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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我国电子竞技理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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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般认为，通过既有的研究综述去了解某一领域或专题的研究现状不失为一种便捷的途径。目前，不断升温的电竞热

与其研究综述缺失所形成的反差，促成了本研究的立意。运用文献法，首先从学术期刊的发文量、时间跨度、刊物及研究内

容的类别等，高度凝缩了近 20年我国电竞研究的一般概况。进而，又以“专题述评：电竞理论研究”为主题，依据在非严格

意义的理论研究视域下所摘选出的 63篇文章，从电竞概念及其分类、电竞与电子游戏的关系、电竞与体育的关系、电竞入奥、

电竞相关法律问题和电竞发展现状与趋势等 6个方面，对电竞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评述结合的讨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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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using existing research review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a certain field or 

topic is a convenient way. At presen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rising popularity of electronic sports and the lack of research reviews 

has led to the intention of this study. Us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we first condensed the general overview of electronic sports 

research in China over the past 20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cademic journal publication volume, time span, types of 

publications and research content. Furthermore, with the theme of "Special Review: Research on Electronic Sports Theory", based on 

63 selected articles from a non strict theoretical research perspective, the current status of electronic sports theory research was 

discussed and analyzed from six aspects: electronic sports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ronic sports and 

electronic gam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ronic sports and sports, electronic sports entry into the Olympics, legal issues related to 

electronic sport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s of electronic spor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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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时至今日，人们对于从电子游戏中派生出来的电子竞

技或许已不再那么陌生。尽管有业内人士提出要警惕电子

竞技的狂热，但不断升温的电子竞技热在我国已是不争的

事实。Newzoo《2020 全球电竞市场报告》中指出，对全

球电竞市场而言，2020 年将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里，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电竞市场
[1]
。

 
自

1998 年电子竞技（全文以下简称“电竞”）传入我国已历

经 20 个春秋。电竞产业快速成长，电竞赛事与日俱增，

竞赛成绩享誉全球，电竞教育与时俱进，政府对电竞的扶

持力度日益增强，社会各界对电竞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中

国的电竞热正在席卷全球。在这一形势下，学术界是如何

回应电竞热的呢？于是，电竞研究进展情况的重要性便凸

显出来。一般来说，欲了解某一领域或专题的研究现状，

可以阅读其既有的研究文献。在这其中，通过既有的“研

究综述”去了解某一领域或专题的研究情况，不失为一种

比较便捷的途径。因为，研究综述是在文献检索、阅读、

分析的基础上，对某一领域或专题研究现状的总结、概括、

评论与建议。截至目前，在学术期刊上尚无针对电子竞技

领域的研究综述问世。为了使本研究综述能够在有限的版

面内比较全面地总结、揭示和评述其某一方面的研究现状，

我们以电竞理论研究为主题，从检索到的以“电子竞技”

为篇名中核心概念的 697 篇文章中，摘选出 63 篇关于理

论研究的文章作为其综述的基础。我们将这 63 篇理论研

究的文章归纳成 6 个小专题，并分别从每个小专题中摘选

出若干有代表性的文章，试图通过评述结合的讨论，为人

们概括性地了解学术界关于电竞的主要理论观点和理论

取向提供参考，为理论指导实践提供借鉴，从而进一步促

进电竞理论研究和电竞实践的发展。 

1 专题述评：电竞理论研究 

什么是理论以及理论的重要性，作为基本的学术常识

已无需赘述。虽然在既有的研究文献中尚查找不到准确的

关于“理论研究”的定义，但从学理的角度看，严格意义

和非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却是客观存在的。美国《哈珀

柯林斯社会学词典》对理论的解释是：“在不太严格的意

义上，有关现实某一领域的任何抽象性的，一般性的陈述

都可称为理论，它通常包括对一般性概念的详细阐述”
 [2]

。

本文所指的理论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解释基础上非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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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意义的理论研究。 

1.1 电竞概念及其分类 

1.1.1 电竞概念 

我国较早提出电竞概念释义的是天津体育学院的李

宗浩教授等。他们在 2004 年提出，电竞是人（队）与人

（队）之间，运用计算机（含软件和硬件设备），通过网

络（局域网）所营造的虚拟平台，按照统一的竞赛规则而

进行竞赛的体育活动
[3]
。除此之外还有：电竞是借助信息

技术，依托互联网平台在虚拟世界进行的人与人（团队与

团队）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
[4]
；电竞是以电子游戏内容为

载体，借助电子交互技术和硬件工具实现人与人之间竞技

比赛的竞技体育活动
[5]
；电竞是以网络技术和软硬件为支

撑，以虚拟空间为平台，按照统一公平的规则进行的人与

人之间的对抗活动
[6]
；电竞是一项利用电子设备作为运动

器械进行的、人类个体或群体之间的智力对抗的新兴运动，

简单来说，电子竞技就是游戏的竞技化
[7]
；电竞是由游戏

的现代发展电子游戏演化而来并以某一电子游戏（内容）

为载体，以电子设备为运动器械，在现代信息技术营造的

虚拟环境中和同一竞赛规则等的约束下，由俩人或俩人以

上（团队）公平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
[8]
等的

几种关于电竞概念的界定。 

1.1.2 电竞分类 

根据目前所收集的期刊文献，可以归纳出四种关于电

竞的分类：第一种，将电竞划分为虚拟化（现实存在的体

育项目，如桥牌等）和虚构化（现实中不存在体育项目，

如 CS:GO）电竞的二元分类法。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将

虚拟化电竞分为技能类、智能类、技能智能结合类；将虚

构化电竞分为技能类和技能智能结合类。第二种，将电竞

项目的类别一分为三，即（1）有现实原型且不依赖具象

化虚拟的电竞项目，如网上棋牌等；（2）有现实原型但依

赖具象化虚拟的电竞项目，如体育游戏、竞速游戏等；（3）

无现实原型且依赖具象化虚拟的电竞项目，如 FPS、RTS

等
[9]
。第三种，将其划分为 MOBA、即时战略、射击生存类、

卡牌类、体育类和其他等六类。第四种，在英语文献中，

电竞通常被划分为以下四类，即以“星际争霸”等为代表

的即时战略游戏、以“街霸”等为代表的格斗类游戏、以

“反恐精英”等为代表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和以“英雄联

盟”等为代表的多人连线竞技游戏
[10]

。 

1.1.3 本文观点 

1.1.3.1 关于电竞的概念 

人们对电竞的认识往往也需要通过概念来把握，特别

是学术研究。以上所引用的六种定义虽然不完全相同，但

在以下几点表现出较高的重合度。一是电子设备（工具）；

二是虚拟环境（平台）；三是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四

是统一的规则；五是对抗运动（人与人、团队与团队）。

所谓尚不统一之处在于：第一，电竞究竟是体育活动或竞

技体育活动，还是智力对抗运动。第二，是否需要以（电子）

游戏的内容作为电竞的载体。可以说，学界对电竞概念。 

（E-Sports）认识的统一，几乎只有一步之遥。建议

结合电竞发展的实践和其源于 Game Viedo→Games的属性，

遵循逻辑学给概念下定义的要求，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1.1.3.2 关于电竞的分类 

本文认为，目前电竞的四种分类不过是在电子游戏

（以下简称“游戏”）分类基础上的二次划分。那么，是

否有必要进行二次划分，进而，目前的二次划分是否符合

逻辑学关于分类的要求，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有两点

值得注意，第一，电竞是以游戏的内容作为载体的，但并

非所有的游戏内容都能成为电竞的载体。比如：开心消消

乐、推箱子、连连看、贪吃蛇、密室游戏等就不能作为严

格意义上的电竞载体。第二，需要进一步了解既往的游戏

分类。比如四大类和四小类之说（体育类游戏被作为小类）

和七大类之分（体育类游戏与其他类并列）等，以为进一

步探讨电竞的分类提供参考。 

1.2 电竞与游戏的关系 

1.2.1 学术界的观点 

电竞是游戏发展的一种形式，而游戏则是电竞活动的

载体，电竞必须也只能依赖游戏而存在
[11]

。但电竞和游戏

还是存在不少差异的，比如，参与体验的不同和规则要求

的不同；游戏是一种娱乐，电竞则是体育，具有性质上的

差异；电竞依托局域网，游戏依托互联网的网络利用差异；

以及二者对软件的依赖、赢利手段和运营方式等方面的差

异
[12]

。此外，电竞还具有可定量、可重复、精确比较的体

育特征
[13]

。但也不是所有的游戏都能够成为人们接受的竞

技项目，必须强调的是：电竞就是游戏，是竞技化乃至标

准化的游戏
[14]

。电竞是游戏，且带有极强的时尚性。但由

于中国文化中非难游戏的根性价值观还在起作用，包括电

竞在内的所有新型游戏形式在中国的发展都会遇到意想

不到的困难
[15]

。 

1.2.2 本文观点 

目前，学术界对于电竞是从游戏中派生出来的，依托

游戏、高于游戏的二者间关系并无异议。因此，有关电竞

与游戏之间关系的探讨并不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

大众长期以来对游戏负向功能所形成的刻板印象也带给

了电竞。因为要让大众分清游戏和电竞有什么不同确实比

较困难。于是“电竞不是游戏”的观点在网络上频频出现。

这或许与电竞试图规避游戏的负面影响不无关系。如果电

竞无法脱离游戏而孤立向前发展的这一理论预设成立，则：

游戏就没有正向功能吗？电竞的正向功能又是什么，应该

如何把握和区分电竞与游戏，电竞的教育意义何在，如何

实施电竞教育等，也是学术界不应忽视的议题。这不仅有

利于我们在褒奖或者批评电竞的时候，不把二者混为一谈，

也有利于帮助社会大众逐步了解电竞、正视电竞，消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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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带给电竞的刻板印象。 

1.3 电竞与体育的关系 

1.3.1 电竞不是体育 

无论从什么角度说，体育都必定是人体活动，没有人

的肢体操练，所谓体育的一切便于从谈起：第一，电竞只

是手脑的用力，基本上不属于人的身体能力的较量，而且

它主要依靠仪器和电子设备。第二，电竞的竞技性不构成

它成为体育的充分条件。第三，电竞对人的身体素质没有

特殊要求或特殊展现，因此电竞不是体育
[16]

。但凡成为现

代体育项目必须完全符合三个条件：首先是身体的变形；

其次是身体的极限性；再次是法哲学背景。电竞仅在法哲

学的意义上符合竞技体育的标准，前两者都不具备，电竞

无法成为体育项目
[17]

。体育和电竞并非同源，电竞不等于

体育。即便是电竞归属体育，其发展轨迹和方向也会与体

育有很大差异。电竞作为一种只有智能、技能而无体能的

项目，能否在促进健康方面发挥作用值得商榷
[18]

。电竞只

有竞技精神而非竞技运动，既然没有改造人体自身自然的

运动过程，谈何“体育”
[19]

。 

1.3.2 电竞是体育 

如果以具身认知的视角来审视电竞，则会在“心智化

身体”的框架中，着眼于“认知-身体-环境”的嵌入。而

将身体技能作为标尺来简单区分电竞与体育，是一种身心

二元论观点的身体误读。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具身的，不

存在一个独立的“我”来操控身体行为。所以，Tamboer

提出以“运动行为”（motor action）来作为判定是否符

合体育的标准，而反对将“身体”作为界限划定的阈值。

Tamboer 认为，典型体育活动的运动行为通常包括三个要

素：即具有移动意图的动作行为者；支持移动意图的环境

世界；体现时空关系的移动方向。用运动行为作标尺，就

可以将电竞纳入体育的范畴。电竞明显地具备了竞争性、

规范性、公平性、公开性、功利性、不确定性和娱乐性等

的竞技体育一般性特征，无疑当属竞技体育的范畴。电竞

（E-sports）具备了 Sport（我国基本公认的体育总概念）

的三个属性：第一，身体活动（人的身体活动可分为宏观、

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电竞属于中观层次的身体活动）。

第二，文化活动（电竞具备了文化的内层、中间层、外层

的三重结构）。第三，自由活动（电竞是自由活动，却不

是无目的的活动，而是从事者所追求的一种价值活动）。

因此，电竞可以纳入体育的范畴
[20]

。世界脑力竞技联盟

（WMSF）将“脑力竞技”定义为：一种体育或游戏（Game），

关联着参与者的心智能力，而非他们的身体优势。许多实

践（非观念上的讨论）已经表明，电竞在未来将会与体育

产生更加强有力的联系。它已经也必须进入体育范畴，才

能够实现社会结构对其进行的规范化改造。 

1.3.3 本文观点 

电竞（E-Sports）与体育（Sport）的关系可以包括

二者的历史渊源、二者与游戏（Game）的关联、二者的共

性与区别等。但其核心问题是电竞能否纳入体育的范畴，

即电竞是否是体育。而这恰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从以上

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对电竞是否是体育的划分标准有

四种理论取向，即一是身体技能标准；二是具身认知视野

下的运动行为标准；三是基于 Sport 属性的标准；四是基

于竞技体育一般性特征的标准。当然，也还存在着另外一

种理论取向。比如，易剑东认为，他并不反对电竞成为少

数人以此谋生的竞技乃至职业。但电竞进入体育对双方都

不利，它可以独立存在并按其自身的逻辑去发展。从学理

层面上看，电竞是否是体育尚在争议，这不仅在中国，在

国外学术界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但从实践层面上看，

国家体育总局（2003、2011）、国家统计局（第 26 号令）、

国际奥委会（2017）已认定电竞是体育，并且电竞申请入

奥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按照宗争的观点，这叫做“实已至

而名未归”。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电竞是否是体育

的这种争论或许还将会持续下去。其实，这并不有悖学术

研究发展的逻辑，学术史上的学术争论屡见不鲜。 

1.4 电竞入奥 

1.4.1 学术界的观点 

认为电竞不是体育的一些学者显然是不支持电竞入

奥的。电竞连体育都算不上，又谈何成为奥运项目？电竞

入奥是个伪命题。中国武术界历经 40 年的努力，仍无法

使其入奥，如果电竞成功入奥，对中国武术的漫长申奥历

史是一种嘲讽。如果国际奥委会过早接纳电竞入奥，恰恰

会是它自己的末日，因为电竞具有无可抵御的魔力，如果

把它养大，可能奥运会自己就寿终正寝了。在奥运变革时

代，电竞迎来了入奥的历史契机。面临奥运会承办成本高，

申报城市热情下降，特别是对青少年人群吸引力下降的趋

势，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 2020 议程》中，试图借助

改革来吸引青少年的关注，从而实现奥运会的可持续发展

和奥运精神、奥林匹克价值观的代际传递
[21]

。奥运会需要

通过注入新鲜血液，来改变传统体育项目发展低迷的状况

（如 2016 年巴西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收视率达到了史上最

低），从而提高奥运会上座率及收视率。电竞符合奥运新

增项目的要求，“入奥”有利于进一步规范电竞，能有效

推动电子竞技运动全球性的广泛传播
[22]

。 

1.4.2 本文观点 

从国际范围来看，电竞申请入奥并非学术界率先发起

向前推动的，但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议题。在我国，电

竞是否是体育，是电竞能否入奥这个议题的关键之一。因

此，也就围绕着这一“关键”形成了两派意见，即不赞成

电竞是体育的，认为电竞入奥不应该，也不可能；而赞成

电竞是体育的，则认为电竞入奥具备了可能性。目前，电

竞暂不能入奥是因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之一，便

是作为电竞载体的游戏内容中的暴力倾向问题。国际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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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席巴赫认为，如果有一些电子游戏的目标在于杀戮，

这就和奥林匹克价值观不符，只要电竞倡导暴力，就不能

入奥。本文认为，体育之所以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就是因

为它使对抗类的体育项目有了规则的约束，在公平、公正

的前提下追求胜利和卓越。尽管它有时也会出现暴力倾向

（比如冰球的合理冲撞，拳击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但却是在规则允许的范畴内，体现的是手段与过程而非目

的。有些电竞载体的游戏内容中的暴力是一种虚拟化的暴

力，不过是竞技中的一种情境预设，体现的也是手段与过

程，而非电竞的目的。电竞不是在倡导暴力，是在追求超

越与优异，而这正符合竞技体育的目的。在电竞风行潮流

几乎不可遏止的今天，奥运会不应该忽视游戏与文化、科

技、体育融合所开创的新兴体育形态，也不会轻视全球超

过 10 亿人的潜在电竞人口的年轻气息和人气支持。当然，

电竞也会不断努力完善自己，尽早达成入奥条件。或许体

育类电竞项目（如，实况足球系列、NBA2K、FIFA online

等）将会成为未来电竞入奥的破冰点。 

1.5 电竞相关法律问题 

1.5.1 学术界的观点 

电竞虽然已经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可，但这并不代

表它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电竞的合法化需要从宪法入手。

通过学理解释可知，电竞与传统体育同属于我国《宪法》

和《体育法》中的“体育”，但电竞却有别于传统体育，

难以很好地融入现行《体育法》的体系，且与相关规范存

在着矛盾。对此，可先为电竞在法律上设置认定标准，建

立“电竞白名单”制度，再辅之以其他配套措施，逐步推

进电竞领域的法治化
[23]

。职业电竞选手具有劳动者属性，

应该比照劳动者受劳动法的保障。但是，在电竞行业发展

处于初始阶段，保障其劳动权利的制度并不完善，常常使

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因此，可以通过建立行业工会订立

集体合同来保障电子竞技职业选手的劳动权利
[24]

。目前，

“外挂”问题是电竞快速发展进程中突出的法律问题。外

挂程序严重破坏游戏的平衡性和趣味性，增加了开发商和

运营商的成本，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严重影响了电竞

产业的发展。之所以产生“外挂”现象，主要是源于金钱

的诱惑和非正当竞争心理动机的驱使。而打击“外挂”的

难点在于：缺乏打击“外挂”的专业执法人员；打击“外

挂”的法律规范处于空白；打击“外挂”的成本较高
[25]

。

电竞迷的越轨行为主要表现在实时评论置言，扰乱网络平

台秩序，形成网络热词等方面，其主要成因是“本我”的

显露、话语权流变和体育精神的缺失
[26]

。在现行著作权法

体系下，电竞游戏视频的属性及电竞游戏玩家（运动员）

的权利无法获得确认和保护，有必要通过司法、立法去加

以解决
[27]

。 

1.5.2 本文观点 

电竞在职业化、市场化、商业化发展过程中比较突出

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规制的缺失和法律保障的不足。从

理论上说，职业电竞选手具有劳动者的属性，应该受劳动

法的保护。但在现实上，目前许多职业电竞选手与所属电

竞职业俱乐部签署的是选手服务协议，遇到劳资纠纷无法

申请劳动仲裁及司法求助，只能起诉走法律程序。目前，

职业电竞俱乐部、直播平台拖欠工资的问题；合同违约或

不完全履行合同的问题；合同中存在漏洞的问题；16 周

岁以下的天才职业电竞选手在委托代理人签署合同时，如

何不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相矛盾等问题比较突出。职业

电竞选手的劳动权利在实际上得不到劳动法的保障。更为

关键的是，由于电竞是从游戏中派生出来的，在广义上仍

属于游戏的范畴。从广义上来说，电竞是具有竞技化、标

准化、规则化特征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游戏。能够纳入体育

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的，应该是从属于体育的电竞，而非游

戏，如果不从法律上对二者界分清楚，电竞将难以获得合

法性的地位，所以，如何进行立法保护就成了一个很大的

问题。由于法律问题的专业性很强，所以介入电竞相关法

律问题研究的学者多来自于法学界。这些难题的解决和法

律秩序的建立，或许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他们的法律智慧

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1.6 电竞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1.6.1 学术界的观点 

我国电竞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

正在融入职业体育和竞技体育。从 1998 年至今，我国电

竞产业已在第 2 轮发展浪潮中逐渐成为世界电竞产业的

中心。电竞在我国的发展方向虽然正确，但问题不少，需

要遵循经济、体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克服其负面影响，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健康发展之路。未来中国电竞的发展

趋势有三种可能：即或是被现代体育接纳；或是发展成为

亚文化现象；或是成为体育的主流形式。但无论是从现状，

还是从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来考量，现代体育接纳电竞都是

上佳选择
[28]

。从产业融合的角度来看，产业政策引领、品

牌化赛事吸引、多元化媒体渗透、职业化人才支持和国产

化技术创新等，将是中国电竞产业成长的路径。目前，我

国电竞发展尚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部门的管理

责权不清晰；法律规制缺席；办赛模式趋同；商业盈利模

式单一；高端电竞精品开发滞后；本土化内容匮乏；电竞

生态产业链失衡等
[29]

。虽然我国移动电竞整体上的发展氛

围良好，但局部仍存在刻板印象，受众未成年群体占比大，

沉迷现象频生，传播内容短平快，产品周期缺乏稳定性
[30]

。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近些年来，电竞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

势，作者群的世界地理空间分布美国为最多，具有绝对的

话语权。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体育学是电竞研究的

重要理论基础。同我国的情况一样，电竞是否是体育，也

是国外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即便是在电竞被纳入体育

范畴已是大势所趋的态势下，仍争议不断。电竞与体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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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表现在游戏性、组织性、竞争性、技能性和身体性方

面。电竞的商业盈利模式分一次性购买模式和持续性消费

模式两种。电竞产业链结构的主体包括游戏开发者、赛事

运营商、传媒传播公司和电竞选手等
[31]

。 

1.6.2 本文观点 

20 年来，电竞在我国背负着人们对游戏的不良刻板

印象中奋力向前，特别是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业界的不懈

努力下，取得了国际大赛的辉煌成绩（如英雄联盟 S8、

S9 全球总决赛冠军等），以及显著的经济效益和一定的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自不必说，人们对电竞的不良刻板印象

正在松动；近百所高校开设了本专科电竞专业，为电竞产

业培养专业人才；进而，电子游戏也开始进入中学课堂教

学试水等，都可以说是电竞社会效益的反映。总之，电竞发

展所取得的成绩必须肯定，所存在的问题也必须正视，并逐

步加以解决。未来，国际电竞发展的大走向是融入体育，拥

抱体育，在困难与希望同在的背景下，逐步挺进奥运。 

2 结束语 

近年来，由于拓展电竞专业知识的需要，我们在阅读

学术期刊的文章和新媒体所载文章不断汲取营养的过程

中，感悟到学术界的电竞研究与电竞界的电竞研究基本上

形成了并行不悖，互不搭界，各自为政的两条线，并呈现

出两种不同特点、不同风格的研究格局。（1）学术界的电

竞研究，主要依托学术期刊（纸媒），发文周期长，传播

速度慢，时效性较差。电竞界的电竞研究，主要依托互联

网（新媒体），发文周期短，传播速度快，时效性较强。

（2）学术界的电竞研究，讲求问题意识，古今中外，旁

征博引，逻辑论证，篇幅较长；电竞界的电竞研究，开门

见山，平铺直叙，就事论事，一针见血，篇幅较短。（3）

学术界的电竞研究，常常以电竞作为一个整体去进行探讨

（如电竞和游戏的关系、电竞和体育的关系、电竞产业乃

至电竞教育的发展等）；电竞界的电竞研究，多以具体的

电竞项目为个案（如王者荣耀、和平精英、PUBG、COD 等），

或是以直播平台、俱乐部、战队、粉丝，乃至某一赛事为

个案。（4）学术界的电竞研究，比较思辨化、学理化，时

空跨度大，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抽象程度较高，比较宏观；

电竞界的电竞研究，专业性、技术性、可操作性较强，着

眼于事实报道，或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及时性，比较微

观。学术界的电竞研究和电竞界的电竞研为什么会有这么

大的差异？可能有很多原因，恐难一时穷尽。我们之所以

在此提出这一差异，并非试图改变二者或者其中某一方已

经形成的研究特点与风格，事实上也改变不了。因为学术

界和电竞界的电竞研究差异是客观形成的，并有其存在的

合理性。但殊途是可以同归的，既然都是研究电竞，都是

希望通过研究能够促进电竞的健康发展，为何不可以交叉

搭界，融会贯通，相互借鉴，优势互补呢？其实，实现这

一设想也并不困难。比如，首先，学术界要研究电子游戏

（Video Games），电竞界要研究体育（Sport）。其次，学

术界要看电竞界的文章，电竞界也要看学术界的文章，相

互借鉴，融会贯通。第三，学术界还可以和电竞界相互访

问，交流沟通，开展合作研究和科研攻关，这叫搭界。第

四，电竞界可以通过自我学习，不断提高理论素养。第五，

学术界可以走出“象牙塔”到赛事现场、到俱乐部、到直

播平台„„，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微观层次。第六，电竞界

可以到高校参加培训或产假学历考试。第七，学术界也可

以派电竞专业的教师去职业电竞俱乐部培训，这就是优势

互补。若能够如此，定将会大大促进我国电竞研究水平的

提高和指导实践的精度、力度，从而与电竞行业的发展实

现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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