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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跑道带来新体验
本报记者 常 理

体育产业焕发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 常 理

本版编辑 王薇薇 郎 冰 美 编 倪梦婷

在跑步中可收听路况信息与沿途景观介

绍，心跳、配速等运动数据可实时查询，跑步成

绩可以排名一较高下⋯⋯在北京奥林匹克森

林公园内，刚刚投入使用的智能跑道将跑步运

动变得互动性、趣味性十足，极大调动了人们

的跑步热情。

记者近日来到这里，只见位于南门的跑道

起点处，矗立着一块巨大的液晶屏幕，吸引了

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其中一些穿着专业的跑

者还掏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然后开

始“智能陪跑”。大屏幕上，不仅可显示公园内

的每一条跑步线路、沿途休息站的位置，还能

够显示同时跑步的人数，以及成绩排在前 20

名用户的名字。

“跑 3公里用时 10分钟左右，这是很不错的

成绩了，说明来奥森公园的专业跑者很多。”Keep

（北京卡路里科技有限公司）运动研究院资深研究

员黄海东指着大屏幕上的“榜单”对记者说。

据了解，“奥森·Keep”科技智慧跑道由北京

世奥森林公园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与

Keep联合打造。该跑道将Keep线上

服务体系与奥森线下场景相结

合，通过智慧大屏、跑步场景、

跑步工具、跑步商品、跑步内

容等服务升级，给跑友提

供智慧化、陪伴感的运

动体验。

在黄海东看来，智能化器材为大家参与体

育运动带来很多便利。首先是让跑步更加人

性化，跑步中可以听到运动音乐及伴跑语音提

示；其次是让运动更科学，跑者可以在运动前

后通过大屏选择适当的热身方式，养成科学健

身的好习惯；最后是让运动更高效，科技智慧

跑道可以实时反馈运动数据，让跑者提高效

率、合理运动。

北京世奥森林公园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总

经办主任王梅告诉记者，目前，奥森公园每个

工作日的客流量为 2 万人左右，周末及节假日

高峰能达到 5 万人至 7 万人。

随着近年来全民健身观念深入人心，跑步

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欢迎，奥森也成了北京最

著名的跑步场所。智慧跑道作为奥森的一大

特色，吸引着更多跑者的目光。同时，该项目

也是“体育+科技”的一种积极尝试，为体育产

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今年 2月 28日，中国田径协会发布的《中国

田径协会关于发展智慧健身步道的指导意见》

提出，要实现健身步道的信息化和智慧化转型。

我国目前有“体育+智慧”相关企业 2万余家，今

年 1 月至 8 月新增注册企业 1600 余家。黄海东

认为，“未来，随着数字技术不断与体育产业融

合发展，科技智能跑道可能会成为大城市户外

健身的‘标配’，越来越多城市将会打造专业化

的智慧跑道，不断为全民健身注入活力”。

体 育 产 业 与 百 姓 生 活 息 息 相 关 ， 也 是 国 民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我国体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业基础逐步稳

固、结构进一步优化、市场主体充满活力。体

育产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不断焕发勃

勃生机。

市场供给不断丰富

晚上 6 点多，位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西

门的国家网球中心开始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

刻。“要想晚上在国网约一块场地可不是容易的

事，需要提前 4 天就在网站上抢。”国家网球中

心副经理兰颖笑着对记者说，这几年打网球的人

越来越多。

国家网球中心目前有网球场地 70 多块，涵盖

了草场、红土场、橡胶场 3 种场地，是北京最大

最全的网球运动聚集地。兰颖说，“国内这波网

球热大概始于 2014 年，明显感觉到身边关注网

球、参与网球运动的人越来越多”。网球运动受

到不少青少年追捧，很多“小球童”才四五岁，

家长们也愿意加强孩子在网球技能方面的培训

力度。

网球运动的火爆只是我国体育产业蓬勃发展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不断深入，特

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拥有一个健康体魄

成为越来越多人追求的目标，在此背景下，体育产

业发展步入快车道。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从 2012

年 的 9526 亿 元 增 加 到 2020 年 的 27372 亿 元 ；到

2025 年，产业规模将达到 5 万亿元。

与此同时，体育产业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市场供给不断丰富。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带火

了冰雪产业，2022 年产业规模预计达到 8000 亿

元 ； 备 受 关 注 的 马 拉 松 运 动 ， 产 业 规 模 超 过

1000 亿元。今年以来，线上健身热度攀升，骑

行 、 飞 盘 、 桨 板 等 小 众 体 育 运 动 快 速 “ 出

圈”，我国体育运动的场景不断更新迭代、消

费模式不断创新，满足了人们个性化、多元

化的运动需求。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0 年，我国体育

服务业增加值达 7374 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

值比重的 68.7%，超过传统体育用品制造，

成为带动产业发展的主引擎。同时，体育

产业正在发挥产业链条长的优势，不断与

康 养 、 休 闲 、 旅 游 、 培 训 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质量和效益得到稳步提升。数据显

示 ， 我 国 居 民 体 育 消 费 规 模 从 “ 十 二

五 ” 时 期 末 的 1 万 亿 元 上 升 到 “ 十 三

五”时期末的 1.8 万亿元。

市场主体不断壮大。从数量来看，

无论是上游体育器材、体育用品制造业，还是下

游体育培训、赛事转播等服务业，都呈现良好发

展势头。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有体

育相关企业 876.1 万余家，2022 年 1 月至 8 月新增

注册企业 176.7 万余家；从质量上来看，国内体育

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受到了国内外

市场广泛认可。得物 APP 上去年运动健身相关

消 费 同 比 增 长 超 6 倍 。 今 年 上 半 年 ，安 踏 以

259.65 亿元的营业收入成为国内市场第一大体育

品牌。李宁、特步、361°等本土品牌也都交上了

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未 来 ， 随 着 我 国 体 育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不 断 完

善，国家相关政策持续发力，全民健身战略深入

实施，体育产业业态发展将更加均衡，产业体系

将 更 加 成 熟 ， 产 业 整 体 将 迈 入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阶段。

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技术蓬勃发展，为体育产业发展带来了

新机遇。

例如，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采用的二氧化

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不仅打造出“最快冰

面”，且安全环保，代表了未来制冰技术的发展

方向；在河北涞源的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

地，世界体量最大的跳台滑雪风洞实验室可以开

展助滑、起跳、飞 跃 及 吊 飞 等 模 拟 训 练 ， 帮 助

运动员提升竞技水平⋯⋯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 提出，要强化

要素创新驱动，充分发挥科技、资本、人才、数

据等核心要素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中的作用。支

持建设一批国家体育产业创新试验区和国家级体

育产业协同创新中心。

当 前 ，“ 体 育 制 造 ” 正 加 速 转 向 “ 体 育 智

造”。北京体育大学教授邹新娴认为，从供给侧

来看，“体育智造”升级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体

育产业智能技术、智能装备将更加完善，助力

体旅融合、体卫融合等产业融合发展的功能更

加多元；从消费端来看，将形成集消费趋势智

能预测、消费场景智能感知、消费效果智能评

估与反馈等于一体的智能消费模式，引导大众

享受全方位的消费体验。

中 国 体 育 产 业 协 会 副 会 长 、 集 美 大 学 体 育

学院教授郑志强表示，“要加快推进体育用品制

造 业 智 能 升 级 ， 支 持 企 业 自 动 化 和 智 能 化 改

造，大力开发科技含量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 体 育 产 品 ， 促 进 创 新 链 与 产 业 链 深 度 融 合 ，

实现体育用品业由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创新驱

动的转型发展”。

乡村体育蓄势待发

每天一大早，身着运动装、肩背装备的江西

省赣州市赣县区梅林镇桃源村村民谢秀春都会来

到村里的广场，与同伴一起打羽毛球。2021 年从

深圳返乡创业后，羽毛球成了谢秀春每天的“必

修课”。

“这几年，村里健身设施多了不少，还修好了

游步道，打球、跑步、练瑜伽齐上阵，非常热

闹。”在沿海发达地区耳濡目染后，谢秀春认识

到，虽然如今农民生活越来越好，但除了赚钱养

家，还得有个好身体。因此，她和几名运动“发

烧友”合计，组建了一支羽毛球队。“我还在全区

比赛拿了奖呢！”谢秀春脸上满是自豪。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像谢秀春一样热爱体

育运动的农民越来越多，他们正用多样的方式表

达对体育运动与美好生活的热爱。在浙江省金华

市小章村，老少皆宜的气排球运动每年都能吸引

大量爱好者前来比赛，小章村也由此成为远近闻

名的网红村；在山西省忻州市，拥有数百年历史

的挠羊赛不仅是当地喜闻乐见的群众性体育活

动，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赛往往是通

宵达旦地进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体育事业快速

发展，农村体育也迎来了发展机遇期。我国拥有

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调动他们参与体育运动、

改善精神面貌、共享全民健身硕果，是提高农民

生活幸福指数、实现体育强国梦的应有之义。”

郑志强表示。

前不久，农业农村部、体育总局、国家乡村

振兴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推进“十四五”农民体

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围绕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着力打造农民喜闻乐见、农业特色突

出、农村广泛普及的体育健身赛事品牌，提升农

民体育健身活动的参与率、知名度、影响力。

郑 志 强 认 为 ， 符 合 农 民 日 常 需 求 的 体 育 赛

事，是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普及

健康生活、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的落脚点。要进一

步推动农村农民体育赛事融合发展新模式，营造

更加丰富的农耕农趣农味特色活动，推进体育赛

事与乡村特色产业、农耕文化传承、农民教育培

训深度融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体育强国

和健康中国。

针对农民健身“去哪儿”的问题，《意见》

特别指出，要加快补齐农村公共健身设施短板。

加快补齐 5000 个以上乡镇 （街道） 全民健身场地

器材，完善行政村健身设施并逐步向具备条件的

自然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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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

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着陆

坡塑雪。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图图②② 在 江 西 全 南 县 攀 岩 小

镇，青少年在体验竞速攀岩带来的

乐趣。

朱海鹏摄（中经视觉）

图图③③ 9 月 26 日，人们在重庆

市南川区市民广场迎着朝阳“舞”彩

带龙健身。

瞿明斌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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