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7

教育论坛 3 卷 9 期

ISSN: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大数据时代体育产业的建设与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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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对体育产业建设与发展，具有多方面影响。一方面，加强体育产业内部交流。另一方面，提高体育产业经济效益，

促进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深入分析大数据时代体育产业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可以给相关产业更多启发。本文主要围绕“大

数据对体育产业建设与发展的影响”、“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体育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大数据时代体育产业的建设与

发展路径”这几个方面展开细致分析，重点结合“信息保护”、“大数据挖掘”、“专业性人才”等因素，优化体育产业

建设，促进“大数据 + 体育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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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元化，大数

据的概念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大数据

环境。在大数据环境中，体育产业的建设与发展，开始面临

新的重点、难点。目前，体育产业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信息保护意识较弱”、“不注重大数据挖掘”、“缺乏专

业性人才”等。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体育产业要主动

融入大数据环境，抓住大数据本质特征，从“信息保护”、

“大数据挖掘”、“专业性人才”这几个方面出发，突出大

数据优势，将大数据与体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拓宽体育产

业的建设与发展。

一、大数据对体育产业建设与发展的影响

1. 加强体育产业内部交流

进入大数据时代，体育产业内部交流更加活跃。具体

来说，体育产业内部包含不同要素，如：体育企业、体育产

品、体育受众等。通过大数据技术，可以统筹各个要素的关

键信息，建立各个要素之间的交流渠道，实现更大范围内的

数据信息共享。随着交流日益增加，体育产业内部氛围会更

加和谐。除此之外，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体育企业可以全

方面整合消费者信息，了解不同消费者的体育需求，并从消

费者需求出发，建立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长效沟通机制”，

为消费者答疑解惑，带给消费者良好体验 [1]。这不仅可以拉

近消费者与体育企业之间的距离，还可以打开体育市场，制

定更精准化的市场营销方案。

2. 提高体育产业经济效益

基于大数据背景，体育产业可以从不同层面提升经济

效益。具体来说：一方面，结合消费者数据信息。借助大数

据跟踪技术，体育产业可以保持对消费者的长期、密切关注，

了解消费者生活痕迹，获得相关数据信息。对这些数据信息

展开深入分析，有利于企业把握发展方向，为体育产品研发、

推广工作，带来一些数据参考，确保新推出的体育产品符合

消费者需求。这可以直接为体育产业创造经济效益；另一方

面，结合市场数据信息。在大数据技术的统筹下，体育产业

可以搜集动态的市场信息，如：热门体育项目是什么？新兴

体育运动是什么？口碑较好的运动员有哪些？大家都在关

注什么体育赛事？根据这些市场信息，相关工作人员可以不

断优化市场营销战略，提升市场营销环节的成效 [2]。

3. 促进体育产业创新发展

大数据技术的深度应用，不仅有利于信息共享，还有

利于体育产业创新。从“联合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在大数

据技术的影响下，不同行业的信息可以集合在一起，形成一

个“跨行业信息库”。透过这个信息库，体育产业的发展思

路会越来越开放。举例来说，体育产业除了关注体育领域的

需求与发展，还会以“体育 +”的思维，科学布局“体育 +

医疗产业”、“体育 + 教育产业”、“体育 + 旅游产业”等。

这有利于体育产业转型，开辟一条创新发展路线 [3]。从“智

能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大数据技术可以与计算机技术、物

联网技术等巧妙结合起来，打造“智能体育产业链”，推出

一系列智能化体育产品、体育服务，让消费者感受不一样的

体育魅力。这可以很好地满足现代人的体育需求。

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体育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1. 信息保护意识较弱

面对大数据环境，有些从事体育产业的工作人员只注

重技术应用，缺乏大数据信息保护意识。具体来说，体育产

业在发展过程中，获取的大数据信息会越来越丰富。这个时

候，有些从业人员没有意识到大数据信息的虚拟性特点，没

有采取必要的信息保护措施，很容易由于一些外界因素，如：

“突发性停电”、“突发性断网”、“病毒攻击”等，遗失

重要数据信息 [4]。除此之外，有些体育产业在部署大数据信

息保护工作时，随意性比较大，主观意见比较多，没有建立

规范化的“大数据信息保护制度”。这也会导致大数据信息

保护工作不到位，为体育产业今后的发展埋下隐患。

2. 不注重大数据挖掘

当前，部分体育产业应用大数据时，仅仅停留在表面，

不注重大数据深度挖掘，并没有充分发挥大数据价值。具体



58

教育论坛 3 卷 9 期

ISSN: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表现在：一方面，不注重纵向挖掘。当体育产业大数据信息

汇总在一起，有些工作人员只看到数据信息表面的意思，没

有从纵向出发，深度挖掘大数据信息内涵，摸索其中规律。

这对体育产业长远发展来说，可能会造成一定限制；另一方

面，不注重横向挖掘。透过不同行业的大数据信息，工作人

员不仅能了解体育产业的发展，还能深入了解其它产业的运

作与趋势。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工作人员仍然限制在传统

的体育产业中，一切想法和行为都围绕体育产业展开，没有

从跨行业发展的角度，横向挖掘大数据信息内涵。随着体育

产业不断发展，独立、封闭的发展战略 [5]，已经跟不上新形势。

3. 缺乏专业性人才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不少体育产业都迫切需要更全

面的人才。从“技术层面”来分析，为了更好地适应大数据

时代，体育产业要积极开展内部转型工作，推行大数据办公

与管理模式。但在人员结构上，有些体育产业缺乏大数据技

术人才，难以落实体育产业转型具体工作。从“管理层面”

来分析，受到大数据环境与技术的影响，体育产业的运作模

式也会发生一系列改变 [6]。有些管理人员知识储备比较落后，

坚持以传统管理方案对待大数据办公模式，导致管理工作陷

入混乱，难以实现预期目标。

三、大数据时代体育产业的建设与发展路径

1. 重视信息保护工作

大数据与体育产业结合之后，体育产业会获得大量数

据信息。这个时候，体育产业要有强烈的防风险意识，提前

预防有可能到来的风险。比如说，对重要的大数据信息进行

备案处理，让信息多渠道留存，保证信息完整性。或者，加

强大数据信息存储系统的安全等级，让恶意病毒遭遇重重关

卡，难以侵入存储系统。除此之外，面对大数据信息，体育

产业还要建立规范化的“大数据信息保护制度”，以制度为

导向，将大数据信息保护工作落实到日常 [7]，并设置具体标

准，提醒相关工作人员认真对待。

2. 深度挖掘大数据价值

体育产业要透过表面信息，深度挖掘大数据价值。一

方面，注重纵向挖掘。围绕体育产业大数据信息库，相关工

作人员可以展开纵向研究，发掘不同数据信息之间的深刻关

联，找出数据信息的变化规律。根据这些变化规律，科学规

划体育产业未来发展；另一方面，注重横向挖掘。汇总不同

行业的大数据信息，通过“大数据 +”视角，横向挖掘信息

内涵，寻找体育产业的发展伙伴，建立“体育 + 影视文化”、“体

育 + 生态旅游”、“体育 + 行为艺术”、“体育 + 智能设备”

融合发展战略，进一步打开体育产业发展格局 [8]。

3. 提升工作人员专业性

如何提升体育产业工作人员专业性？在“技术层面”上，

体育产业可以围绕大数据，设计不同主题的培训活动，如：

“大数据环境分析培训”、“大数据技术要点培训”、“大

数据 + 应用培训”等，深入分析大数据内涵与应用，鼓励

工作人员积极尝试大数据办公模式，推动传统体育产业顺利

转型。在“管理层面”上，体育产业可以积极参与“高校体

育人才培养计划”，并立足产业需求，提出一些具有市场导

向的育人方案，打开体育专业学生的学习视野，让学生更加

关注大数据，掌握大数据方面的体育管理知识，具备一定管

理能力，为体育产业长远发展储备充足人才。

结语：

综上所述，进入大数据时代，传统的体育产业确实需

要总结、改变，主动寻求突破。为了更好地融入大数据环境，

体育产业要不断强化这几个方面的工作：（1）重视信息保

护工作；（2）深度挖掘大数据价值；（3）提升工作人员专

业性。尤其在“提升工作人员专业性”方面，体育产业要结

合大数据时代发展需求，重新定义“专业”的内涵，既要从

技术层面突出专业性，也要从职业素质层面强调专业性，将

人才培养战略作为体育产业转型中的重要战略之一，给予更

多关注，倾注更多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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