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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共筑线上体育盛事——探索协同治理新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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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注线上体育赛事的协同治理机制，旨在探讨如何通过数字赋能，构建政府、企业与用户多方参与的高效、公平、安

全的治理模式。这不仅是赛事成功的关键，也是推动体育现代化、满足人民体育需求及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本研究采

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线上体育赛事的主体构成、关键机制及其优化策略，旨在提升赛事服务效益和参与

度，并提出促进赛事可持续发展的策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体育赛事治理的结合推动了治理模式的创新，实现了赛事智

能监控、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提升了治理效率和响应速度。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和 5G网络的普及，线上体育赛事的协同治

理将更加智能化与个性化，观众体验也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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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online sports events, the aim is to explore how to build an efficient, 

fair, and secure governance model involving multiple parties such as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users through digital empowerment. 

This is not only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ev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sports modernization, meet people's sports 

needs,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 This study adopts literature research, cas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analyze the main body 

composition, key mechanis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online sports events, aiming to improve the service efficiency and 

participation of events, and propose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vent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ports event governance has promoted innovation in governance models, achieving intelligent 

monitoring, data analysis, and decision support for events, and improv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response speed. In the future,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5G networks,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online sports events will 

become more intelligent and personalized, and the audience experience will also be further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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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与“互联网+体育”国家战略双重

驱动下，线上体育赛事建设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指出，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

创新体育赛事组织形式，推动体育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在

此背景下，本研究聚焦线上体育赛事的协同治理机制，旨

在探索如何通过数字赋能，构建政府、企业与用户多方参

与的治理模式，实现平台高效、公平、安全运行。这不仅

关乎赛事的成功举办，更是推进体育现代化、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 

在现有研究中，对新时期体育公共服务开展模式及推

进方略进行了研究，为分析线上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提供了

借鉴
[1-2]

。在公共体育服务协同治理方面，对主体结构、

行为过程与机制路径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本研究提供了

理论参考
[3-4]

。后疫情时代线上运动人气正旺，进一步证

明了线上体育赛事建设的必要性
[5-6]

。以京津冀为例探讨

体育公共服务跨域协同治理，为本文的研究提出有益启

示
[7-8]

。从组织社会学视域分析我国区域性地方政府协

同治理公共体育服务
[9]
以及从新时代县域体育公共服

务供给的协同治理角度出发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实证

依据
[10]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

论基础和实践案例，但关于数字赋能线上体育赛事的协

同治理机制的研究仍显不足。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明确

数字赋能线上体育赛事的协同治理机制；探讨如何通过

协同治理提升线上体育赛事的服务效益和参与度；以及

提出促进线上体育赛事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建议。为实现

这些目标，本研究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线上体育

赛事协同治理的主体构成是什么？协同治理过程中存

在哪些关键机制？如何优化这些机制以提高赛事的协

同治理效率？通过本研究，期望能够为线上体育赛事建

设和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策略，进而推动全民健身运动

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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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上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体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成

为转型升级的未来方向，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包括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体育培训

体验、实现体育用品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以及利用

5G 技术改变体育赛事内容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协

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这一理论

模型强调了办赛环境、办赛主体、参与动因、协同引擎、

互动行为和协同结果等六个核心要素在群众性体育赛事

协同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这些要素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体

系，共同影响赛事协同治理效果。在线上体育赛事中，协

同治理理论关注如何整合不同主体的资源和能力，共同应

对赛事组织、运营、监管等方面的挑战。在线上体育赛事

的协同治理中，政府、市场、体育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

主体的参与是关键。政府的角色从直接管理转向协调和监

管，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格

局。线上体育赛事的协同治理还需要建立风险管理和监督

机制，确保赛事的顺利进行，并保护参与者的利益。“中

国杯”上海百年建筑云端国际定向巡回赛就是一个线上体

育赛事的案例。在实践中，体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明

确转型的方向和目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同时注重

数据要素的利用，推动产业的创新发展。 

2 线上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关键机制 

线上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关键机制包含利益相关者

沟通平台、多层级协调机制、透明公正的规则制定，以及

持续监督与评估。首先，利益相关者沟通平台为政府、体

育组织、企业、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了一个交流意见、共享

信息的场所，确保各方在赛事组织、运营和监管方面能够

有效沟通。其次，多层级协调机制通过建立不同治理主体

间的协调小组或委员会，实现了从战略规划到具体执行的

全方位协调，确保赛事的顺利进行。透明公正的规则制定

则是协同治理的核心，通过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制定出

公平合理的赛事规则，保障各方的权益。最后，持续监督

与评估机制通过对赛事全过程的监控和定期评估，及时发

现并解决问题，保障赛事质量和治理效果。这些关键机制

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线上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框架，确

保了赛事的高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3 线上体育赛事中的协同治理机制 

3.1 协同治理的主体构成 

3.1.1 传统治理模式与协同治理的对比 

线上体育赛事的传统治理模式与协同治理在治理主

体、决策过程、信息流动和目标导向上存在显著差异。传

统治理模式通常以政府或单一体育组织为中心，决策过程

较为集中，信息流动往往是单向的，且主要目标是完成赛

事任务。相比之下，协同治理模式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

与，决策过程更加民主和透明，信息流动是双向和多向的，

目标更加多元化，旨在实现赛事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传

统治理模式中，政府或体育组织独自承担治理责任，可能

导致资源有限、视角单一；而协同治理通过吸纳企业、社

会组织、媒体和公众等多元主体，汇聚了更多资源和智慧，

能够更全面地应对赛事挑战。此外，传统治理模式下的决

策过程可能缺乏灵活性，而协同治理通过多主体间的互动

和协商，能够更快速地响应变化，提高治理效率。总之，

协同治理模式相较于传统治理模式，更能够适应线上体育

赛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促进治理体系的创新和优化。 

3.1.2 协同治理的参与者与角色 

线上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包括政府部门、

体育组织、企业、社会组织、媒体、运动员和公众，每个

参与者都在治理过程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政府部门，尤

其是体育管理部门，负责制定赛事政策、提供法规支持，

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和调节，确保赛事的合法性和公平性。

体育组织，如体育协会和联盟，负责赛事的规则制定、组

织协调和运动员管理，是赛事专业性的保障。企业，包括

赛事运营公司和技术提供商，负责赛事的商业运作和技术

支持，是赛事能够顺利进行的商业动力和技术保障。社会

组织，如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参与赛事的公益活动，

提供社会监督和公众教育。媒体，特别是网络和社交媒体，

负责赛事的宣传推广，是信息传播和公众互动的关键平台。

运动员和教练员作为赛事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专业表现

和道德行为对赛事的成败至关重要。公众，包括观众和用

户，不仅是赛事的服务对象，也是赛事口碑和影响力的传

播者。这些参与者通过协同合作，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

相互作用的治理网络，共同推动线上体育赛事的健康发展。

每个角色的有效发挥，都是确保赛事顺利进行、提升赛事

质量和公众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3.2 协同治理在赛事组织中的实践 

3.2.1 政府、企业和媒体的协同 

在赛事组织中，协同治理的实践体现在政府、企业和

媒体的三方协同合作。政府作为监管者，通过制定政策、

提供资金支持和确保法规遵守，为赛事的合法性和秩序性

奠定基础。企业，尤其是赛事运营公司，负责具体的赛事

策划、市场营销和商业运作，它们通过专业的管理能力和

市场经验，确保赛事的商业成功和品牌价值。媒体，特别

是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承担着赛事宣传、信息传播和公

众互动的角色，它们通过广泛的覆盖和高效的传播，提升

赛事的知名度和公众参与度。在实践中，政府、企业和媒

体的协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在政策制定时，

会考虑企业的运营需求和媒体的传播特性，以确保政策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其次，企业在赛事运营中，会与政府密

切沟通，确保赛事符合法律法规，并与媒体合作，制定有

效的宣传策略；最后，媒体在报道赛事时，会遵循政府的

规定，同时与企业合作，创新传播方式，提高赛事的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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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互动性。这种三方协同的治理模式，不仅提高了赛事

组织的效率和质量，也增强了赛事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满

意度。 

3.2.2 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机制 

在赛事组织中，协同治理的实践依赖于各方利益相关

者之间建立的有效互动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定期会议、信

息共享平台、联合决策流程和反馈循环。首先，定期会

议为政府、企业、体育组织、媒体和公众提供了一个面

对面交流的机会，通过这些会议，各方可以讨论赛事筹

备进展、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共同制定未来的行动计划。

信息共享平台则确保了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够实时获取赛

事相关的信息，从而提高透明度和信任度，促进更有效

的合作。联合决策流程使得各方在关键决策上拥有平等

的发言权，如赛事规则制定、赞助商选择和市场营销策

略等，这种流程有助于平衡各方利益，确保决策的公正

性和可行性。最后，反馈循环机制允许利益相关者对赛

事组织过程提出意见和建议，组织者可以根据这些反馈

进行调整，以提升赛事质量和满意度。通过这些互动机

制，各方能够围绕共同的目标进行协作，有效协调资源，

应对挑战，从而实现赛事的成功举办。这种协同治理的

实践不仅提高了赛事的组织效率，也提升了公众的参与

感和赛事的社会价值。 

4 数字赋能线上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优化策略 

4.1 数据共享与决策支持 

建立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各治理主体能够实时获取

赛事相关的信息，如参赛人数、观众反馈、赛事运营数据

等。这些数据的共享，为政府、企业、体育组织等提供了

精准的决策支持。政府可以根据赛事参与度和公众满意度

数据来调整政策方向，企业可以依据用户行为数据优化市

场营销策略，体育组织则可以依据运动员表现数据调整比

赛规则。此外，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如大数据分析和人

工智能，能够帮助治理主体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

息，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这种以数据为驱动的

决策支持，不仅提升了赛事组织的透明度，也增强了治理

主体间的互信和协作。 

4.2 协同平台的构建 

协同平台的构建则是数字赋能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

另一重要途径。一个高效的协同平台能够将政府、企业、

体育组织、媒体和公众等多元主体紧密连接起来，形成一

个互动、协作的网络。在这个平台上，各方可以共同制定

赛事规划、分享资源、协调行动和解决问题。赛事组织者

可以通过平台发布赛事信息，政府可以发布相关政策，而

企业则可以提供赞助信息和市场动态。这种平台的构建，

不仅促进了信息的快速流通，也简化了沟通流程，降低了

协调成本。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的协同平台，体育赛事的治

理变得更加高效、灵活，能够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

和环境需求。 

4.3 智能化赛事管理与运营 

集成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先进数字技术，

实现了赛事流程的自动化、现场管理的智能化、观众体验

的个性化、赛事营销的精准化以及应急响应的快速化。智

能系统自动处理报名和成绩记录，减少了人工错误，提升

了运作效率；物联网技术则用于实时监控赛事现场，确保

安全与顺利进行。同时，大数据分析帮助定制个性化观众

体验，增强参与感，而 AI 则用于精准定位营销对象，提

高赞助效果。此外，智能预警系统为突发事件提供快速响

应机制，提升了赛事的整体抗风险能力。这种智能化管理

不仅提高了赛事组织的效率和质量，也为各方参与者带来

了更加丰富和便捷的体验，是体育赛事协同治理适应数字

化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5 结论与展望 

数字技术与体育赛事治理的结合，推动了治理模式的

创新，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了赛事的智能监控、数据分

析和决策支持，提高了治理效率和响应速度。线上体育赛

事的协同治理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

体的参与，各主体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沟通协作，共同参

与赛事的组织、管理和监督。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

技术，对赛事参与者行为、观众需求和市场趋势进行深入

分析，为赛事的策划、运营和营销提供数据支持，优化决

策过程。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线上体育赛事的协同

治理将更加智能化和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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