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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的飞速进步使得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其中体育产业也受到了其深刻的影响。研究聚焦于人工智能

技术在体育产业管理与创新模式领域的研究背景、意义、现实挑战及实施策略。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

从人工智能技术在体育产业中的应用及其对行业带来的深远影响，分析了当前体育产业管理的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与挑

战，并强调了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体育产业管理创新模式，详细阐述了其构建原则、

框架与实施步骤。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该创新模式在体育产业中的实际应用效果与优势。研究不仅为体育产业管理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体育产业的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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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various fields, and the 

sports industry has also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it.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significanc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sports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models. Us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management,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and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of management innovation. 

Based on this, a sports industry management innovation model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constructed, and its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framework, and implementation steps are elaborated in detail.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 and advantages of this innovative model in the sports industry have been verified. The research not only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but also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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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4年 1月 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

布公开征求对《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

南》（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其中提出，到 2026 年，共性

关键技术和应用开发类计划项目形成标准成果的比例达

到 60％以上，标准与产业科技创新的联动水平持续提升。

新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50 项以上，推动人工智能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加快形成。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

人工智能技术已广泛渗透至各行业，体育产业亦不例外。

体育产业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其管理与创新模式的

优化对提升产业竞争力与效率至关重要
[1]
。在此背景下，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体育产业管理与创新模式研究成为

重要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体育产业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与挑战。通过精准市场分析、消费者行为预测及

运动员训练优化，推动了产业管理的智能化与精细化
[2]
。

同时，VR、AR 等技术的应用为体育产品和服务创新提供

了新可能。然而，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体育产业管理与创

新模式研究也面临诸多问题。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隐

私保护、伦理道德问题以及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均

需克服
[3]
。 

本文旨在探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体育产业管理与

创新模式，分析应用现状、发展趋势与挑战，为产业管理

与创新提供参考，推动体育产业高效、智能、可持续发展。

同时，期望为相关研究者与实践者提供借鉴，共同推动体

育产业管理与创新模式的进步。 

1 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原理与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原理基于模拟人类的思维和行

为过程，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使计算机能够

像人一样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机器学习通过大量数据

的训练，让计算机自主学习并优化算法模型；深度学习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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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科学 
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SCIENC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31 

通过构建深度神经网络，模拟人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和传

递机制，实现复杂任务的自动化处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
[4]
。从最初的简单逻辑推理，

到现在能够处理图像、语音、自然语言等多元化信息，人

工智能的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展。未来，人工智能有望在

医疗、教育、交通等各个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提高社会生

产力和生活质量。 

2 体育产业管理现状分析 

当前体育产业管理面临着一系列主要问题与挑战。随

着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市场主体不成熟、市场管理不规

范等问题逐渐凸显，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同时，政策环境的不稳定性、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以及管理

体系的不健全也给体育产业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5]
。 

具体来说，市场主体不成熟表现在企业规模偏小、经

营方式落后等方面，这限制了体育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而

市场管理不规范则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假冒伪劣产品泛

滥、不公平竞争等，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此外，政策

环境的不稳定性使得企业在经营决策时面临很大的不确

定性，加剧了市场风险。同时，体育产业的竞争日益激烈，

企业需要在有限的市场空间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6]
。

最后，体育产业管理体系的不健全使得政府在管理体育产

业时存在职能缺位或错位的情况，制约了体育产业的进一

步发展。 

面对这些问题与挑战，体育产业管理需要政府、企业

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加强管理与规范，推动体育产业健

康发展。政府应出台更加稳定、明确的政策，为企业提供

有力的支持；企业应加大创新力度，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增强市场竞争力；社会各界也应积极参与，共同营造良好

的体育产业发展环境
[7]
。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当前体育产

业管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推动体育产业实现更加健康、

可持续的发展。 

3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体育产业管理创新模式

构建 

3.1 人工智能技术在体育产业管理中的应用策略 

人工智能技术在体育产业管理中的应用策略是多元

且富有潜力的。首先，通过建立智能化的数据收集与分析

系统，我们能够实时捕捉并分析体育产业中的各类数据，

为管理者提供精准的市场洞察和决策支持。其次，利用人

工智能推动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通过构建科学的决策模

型，帮助管理者在赛事安排、运动员选拔和营销策略制定

等方面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此外，人工智能在运动员健康

管理中的应用也日益凸显，通过实时监测和评估运动员的

身体状况，提供个性化的训练建议，提升运动员的竞技表

现
[8]
。同时，在体育场馆管理中，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自

动化管理，提升场馆的运行效率和观众的观赛体验。最后，

在赛事营销与推广方面，人工智能可精准分析观众需求，

制定个性化的营销策略，提高营销效果。综上所述，人工

智能技术在体育产业管理中的应用策略涵盖了多个关键

环节，通过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可以有效提升体

育产业的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推动体育产业的持续健

康发展。 

3.2 创新模式的构建原则与框架 

3.2.1 创新模式的构建原则 

创新模式的构建原则是指在构建体育产业管理创新

模式时所应遵循的一系列指导性原则，以确保创新活动的

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以下是一些关键的构建原则：（1）市

场导向原则。市场导向原则是体育产业管理创新模式构建

的核心。这要求创新活动必须紧密围绕市场需求进行，以

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

过深入分析市场趋势、消费者偏好和竞争格局，制定符合

市场规律的管理策略，确保创新成果能够转化为实际的市

场竞争力
[9]
。（2）技术引领原则。技术引领原则强调在创

新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先进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体育产业管理的智能化、精

准化。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

低运营成本，为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3）

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创新活动必须注重

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在创新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环

境承载能力，采用绿色、环保的管理手段和技术，推动体

育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4）协同创新原则。协同创

新原则强调在创新过程中要加强政府、企业、高校、研究

机构等多方合作，形成协同创新机制。通过整合各方资源，

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推动体育产业管理创新的发展。同时，

要注重跨界融合，将体育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进行有机结

合，拓展创新空间和领域
[10]

。（5）灵活适应原则。体育产

业管理创新模式需要具备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应对

市场变化、政策调整和技术更新等不确定因素。因此，在

构建创新模式时，要注重建立灵活的管理机制，允许在实

践中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优化，以确保创新模式能够始终保

持与环境和需求的同步。 

综上所述，创新模式的构建原则是一个多维度、综合

性的指导体系，旨在确保体育产业管理创新活动的有效性、

可持续性和灵活性。通过遵循这些原则，可以推动体育产

业管理的创新与发展，提升体育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3.2.2 创新模式的构建框架 

创新模式的构建框架是体育产业管理创新的核心组

成部分，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路径和结构，以确保创新活

动的有序进行和有效实施。以下是一个可能的构建框架：

（1）战略定位与目标设定。在构建创新模式之初，首先



 

2024 年 第 4 卷 第 2 期 

132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要明确体育产业管理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这包括分析

当前市场趋势、竞争格局和未来发展方向，确定体育产业

管理创新的重点和方向，以及设定具体的、可衡量的创新

目标。（2）组织结构与团队建设。创新模式的实施需要有

一个高效、灵活的组织结构和一支具备创新能力的团队。

这包括优化现有的组织结构，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协作

机制，以及吸引和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形成创新型人才队伍。（3）技术创新与应用。充分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

段，推动体育产业管理的智能化、精准化。通过技术创新，

提升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运营成本，增强体育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4）服务模式与产品创新。根据市场

需求和消费者偏好，创新服务模式和产品形态。这包括开

发个性化的体育服务产品，提供多元化的体育消费体验，

以及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盈利途径。通过服务模式和产品

的创新，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提升体育产业的附加

值。（5）运营管理与流程优化。优化运营管理流程，提高

管理效率和质量。这包括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和规范，加

强内部沟通和协作，提升员工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以

及运用现代管理手段和技术手段，实现运营管理的智能化

和精细化。（6）监测评估与持续改进。建立创新模式的监

测评估机制，定期对创新活动的进展和成果进行评估和反

馈。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优化创新策略和实施方案，

确保创新活动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同时，注重总结经验教

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和实践案例。 

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构建框架，可以形成一个完整、

系统的体育产业管理创新模式。这一模式将有助于推动体

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提升体育产业的整体竞争

力和社会影响力。 

4 创新模式在体育产业中的应用案例与效果评估 

4.1 创新模式在体育产业中的实际应用案例 

创新模式在体育产业中的实际应用案例非常丰富，具

体案例如下：（1）智能体育装备与技术的融合：智能运动

鞋。通过集成能量回收系统，利用步行、跑步等运动收集

能量并转化为电能，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运动体验，

同时也在环保和节能方面作出了贡献。（2）虚拟现实体育

游戏：借助虚拟现实技术，用户可以通过头戴式显示器和

手柄等设备，身临其境地参与各种体育运动，极大地增强

了运动的乐趣和刺激感。（3）体育场馆的创新运营：云南

省玉溪市通海县通过托管运营出让体育场经营权，盘活了

体育场馆设施，使其得到更有效地利用。重庆市涪陵区利

用现代企业制盘活场馆资源，成立专门的经营管理公司，

改变了体育场馆事业单位的性质，提升了体育场的运营效

益
[11]

。（4）体育健康特色小镇的建设：江苏省江阴市新桥

体育健康特色小镇是体育健康主题的特色小镇，它结合了

体育、健康、旅游、休闲等多种功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

推进城镇建设等措施，成为体育服务的新空间。（5）体育

赛事与品牌合作：NBA 作为全球知名的体育赛事品牌，通

过与大众传媒和娱乐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了品牌的国际

化，并吸引了众多品牌企业的合作，进一步提升了其影响

力和商业价值。 

综上所述，这些案例展示了创新模式在体育产业中的

多元应用，从智能装备、场馆运营、特色小镇建设到赛事

品牌合作，都体现了创新在推动体育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这些案例不仅为体育产业的创新提供了实践参考，也

为其他行业的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4.2 创新模式的效果评估与对比分析 

人工智能创新模式在体育产业的应用已经取得了显

著的效果。通过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能

够精准地分析运动员的体能、技能以及比赛策略，为教练

团队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建议。在赛事运营方面，人工智

能技术能够优化赛事安排，提高观众体验，实现票务销售

的智能化管理。此外，人工智能还能助力体育产业的营销

推广，通过个性化推荐和精准投放，提高广告效果和品牌

曝光度。这些应用不仅提升了体育产业的运营效率，也为

运动员和观众带来了更好的体验。 

与传统的体育产业运营模式相比，人工智能创新模式

的应用带来了明显的优势。传统模式往往依赖于人工分析

和经验判断，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而 AI 技术

能够处理海量数据，快速准确地做出决策，提高了决策的

科学性和效率。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够实现个性化服

务，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提升用户黏性。在成本方面，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需要一定的初期投入，但长期来

看，其能够降低人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从而实现成本

优化。因此，人工智能创新模式在体育产业的应用具有广

阔的前景和巨大的潜力。 

5 人工智能技术在体育产业管理中的挑战与对策 

5.1 技术层面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5.1.1 技术层面面临的挑战 

（1）数据质量问题。体育数据往往庞大而复杂，包

括运动员表现、赛事安排、观众行为等多个方面。然而，

数据的质量参差不齐，存在缺失、错误或不一致等问题，

这直接影响人工智能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2）模型复

杂性与计算资源。人工智能模型需要处理大量数据，进行

复杂的计算和推理。这对计算资源的要求较高，特别是在

实时决策和预测方面。（3）隐私与安全问题。体育数据包

含大量个人隐私和敏感信息，如运动员的健康状况、战术

策略等。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处理时，如何

保护隐私和安全成为一大挑战
[12]

。（4）技术更新与人才短

缺。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和更新，体育产业需要紧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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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潮流，保持技术的先进性和竞争力。然而，目前体育产

业中具备人工智能技术背景的人才相对短缺。 

5.1.2 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 

（1）数据清洗与预处理：建立数据清洗流程，去除

重复、错误或无效的数据，确保输入到人工智能模型中的

数据质量。数据标注与校验：对关键数据进行人工标注和

校验，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2）优化算法与模型：

采用高效的算法和模型结构，减少计算量和存储需求。利

用云计算与边缘计算：借助云计算的弹性扩展能力，满足

大规模数据处理和计算需求；同时，利用边缘计算实现低

延迟的实时决策。（3）数据加密与脱敏：对敏感数据进行

加密处理，确保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同时，

通过数据脱敏技术，减少隐私泄露的风险。制定隐私保护

政策：建立严格的隐私保护政策，明确数据的收集、使用

和共享规范，确保用户隐私权益得到保障。（4）加强人才

培养与引进：通过校企合作、培训等方式，培养具备 AI

技术背景的体育产业人才；同时，积极引进外部优秀人才，

提升团队的技术实力。建立技术合作与交流机制：与其他

行业或研究机构建立技术合作与交流机制，共享技术资源

和经验，推动 AI 技术在体育产业中的创新应用。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技术在体育产业管理中面临着数

据质量、模型复杂性、隐私安全和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挑

战。通过采取相应的解决方案，可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推动 AI 技术在体育产业管理中的深入应用和发展。 

5.2 管理层面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5.2.1 管理层面面临的挑战 

（1）组织架构与流程调整。传统的体育产业管理架

构和流程可能无法完全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导致管

理与技术之间存在不匹配的现象。此外，新技术的应用往

往需要跨部门的协同与配合，这对传统的管理模式和沟通

机制提出了挑战。（2）人员培训与技能提升。人工智能技

术的应用要求管理人员具备一定的技术素养和数据分析

能力，而现有的体育产业管理人员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不足。

此外，新技术的引入也可能导致部分员工产生抵触情绪，

影响技术的推广和应用。（3）决策机制的转变。人工智能

技术能够提供大量的数据分析和预测结果，这要求体育产

业管理层在决策过程中更加注重数据驱动和科学决策。然

而，传统的决策机制可能更多地依赖于经验和直觉，导致

决策过程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4）

法律法规与伦理道德的考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涉及数

据隐私、信息安全、知识产权等多个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

问题。体育产业管理层在推广和应用新技术时，需要充分

考虑这些问题，确保合规性和道德性。 

5.2.2 管理层面的应对策略 

（1）优化组织架构：根据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和应

用需求，调整和优化体育产业管理的组织架构，确保技术

与管理的有效融合。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加强部门间的

沟通与协作，打破信息孤岛，确保数据的共享和信息的流

通，促进新技术在体育产业中的顺利应用。（2）开展培训

与教育：针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相

关的培训和教育活动，提升他们的技术素养和数据分析能

力。建立激励机制：通过设立奖励机制、提供晋升机会等

方式，激发员工学习和应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促进技术的

普及和应用。（3）建立数据驱动的决策机制：强化数据在

决策过程中的作用，通过数据分析和预测结果来指导决策，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培养数据思维：鼓励管理人

员树立数据思维，注重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将数据

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4）加强法律法规学习：组织管理

人员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确保在技术应用过

程中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伦理道德标准：制定体育

产业管理中 AI 技术应用的伦理道德标准，明确技术应用

的原则和底线，确保技术的合规性和道德性。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技术在体育产业管理中管理层面

面临着组织架构调整、人员培训、决策机制转变以及法律

法规与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挑战。通过采取相应的应对策

略，可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推动 AI 技术在体育产业管

理中的深入应用和发展。 

6 结论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体育产业管

理与创新模式。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发现人工智能

技术为体育产业管理带来了显著的变革与创新。不仅提升了

管理效率，还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然而，同时也面临着技术、管理、政策等多方面的挑战。

未来，应继续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在体育产业中的应用研究，

推动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深度融合，为体育产业的繁荣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本研究为体育产业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

法，对于推动体育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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