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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ve breakthrough of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has given sports venues a new meaning of the times. As a good tool for
stadium development，smart upgrade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industry. Literature，field research，expert interviews and
logical analysis were used to review the process d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smart stadium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domestic smart stadium is significantly enhanced，the scope of influence is gradually expanding，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s increasing，social capi⁃
tal is actively participating，and the service system coexists，but they are facing lack of top-level design，limited development awareness，and falling into tech⁃
nical misunderstandings，lack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investment at risk，and talent gaps，etc.，for solving these problems，we require technical empow⁃
erment of stadium，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clarify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ies；strengthen policy guidance and form a policy system；develop relevant
standards to avoid blind construction；strengthen multi-party cooperation，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hievements；promote the certification of smart
stadium，accelerate publicity and promotion；segment marketing market and design combination scenarios；activate human resources and optimize intellectual
support.
Key words smart stadiums；new technologies；sports industry；development strategy

新时代我国智慧体育场馆的发展现状、困境及推进策略研究

张 强 1，王家宏 2

摘要 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的创新突破，赋予体育场馆新的时代意涵，智慧化升级作为场馆发展的良器已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重点。运

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审视我国智慧体育场馆进程演绎和发展图景。目前，国内智慧体育场馆发展趋势显著增强、

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基础设施投入加大、社会资本踊跃参与、服务体系多元并存，但面临顶层设计缺失、发展认知受限、陷入技术误区、跨界

合作欠缺、投入面临风险、人才存在缺口等困境，需场馆技术赋能，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政府职责；强化政策引领，形成政策体系；研制相关标

准，避免盲目建设；加强多方合作，加速成果转化；推进智慧场馆认证，加快宣传推介；细分营销市场，设计组合场景；盘活人力资源，优化智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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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提出“加快推进体育

强国建设”的远景规划和“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的战略指针，报告还专门指出要加快创新型国家建

设，为建设科技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

支撑[1]。智慧社会作为全新的概念被首次提出，是新

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选择，也是人类社会

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巨大变革[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和智慧社会的实现，需要科学谋划体育

治理现代化以及场馆设施智慧化发展。2021 年 10

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在

数字体育建设工程专栏明确提出要“加快体育场地

设施数字化改造，推动地方数字化升级改造不少于

1 000 个体育场馆，打造一批智慧体育场馆”[3]，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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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时期体育场馆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方面，随着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公共体育场馆“改造功能、改革机

制”工作的有序推进和各级政府发展智慧体育政策

导向日益增强，加强智慧体育场馆建设既是加速建

成体育强国、补足体育关键领域及场馆薄弱环节的

重点工作，又是以人民为中心提升群众体育获得感、

幸福感，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重

要内容；另一方面，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智慧体

育场馆发展对落实“新基建”场景，实施全民健身国

家战略和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拟就智慧体育场馆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

期为新时代我国智慧体育场馆有序发展提供理论经

验和实践参考。

1 我国智慧体育场馆的进程演绎分析

目前，智慧体育场馆发展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

段，综合我国场馆技术推演视角，国内体育场馆发展

历程可总结为 4 个阶段（见表 1）。（1）起步期（1949—

1985年），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 1985年北京亚运会前

夕，该阶段场馆工艺设计主要体现竞赛特征，设计内

涵集合看台+赛场功能，主要关注“场地布置与构造”。

（2）发展期（1986—2000年），以 1990年亚运会场馆为

代表，在设计理念和建设要求上逐渐与国际接轨，智

能化应用主要包含楼宇自控系统、安全防范系统、综

合布线系统、显示屏、场地扩声系统和计时记分系统

等[4]。亚运会后，许多场馆采用大量新技术、新材料和

新工艺[5]，但是早期场馆智能化系统之间相互独立，未

能形成整体效应。（3）飞跃期（2001—2013年），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场馆群为代表，场馆硬件设施已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融入与竞赛关系紧密的设备管理系统、

信息设施系统、专用设施系统和信息应用系统等。同

时，为规范和提高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质量，国

家出台《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JGJ/

T179-2009》，此时国内场馆智能化技术、产品、系统日

渐成熟，市场中也出现专门的解决方案。（4）质变期

（2014—至今），自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简称 46号文）和《关于

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简称“互联

网+”战略），鼓励场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5G

等新技术，满足运营节能、省人、增效的管理创新需

求，创设消费者体验场景，最大程度实现场馆经济、文

化、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实现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即

当前智慧体育场馆发展阶段。

表1 我国智慧体育场馆发展历程的四个阶段
Table1 The Four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Stadiums in China

发展历程

第1阶段
（起步期）

第2阶段
（发展期）

第3阶段
（飞跃期）

第4阶段
（质变期）

时间

20世纪80年代中期
之前

1986—2000年间以
北京亚运会为节点

2001—2013年间以
北京奥运会为节点

2014年46号文
发布至今

主要功能

原始场馆集合看台+赛场功能

在原始场馆基础上升级信息+转播
功能，以产品技术为核心

场馆实现了智能化和互联网化，以
解决方案为核心

实现体育场馆服务集成创新和应用
创新，具备感知和交互能力

基本内容

体育场馆工艺的起步和探索期，其内涵仅局限于“场地布置与构造层
面”，满足体育竞赛需求

亚运会场馆群逐渐与国际接轨，注重体育场馆工艺同时又注入了“辅助
用房功能分布及流线设计”，实施单体智能化技术

奥运会对场馆规格的要求严格，硬件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融入了与比
赛关系紧密的“场馆智能化系统”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吸收国际著名设计咨询机构及场馆
建设与运营经验，满足运营方节能、省人、增效需求，符合消费者需求

2 我国智慧体育场馆发展现状分析

2.1 发展趋势显著增强

为适应新时代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尤其是网络

空间服务业的发展带来若干重要变化[6]，以大型体育

场馆、全民健身中心等运动空间为特定载体，融合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智慧体育场馆相继在国内兴起（见表

2）。从当前我国智慧体育场馆整体发展趋势来看，智

慧体育场馆最先发轫于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在区域分

布上呈现向中、西部地区延伸的趋势。东部地区城市

经济基础条件较好，其场馆规模、空间功能具有更强

的市场性和技术包容性，能敏锐捕捉到智慧化转型作

为新型场馆运营模式对增强体育消费和促进运动参

与的积极作用。如北京、上海两地场馆均具有优越的

经济条件和政策优势，合力促进场馆新技术应用率先

成形；江苏和浙江是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和互联网经济

发展的代表省份，根据省情探索不同形式的智慧体育

场馆服务体系。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会城市也出现智

慧体育场馆的雏形，如武汉体育中心、西安奥体中心

近年来相继启动智慧场馆管理系统建设实践。因此，

在我国已经步入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发展时期，体育场

馆借力科技已成为降低场馆运营成本、增强群众运动

体验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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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我国部分体育场馆智慧化服务方式
Table2 Intellectualization Service Methods of Some Sports Ven‐

ues in China

启动
时间

2008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场馆名称

北京凯迪拉克
中心

浙江黄龙体育
中心

北京“冰丝带”
国家速滑馆

上海东方体育
中心

武汉体育中心

西安奥体中心

智慧化服务方式

支持 360度全景、精彩瞬间捕捉、奇特镜头
回放、赛况信息播报、计时记分统计、广告
播出等多项功能

引入自助服务机、人脸识别设备、无人值守
闸机、灯控等智能硬件，构建黄龙智慧物联

“大脑”

实现手机APP实现无纸化检票、智能停车
位和场馆坐席导引、赛事精彩片段回放、人
脸识别门禁、场地照明调节、温度湿度控
制、物柜存取等智能化

“玉兰桥”游泳馆首创微信端服务体验
（O2O），泳客通过微信服务端口购票，现场
自助服务机扫码领取智能手环

增设智慧前台管理系统、智能活体人脸票
务闸机系统、智能自助查询管理系统、微信
客户服务管理平台等

国内首座“5G+智慧”场馆，建立综合智慧
指挥平台，集体育竞技、观赛体验、媒体传
播、智慧安保、灯光联动等多位一体

2.2 影响范围逐步扩大

智慧体育场馆最初的建设主体多为大型体育场

馆或单体体育馆（游泳馆），随着技术日趋成熟，现已

逐步向中小型体育场馆和学校体育场馆推广，如深圳

松岗体育中心是宝安区首个街道级体育中心，其游泳

馆引入智能运动场馆一站式服务平台，用户在手机端

就能完成自助购票和查看进场流程；苏州市全民健身

中心体育馆在增添智能灯控系统后实现用户到场自

动开灯，既节约了能源又节省了人力成本；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远望谷体育馆可用于体育比赛、大型活动、

音乐会、室内外展览等，场馆业务数据存储在云端，不

用担心数据丢失问题。另外，也有场馆实现智慧运营

系统品牌输出，如黄龙体育中心已向湖州市、舟山市、

江山市、德清县等省内大中型体育场馆提供数字化技

术支持及解决方案[7]。由此可见，智慧体育场馆的建

设范围由体育系统逐步扩大到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

逐渐构成我国智慧体育场馆发展由点到线、由线成面

的格局。

2.3 基础设施投入加大

国内体育场馆多为举办综合性运动会而建，其规

划建设过于注重外观造型，普遍缺乏软件服务能力。

为适应国家政策、场馆服务业发展和消费者需求，近

年来不少场馆加强了硬件设施和软件系统改造。

2018年，国家体育总局为推进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

收费开放，在全国选择 23座大型体育场馆试点建立集

场馆客流量监管和统计分析、水电气热能耗监控、重

点区域实况视频监控于一体的综合实时监管硬件系

统[8]。2014年以来，江苏省累计投入 3 910万元体育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 52个智慧场馆、智慧健身、智慧

体育平台、智能硬件开发、智慧应用服务等项目[9]。北

京五棵松体育馆作为 2019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主场，期

间对照明系统、抖屏显示系统、音响系统、场地设施和

媒体设施等一系列硬件设备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

另外，还有场馆运营机构依据场馆定位和服务发展需

求，分阶段增加线上场馆预定、线下智能设备和可视

化管理系统，如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在企业化改制后

迅速转变经营思路，在场馆群中投入自助购票一体

机、增设前台智能信息展示屏、增加场馆管理系统等。

可见，各地体育行政部门和场馆运营机构越来越重视

智能化建设，不断加大硬件设施投入以提高场馆服务

品质和管理效率。

2.4 社会资本踊跃参与

当前，国内场馆主管部门工作重心更侧重内部管

理，而国家出台有关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场馆基础

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因此，社会资本紧跟互联网风

口和场馆技术缺口，利用前沿技术和资金优势，投入

大量资源研发场馆数字化解决方案。如深圳领航体

育场馆智能化产品涵盖运营管理系统、赛事活动系统

和体育智能硬件等；南京运享通专注体育场馆数字

化、互联网化改造，公司自主研发XPORTS·悦动场馆

数字化运营服务平台包括智慧教培系统、智慧健身管

理系统、智慧乐园系统、智慧赛事管理系统和智慧场

馆系统等核心内容，为江苏、北京、上海、山东等 17个

省份场馆提供服务；阿里体育结合运营系统、票务接

口、市场开发、观众体验和后勤保障等用户及行业高

效率服务需求，实施智慧场馆的商业操作系统[10]，“橙

狮悦动”已有近 200个城市超过 2 700个线下场馆接入

服务系统。大麦集团正式冠名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

集团未来将以智慧体育场馆为切入点，从硬件设施升

级、文体娱乐演出开发、外部商务拓展及数据分析等

方面全面改造传统场馆，为场馆运营提供个性化服

务[11]。可以预见，随着社会资本的快速涌入和信息技

术的普及推广，智慧体育场馆将得到快速发展。

2.5 服务体系多元并存

城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由不同系统、不同规模、

不同类型的体育场馆作为共同载体，各个场馆的组成

要素、发展目标与现实诉求不尽相同。按照系统划

分，体育系统、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场馆使命不同；按

照规模划分，大型体育场馆、全民健身中心和高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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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体量不一；按照内容划分，体育赛事、全民健身、体

育教学需求交织，不同场馆由于所生产与经营的活动

差异，对智慧化需求程度截然不同。从场馆主管部门

来看，场馆向来是对外宣传展示的窗口，因此智慧体

育场馆与数字中国建设、智慧城市发展等发展愿景息

息相关；场馆经营管理视角，智慧体育场馆的主要目

的是提高场馆经营管理效率，如何节能省力提升场馆

经营坪效才是重点。综合近年来体育场馆信息化建

设和改造进程，场馆智慧化赛事服务系统、全民健身

服务平台和学校场馆保障俱乐部教学活动等多元服

务体系改善了以往场馆设施服务较为单一与科技体

验不足的局面。

3 我国智慧体育场馆发展困境剖析

随着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市场化进程加速，国内部

分破土动工的场馆在规划设计阶段已尝试引入智慧

理念提升服务能力，许多已经落成的场馆正根据公众

消费需求改造场馆智能硬件设施以提高用户体验。

通过对国内部分体育场馆智慧化改造的调研，认为主

要存在以下6方面问题。

3.1 顶层设计缺失

在国家倡导“互联网+”战略和发布《体育强国建

设纲要》双重政策下，建设智慧体育场馆成为业内热

点。然而，通过深入调研多地场馆智慧化改造发现，

由于国家层面尚未出台智慧体育场馆建设标准和数

据接口规范，目前地方政府层面仅浙江省于 2021年 2

月出台《体育场馆智慧化建设规范》。总体上，国内关

于智慧体育场馆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研制相对滞

后，大部分省份场馆运营主体难以获得有效理论依据

和业务指导，致使各地不同规模类型场馆智慧化建设

和改造前后落差较大。如部分场馆“新瓶装旧酒”，把

“互联网+”发展思路套用智慧场馆概念进行重新包

装，将场馆内 Wi-Fi连接、微信活动推送、小程序等前

端平台和办公自动化作为智慧化终点，对于了解用户

需求和解决场馆运营“痛点”作用非常有限，难以有效

回应市场需求和甄别用户的个性化诉求。现实情况

是，许多场馆运营机构对建设在线预定、会员储值、门

票售卖等线上服务需求认识模糊，对引入智能闸机、

智能灯（水）控、客流监控、虚拟运动体验等提升场馆

公共服务水平的举措定位不准，对人脸识别（支付）、

无人值守运动馆、APP 开发、智慧服务平台长期投入

不足，与公安、交通、消防等部门业务协同进展缓慢。

因此，容易造成所谓智慧体育场馆其实并不“智慧”的

现象，损害行业和公众对智慧场馆的认知和推动热情。

3.2 发展认知受限

智慧体育场馆是拉动体育消费和提高体育产业

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数字技术赋能体育场馆服务业能

够催生智慧体育场馆新模式[12]。但由于国内绝大多

数体育场馆为公益一类（全额拨款）或二类（差额拨

款）事业单位性质，人员年龄结构相对老化，场馆服务

仍以传统的“人对人、面对面”人工服务方式为主，以

至于部分场馆主管部门、运营机构以及基层员工在思

想上缺乏动力，难以适应场馆智慧化改造后对运营数

字化、人员轻量化等新要求。根据在 J省调研发现，部

分公益二类（可另行开展自营业务）场馆主管领导认

为“目前场馆对外开放和附属空间出租已处于饱和状

态，场馆收入已没有太大的增值空间，甚至每年还能

产生一定盈余上缴财政部门，已经较好地完成了公共

体育服务指标”；还有部分场馆经营单位认为建设智

慧体育场馆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系统方面需要投入大

量的资金，今后还需要考虑智能硬件迭代升级问题，

场馆不但面临设施更新带来的数字化运营阵痛，甚至

还存在一定的数据安全风险。从上可知，部分场馆管

理部门和运营机构陈旧的管理观念难以有效突破场

馆运营的时空界限，一定程度上会掣肘场馆运营转

型，这类场馆运营机构沉浸满足于当前运营状态，不

愿意对场馆智慧化升级进行再次投入，容易束缚和错

失智慧场馆发展良机。

3.3 陷入技术误区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热潮的引导下，体育场馆

主动利用技术创新进行智慧化升级已从概念阶段全

面进入组织规划，乃至落地实施阶段[13]，但由于外界

和场馆内部对智慧体育场馆的战略意向和内涵表征

解读的差异，部分体育场馆在智慧化建设过程中容易

陷入技术误区，出现“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应用”

“重效仿轻研发”等问题，未能针对场馆当前实际运营

需求和用户结构特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造成智慧化

项目盲目建设。现实情况是，许多场馆运营机构希望

在短期内通过配置智能硬件改良场馆运行管理状况

和降低人员成本，但由于缺乏系统性规划和专业论

证，认为只需在市场中寻找开展相关业务的网络科技

公司就能轻松完成场馆智慧化改造，过度参考照搬其

他场馆的智慧化建设内容，过于依赖网络科技公司技

术，建设思路停留在“硬件”“技术”和“方法”层面，当

出现前台设备与用户互动缺乏互通，用户画像定位和

市场营销准备不对称，部分设备产生反应迟缓或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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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维护等现象时，难以达到用户实时需求进而导致

用户弃用，以至无法高效发挥硬件设施和软件系统的

作用，与场馆智慧化改造初衷背道而驰。实际上，智

慧体育场馆涉及的不仅是短期建设和技术适应问题，

更多关乎精细化管理和长效运营问题，通过提升场馆

运营效率，更好地为 B 端客户及 C 端用户服务，其终

极目标是提升场馆管理与运营能力。因此，每个场馆

在不同运营阶段都需要根据场馆运营情况量身定做

技术转型方案和框架。

3.4 跨界合作欠缺

在新型消费方式和新技术支撑下，智慧体育场馆

运营理念逐渐被场馆运营机构接受并认可。然而，当

前多数场馆智慧化建设只解决了最容易完成的基础

设施智能化改造部分，主要为推进大型体育场馆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工作和服务基本公共体育服务需求，服

务内容主要侧重场馆预定、人流统计和营业收入分析

等内部管理项目。调研发现，部分场馆在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出现硬件设施到位，但管理维护跟进不足，导

致智能设施功能丧失；软件到位，但应用推广不足，软

件系统沦为“鸡肋产品”现象。因此，整体上，智慧场

馆外部娱乐化体验、营销思维尚未完全打开，尤其是

大型体育场馆，其技术投入未能与赛事服务结合，难

以在大型竞赛或文化演艺活动期间为粉丝提供个性

化内容，服务质量和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顾客满意

度较低[14]，用户消费体验普遍较差。国内绝大多数体

育场馆不可能去构建独立而有效的票务系统、交通导

航、餐饮服务等，而跨界思维能够非常便捷地解决上

述运营问题，如场馆餐饮服务可通过嫁接外卖服务技

术做到服务前置，引导用户购票后使用指定合作外卖

平台预定餐食，从而有效回避场馆举办大型赛事活动

时食品供应不足和赛时排队等候等问题。因此，通过

跨界合作，有利于减少场馆在技术研发上的非必要投

入，直接利用甚至是免费使用相关业态的成熟技术，

从而使场馆专注于大型活动引进与核心业务的市场

开发，不断增加大型活动数量。综合来看，构建数字

化产业生态圈仍是智慧体育场馆发展的重要环节。

3.5 投入面临风险

当前，我国多数大型体育场馆运营总体处于亏损

状态[15]，投资建设智慧体育场馆对于多数场馆目前的

运营状况而言资金规模相对较大，论证与建设周期较

长，存在“高投入—低回报”风险，致使许多场馆运营

主体裹足不前不愿投入。虽然已有部分场馆大胆采

用新技术试图快速扭转运营不利的局面，但高昂的硬

件设施建设和维护费用却未必能快速实现正向收益，

市场培育仍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场馆运营整体状况

方面，无论是智能前台、智能闸机等智能硬件还是软

件系统开发，资金投入都相对昂贵，设备维护、系统更

迭和后期技术服务等费用支出较大。综合来看，目前

只有少数运营状况良好的场馆才有条件和能力引进

新技术应用场馆运营，运营状况一般的场馆难以解决

投入成本和收益回报的平衡难题，尤其是部分选址偏

远的场馆，创意营销手段不足使得智能设施基本处于

搁置状态，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阻滞场馆智慧

化改造和运营口碑。

3.6 人才存在缺口

数字经济、体验经济等新型消费方式的兴起对场

馆的用户体验、管理方式及营销方式等方面产生重要

影响。与此同时，智慧体育场馆无人化值守、运营数

据分析与挖掘等发展趋势要求削减场馆冗员，增加经

营管理型岗位和专业技术人才，并对员工技能更新

化、管理组织扁平化和营销方式精准化提出更高要

求。通过对已经实施智慧化改造的场馆调研发现，虽

然智慧场馆有利于提高场馆运营管理效率，但多数场

馆现有大部分员工知识结构老化，普遍缺乏专业数据

分析人员，甚至前台工作人员对计算机操作都较为生

疏，专业人才缺乏仍是掣肘智慧体育场馆发展最为突

出的问题。综合来看，场馆与相关网络科技企业开展

合作客观上具备一定人才支持条件，但场馆运营机构

自身缺少专业人才加入，再好的硬件配置和制度设想

在日常运营过程中也会“打折扣”。国务院在相关文

件中明确提出，要重点培养体育经营管理、创意设计、

科研、中介等专业人才，多渠道培养复合型体育产业

人才，对创意设计、自主研发、经营管理等人才进行奖

励和资助。因此，场馆运营机构在智慧化建设过程中

应高度重视场馆运营复合人才的培养问题。

4 推进我国智慧体育场馆发展的策略

4.1 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政府职责

智慧体育场馆是智慧城市乃至智慧社会的重要

组成部分，孕育着中国体育场馆发展前景，蕴含着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因此，建议根据党的十九大报

告、《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文件精神树立国际视野，

以智慧体育场馆项目为抓手，全面推进体育场馆能级

提升，整合体育相关资源。（1）研制智慧体育场馆发展

战略发展规划，构建“央地互动、超前布局、总体协调”

的顶层设计思路，重视智慧体育场馆对体育产业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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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促进场馆转型升级、提高群众获得感的重要作

用。（2）鼓励地方政府和体育部门探索本土化智慧体

育场馆规划和建设规范，根据各地场馆发展实际进行

运营需求、总体设计、技术架构、实施路径分析，开发

各具特色的标准实践，树立地方行业典范，形成推动

智慧体育场馆发展的组织环境。（3）智慧体育场馆服

务体系具体涉及到企业、公安、消防、交通等多个部

门，项目关联度广、工程实施难度高、技术环节复杂。

因此，有必要统筹规划和系统布局各部门的纲领性内

容，定义和约束各级组织和服务对象之间的内容衔接

与组合，形成科学合力保障。

4.2 强化政策引领，形成政策体系

近年来，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积极推进“互联

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

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强

调强化科技应用、创新服务模式、改善消费体验、提高

体育产业质量。因此，体育部门和场馆运营机构要用

活用足国家、省市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和全民健身服务

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协调落实有关支持智慧体育场馆

投融资、运营创新、技术研发方面的优惠条款，加大对

智慧体育场馆的支持力度。国家体育总局应尽快研

制出台《关于促进智慧体育场馆发展的指导意见》，编

制智慧体育场馆发展规划或行动计划，为各地智慧体

育场馆建设与应用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加强制定

专项激励政策，通过制定《智慧体育场馆营销激励细

则》《智慧体育场馆龙头企业扶持细则》《智慧体育场

馆投融资优惠细则》等一系列奖励、补贴和扶持政策，

加强对场馆服务行业和涉及智慧体育场馆的网络科

技企业的扶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智慧体育场馆建

设，拓宽投融资渠道；鼓励电信运营商、网络科技公

司、体育电商等市场主体积极涌入各级各系统智慧体

育场馆建设与运营，提高运营管理和服务水平。

4.3 研制相关标准，避免盲目建设

随着国内全民健身事业和体育产业快速发展，体

育标准化在提高公共体育设施质量、促进体育产业经

济效益增长、提高体育服务品质和保障消费者安全、

加快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智慧体

育场馆正快速走入场馆运营实务视野，但目前国内还

没有被广泛认可的智慧体育场馆统一标准，体育场馆

信息化规划与改造工作缺乏官方科学依据，只能被迫

适应市场中相关网络科技企业的技术设计标准。目

前，国家层面只有体育总局为监测全国体育场馆免费

低收费工作，在试点场馆推行《体育场馆信息化管理

服务系统数据接口规范》和《体育场馆信息化管理服

务系统技术规范》，并非适合所有经营能力强的场馆

借鉴参考。因此，建议由国家体育总局召集理论界、

实务界专家，在充分调研各省市体育场馆发展需求的

情况下，针对大型体育场馆、中小型体育场馆和全民

健身体育场馆科学编制不同类型智慧体育场馆建设

指南、硬件标准、软件系统标准和数据接口标准等规

范，避免各场馆盲目开发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智慧服务

系统。

4.4 加强多方合作，加速成果转化

智慧体育场馆建设是一项大型综合性项目，项目

前期须根据场馆功能定位、经营方针、发展战略等进

行总体规划和一体化设计。内容包括建设目标、场馆

设施现状、系统架构、技术要素、项目周期、预算投入、

实施步骤和相关配套条件等。首先，在技术上要有规

范的行业标准，实现跨系统技术集成与信息共享，尽

量减少场馆信息孤岛。国内场馆、企业和场馆协会应

加强合作，积极参与标准制定，提升我国智慧体育场

馆相关技术领域标准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其次，统一

建设步伐，明确政府、场馆运营方和第三方机构负责

的业务范畴和承担的责任义务，协调分工合作，避免

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最后，在管理上完善智慧体育场

馆管理平台的运行体系，构建与部门之间横向融合、

纵向贯通的合作机制。横向上，与同等级部门之间就

场馆数据化管理方面保持密切融合的业务合作关系；

纵向上，与国家体育总局、省市体育行政部门之间保

持持续的沟通合作关系，按照管理层级搭建信息化场

馆管理系统，统一监管各项场馆资源，成为体育部门

发展体育产业的良器。

4.5 推进智慧场馆认证，加快宣传推介

为促进智慧体育场馆功能的改善、服务质量的改

良、消费环境的提升，提高运营机构的管理效率，培养

忠实的消费群体，建议推进智慧体育场馆认证工作，

由场馆主管部门、场馆协会或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在

经济发达城市和区域重点城市先行试点，对场馆基础

设施、体育服务、数字化管理、场馆营销以及环保效果

评定智慧体育场馆建设与应用水平，树立行业典范，

加快试点城市智慧体育场馆的论证和扩散，助力全国

体育场馆整体性智慧化改造和运营。一方面，要在行

业内做好宣传，不断提升政府行政部门、体育企业和

从业人员的认识，充分认识到网络经济时代正在颠覆

场馆传统运营模式；另一方面，做好对用户的宣传，分

析当前体育消费者接受场馆信息的主要渠道，前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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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要利用多种方式持续宣传智慧体育场馆的

具体服务项目，提高用户对智慧体育场馆服务体系的

有效感知，增强用户的现场体验，从而推动和激励场

馆主管部门和运营机构加快智慧体育场馆建设与应

用步伐。

4.6 细分营销市场，设计组合场景

随着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场馆体验营销和服务传

播领域，多重因素致使用户运动参与意愿发生变化，

场馆运营机构需结合场馆业态、智能设施媒介重新设

定场馆内容、价格、渠道和营销方案。智慧体育场馆

在场景营销的路径开发方面应以数字化思维对场馆

现有资源与服务进行重新设计，开发满足不同消费层

次的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场景，实现对场馆各种资源

的深度整合。同时，积极跨界主动培育新的消费市

场，根据不同消费者的特征和能力，细分市场并进行

培育。在运动场景快速更迭的背景下，体育场馆也应

紧跟消费潮流，运用新技术设计更加立体、更具温度、

更具情怀的娱乐型、教育型、审美型和移情型运动场

景，及时与参加观赛观演和全民健身活动的用户进行

双向互动，形成新的收入增长点，提高场馆的运营能力。

4.7 盘活人力资源，优化智力支持

人才是智慧体育场馆发展的重要保障，场馆在储

备复合型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方面先行一步就能

占得先机，运营主要急需精通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和

既能熟练运用信息技术又掌握丰富场馆运营经验的

复合型人才。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方面，各大高等院

校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培养机制，能够快速适应体育市

场的人力资源需求；复合型人才往往是我国智慧场馆

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应大力培养、引进复合型专

业技术人才和商业经营管理人才。一方面，开拓“引

智借脑”新思路，把握场馆行业人才成长、使用和流动

规律，从文化、创意、营销等各跨行业领域选聘“懂技

术、善经营”的精干人才，为智慧体育场馆运营提供坚

实的智力支持，创建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

良好环境。另一方面，丰富人才培养措施[16]，多渠道、

多形式、分层级对场馆从业人员进行再教育与轮训，

依托高等院校、专业运营机构等有计划、分批次对现

有人员进行场馆信息化专项培训，既要学习场馆运营

相关知识，也要掌握先进信息技术知识与设备实操方

式，实现人才自我造血，使其能尽快适应智慧体育场

馆发展的需要，保证场馆长期高效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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