数字化转型政策的同时，还应引入第三方评

估机制，充分发挥研究咨询机构独立性、专业性的优

势，对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规

划、执行与落实起到实质性的评估效应，引导决策更

科学、更客观，政策更贴合实际［26］。

第二，全面落实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标准。

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强产业数字化制度的设

计，完善数字平台的运营细则，突出政府数字治理

的优势。在国家建设数字中国、体育强国、经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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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目标引领下，以政策为法治保障，规范化、

制度化、合理化的挖掘与创新体育旅游资源、产品、

商业模式等，形成有规可依、有据可证的法理制度。

譬如，2022 年江苏省出台了《江苏体育信息化发展

“十四五”规划》，提出以体育信息化为基础，建成体

育信息化标准体系，形成体育数据枢纽雏形，全面构

建数字体育生态圈，完善数字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以近、远景“两步走”的方式，加快体育产业由“信息

化”向“智慧化”转型。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合理

整合可操作、可实施的数字技术，并将其纳入地方体

育旅游产业规划，充分调研地方市场、企业、产品、服

务的数字化发展诉求，通过聘请国内外体育旅游与

数字经济专家，对地方实行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发

展政策的可行性进行充分研判，构建产业数字化发

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4.2　巩固实践样板，推进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多

样化探索

第一，巩固体育旅游产业的实践样板。在体育

旅游景区中，以国家认证的体育旅游示范区为实践

底座，联合国内数字技术创新龙头企业，为其提供数

字技术支撑，联合改造应用场景，从体育旅游资源挖

掘、产品研发与生产、服务经营模式等链路着手，打

造具有影响力的体育旅游数字化示范区。另外，还

可以“数字化改造”为宣传范本，抛砖引玉，吸引国

内外大型企业与投资商的目光，扩充体育旅游示范

区数字化改造的资金流，全面展开对体育旅游活动

的数字化探索并巩固实践案例与样板。譬如，海南

三亚市蜈支洲岛旅游度假区，以海岛体育旅游为主

题打造，可建设海岛体育旅游数字化景区，利用三亚

的地理区位与资源禀赋等优势，联合海南岛内典型

的数字技术龙头企业如海南数造科技有限公司，丰

富蜈支洲岛体育旅游数字化项目，打造全岛数字化

体验场景。

第二，推进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多

样化探索。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体育旅游数字化

应用场景应逐步展开，开创新型体育旅游体验模式，

以体育旅游活动为主，如登山、潜水、马拉松、骑行

等，打造虚拟运动体验新场景，充实游客的具身体

验，摒弃传统体育旅游活动区域性“鸿沟”的诟病。

以数字体育赛事为驱动，打造数字化旅游品牌城市。

以上海为例，开创了中国首届虚拟体育赛事公开赛，

运用数字技术打造了集虚拟自行车、虚拟赛艇、虚拟

高尔夫球、虚拟赛车、虚拟滑雪等运动项目，在开展

专业虚拟竞赛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参与体验，

打造出上海数字化体育赛事创新特色城市。此外，

还可根据区域性体育旅游资源与品牌特点，合理运

用数字技术建构特有的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譬

如，海南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建造海洋水下体

验数字场景，改良传统海上运动项目器械，通过互联

网传播与引流，划区域创新体育旅游周边商品，提升

产品质量，减少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同质化竞争，

推进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多样化探索。

4.3　夯实数字+体育旅游人才培养，强化“政—

企—校”的协同

第一，夯实数字 + 体育旅游人才培养，调整人才

需求结构。一方面，政府、企业、学校应联合建立数

字 + 体育旅游人才多元化培养机制，根据数字中国、

数字体育、数字旅游的发展趋势明确人才培养方向，

合理结合数字经济内容广泛开展智慧体育旅游营

销、数字体育服务、数字体育管理等课程模块的教

学。另一方面，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数字核心素

养。校、企在数字体育旅游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加

强人才培养的力度，应广泛邀请数字技术、体育旅游

等业内专家对有关知识进行专题授课，对运动员、教

练员、社体人员、导游、新闻记者等从业人员以及专

业学生进行数字知识体系培训，对数字技术相关仪

器设施设备进行“点对点”教学，加强数字安全防范

意识，形成业务思维、客户思维、服务思维与综合技

术能力培养的数字化服务核心素养模式。还应明晰

专业技术人员与从业人员就业范围与未来走向，根

据市场需求，调整人才需求结构。人才的培养需深

入了解体育数字市场需求与消费偏好，准确把握好

校企人才输送方向，根据体育旅游需求协调人才的

产出，中和地方人才需求链。

第二，强化“政—企—校”协同，搭建人才交流

平台。一方面，随着产业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体育

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需与数字技术紧密结合，教育

管理条例应相应出台，并呼吁政府部门与高校、企

业搭建数字体育旅游人才联合培养协同机制，建立

“校企协作”“校校联合”“政管校培”“政管企培”等

多形式、多层次、综合性协同培养体系，发挥“政—

企—校”的协同优势。另一方面，建立网络互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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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嵌入体育旅游相关理论知识、数字网络培训课

程、人才招聘信息等，加强从业人员与学生间的信息

互信共享，推动体育旅游相关知识的传递、技术的互

通、资源的互享、人才的输送，为落实人才岗位打好

坚实的基础。

4.4　加强数字技术的合理运用，推动产业供给链的

数字化改造

第一，利用数字技术加速体育赛事场馆的数字

化改造。体育赛事场馆作为体育赛事旅游的基底，

为体育旅游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数字系统与

高新科技如大数据网络、智能识别系统等在我国不

断创新发展，在体育赛事场馆的数字化改造过程中，

可合理运用这些技术手段，加装多媒体系统、触摸查

询引导设备、高清直播设备、远程电源管理、人脸识

别系统等，根据场馆内信息管理系统、预约管理系

统，科学安排场馆运营、提升管理效率。同时，还可

对入场游客和运动员进行人脸识别匹配，利用数据

分析得出用户群体的观赛座次、支持球队等信息，通

过人工智能设备指引，提升对游客的精准引导服务。

第二，体育旅游市场建设应合理运用大数据可

视化分析工具。人们在移动网络终端所产生的数

据是巨大的，在对这些数据客观分析与认知的同时

需介入数据可视化分析工具，如 Tableau、ECharts、

Highcharts 等系统。在体育旅游市场中同样会产生

大量的数据，如游客的流动、交通工具的使用、产品

的流通、货币的交易等，这就需要利用大数据分析工

具对市场内的人、车、物等产生的数据信息进行动态

管理监测，收集与分析游客的行动轨迹与消费行为，

打造数字监管系统，实时洞察游客参与体育旅游活

动的安全指数，及时反馈与协助游客科学参与体育

旅游体验，以此促进体育旅游市场的服务数字化改

造升级。例如，2019 年北京体育大学联合联通大数

据共建体育（奥运）旅游大数据实验室，通过数据手

段引领技术流、人才流与资金流，对体育旅游领域进

行市场细分、营销诊断、区域管理、舆情监测等相关

数据的应用。

第三，体育旅游相关企业还应广泛运用互联网

与大数据识别消费者的体育旅游需求，推出高关联

度产品，选择多种生产、销售组合战略，创新体育旅

游产品形态，加强关联产业多业态融合，如“体旅

+ 文化”“体旅 + 科技”等，进一步匹配用户的体育

旅游消费需求，增强用户的消费黏性。譬如，杭州

2022 年亚运会致力于打造数字体育赛事，融创文体

旅生态圈，实行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线上“健

步点亮亚运”和线下“环湖祝福亚运”活动，现已有

超过 3 000+ 的参与者报名，助力全民健身与数字化

智慧体育文化旅游活动的融创发展。

4.5　加快产业数字化整体布局，优化体育旅游服务

结构

第一，加快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整体布局，促进

景区的数字化建设，打造精准营销与服务模式。一

方面，传统的体育旅游景区多以“散点”式分布，区

域性体育旅游资源差异导致景区的场景化分异，如

我国西部地区多以山地、露营、户外、民俗、人文体育

旅游活动为主，东、南部地区多以滨海、冰雪、赛事等

体育旅游活动为主，不同区域利用地域性资源所开

展的体育旅游业态场景截然不同。同时，经济差异、

气候差异、文化差异等致使景区间开展体育旅游活

动的时间、空间不同［27］。但体育旅游数字化景区的

建设能有效改善地域、资源、气候等差异带来的弊

端。譬如，在景区内建设数字化体育旅游体验场景，

将不同区域资源与体育活动以 3D、仿真、虚拟等形

式呈现，体育场馆参观游可将体育博物馆内的文物

等进行 3D 扫描并放置在各地方博物馆进行展览，体

育赛事观赏游可提供智能穿戴设备帮助游客身临其

境体验赛事现场氛围等。另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

能驱使体育旅游景区的场景化服务体验提升、精准

化营销能力打造、精细化运营降本增效、区域内公共

服务整合、网络化生态资源保护、智能化应急救援，

为游客提供更为灵活、便捷的服务体验。

第二，优化体育旅游服务结构，提升产品服务价

值。一方面，体育旅游企业应围绕新型体育消费需

求，将体育旅游服务产品与文化、科技、传媒等相关

产业深入融合，积极培育“体育旅游 +”如体育康养

旅游、体育医疗旅游等新兴业态，丰富服务产品种类

与内涵，“以点带面”促进相关业态发展，提升体育

旅游服务的文化含量、科技含量，培养核心竞争力。

例如，中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定向越野或户外

露营项目，在结合历史文化底蕴的前提下，加强数字

服务周边产品的宣传与推广，从多方面提高体育旅

游产品服务质量，促进服务结构数字化升级。另一

方面，进一步提高数字技术对体育旅游服务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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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渗入程度，促进产业价值链向后延伸，增加产品附

加值。在数字产品推出之际，结合新产品搭建多元

化的数字消费服务新平台，利用网络数字服务的便

捷性为消费者提供数字人民币、银联支付、人脸支付

等便利性的支付模式，为年龄、收入差异性群体提供

定制化、差异化、个性化服务体验，提升体育旅游产

品服务价值。

5　结语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数字经济已成为人

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主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

点强调要建设数字中国，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的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在

数字经济与传统体育旅游产业渗透融合的趋势下，

产业数字化转型也将成为产业升级的必然行径与核

心导向。本文阐述了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

型的内涵，从数字经济赋能产业所产生的外源动力

以及产业内部组成要素数字化变革的内生动力相互

“协同联动”构建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数字化转型的

动力机制模型。并针对当前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数字

化转型的现实困境，提出实践路径，旨在为体育旅游

产业更好地融入数字经济时代的步伐、促进体育旅

游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智慧支撑与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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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Driving 
Mechanism，Realistic Dilemma and Practical Pathways

XIA Jiangtao1， WANG Shifeng2， LI Zhenpeng3

（1. College of Recreational Sports and Management，Guangzhou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zhou 510500，China； 
2. College of Sports Science，Zhuhai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uhai 519041，China； 3. Graduate School of 

Sunfather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Manila 1552，Philippine）

Abstract：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change is reshaping the industri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will become the 
inevitable path and core orientation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Using literature，logical reasoning and other methods，it is therefore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driving mechanism，realistic dilemma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dynamic mechanism is composed of the exogenous power 
generat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the industry and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digital innovation of the internal 
components of the industry. At policy level： the policy guidance rules and guarantee system of industr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re not sound； as to practical barriers： there is a lack of typ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with regard 
to talent barriers： there exists a shortage of sports tourism practitioners and digital + composite talents； regarding structural 
imbalance： the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 of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is asymmetrical； in term of construction limitations： 
there is a lack of digital “new infrastructure” a significant “gap” in digital resources. It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policy 
system，fully implement the industr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andards； consolidate the practice model，promote the diversified 
exploration of digit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consolidate digital + sports tourism talent training，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chool” synergy； strengthen the rational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y 
supply chain； accelerate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a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sports 
tourism services and other paths.
Key words： digital China； digital economy；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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