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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赋能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动力、瓶颈与策略 
孙嘉澳 

安庆师范大学，安徽 安庆 246000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引擎。随着新科技革命持续推动、新型数字消费

需求持续升级、多重利好政策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出强劲动力。本篇文章运用文献资料及逻辑分析等方法，

系统分析数字经济赋能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赋能体育产业的动力：科技革新浪潮：技

术创新的内驱赋能；新型数字消费蝶变：需求升级的牵引助推；体育产业竞技场：企业竞争的驱变动力；政策矩阵：多重政

策的引导与赋能等。再针对现实瓶颈分析发现：监管与法规掣肘：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法治困境；“数字鸿沟”与 数据孤

岛”叠加：体育产业数字生态断层困境；成本与周期桎梏：体育企业数字化进程的经济时限困境；人才供需错配：体育产业

数字化转型的人力困境与失业隐忧等困境。最后再剖析策略：完善监管与法规体系，构筑法治保障；弥合“数字鸿沟”，打破

“数据孤岛”，重塑数字生态；创新成本控制与周期优化机制，破解经济时限困境；优化人才培养与就业匹配，突破人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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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provides a powerful engin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new digital consumption demand, and the continuous release of multiple favorable polici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s showing strong momentum. This article us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ports industr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empower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by the digital economy is the wav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riven by inter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digital consumption: the driving 
force of demand upgrading; Sports industry arena: the driving force for corporate competition; Policy matrix: guidance and 
empowerment of multiple policies, etc. Further analysis of real-life bottlenecks reveals: regulatory and regulatory constraints: the legal 
dilemma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sports industry; The superposition of "digital divide" and "isolated data island": the dilemma 
of digital ecological discontinuity in the sports industry; Cost and cycle constraints: economic time constraints in the digitalization 
process of sports enterprises; Mismatch of talent supply and demand: human resource dilemma and hidden unemployment concerns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Finally, analyze the strategy: improve the regulatory and legal system, and build a 
legal guarantee;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break down "isolated data island", and reshape the digital ecosystem; Innovate cost control 
and cycle optimization mechanisms to solve economic time constraints; Optimize the matching betwee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mployment, and break through the manpower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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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经济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

后产生的新动能，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1]
。

2018 年数字经济总规模已达 31.29 万亿元，占同期 GDP

比重的 34.8%
[2]
。探究中国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

相关问题，有必要先追溯中国“数字经济”一词的缘起。

2016 年，我国签署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

倡议》，“数字经济”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我国官方文件中
[3]
。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推

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4]
。

2017 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明

确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的政策方向；2019 年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

应用，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2019 年，在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中国官方提出“引导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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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为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保障
[5]
。近年来，在全

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体育产业取得较快发展。

特别是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引领下，2035 年体育产

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体育产业本质上属于实体

经济的范畴，在国家层面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的背景下，探究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具有

现实意义。 

1 数字经济内涵释义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

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

有效应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

一系列经济活动
[6]
。数字经济涵盖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

字化两个方面。数字产业化是指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发

展和壮大，如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

产业数字化则是指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效

率提升和商业模式创新，如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金

融等
[7]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等

特点，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8]
。 

2 数字经济赋能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动力 

2.1 科技革新浪潮：技术创新的内驱赋能 

当代科技生态中，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

联网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大数据凭

借其海量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为体育产业的精准决策提

供依据；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赛

事预测、运动员表现评估等智能化应用；区块链技术以其

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性，保障体育数据安全与赛事公

平；物联网则借助传感器等设备，实现体育设施、运动员

装备等的互联互通。这些技术并非孤立发展，而是相互渗

透、深度融合，构筑起一个有机的技术生态体系，为体育

产业数字化转型筑牢技术基石，催生出一系列创新应用场

景与商业模式
[9]
。从赛事运营角度，技术创新为体育赛事

带来全方位变革。赛事直播引入虚拟现实（VR）、增强现

实（AR）技术，为观众打造沉浸式观赛体验；线上票务系

统结合大数据分析与智能推荐，优化票务销售与管理。技

术创新催生众多新型体育消费场景。 

2.2 新型数字消费蝶变：需求升级的牵引助推 

新型数字消费模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线上订阅、

共享消费、直播带货等为代表的新兴模式，展现出区别于

传统消费的显著特征。线上订阅模式，消费者通过定期支

付费用获取体育内容、赛事直播或健身课程等服务，体现

出消费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共享消费模式，如共享运动器

材、体育场地等，打破所有权的限制，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凸显消费的灵活性与经济性；直播带货则借助主播的影响

力与实时互动性，激发消费者冲动消费，呈现出消费的即

时性与社交性。这些新型数字消费模式相互交织，共同塑

造体育产业消费领域的新格局。新型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

对体育产业的供应链提出更高要求，推动其向数字化、智能

化方向转型。为实现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优化库存管理以及

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体育企业开始构建数字化供应链
[10]
。 

2.3 体育产业竞技场：企业竞争的驱变动力 

传统体育企业凭借长期积累的品牌声誉、完备的生产

制造体系以及广泛的线下渠道资源，在部分细分领域仍占

据主导地位。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兴数字

体育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它们以创新的商业模式、敏

捷的体育市场响应能力和先进的数字技术应用，迅速切入

体育市场，对传统体育企业的市场份额构成强有力的挑战。

体育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成为体育产业技术创新的核心驱

动力，促使体育企业不断加大在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的投

入。为了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体育企业纷纷聚焦于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前沿数字技术在体育领

域的应用创新。在体育装备制造环节，体育企业运用先进

的传感器技术和数据分析算法，研发出能够实时监测运动

员生理指标、运动姿态并提供个性化训练建议的智能运动

装备
[11]

。 

2.4 政策矩阵：多重政策的引导与赋能 

政策通过引导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如信息

技术、互联网、大数据等产业的融合，打破产业间的壁垒，

促进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的跨产业流动。多重政策通

过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有效激发了体育产业主体在数字

化创新方面的投入积极性。政策所提供的财政补贴与税收

优惠政策，直接降低体育企业开展数字化创新活动的成本，

提高创新项目的预期收益。以体育科技企业为例，在研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体育设备时，可凭借政策支持获

得资金支持，缓解研发资金压力，从而有更多资源投入到

技术攻关与产品优化中。同时，政府设立的产业引导基金

与风险投资引导政策，吸引大量社会资本流入体育产业数

字化领域，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12]

。 

3 数字经济赋能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瓶颈 

3.1 监管与法规掣肘：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法治困境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暴露出诸多弊端。不同部门之间

的监管职责划分不够清晰，在面对融合多种数字技术和业

务形态的体育产业新业态时，容易出现监管重叠或监管空

白的情况。在体育直播平台的监管中，涉及到文化、广电、

体育、网信等多个部门，各部门依据自身职能和法规开展

监管工作，但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导致监管效率低下，

无法及时应对平台上出现的诸如侵权直播、虚假宣传等问

题。此外，传统的监管手段多依赖于人工检查和线下审核，

难以适应数字体育产业实时性、跨地域性的特点，无法对

海量的数字体育活动进行全面、动态的监管。法律法规的

滞后性严重制约体育产业数字化创新的步伐
[13]

。由于缺乏

明确的法律指引，体育企业在开展数字化创新业务时面临

较高的法律风险，不敢轻易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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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块链技术应用于体育赛事票务管理时，因担心智能合

约的法律效力问题，体育企业往往持观望态度，阻碍技术

的推广应用。 

3.2 “数字鸿沟”与 数据孤岛”叠加：体育产业数

字生态断层困境 

“数字鸿沟” 现象显著，具体表现为不同地区、不

同群体以及不同规模体育企业在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数字

资源获取与利用程度上的巨大差距。从地区差异来看，经

济发达地区的体育产业凭借雄厚的资金与先进的技术基

础设施，能够快速将数字技术融入赛事运营、体育营销、

产品研发等各个环节，实现高效的数字化转型；而经济欠

发达地区由于资金短缺、技术人才匮乏，在数字体育建设

方面进展缓慢，难以享受到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
[14]

。在群

体层面，年轻一代消费者和运动员对数字技术接受度高，

能够熟练运用各类数字体育产品和服务，然而老年群体以

及部分基层体育从业者则因数字素养较低，在数字体育消

费与参与方面存在明显障碍。 

3.3 成本与周期桎梏：体育企业数字化进程的经济时

限困境 

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为搭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

的信息化平台，体育企业需投入大量资金购置服务器、存

储设备、网络通信器材等硬件设施，并构建稳定可靠的云

计算环境，以满足海量数据的存储与处理需求
[15]

。体育企

业数字化转型周期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呈现出高度

的复杂性。从技术层面来看，数字化项目的技术选型与架

构设计对周期起着关键作用，若选择的技术路线不成熟

或过于复杂，可能导致项目开发过程中频繁出现技术难

题，延误交付时间。同时，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快，体育

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可能需要不断调整技术方案以适应新

的技术趋势，这无疑延长了转型周期。业务流程层面，

体育企业内部业务流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增加了数字化

改造的难度。 

3.4 人才供需错配：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人力困境

与失业隐忧 

数字经济时代，体育产业对数字化人才的需求呈现出

多维度、复合型的显著特征。首先，需要具备深厚体育专

业知识与数字技术技能融合的人才。这类人才不仅要精通

体育赛事运营、体育市场营销、体育产品研发等传统体育

业务领域，还需熟练掌握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区

块链技术、云计算平台搭建等前沿数字技术，能够将数字

技术深度融入体育产业的各个环节，推动业务创新与流程

优化。其次，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催生了对具有创新思维

与跨领域整合能力人才的需求。人才供需错配不仅给体育

产业数字化转型带来挑战，还引发了潜在的失业隐忧。随

着体育产业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些传统体育岗位由

于无法适应数字化变革的需求，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失业

人员的增加会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压力，同时可能导致社

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4 数字经济赋能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策略 

4.1 完善监管与法规体系，构筑法治保障 

明确数字体育产品和服务的定义、分类及相关标准，

为体育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避免因法规

滞后导致的产业发展无序与市场混乱。同时，建立法规政

策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技术迭代速

度，定期对法规进行修订与完善，确保其始终与体育产业

数字化发展保持同步。为促进体育产业数字化健康发展，

需对相关法律条款进行深度细化，尤其是在权益保护方面。

在知识产权领域，明确体育数字内容的版权归属，包括赛

事直播画面、体育游戏软件、数字体育教材等。针对体育

产业数字化发展过程中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构建协同监管

体系至关重要。整合文化、体育、广电、网信、市场监管等

多部门的监管资源与力量，建立跨部门的联合监管机制。 

4.2 弥合 “数字鸿沟”，打破 “数据孤岛”，重塑数

字生态 

通过政策扶持，鼓励体育企业为老年群体、残障群体

等特殊群体开发适老化、无障碍的数字体育产品与服务，

降低其数字体育参与门槛，促进体育产业数字消费的均衡

化发展。打破 “数据孤岛” 需依靠数据治理与技术创新

的双重力量。在数据治理层面，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体系

是关键。体育产业各部门、各体育企业应共同制定涵盖数

据格式、数据编码、数据接口等方面的统一标准，确保数

据的一致性与兼容性，为数据流通奠定基础。同时，完善

数据治理机制，明确数据所有权、使用权与管理权，建立

数据共享激励机制与安全保障机制。通过数据脱敏、加密

等技术手段，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鼓励体育企业间、

部门间的数据共享与合作。在技术创新方面，利用云计算、

大数据集成平台等技术，实现不同来源、不同格式体育数

据的整合与汇聚。 

4.3 创新成本控制与周期优化机制，破解经济时限困境 

在项目规划阶段，引入敏捷项目管理理念，采用迭代

式开发方法。将数字化项目分解为多个小型、可管理的子

项目，每个子项目都设定明确的目标与交付时间节点，通

过不断的迭代与反馈，及时调整项目方向与需求变更，避

免项目后期因需求不明确导致的大规模返工与延期。在技

术应用方面，选择成熟且具有良好扩展性的技术架构。优

先采用经过市场验证的主流技术方案，减少因尝试新技术

带来的技术风险与不确定性。同时，注重技术的可扩展性，

确保在项目后期随着业务发展与需求变化，技术架构能够

轻松应对，无需进行大规模的技术重构。在项目管理方面，

建立高效的沟通协调机制。明确项目团队各成员的职责与

分工，利用项目管理工具实现项目进度的实时监控与可视

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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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优化人才培养与就业匹配，突破人力困境 

在教育领域，高校应率先优化体育相关专业的课程设

置，增加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数字技术

核心课程，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开设实践课

程、实验教学环节以及校企合作项目，让学生在实际操作

中掌握数字技术在体育产业中的应用技能。此外，高校应

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开展体育产业数字化相关的

前沿研究，引导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培养其创新思维与科

研能力。科研机构凭借其在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为高校

人才培养提供技术支持与理论指导，同时将最新的研究成

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使学生接触到行业最前沿的知识

与技术。 

5 结论 

在新时代的产业格局中，体育产业已然跃升为兼具幸

福属性与健康特质的重要产业类型，同时，它更是现代化

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产业不仅关联着

民众生活品质的提升，更深度融入宏观经济发展脉络，展

现出多元而深远的价值。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磅礴兴

起，技术创新成为驱动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以信息网络

为坚实基础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等，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全方位渗

透至体育产业的各个环节。从赛事运营的智能化管理，到

体育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再到体育服务的精准推送，信息

技术的赋能促使体育产业的生产方式、运营模式以及消费

体验等方面均发生深刻变革，持续有力地推动着体育产业

向数字化转型的新征程迈进。置身于这一时代浪潮下，深

入探究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相关议题具有重要的

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创新性地尝试对数字经济

与体育产业融合的动力展开系统而深入的探析。为体育产

业在数字化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具有前瞻性与实用

性的参考，助力体育产业在数字经济的赋能下，开拓更为

广阔的发展空间，实现可持续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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