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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继农业经济、工业经

济之后一种更为高级的经济形态，对整个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作用愈发凸显。习近平强调数字经济

要不断赋能传统产业，实现产业数字化［1］。体育竞

赛表演业作为体育产业的核心业态，是体育竞赛表

演组织者为满足消费者运动竞技观赏需要，向市场

提供各类运动竞技表演产品而开展的一系列综合性

经济活动。其不仅对体育健身休闲、体育用品、体育

中介、体育培训、体育文化传媒、体育场馆服务等业

态发展具有强劲的辐射带动作用，还与旅游、文化、

网络、交通运输等产业有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已成

为推动全民健身、促进城市更新和提振国民消费的

重要引擎［2］。近年来，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业发展的

政策环境不断优化，赛事“放管服”改革取得显著成

效，赛事主体日益壮大，国际赛事和国内区域性赛事

IP快速发展，已形成中超联赛和CBA两大职业联赛

为引领、多轨职业赛事共同发展，商业性与群众性体

育赛事不断推陈出新的良好局面。但就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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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竞赛表演业的发展仍处于高端外循环、低端内

循环的层次，产值规模偏小，赛事运营市场化进程推

进缓慢，赛事盈利模式过度依赖赞助收入，且存在跨

地区—跨部门—跨层级赛事承办和指挥协同难、赛

事俱乐部规范化建设不充分、头部赛事市场由国外

主导、高端精品赛事供给不足、赛事新媒体版权开发

能力薄弱、赛事品牌商业价值不高、赛事服务用户黏

性不强等诸多问题和短板，不利于发挥其对体育产

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在此背景下，推动体育竞赛表

演业数字化转型既是体育竞赛表演业在数字经济时

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其突破发展困局，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现实需要［3］。

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是指以体育赛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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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主体，以运动项目赛事资源开发为核心，以提升

赛事运营效率、扩大赛事服务供给范围、优化品牌服

务质量等为目标，通过借助数据、数字技术和网络平

台等对全产业链进行流程再造和创意开发，打造智

慧化赛事场景和赛事消费产品，推动体育赛事经济

形态由物理世界向虚拟世界延伸的系列价值创造活

动［4-6］，由此可见，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是一

项系统工程。然而，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当前学

界对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聚焦在

数字办赛模式［7］、5G+体育赛事智能化升级［8］、数字

体育赛事市场建设与新媒体运营［9］、体育赛事网络

版权开发与保护［10］、体育赛事信息数据信息安全治

理与赛事智能监管［11］等体育竞赛表演产业链单个

环节的技术应用和效能分析方面，视角的局限易导

致对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缺少系

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考量。创新生态系统所具有

的生态平衡、生态多样性、种间交互作用和渐进演化

等特征［12］，为从整体性视角考察体育竞赛表演业数

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为此，将体育竞赛

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纳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研究范

畴，阐释其价值逻辑，并结合现实困境提出相应的推

进路径，以期为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实践贡

献理论依据和行动策略。

1　理论基础：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引入

1.1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

“创 新 生 态 系 统”（Innovation Ecology-system 

theory，IET）概念最早源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

学家摩尔（J.F.Moore）提出的“商业生态系统”概念，

其将商业生态系统定义为以组织和个人相互作用

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13］。2004年，美国总统科技顾

问委员会在《维护国家的创新生态体系、信息技术

制造和竞争力》报告中正式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概

念，认为占位不同但彼此相关的企业，在创新生态系

统中通过协同整合创新资源，可以构建价值共创、共

赢、共同演化的开放创新网络［14］。2015年，罗恩·阿

德纳（Ron Adner）［15］创造性地将创新生态系统概

念引入产业生态组织理论的研究当中，指出它是在

价值共创、可持续发展、协作互通的理念下，多方利

益代表为实现共同的价值主张而形成的联盟结构。

2020年，Granstrand O［16］从企业竞争力视角出发，认

为创新生态系统是行动者、活动、物以及对创新绩效

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和关系的进化组合，其中物包括

产品和服务、有形和无形资源、技术和非技术资源，

以及其他类型的系统投入和创新产出。

国内学者对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

诠释与创新，对其内涵的解读具有多元化的视角。

从产业组织经济学的角度上看，创新生态系统是由

宏观环境、国家政策、产业生产组织要素、生产经营

企业以及消费者个体等一系列价值创造元素和利

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形成的一个经济共同

体［17］。从结构层次来看，创新生态系统被视为在技

术变革驱动下，某一产业类型中宏观、中观、微观等

要素供给主体和需求响应主体为达到共同目标所形

成的角色互动与利益联结体［18］。从构成要素和运

行机制来看，创新生态系统则是以创新为内生性驱

动，由主体与要素、结构与边界、功能与目标、环境与

关系等产业架构共同组成的开放式、协同式、共创式

产业系统，旨在培育新生态和开发新市场［19］。

根据上述国内外研究分析基本得知，创新生态

系统是以创新为导向的多层次、开放性发展网络系

统或空间，是产业创新发展的环境、资源、主体、产品

等构成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组态模式，是产业运

行的一种存在方式，具有生态平衡、生态多样、种间

交互和渐进演化等典型特征。

1.2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适切性分析

目前，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已被学界广泛应用于

数字化创新研究［20］。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

正是在新科技革命驱动下，全行业通过调整和优化

产业各变量、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建立新型产业运行

利益网络和组织架构的过程。因此，创新生态系统

理论对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与指导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与体育竞赛表演业数

字化转型过程体现出的多样共生特征相适切。创

新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创新活动依赖多元主体和多

样技术。在参与主体层面，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

转型既需要体育、工信、财政等政府部门在数字办赛

权下放、大型赛事信息保障、智慧赛事场馆建设投资

等领域给予支持，也需要运动项目协会通过实体化

改革加快赛事职业化运营进程，以此为体育赛事版

权的数字化开发提供更多的赛事资源和场景。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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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手段层面，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5G

通信技术与其他交互技术的集成应用，其中仅赛事

直播领域的交互技术就包括VR（虚拟现实）、AR（增

强现实）、MR（混合现实）、全息影像、脑机交互等类

别［21］。

二是，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与体育竞赛表演业数

字化转型过程体现出的异质协同特征相适切。创新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发挥产业创新主体的能动作用，

以跨界协同的形式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共享各类创新

资源。由于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异质性，体育竞赛表

演业数字化转型需要以体育赛事企业为核心，建立

多利益相关者相互协同与资源交换的产业生态。具

体而言，体育赛事企业是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

型的主体力量，为消费者提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的体育赛事产品与服务；网络和新媒体运营方为

体育竞赛表演企业提供赛程协同、场地直播转播、智

能执裁、赛场实时远程报道等方面的数字基础设施

服务，是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参与者；

而科研单位、高校、智库机构是体育竞赛表演企业数

字化转型基础技术、知识的供给者，为体育赛事企业

与网络通信、新媒体运营商开展业务协同提供基本

支撑。

三是，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与体育竞赛表演业数

字化转型过程体现出的价值共创特征相适切。创新

生态系统理论描绘了相互关联的创新主体所形成的

演化网络如何实现价值共创与互惠［22］。体育竞赛

表演业本质上是以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为核心的多业

态集合，其通过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数据在信息互

联、信息整合、信息决策、信息共享等方面的独特优

势，有助于从生产、销售、定价等各个环节赋予体育

竞赛表演业强大生命力，实现其与消费者以及体育

传媒、体育场馆、体育中介、体育经纪、体育用品特许

经营等关联业态的价值共创。

四是，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与体育竞赛表演业数

字化转型过程体现出的动态演化特征相适切。创新

生态系统理论关注系统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

的动态演化过程，以此促进创新生态的正向发展。

就要素层面而言，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不仅

要以系统思维将技术生态与产业生态视为相互依存

的统一整体，还应准确把握转型过程中二者的动态

演化趋势。就系统与环境层面而言，体育竞赛表演

业数字化转型是在技术变革影响下产业生态不断演

化的结果。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业

的传播革命相继历经了赛事电视广播、无线导播录

播、移动终端互联网赛事直播的发展阶段，赛事产品

消费方式也实现了从单一线上观赛向线下体验智慧

赛事再到参与线上+线下虚拟云赛事的迭代升级，

呈现出从信息化、网络化向智能化、智慧化演化发展

的趋势。

1.3　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生态系统

构建

如前所述，创新生态系统由创新环境、创新资

源、创新主体、创新产品四个内容要素构成。就创

新环境层面而言，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离不

开体育赛事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法规、制度及市场监

管等治理环境方面的外部保障；就创新资源层面而

图1　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生态系统

Fig.1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Competition and Performan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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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需要赛事数据、赛事

数字技术、赛事 ICT（信息与通信技术）人才、创新资

金等资源要素发挥基础支撑作用；就创新主体层面

而言，从事数字化相关赛事技术研发、赛事规划、赛

事承办、赛事运营以及赛事品牌营销等业务活动的

体育赛事企业是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的行动

主体；就创新产品层面而言，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

化转型的价值创造着力点和落脚点在于为消费者提

供充足的线上观赛型和线下体验型等智慧化赛事产

品。基于此，本文尝试构建了包括赛事治理环境、赛

事要素资源、赛事主体业务、赛事产品供给四个子系

统的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生态系统

（图1）。该创新生态系统可为现阶段我国体育竞赛

表演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分析框架，有助于体育竞赛

表演业选择有效的路径进行数字化转型，进而实现

高质量发展。

2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

化转型的价值逻辑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

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平台为纽带，

以数字基建为支撑，通过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所形

成的新型经济形态［23］。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

型是发挥数字经济优势，促进体育竞赛表演业升级，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其以数据为关

键生产资料、数字技术为动能支撑、数字平台为商

业渠道、新型基础设施为空间生产载体，在创新生

态系统理论视域下具有促进治理环境优化、要素资

源增效、主体业务升级和产品供给提质的价值逻辑

（图2）。

图2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逻辑

Fig.2　Value Logic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2.1　治理环境系统优化：推动赛事监督与管理过程

规范有序

为推动体育赛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各级体育政府部门、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以及全国

性单项体育协会等在相关赛事政策和赛事管理制度

框架下，联合利用数字化手段对赛事申报、审批和监

管等活动流程进行“一站式”和“一体化”管理和行

为审查，并通过数智化赛事相关标准化建设，提高赛

事组织运行的规范性和有序性，有助于优化体育竞

赛表演业发展的外部环境［25］。一方面，体育赛事运

行过程中信息技术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应用可引导体

育竞赛表演业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实现全流程服务

质量控制。近年来，在《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引

领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探索下，体育赛事信息技术应

用标准化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为赛事的规范化运行

及事中、事后风险监管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如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体育赛事信息化建

设技术规范 /信息系统建设》提出，要发挥赛事数据

中台系统在赛事活动的监控、管理与调节等方面的

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数字体育政务的快速发展极

大地加速了体育赛事管理创新［26］。电子政务系统

中赛事信息综合管理平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

的全链条可视化服务和多主体协同合作的功能集

成，有助于体育赛事管理部门及时了解办赛单位的



潘玮，沈克印，焦家阳，等 .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逻辑、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

·39·

办赛需求并与之沟通对接，通过突破政企合作的信

息壁垒，提高赛事管理的效率和便捷度。如上海市

体育部门通过将“上海市体育赛事信息查询”和“上

海市体育赛事信息公示”两项政务服务接入全市电

子政务平台，完成了体育赛事信息的线上采集、流转

和公示，创新了体育赛事管理模式。此外，大数据、

算法等数据处理工具的开发和应用能够为体育赛事

版权侵权事件监测、证据甄别及存档提供支持，进而

提高争议处置效率。在传统互联网经济时代，信息

流动的广泛性、开放性、无国界性及用户身份的隐秘

性，使得针对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资源的盗播、转播行

为通常难以进行及时有效的溯源，容易造成产权所

有者权益受损。而在数据和算法工具的支持下，政

府部门、相关企业可从海量的互联网体育赛事视频

内容信息中快速、精准地识别侵权内容并作出回应。

2.2　要素资源系统增效：推动赛事资源投入与利用

过程低碳降本

随着体育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深入推进，体

育竞赛表演业发挥数据、信息、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

素的乘数和倍增效益，并对传统要素资源进行最佳

配置组合，不仅能够弥补长期以来体育赛事要素供

应不足、流通不畅的短板，还能够提升体育赛事全要

素生产率，有助于体育赛事经济向环境友好型和资

源节约型方向发展［27］。一方面，助力体育赛事场馆

建设实现“源头低碳降本”。在体育赛事场地建设

前期，CAD（计算机辅助设计）、BIM（建筑信息模型）

等技术领域的相关软件的应用，能够在图纸规划设

计、工地三维画像建模与动画展示、造价管理、耗材

用量及人员投入评估、工程控制等方面为施工方提

供技术咨询服务和路线指导，从而提高工期推进速

度，规避由于工程设计失误、工期过长等带来的隐形

碳排放和成本沉没。在体育赛事场地建设中后期，

智能光伏灯控、智能供暖等工程材料与设备的投入

使用，进一步降低体育赛事场馆的资源损耗。如在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以“智能分布式电力供应+

储能方案+能源云”为代表的绿色技术组合极大地

提升了赛事的节能减排效率。另一方面，助力体育

赛事运行控制实现“过程低碳降本”。以“数据+算

法+算力”为驱动的赛事“智慧大脑”的建设，能够

以“组织在线、沟通在线、业务在线”大协同的形式，

打破传统赛事人员调动和赛程安排的时空割裂困

局，提高赛事人力、物力和信息的流通效率，进而降

低大型体育赛事竞技项目不断增多背景下赛程延长

所蕴含的增碳风险和人员组织成本。如2022年杭

州亚运会组织方借助“亚运钉”这一大型体育赛事

一体化智能办赛平台精准地调配赛场资源，实现了

数十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业务高效衔接。此外，

助力体育赛事观众实现“消费低碳降本”。当前，广

大体育赛事观众是我国赛事减碳降本的主要力量。

体育赛事组织方通过完善碳普惠机制，推动赛事低

碳小程序、低碳积分制运动银行、个人碳账户等“碳

足迹”模式的推广，为赛事球迷、运动员、民众践行

低碳生活模式提供了多样化选择，使其能够通过积

分奖励兑换机制，节省体育赛事消费支出。

2.3　主体业务系统升级：推动赛事组织与运作过程

场景互动

企业是产业发展的基本单元。体育赛事企业在

赛事组织和运营过程中基于数据中台 /ERP（企业资

源设计）系统、SaaS/SAP（企业资源管理）平台等数

字基础设施，所建立的具有赛事全流程线上与线下、

场内与场外、赛场与观众、组织方与观众、观众与观

众场景互动功能的新型商业系统或体育赛事服务

链，有助于体育赛事企业重组业务结构，推动赛事运

营智慧化［28］。体育赛事服务链作为向消费者提供

各种赛事产品的单位和服务网络（职能部门），其数

字化应用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在赛

事服务链前端，即赛前环节，体育赛事企业通过建立

赛事大数据分析、赛事软件应用服务开发、赛事信息

咨询服务、赛事新媒体信息推送等独立技术服务机

构，并以网络平台为载体，向消费者、赞助商等利益

相关者传达产品信息、赛事日程信息、赞助席位信息

和政策信息，能够支持各方提前做到赛事投入计划、

商务合作评估和产品交易准备。另一方面，在赛事

服务链中端，即赛中环节，体育赛事企业依托赛事

装备保障部门所提供的智能安防系统、VR（虚拟现

实）/AR（增强现实）类仿真眼镜、裸眼3D（三维立体

成像）平板、720°音效环绕显示屏、智能服务机器人

等，能够为观众提供立体沉浸式体验空间，使赛事服

务流程和实景效果更加彰显人性化需求，同时通过

与新媒体赛事直播代理商合作，营造线上线下赛事

社交参与、虚拟主播解说和弹幕互动氛围，能够扩大

赛事即时传播效果。此外，在赛事服务链后端，即赛



《体育学研究》2024 年（第 38 卷）第 1 期

·40·

后环节，体育赛事服务企业围绕赛事售后（付费式直

播会员与赛事衍生品线上销售等）环节的意见反馈，

建立人机互动的售后保障部门，以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大语言模型等深度学习技术的应用为基

础，将人像虚拟合成、语音智能识别与合成、语义理

解等业务软件工具嵌入客服平台，能够帮助体育赛

事企业完善体育赛事产品的动态跟踪式维权服务功

能，提高客服问题解决的效率，减少企业人力成本投

入和员工的工作负担。

2.4　产品供给系统提质：推动赛事供给与消费过程

精准适配

在居民体育消费不断升级之下，体育竞赛表演

业各赛事资源方、赛事版权代理及经销方等市场部

门顺应居民体育赛事消费差异化、多元化、品质化升

级趋势，加强数字赛事产品内容开发并进行数字化

品牌精准营销，有助于建立产品生产与终端消费紧

密衔接的供需新格局［29］。一方面，在供给端，推动

体育赛事产品供给有效、多元，精准适配消费者品质

化需求。随着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赛事服

务主体不再将盈利点局限于赛事门票、赞助，而是更

多地将业务重心扩展到虚拟游戏、短视频制作、直播

转播、电子广告等赛事数字 IP开发上，且愈发重视

对大型运动项目赛事相关NFT（不可替代性非货币

资产）、赛事综娱及其特许新零售产品的开发，以回

应消费者长久以来对赛事产品功能单一性的诟病，

进而提升球迷消费品质，这也使得体育赛事产品内

容开发的类型由单一线下观赛和线下体验式产品

逐渐向线上观赛产品、线下智慧体验式赛事产品和

虚拟体育云赛事产品领域拓展。另一方面，在需求

端，推动体育赛事品牌营销活动与消费者需求精准

对接。在需求感知环节，赛事内容开发商通过与大

数据服务商合作，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球迷

观赛活动、球迷意见反馈和会员购买记录等行为进

行分析和处理，能够动态感知用户需求的变化。在

产品推销环节，视频内容+新闻资讯、社交媒体小程

序、流媒体平台等新媒体传播矩阵成为体育赛事供

给商与消费者对接的第一线，体育赛事热点信息的

即时推送有助于快速吸引球迷进行圈层化、社群化

消费。如2023年快手平台通过“村播”培育计划，围

绕“村超”“村BA”等乡村群众赛事资源，实现直播

总观看人次超3亿的目标。在产品配送上，由互联

网平台+索道摄像、高动态范围成像、超高清电视信

号传输、视频慢动作回放、沉浸式音频质量控制等制

播设备+虚拟转播车组成的技术集成体系，正加速

赛事数字版权产品的开发和线上分流，同时，直播、

转播、点播等供给渠道的日益完善，也使得消费者能

够基于个人兴趣在各大线上赛事流媒体平台购买预

付式会员套餐［30］。

3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

化转型的现实困境

客观分析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

境，有利于明确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亟待解

决的关键问题。根据前文构建的体育竞赛表演业数

字化转型的创新生态系统，本文从治理环境、要素资

源、主体建设与产品供给四个层面洞悉体育竞赛表

演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

3.1　相关制度尚不完善，外部治理环境欠佳

当前，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

支持体系不够完善，外部治理环境有待优化。其一，

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产权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尚不

健全［31］。一方面，新修订《体育法》虽明确规定要保

护体育赛事的图片和音视频，但属于原则性规定，并

无配套产权纠纷调解与量裁处置的政策制度和规范

性条例。另一方面，针对体育赛事品牌 IP领域的赛

事转播画面著作权、赛事直播及转播权、版权—数

据财产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侵权事件，主要是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1）》《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

的相关条文作为裁量依据，但这些法律文件并未对

体育赛事运营过程中的相关权利及权利主体进行明

确规定，导致侵权责任难以被认定，维权难度加大。

如在体奥动力诉土豆网侵犯足球赛独家播放权一案

中，法院明确指出体奥动力获得的转播权属于一项

商业权利，并不是著作权中的一项专有权利，最终其

诉讼请求被驳回。其二，体育赛事数字化发展“黑

名单”管理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由于体育行政管理

部门在体育赛事组织机构、从业人员和参赛人员等

信息库、名录库搭建上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定程度

上延缓了体育赛事信用公示系统的建设步伐，导致

体育竞赛表演业尚未建立起数字化的“黑名单”管

理制度。其三，体育行业协会实体化改革不彻底、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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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管办分离不彻底、政府赛事放权力度不足等问题

依旧存在［32］，引致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要素资源的

市场化配置面临体制性障碍，容易使政府和赛事组

织在赛事信息共享、资源开放和数据资产归属上产

生权责和利益划分不清的矛盾，进而难以充分调动

市场在整合、共享、配置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要素资

源中的积极性。其四，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与司法、市

场监管部门等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市场协同监管与

执法机制。无论是针对体育赛事商业平台违规收集

个人信息、数据倒卖、虚假广告传播、平台垄断和不

正当竞争等行为的规制、惩戒与赔偿补救，还是在体

育赛事视频影像、音频、电子图片等产权市场开发中

解决体育赛事平台服务器数据读取是否合规、数据

确权归属识别等方面的难题，都需要体育行政管理

部门与司法、市场监管等部门之间建立起协同工作

机制。但从目前的实际执行层面来看，这一机制有

待健全。

3.2　数字生产要素短缺，转型基础条件不足

受制于数字技术、ICT（信息通信技术）人才、创

新资本、数据等数字化生产要素的短缺，体育竞赛表

演业数字化的转型基础条件不够完备。其一，体育

赛事数字化创新人才供给存在较大缺口。体育赛事

数字化人才包括赛事信息技术指导、互联网赛事媒

体服务、赛事平台软件开发、赛事数字版权运营等

方面的高端复合型技术人才等。以电子竞技为例，

其围绕俱乐部运营、职业赛事运营、赛事编导、主持

解说、数据分析和裁判等电竞产业链岗位的人才缺

口已高达50万人［33］。同时，据《中国 ICT人才生态

白皮书》预测，2025年，我国 ICT人才数量缺口将超

2 000万，整体供需缺口呈持续扩大的趋势，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5G等新兴技术的人才供

给不足情况突出［34］，这从侧面反映出体育竞赛表演

业领域数字化人才匮乏的问题。其二，体育赛事数

字化创新资金不充盈。受国内知名品牌赛事数量

少、职业体育俱乐部影响力不足等因素影响，资本市

场对体育数字赛事服务机构的投资信心不足，致使

其在体育赛事数字化创新过程中面临着资金约束。

数据显示，2022年，体育产业投融资事件共54起，总

融资金额为13.6 678亿元，其中，涉及体育竞赛表演

行业的仅有6起，主要集中在电子竞技与体育赛事

运营与服务两大板块，所涉及数字赛事服务内容开

发的投融资活动并不亮眼［35］。其三，体育赛事数字

化发展的创新技术投入有限。数字体育创新能力不

足是整个体育领域面临的共性问题。数据显示，全

球体育专利的发明类占比95%，而中国体育专利的

发明类仅占比46%，且中国体育专利中的85%集中

于制造业，软件与服务业占比总和不超15%，低于全

球体育专利在软件一项的20%占比［36］。显然，具体

到体育竞赛表演领域，加大技术要素投入成为体育

赛事数字化发展的当务之急。其四，体育赛事数据

的生产和流通受限［37］。目前，体育赛事信息服务平

台、体育赛事数据商业运营平台、体育赛事公共数

据库建设较为滞后，存在建立时间短、内容设置形

式化、非智能化等问题，制约了体育赛事数据的生

产［38］。同时，由于体育赛事数据分属于体育行政管

理部门、赛事管理中心、赛事组织方、俱乐部及企业

等不同主体，致使各利益相关者在体育赛事数据的

存储、确权、管理、交易等环节难以开展有效协同并

达成供需一致性共识或协议，加之各地区体育赛事

数据库建设的水平差异以及不同赛事数据系统之间

的兼容性问题，使得体育赛事数据难以充分实现流

通共享。

3.3　企业发展活力不强，竞争能力有待提升

目前，体育赛事企业数字化发展活力不强、竞争

能力有限，导致其难以充分发挥对体育竞赛表演业

数字化转型的主导作用。其一，从事数字业务开发

的赛事企业数量不足。目前，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业

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尚处于起步阶段，专注数字业务

开发的体育赛事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尚不足以推动

数字赛事产业化、集群化发展。截至2022年底，在

我国现有的37.3万余家体育赛事相关企业中，有近

17.4万家分布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46.6%，其

次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30%，而以赛事信息

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企业较为少见［39］。其二，体育赛

事信息服务与赛事科技装备研发领域具有关键性、

引领性地位“链主”企业较少。这将导致难以形成

统一、有效、适用性高的标准体系和验证执行方案供

生态圈内的其他中小企业参考借用。如每步科技有

限公司虽然在数字赛事运营领域走在前列，但由于

其非上市企业且整体收益表现欠佳，因而对其他中

小企业参与赛事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较为

有限，示范作用和扩散效应不明显。其三，由于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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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企业整体规模偏小且实力较弱，在开发数字化

体育赛事方面存在潜在风险。我国大型综合性体育

赛事资源办赛权、管理权及赛事行政管辖权基本上

由政府及其所属协会组织控制。中小企业作为体育

竞赛表演行业市场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难以与大

型体育赛事组织方建立稳定项目合作关系。而若对

受众小、国际传播影响力较弱的中小型职业体育赛

事及群众体育赛事进行数字化开发，可能面临潜在

的成本沉没风险。其四，体育赛事科技服务企业竞

争力不强，在与互联网科技企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局

面。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科技奥运”的技术服务

商主要来自阿里云、腾讯云、百度智能云等互联网科

技企业，业务类型涉及AI裁判、计算机视觉跟踪、配

送与巡检机器人等众多领域，这种数字经济生态下

“赢者通吃”的先发技术优势，对体育类赛事科技企

业形成了非对称竞争，压缩了其市场份额。

3.4　产品供给结构失衡，消费外流现象显著

现阶段，我国体育数字赛事产品开发存在结构

不均衡以及消费需求外流的双重短板。其一，线上

观赛型赛事产品供给过剩。我国体育赛事市场开发

长期依赖于职业性和综合性体育赛事版权资源的运

营和代理，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互联网移动直

播平台因具有使用便捷、传播力广和不受时空限制

等优势，逐渐替代网络电视成为赛事版权代理方，成

为向消费者提供即时性观赛服务的主要媒介，这使

得付费式会员制观赛产品成为众多赛事开发商进

行产品创作的主流选择，从而导致线上观赏型赛事

直播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如围绕英超、意甲、中超、

CBA、NBA等职业体育联赛，现已出现腾讯体育、PP

体育、乐视体育、苏宁体育等数十家提供商业观赛服

务的直播软件和平台。其二，群众参与式智能赛事

产品供给数量较为匮乏。尤其是以运动项目为核

心的线下智能化赛事开发相对滞后。以马拉松赛

事为例，虽然早在2019年，全国马拉松数量就已达

到1 828场，但具备全场景数字孪生赛事管理平台以

及 Iot（物联网）通信、APP赛事报名、AI（人工智能）

身份识别等功能的智慧马拉松赛事却相对罕见。其

三，高端数字赛事产品供应不足造成消费需求外流

严重。受运动项目赛事产业化程度低、体育版权市

场投资放缓、赛事观赏度不佳、球迷基础薄弱等因素

的综合影响，以国内三大球赛事（包括CBA联赛、中

超联赛和排超联赛）、电子竞技赛事、户外运动项目

赛事及小众体育赛事等为代表的高端赛事发展相对

不成熟。而由此造成的数字版权制作和交易方面的

弱势，促使国外相关赛事产品迅速抢占国内市场，引

发国内消费需求外溢。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互

联网赛事直播平台的体育版权进口规模为38.7亿美

元，出口则低至0.2亿美元［40］，存在大幅逆差。这显

然不利于国内职业体育数字赛事消费产品开发和市

场拓展。

4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

化转型的推进路径

基于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在治理环境、

要素资源、主体建设与产品供给四个层面面临的现

实困境，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应着力构建配

套性制度保障体系、加大数字化生产要素投入、鼓励

企业协同与共生发展、优化产品供给结构与质量，以

不断推进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

4.1　构建配套性制度保障体系，优化体育竞赛表演

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环境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是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

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要发挥好在顶层战略设计、

制度规范和政策保障等方面的职能，提高治理水平

和治理能力，构建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的配

套性制度保障体系，为其营造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

第一，补齐现行法律法规短板，提高落实效力。一方

面，建议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与国家立法机关

合作，制定和出台涉及赛事数据确权归属、运动员身

份信息保护、赛事技术应用伦理与技术安全事故责

任划分等内容的数字体育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条例。

另一方面，依照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构建体育赛事节目版权侵权责任适用体系，建立与

体育赛事数字产权纠纷相关的体育仲裁制度和独立

仲裁机构，调解和仲裁数字赛事直播转播版权开发、

体育赛事创意营销、赛事数字货币竞猜等领域的产

权纠纷。第二，完善体育赛事数字化“黑名单”管理

制度。各省级体育部门应当按照体育市场黑名单管

理制度，建立体育竞赛表演市场失信人名单管理系

统，将体育赛事数字版权交易以及体育智慧赛事活

动中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体育经营主体及其从业人

员列入信用系统黑名单，并在一定期限内向社会公



潘玮，沈克印，焦家阳，等 .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逻辑、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

·43·

布，实施信用约束、联合惩戒。第三，深化相关体制

机制改革。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探索中国特色

新型体育举国体制下体育竞赛表演业高质量发展的

创新路径，通过持续推动职能改革与数字政务建设，

健全与数字化相适应的赛事管理体制和赛事信息公

示平台。坚决落实《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进一

步推动“放管服”改革，增强办赛权的“下放”意识，

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数字化赛事项目开发的积极性，

培育出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第四，完善部际联席制度，联合开展数字体育赛事风

险审查与市场行为监管。着力形成体育行政管理部

门与市场监督、网络等部门共同参与、密切配合的打

击体育竞赛表演业领域平台垄断、恶意涨价、个人信

息非法交易等行为的工作格局。同时，通过与互联

网科技企业展开合作，利用其数字技术优势，建设体

育赛事信息资源库、体育竞赛表演市场失信人名单

管理系统和体育赛事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以优化

体育竞赛表演业转型发展的营商环境。

4.2　加大数字化生产要素投入，夯实体育竞赛表演

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支撑

数字化生产要素的短缺削弱了体育竞赛表演业

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动能。为此，应加大相关数字化

生产要素投入，使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转型的基础

支撑更加坚实。第一，拓展数字化体育赛事人才储

备。支持高等职业院校与本科院校按程序申请增设

智能体育工程、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科学等新兴专业，培养专业化人才。鼓励社会

职业培训机构投资建设数字体育赛事高端人才培养

及体验中心项目，推动数字化体育赛事人才的职业

化培养。发挥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中国技术经济

学会数字体育专委会、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数字

体育发展工作委员会等科研机构和体育协会作用，

搭建常态化数字体育产业高峰论坛、数字体育经济

发展论坛、体育赛事创新发展论坛等高端数字体育

人才交流合作平台，吸引科技与高层次人才向体育

竞赛表演业集聚。第二，拓宽投融资渠道，提高对资

本市场的开放水平。体育竞赛表演行业既要积极争

取国家体育产业创新专项基金、科研奖励基金等财

政资金的支持，也可采取“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EOD（生态环境导向型开发）”为核心的城市空

间绿色融资模式，以赛事碳交易市场建设吸引天使

轮投资。发挥体育区块链金融对体育赛事虚拟货币

资产开发的赋能作用，同时与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支

持跨国企业对国内体育赛事科技企业、职业俱乐部

进行股权融资。第三，加快核心数字专利技术研发、

应用和交易流转。体育竞赛表演行业需根据数字技

术适配原则，开发独立自主可控的赛事科技创新体

系，减少对技术服务外包的依赖。同时，设立赛事数

字技术研发与应用中心，推动技术应用验证和标准

化普及，为后期体育赛事技术产权的市场化交易流

转提供可靠保障。第四，提高体育赛事数据资源开

发与流通效率。一方面，在保证个人数据隐私安全

和数据资源持有权的基础上，支持赛事组织者、数

据产品生产商配备先进的数字化设备、配套专业化

的生产组织形式，利用各类数据处理技术将原始赛

事数据加工成为可应用于不同场景的数据资源，加

快体育赛事数据要素化进程。另一方面，体育竞赛

表演行业各利益主体应以体育政府部门“体育数据

仓”、体育赛事云服务管理平台等新基建发展为契

机，共同构建面向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体育赛事数据

开放共享与数据资产交易的标准体系，突破数据兼

容相关的技术和通信协议壁垒，明确数据归属边界，

打造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体育竞赛表演业数据

链，促进产业生态圈数据的高效流通。

4.3　鼓励企业协同与共生发展，壮大体育竞赛表演

业数字化转型的主体力量

不同类型、规模的体育赛事企业之间以及体育

赛事企业与其他相关企业之间应广泛开展业务协

同合作以凝聚创新力量，打破传统企业间封闭孤立

的竞争格局，进而壮大体育赛事数字化创新的主体

力量。第一，提升体育赛事“链主”企业和“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发展活力。一方面，鼓励行业内各“链

主”企业加快数字赛事产业链布局，打造体育赛事

数字化领域的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和体育赛事创新

孵化平台，广泛开展虚拟体育公开赛、元宇宙体育赛

事、线下智慧体育赛事等前沿体育赛事项目试点，统

一数字体育赛事技术应用标准，构建以“链主”企业

为核心的产业生态集群。另一方面，支持中小体育

赛事企业提升发展能级，以国家重点“专精特新”和

“瞪羚”企业建设为目标，深耕数字化赛事细分业务

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开发，吸引资本市场进

行知识产权融资和技术转让融资，提升自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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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竞争力和知名度。第二，强化体育赛事企业之间

的数字业务协同与资源互补。体育赛事企业应围绕

运动项目赛事资源，重点在体育赛事新媒体内容制

作、赛事平台广告运营、职业电子竞技、虚拟赛事开

发、赛事智能装备制造等领域进行商业布局，促进企

业之间数据链互通和价值链共创。如体育赛事企业

之间可依托物联网和智能办公系统开展网络分工

协同，提高企业上下游业务衔接效率和市场需求感

知能力，减少时空壁垒触发的“孤岛效应”。第三，

支持体育赛事企业与互联网及电信企业合作，推动

企业联盟建设。体育赛事运营企业可与腾讯、阿里

巴巴、中国移动咪咕等数字内容运营企业开展跨界

战略合作，通过双方技术合作、供应链整合、市场营

销渠道共享，在体育赛事的直播点播、版权转播代

理、解说评论、文娱节目制作等商业领域建立共生发

展关系，实现彼此在内容创作与平台运营方面的双

向互利。第四，支持体育科技赛事企业与周边关联

性生活服务类企业破圈发展。体育科技赛事企业

可通过与酒店住宿、虚拟体验馆、网络综艺、线上彩

票等生活性服务部门紧密合作，将业务范围扩展到

电竞酒店、MR（混合现实）虚拟竞技、赛事综艺、网

络体育竞猜等领域，进而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和竞

争力。

4.4　优化产品供给结构与质量，达成体育竞赛表演

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目标

优化体育赛事产品供给结构和质量，满足人民

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的体育赛事消费需求，是体育竞

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一，丰

富传播范围广、视觉效果好、表演性强的职业化观赏

型体育赛事直播、转播产品的供给类型。体育竞赛

表演市场供给主体既要对传统国内外足球、篮球、网

球等传统大型职业联赛进行数字版权授权代理销

售，又要充分发掘电竞、高尔夫、斯诺克、赛车、休闲

垂钓等高端小众赛事、户外运动项目赛事的媒体市

场开发潜力，使人民群众的线上赛事消费选择更加

丰富。第二，满足人民群众对可达性高、体验性强的

参与式智能体育赛事产品的消费需求。体育运动项

目赛事协会、赛事俱乐部等主体应积极与地方文旅

局、体育局广泛开展合作，立足于城乡公共体育服务

场地和设施，通过构建共同承办、技术共享、利益共

享的智慧办赛机制，将智能人脸识别设备、导览大

屏、短视频采集点、微信小程序、运动大数据监控系

统等软硬件装备植入赛事环境，打造出一批具有高

参与度、场景交互、立体布控、沟通便捷等特征的参

与式智慧体育赛事产品，满足参赛者的社交分享、短

视频拍摄、路线规划、一键求救、运动打卡等多元需

求。第三，推动体育赛事产品供给的场景化。以智

慧体育场馆、体育服务综合体、体育赛事特色小镇、

体育赛事主题公园为载体，拓展赛事活动消费新空

间，促进赛事生产要素资源集聚、消费市场合作、消

费产品服务创新、消费场景智慧发展，增强赛事活动

消费空间对体育赛事消费群体的引流作用和对多元

化消费需求的引导作用［41］。第四，提升数字体育赛

事产品的供给质量，增强品牌用户黏性。加强产品

全生命周期管理，利用数字技术提高体育赛事产品

的参与性、娱乐性、社交性、安全性和服务品质，营造

沉浸式、全景式和个性化赛事消费氛围。同时，发挥

互联网平台在社群凝聚、情感连接、人机互动等方

面的优势，精准感知和迅捷回应球迷实际消费需求

和意见反馈，提高民众对国民体育赛事品牌的认同

感、忠诚度和关注度，进而扭转高端赛事消费外流的

局面。

5　结语

“十四五”时期，新一轮数字科技革命带动产业

革命的趋势日益显现，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

作为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具体形

式，体现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二元界面的边界交

融，是体育竞赛表演业产业链向高级化、现代化方面

发展的有效举措。产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技术复杂性

和利益链关系网络的紧密性，要求体育竞赛表演业

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构建稳定的创新生态系统，充

分利用产业组态内部的创新环境和创新要素，并以

企业为市场主体，打造特色体育数字赛事产品与服

务内容，推动技术力量转化为创新发展动力。针对

现阶段推进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

的多重困境，需要体育竞赛表演行业与相关部门和

机构等相互协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从治理环境、

要素投入、主体建设、产品供给等层面积极应对，做

到守正创新、拾遗补阙，以确保体育竞赛表演业数字

化转型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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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logic，Realistic Conundrums and Promotion Path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Industr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PAN Wei 1，SHEN Keyin 2，JIAO Jiayang 3，YANG Shaoxiong 1 

（1. School of Physical Scienc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17，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Wuhan 430079，China； 3.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Zhengzhou Electronic 

Information Vocational College，Zhengzhou 451450，China）

Abstract：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industry is the deepen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adigm of “technology-economy” in the field of spor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the innovative ecosystem theory，
the value logic，realistic conundrums and promotion path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industry are analyzed by us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industry has the value logic of promoting the standardized 
and orderly process of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events，the low-carbon and cost of event resource investment and 
utilization，the interaction of the scene of event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process，and the precise adaptation of event 
supply and consumption process. In view of the imperfect syste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the realistic conundrums include 
the poor extern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the shortage of digital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insufficient basic conditions 
for transformation； the inadequate development vit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the unbalanced product supply 
structure； and the significant consumer outflow. Accordingly，it is proposed to build a support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system，increase investment in digital production resources，encourage enterprise coordination and symbiotic development，and 
optimize the product supply structure and quality.
Key words：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digital economy； spor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industr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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