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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体育公园智慧化发展：价值阐释、动力机制与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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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等方法，深入探究湖南体育公园智慧化发展的价值阐释、动力机制和推进路径。研究认为，

湖南体育公园智慧化发展的价值阐释在于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和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其动力机制源

自于智慧技术更新的推动力、体育需求增加的拉动力和政府政策支持的驱动力。并提出以下推进路径：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

需求、基础设备设施的创新升级和多元协同合作的智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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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research,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value interpretation, driving 

mechanism, and promotion path of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Hu'nan sports park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valu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Hu'nan sports parks lies in the high attention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he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a better life;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this is derived from the driving forc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updates, the driving force of increased sports demand,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The 

following promotion paths are proposed: meeting the fitness need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innovating and upgrading 

infrastructure, and promoting smart governance through diversified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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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南体育公园智慧化的价值阐释 

1.1 政治价值：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表 1  体育公园的的国家政策 

颁发机

构 
政策文件 政策内容 

国家发

改委等 

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

设的指导意见 

到 2025 年，全国新建或改扩建 1000

个左右体育公园，实现体育公园智慧

管理 

国家发

改委等 

“十四五”时期全民

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

实施方案 

体育公园、健身步道、户外运动公共

服务设施为“十四五”中央预算内投

资的重点支持方向 

国务院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推进智慧健身路径、智慧健身步道、

智慧体育公园建设 

国务院 

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

体育的意见 

“十四五”期间将在全国新建或改扩

建 1000 个左右体育公园，推进“互

联网+健身”建设 

国务院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的意见 

推动体育公园向公众免费开放，建设

特色体育公园 

国家体

育总局 

2021 年群众体育工作

要点 

建设一批智慧健身中心、配置智能室

外健身器材的体育公园 

党和政府高度关注体育公园建设水平，多次发表官方

文件进行宏观调控。近年来，国务院、国家发改委、体育

总局等部门颁发《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

众体育的意见》《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十

四五”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等政策文

件，这些国家级政策的出台反映党和政府对体育公园建设

的高度重视
[1]
。其中，《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

见》是最权威、最全面的单列政策，对体育公园的建设数

量提出要求，并对体育公园的建设规模、方式、标准进行

了相应的建议。 

1.2 社会层面：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 

随着智慧城市概念的普及和推进，湖南省也开始积极

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如长沙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新型智慧

城市示范城市建设的决定》，要求推进城市的智慧化建设

水平，实现城市智慧治理。其中，智慧体育公园作为智慧

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政策

引导
[2]
。在政策支持下，智慧体育公园在产业创新升级方

面逐步成为体育产业的发展热点，旨在提高人民群众的健

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1.3 民生层面：美好生活需要的诉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生产力

落后的矛盾转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充分

不平衡”的矛盾，大众对于体育健身、休闲消遣的需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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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之递增。智慧体育公园具有体育健身、休闲游憩和智

慧体验等功能，其不仅能够满足附近居民体育健身、竞技

比赛的运动需求，也能实现休闲游憩、交流交往的休闲功

能，还能体验数字时代的科技感、智慧感，是新时代提升

湖南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举措。随着群众体育需求

日益增加，湖南体育公园智慧化服务响应了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新要求，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 

2 湖南体育公园智慧化的动力机制 

推动湖南体育公园智慧化的动力机制划分为推动力、

拉动力、驱动力三个版块，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联系，

共同提高湖南体育公园的智慧化发展水平。 

 
图 1  动力机制 

2.1 推动力在于智慧技术的更新 

随着国家新基建工程实施和 5G 物联网时代到来，“智

慧健身”也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随着国家健身器材向

数字化、智能化、万物互联化迈进时，体育公园的智慧化

建设应运而生。如谷山体育公园坐拥湖南省首条全民智能

化健身步道，由数字化服务与管理平台、信息收集与识别

系统、信息显示系统、测试系统四个环节组成，能够实时

将场地运动者的基本运动数据进行显示，根据不同运动者

的身体素质水平和体质健康状况生成相应的运动处方，指

导其科学健身。此外，专门安装了智能健身路径、智能路

径语音播报系统，以及国民体质监测站，促进全民健身升

级，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结合。以智慧步道为例，

通过智慧化手段，体验者无需佩戴任何设备，能便捷地享

受到记录运动数据，监测运动状态，双人 PK 等服务，从

而达到实时了解自己的运动情况和自身状态，更好进行健

身计划改善或实时查看自己的运动效果等效果，保障了便

捷性、准确性与使用效率。 

2.2 拉动力在于体育需求的增加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人民群众收入的稳步

提升，消遣娱乐时间的增多，人们对体育与健康的需求不

断增长。作为朝阳行业，体育产业的市场前景是非常巨大

的。央广网的数据显示：到 2021 年底，我国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的人数将达到 37.2%，人们的生活方式日益健康化、

科学化，“爱锻炼、少生病”的健身思想也在逐渐形成。

体育公园智慧化的在满足群众体育锻炼的需求的同时，通

过智慧化手段便捷了群众参与体育项目，为群众更好地进

行体育锻炼提供了数据和硬件等方面的支持，提高了群众

对于参与体育项目的积极性与满足感
[3]
。 

据《2021 年大众健身行为和消费研究报告》显示，

大众对智慧化、智能化的体育健身很感兴趣，并愿意进行

相应的体育消费。其中，89%的受访者认为体育健身智能

化是必要的，这也表明湖南体育公园的智慧化发展是未来

发展与改革的重要方向。 

2.3 驱动力在于政府政策的支持 

2021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一文，明确要求：加强体育公园

的建设数量，保障体育公园的公益属性。国家体育总局等

部门颁发《“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

方案》《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等政策文件，

突出强调体育公园的智慧化改造与升级，持续提高体育公

园的智慧化管理水平。同时，湖南省体育局在《湖南体育

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指出，利用“互联网+”等信息

化手段监管体育设施，推进智慧健身路径、智慧健身步道、

智慧体育公园的建设，推动全民健身的智慧化发展。上述

国家、省、市级政策反复强调体育公园的智慧化改造与升

级，持续提高湖南体育公园智慧化管理。 

3 湖南体育公园智慧化创新发展的路径 

3.1 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 

近年来，老龄化问题经常性地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话

题，老龄化问题和消极影响也在不断的突显
[4]
。截至 2000

年底，中国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 8811 万，占人口总量

6.96%，我国的年龄结构逐渐呈现老龄化的态势。根据

CSIS 联合公布的《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研究的人口和

经济分析》认为，到 2040 年，中国老年人口将接近 4 亿

人，超过法国、德国、日本现有人数的总和。在老龄化的

大背景下，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是湖南体育公园智

慧化的一大阻碍，老年人对于智能手机、设备、软件的了

解较少，使用体验感和获得感较低。因此，加强体育健身

软硬件的适老化改造，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体育需求是

未来湖南全民健身发展的重要方向。譬如，增设一些椭圆

机、方向盘、牵引器、泡沫轴等低强度和按摩功能的器材，

以及 AR 太极、武术互动大屏等智慧化的体育设备，实现

湖南体育公园适老化与智慧化的深度融合。此外，应考虑

增加多功能区域，如户外健身区、自行车道和散步小径，

以满足不同年龄层和体能水平的人们的需求。 

3.2 基础设备设施的创新升级 

湖南体育公园基础设备的智慧化升级是未来的发展

趋势，智能设备可用于监测和优化体育公园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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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于管理和维护。目前，湖南省内体育公园基础设施建

设智慧化不足、智慧化水平低，缺乏智能场地管理系统、

运动轨迹分析技术以及智能照明系统等软硬件。因此，采

用数字化的体育服务与管理系统，搭配智慧化的体育硬件

设施，构建智慧化的建设网络是未来湖南体育公园的重要

方向。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实现区域体育公园的互联互通，

录入个人基本资料，让居民可以预订场地、报名运动课程、

查看场地器材的使用情况、了解公园活动信息，并与其他

运动爱好者社交互动。据《2024 年 ACSM 全球健身趋势》

显示：可穿戴设备再次占据榜首，说明人们对于健康数据

的关心程度是非常高的。对于湖南体育公园来说，顺应时

代的潮流，实现运动数据和应用程序的实时对接，帮助用

户跟踪运动数据、健康状况和进度，是提高体育公园服务

质量的创新方向。 

3.3 构建多元协同的智慧治理 

可持续发展是制约湖南体育公园健康发展的重要阻

碍，包括体育公园的器材维修、设备更新、运营管理等方

面。通过与社会资本、体育社会组织、事业单位的多方合

作，共同建设运营智慧体育公园，实现湖南体育公园的良

性运转。通过多元化管理，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资金优势，

在公园内开展体育赛事、健身培训、运动康复等多元化的

经营活动，以增加公园的收益来源，降低公园的运营成本。

同时，通过采用节能环保的设备和措施，如太阳能发电、

水资源循环利用等，降低公园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响

应国家绿色中国战略的号召。此外，在体育公园的规划和

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游客的需求和习惯，合理规划体育

公园的布局和设施配置，以提高游客的使用效率和满意度。

最后，通过与其他智慧体育公园、高校科研院所等相关机

构进行合作与交流，分享经验和资源，共同提高湖南体育

公园公共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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