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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袁
运用大数据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袁 是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形式遥 2021 年 10 月 25
日袁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叶野十四五冶体育发展规划曳明确提出发

挥数字化赋能作用袁推动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遥 因此袁将数字

技术和全民健身相结合袁构建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袁通过数

字化手段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全民健身袁 为人民群众提供精

准化尧智能化和便捷化的美好健康需求袁助力健康中国和体育

强国建设遥 然而袁我国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仍存在数字治理制度

不全尧数字信息安全缺失和跨部门沟通机制不畅等现实问题袁
加深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袁 阻碍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进

程遥 基于此袁本研究以数字治理理论为基础袁围绕全民健身数

字治理体系的治理结构尧基本特征与实现路径 3 个方面袁探讨

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路径遥
1 数字治理的理论基础

1.1 数字治理的相关概述

在数字时代袁随着数据尧信息和网络应用场景有效延伸袁
数字信息正不断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袁 由此便诞生数字

治理遥 数字治理渊Digital Governance冤是数字时代袁治理理论和

数字技术有机融合而产生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咱1暂遥数字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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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由 Manuel Castells 提出袁 而后由英国学者 Patrick Dun鄄
leavy 系统性阐述其背景尧内涵和特征形成理论体系咱2暂遥有学者

认为袁数字治理是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袁也是数字时代对科

层行政管理体系的突破袁它能有效将政治尧竞技尧组织和文化

等社会要素作为整体进行协同治理的过程咱3暂遥 2006 年袁数字治

理传入国内并被国内学者所认同与接受遥 在结合我国基本国

情后袁学者们对数字治理进行本土化的内涵诠释院区别电子商

务和电子政务袁数字治理主张利用信息尧资源和机制的互联互

通袁打破时空区隔的边界袁改变传统科层制度上下级隶属关系

的结构性特征咱4暂袁强调多元主体在协同过程中范式重构和权力

重组袁以公民需求为导向袁通过数据传输的快速性和便捷性袁
打造野共建共治共享冶的社会治理格局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咱5暂遥 上述研究可知袁数字治理是以治理理论为

指导袁数据信息为载体袁数字技术为手段袁注重多主体参与袁通
过流程再造和权力重构袁实现系统式尧协同式的治理过程遥

从已有的研究看袁数字治理已成为目前主流的治理理论袁
并呈现出以下特征院1冤注重跨界合作遥 数字治理强调以公民需

求为导向袁建立统一的数字化平台袁将政府尧企业尧社会组织和

公民个体等多个主体之间的合作互动置于平台袁 共同参与公

共事务的管理过程遥 一方面袁我国正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

府转型袁市场尧社会组织和个人等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热

情高涨遥 另一方面袁各治理主体分别掌握着各自所需的资源和

信息袁 数字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多主体中信息和资源的互联互

通和有效整合袁实现跨层级尧跨地区尧跨时空的需求咱6暂袁2冤凸显

数据驱动遥 在数字时代袁 数据已成为经济价值创造的重要来

源袁也是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有效依据遥 政府可以利用数据的

信号语言统一袁获得途径便捷性和收集过程连续等特性袁对数

据进行收集尧整合尧归纳和分析袁从而获得高质量尧准确尧完整

的数据袁通过数据驱动来研讨尧制定和颁布公共事务决策遥 3冤
整合流程架构遥 数字治理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基础的整体主义袁
通过对原有新公共管理改革下放的权力进行重新整合袁 利用

互联网尧物联网尧数字化等技术将多元主体需求与网络化服务

相结合袁减少公共事务管理的横向协调和纵向整合成本袁实现

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组织结构重组和服务流程再造袁 从而

为公民提供更为高效尧便捷的服务咱7暂遥
1.2 全民健身数字治理的内涵特征

2021 年 8 月 3 日袁 国务院印发 叶全民健身计划渊2021要
2025 年冤曳强调将全民健身与数字技术结合起来袁用科技推动

全民健身事业取得更大成就袁 并首次提出全民健身智慧化服

务遥 全民健身数字治理是数字治理理论和全民健身实践结合

的产物袁 是运用数字技术实现运动数据和体育需求之间在融

通共享袁运动指导的精准研判和危险预警等袁针对数字时代各

类全民健身所产生的复杂问题进行创新治理遥 从理论层面而

言袁全民健身数字治理的本质是公共管理理论的理论创新遥 从

实践层面而言袁 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主要是利用数字技术的优

势更好地解决全民健身的复杂性问题遥 因此袁全民健身数字治

理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院1冤组织层面院当前袁科层化结构

的传统组织模式正在被共享化尧扁平化尧多元化的新组织模式

所取代遥 在此背景下袁全民健身数字治理有利于形成以全民健

康为需求的治理理念袁以调节不同主体的利益框架遥 一方面袁
数字技术能协调治理主体的集体行动袁 降低公众全民健身的

政策制定和活动参与门槛袁 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遥 另一方

面袁强调灵活多变的组织形式遥 全民健身数字治理既能通过数

字技术的虚拟性袁在组织内部保持动态演进袁也能通过其高通

透性袁实现全民健身在跨组织之间相互约束与共同繁荣遥 2冤行
为层面院现有的行为规范主要由政策法规尧道德规范和社会习

俗等约束遥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袁带来了公众个体健康行为的

转变袁如运动健身线上用户规模已超过 2 亿咱8暂袁打破了公民进

行体育运动的准入标准和空间限制袁 赋予了他们参与全民健

身的自由行为遥 由此袁围绕全民健身数字信息而制定的治理规

则成为数字治理的主要特点遥 3冤数据层面院社会形态的基础是

发展社会生产力遥 数字社会形态是基于数据和互联网的独特

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建立遥 数据是全民健身数字治理的

基础袁收集尧整理和挖掘全民健身数据所潜藏的巨大价值能提

供精准化的健康服务推送袁 定制化的健康产品设计和综合性

的健康信息监控遥 互联网是数据流通的重要支撑袁能有效提升

不同主体利用网络资源的能力袁促进数字社会的高速发展遥 因

此袁 全民健身数字治理要求在技术层面建立以数据资源和网

络支持的制度框架袁而形成的社会治理体系遥
2 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的治理框架

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主要由行为层面尧组
织层面尧数据层面等 3 个层面共同构成袁3 个层面互为促进尧相
互影响袁构建野系统性尧整体性尧协同性冶的治理框架遥
2.1 行为规范前端

行为规范前端是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尧 医疗部门等部门组

织袁通过向公众用户提供网页端尧APP尧微信小程序等数字化应

用服务袁引导其进行健步走尧广场舞等体育健身活动行为遥 体

育部门通过智能手表尧 运动手环等智能可穿戴设备收集用户

的运动数据袁包括运动生理数据渊运动心率尧运动距离尧脉搏尧
步态和运动消耗冤和运动器材数据渊运动类别尧运动频率尧使用

时间和使用频率冤曰医疗部门通过医疗器械检查收集用户的体

检指标袁包括身体形态渊身高尧体重等冤尧身体素质渊爆发力尧平
衡力和耐力等冤和生理生化渊血氧尧血糖和血脂等冤遥 通过实时

监控数据的动态变化袁规范和指导公众参与体育活动的行为袁
并上传数据云端袁降低运动风险袁建立风险防范预警机制遥
2.2 组织服务中端

组织中端是全民健身的各项治理主体包括各级体育行政

部门尧有关体育院校尧有关体育协会尧体育管理中心等组织袁社
会体育指导员等个人以及公众用户为其提供的业务服务遥 各

类组织可分为建设管理类尧分析类尧服务类 3 类院管理类组织

指面向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和体育协会提供业务管理功能袁包
括场地管理尧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尧赛事活动管理尧活动安保

管理等遥 分析类应用指为相关管理人员提供可视化数据分析

的应用服务袁包括体育场地使用分析尧健身人群分析尧区域体

育活动类别分析尧运动指标管理分析袁算法模型管理等曰服务

类应用指面向社会体育组织及公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功能的

应用服务袁包括场馆预约尧活动参与尧科学健身指导尧人员评价

等遥
2.3 数据处理后端

数据是数字治理的关键要素袁 建立大数据信息库是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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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数字治理体系的要素底座袁主要包括以下 4 种类型院
人口信息数据库遥 人口信息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信息

是政府进行全民健身政策制定和管理的重要依据遥 人口信息

数据库的主体包括公安局尧人社局尧民政局尧体育局尧卫健局尧
教育局等政府行政部门袁还包括体育俱乐部袁体育协会和体育

培训机构等社会体育组织袁 其内容不仅包含参与全民健身人

群的身份号码尧姓名尧性别尧民族尧家庭住址尧出生地等基本信

息袁 还包括各体育相关行业和非政府职能部门对于基本信息

的 2 次利用袁而形成的具有基准性和基础性的基础数据遥 随着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袁人口信息数据库还将增加指纹数据袁人
脸识别数据等生物信息的录入袁 以便更好的为之后数字场景

应用奠定基础遥 如智能体育场馆的进出尧全民健身场地的预约

和运动医疗救助等遥
体育组织信息数据库遥 体育组织信息数据库的数据主要

来源于民政部门的社会体育团体登记库尧 体育部门的体育协

会注册登记库袁工商管理部门的体育俱乐部注册登记库等袁其
内容包含各体育组织的注册登记信息尧主要营业范围尧从属关

系和组织架构遥 随着我国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叶体育

法曳 的修行袁 肯定了体育组织在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积极作

用遥 数字时代的到来不断丰富体育组织信息数据库中数据的

完整性尧公开性和及时性袁对于进一步规范体育市场袁建立公

正尧公平和透明的市场环境具有显著作用遥
体育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信息数据库遥 体育自然资源和

空间地理信息数据库是以电子地图为基础袁 整合山水林田湖

草沙冰等进行户外运动的自然体育资源数据袁以及健身步道尧
全民健身中心和体育场馆等社会体育资源数据遥 数字时代袁这
些涵盖公共体育服务场地和自然生态环境的数据信息是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规划的基础性资源袁为野十分钟体育健身区冶尧体
育公园等全民健身配套工程提供参考依据遥

经济基础信息库遥 经济基础信息数据是开展全民健身的

经济基础袁也是数字治理体系的建设要素遥 该数据库包括全民

健身日常经费和专项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尧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尧
全民健身公共绩效评价和全民健身财税补贴优惠等经济数

据遥 从系统交互出发袁数据后端主要是为行为中端提供数据支

撑袁而行为中端也能为基础信息库进行数据更新袁保证数据的

及时性和准确性遥
除此之外袁野数据云端冶是数字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遥 野数

据云端冶主要是存储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的相关数据袁对实

现公共数据尧政务数据尧公共体育机构网站和 APP 等服务端口

之间的深度融合袁推进数字治理体系现代化发挥重要作用遥 通

过建设全民健身云平台系统和大数据服务中心袁 向各级政府

和体育机构提供精准的体育服务袁 是进一步实现全民健身数

字治理的重要手段遥
3 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

区别于传统的治理体系袁 数字治理呈现了不一样的治理

格局和主要特征袁主要体现在公共数据尧信息技术和多主体协

同 3 个方面袁具体如下遥
3.1 公共数据开放化

公共数据是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的基础要素袁 主要包

括了体育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数据尧健康服务数据尧体育场馆

数据尧城市规划数据尧教育数据以及体育社会指导员数据等遥
如今随着数字时代的深入发展袁 在传统的土地要素尧 资本要

素尧劳动力要素等市场要素基础上袁公共数据已经成为新的市

场要素之一遥 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发布了叶关于构建

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曳 指出加快培育

数据要素市场袁推动各地区各部门间数据共享交换袁建立公共

数据开放和数据资源有效流动体系遥 全民健身公共数据的有

序开放袁是实现数字赋能全民健身的重要形式遥 政府职能部门

作为全民健身公共数据的收集者和使用者袁 能够对公共数据

进行精准和惊喜的开发袁实现对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遥 全民健

身公共数据的有序开放袁一方面能挖掘全民健身的潜在价值袁
释放数据红利袁 为公众提供精准化的体育公共服务遥 另一方

面袁 能激发公众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的热情袁 促进体育消

费袁 从而发展数字经济遥 由于全民健身公共数据涉及个人隐

私袁分级分类和安全管理成为公共数据开放化的关键环节遥 在

分级分类方面袁政府保密信息尧商业机密和公众个人隐私等属

于不开放保密信息袁 分级分类和安全有序是推进公共数据开

放的核心原则遥 从安全管理方面袁任何全民健身公共数据的开

放需要经过系统申请尧 风评测试尧 数据脱敏和数据归类等途

径袁以保障数据安全性遥
3.2 数字技术精准化

数字技术是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的治理工具遥 数字时

代下治理工具在不断发展和升级迭代袁 成为实现我国社会治

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遥 全民健身在传统科层制的管理下袁
严格遵循着职能部门的条块管理遥 尽管全民健身在此制度管

理下对公众健康促进效果明显袁但仍存在部分推诿尧沟通不畅

和条块分割等问题遥 随着大数据尧AI尧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对学

习尧工作尧生活的不断渗透和改变袁也带动了社会治理的创新

和改革袁成为构建数字治理体系袁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不可或缺

的工具遥 实际上袁我国在全民健身数字技术的实际应用方面进

行了诸多探索遥 如嘉兴市构建了野数据垣应用冶的数字平台袁平
台秉承野共建共享共治冶的治理理念袁构建线上平台尧线下社

区尧物理空间的三维联动的数字化治理体系遥 一方面袁利用数

字技术建立野2+X+IOT冶模式袁整合社区多功能运动场尧健身步

道尧体育场馆等全民健身体育资源袁提升体育场地整体智治水

平袁实现治理资源共建共享共治遥 另一方面袁利用数字技术为

公众提供精准化的全民健身服务供给袁包括健身消息的发布尧
健身场地的预约以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线上指导等遥 截至

2021 年 猿 月袁嘉兴市共建成野运动家冶智慧体育社区 85 个袁平
台注册使用人数已达 49 236 人袁在线体育场地设施 1 267 个袁
注册体育社群 703 个尧社会体育指导员 469 人袁累计运动时长

11 944 705 min袁参与运动 164 064 人次袁受惠可及超 40 万人

次咱9暂遥
3.3 多元主体协同化

多元主体协同是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遥 政

府职能部门尧体育社会组织以及参与全民健身的公众袁都是全

民健身数字治理的主体遥 不同的治理主体之间协同合作袁是数

字治理的关键遥 首先袁政府职能部门是全民健身数字治理的主

要推动者袁以国家体育总局为主要牵头单位袁教育部尧国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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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委尧财政部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各个职能部门深度融入

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当中袁能够避免科层化的条块分割袁提
高治理效能袁将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建设横向推进遥 其次袁
体育社会组织和智慧体育公司是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的重

要市场力量遥 政府通过政务网等数字平台发布体育公共服务

购买需求袁体育社会组织负责线上承接线下承办曰智慧体育公

司凭借强大的数字技术能力袁 一方面能与政府合作为全民健

身服务数字平台的基础运营和维护提供技术支持袁 另一方面

还能处理庞大的全民健身公共数据袁 将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

系建设纵向推进遥 最后袁公众参与全民健身才是全民健身数字

治理体系建设的主要目的遥 公众是全民健身的参与者袁是各类

数字服务终端的使用者遥 公众的服务反馈能够有效推动全民

健身数字治理的提质增效遥 因此袁通过建立政府职能部门尧体
育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袁 能够有效

推进数字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遥
4 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的实现路径

4.1 顶层建设院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袁促进公共数

据共建共享
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离不开完备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

障袁来带动治理能力的提升袁促使治理成果的共建共享咱10暂遥 首

先袁政府应承担协同者和指导者的角色袁处理好全民健身数字

治理主体的服务供给袁有助于打破传统的科层制管理权限袁推
动全民健身数字治理的转变遥 全民健身的政策制度建设需要

紧跟数字时代的发展袁将数字技术与社会发展相衔接袁发挥数

字信息的便捷性袁建立全民健身数据库尧体育数据仓和体育智

库袁利用数据循证的科学性袁促进政府政策制定遥 其次袁建立数

字政务网尧 运动 APP 和体育小程序等服务平台为前端的线上

线下一体化平台袁提升政府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决策能力遥 如重

庆市以野渝快运动冶城市智慧体育平台建设为基础袁把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和体育产业体验推广有效结合袁 实现体育消费端

和体育产业端的相互扶持遥 如订场购票尧领取体育消费券尧记
录运动数据曰 通过 5G 信息技术对体育场馆信息进行监测尧甄
别尧管理和分析袁实现体育场馆智能化升级遥 再次袁统筹全民健

身资源遥 以数字技术为载体袁衔接体育尧教育和住建等多元主

体袁统筹全民健身的信息资源尧社会资源和服务资源袁在由政

府明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范围尧条块关联和执行落实袁推
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遥 最后袁横纵结合强化数字治理遥 数

字时代袁应遵循野共建共治共享冶的治理原则袁通过横纵结合健

全数字治理制度体系遥 横向方面袁破除政府野大包大揽冶的社会

治理体系袁 推动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

系当中袁瓦解科层化管理体系遥 纵向方面袁整合数字治理技术袁
将区块链尧AI 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嵌入于全民健身的相关领

域袁构建包含科学健身指导尧体质健康测试尧健康文化宣传和

场地资源利用等数字资源袁推动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遥
4.2 平台优化院整合全民健身资源袁优化服务治理

平台
随着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袁 科技驱动社会治理进行智慧

化改革成为数字时代的主要标志遥叶全民健身计划 2021要2025
年曳指出要建设全民健身数字服务平台袁为全民健身提供智慧

化服务遥 因此袁数字时代为全民健身数字服务平台建设带来了

发展机遇和现实挑战遥 全民健身数字服务平台的建立需遵循

野技术嵌入要数据驱动要机制转换冶的行动逻辑遥 技术嵌入是

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的运行基础遥 数字技术嵌入全民健身

是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形式袁为全民健身的供给精准化尧服务

智能化尧治理智慧化提供技术支撑遥 数字驱动是全民健身数字

治理体系的核心环节遥 数据正逐渐取代资本和技术成为新的

生产要素袁数据驱动其本质是利用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来帮助政府和组织进行决策和管理遥 全民健身数字服务平

台正需要利用数字驱动的优势袁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水平遥 如平

台通过收集掌握广大全民健身参与者的公共数据袁 寻求参与

者对健身运动的真正需求袁 从而更准确的为制定科学决策提

供循证依据袁为其提供精准的服务需求咱11暂遥 又如在解决全民健

身野场地难冶和野指导难冶等典型问题袁数据驱动能在线上指导尧
场地预约和活动选择方面提供全方位指导袁 对落实全民健身

六边工程的完成提供正向作用遥 机制转换是全民健身数字治

理体系的具体实践遥 数字技术的发展袁为公众参与全民健身提

供了技术选择和智慧方案遥 相较于传统的线下服务供给机制袁
数字平台能借用互联网尧物联网和 AI 等数字技术袁整合家庭尧
学校和社区多方体育资源袁打破空间限制袁将体育服务转向居

家健身尧 云端指导和预约运动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机制袁提
升全民健身数字治理的服务意识遥
4.3 行为规范院注重数据安全保障袁创新动态监管

模式
数字技术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新思路袁 进而推动了全

民健身事业的发展与创新袁最终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遥
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主要以公共数据为基础袁 整合数字信

息资源尧全民健身需求和公共服务供给袁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全

民健身袁建立集数据分析尧开发尧应用和管理等于一体的社会

治理体系遥 因此袁需要建立动态监管模式袁保障公共数据安全遥
首先袁构建全民健身数字治理的监管机制遥利用 5G尧AI 和大数

据等数字技术的便捷性和高渗透性袁整合政府尧体育部门尧教
育部门尧体育组织和个人等治理主体的相关资源袁明确多元主

体在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尧 服务流程和协同管理

机制遥 同时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建立第三方专业评估袁制定相

关考核标准和问责机制袁监管公众实际诉求袁形成公平尧公正

和高效的监管机制遥 其次袁明确数据安全红线袁规范数据市场

行为遥 数据是数字治理的基础袁涉及到保密信息和个人隐私遥
因此袁从全民健身公共数据的采集尧管理和应用等环节都需要

进行风险评估袁建立相应的保密级别袁明确数据安全红线袁协
调好公共数据的开放性和保密性的关系咱12暂遥 同时袁利用公共数

据的回溯性和标识性袁掌握数据来源尧传播途径和最终去向袁
严格管控由于市场逐利性而产生的数据交易尧 数据泄露等非

法行为袁规范数据市场遥最后袁实现治理主体的动态评价遥在全

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中袁动态评价是治理效果的有效体现遥 评

价主体可由政府和第三方机构联合组成袁 采取基础信息数据

渊身高尧体重和户籍等冤与专业信息数据渊运动时长尧运动强度

等冤相结合的监管方式袁形成常态化监管和综合化评价的整体

性评价体系遥 同时袁将评价结果公开袁便于社会监督袁采取竞争

淘汰机制袁对于不符合尧不胜任的数字治理主体予以替换袁保
障数字治理活力袁防止信任危机和徇私行为的产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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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深入为全民健身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

智慧转型袁建立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袁发挥其公共数据开放

化尧数字技术精准化尧多元主体协同化的基础特征袁不仅能够

有效解决服务供给不明尧主体互动不足尧数据资源分散等碎片

化问题袁重塑各主体的互动关系袁还能推动各类全民健身资源

的共建共享袁促进服务内容的精准供给遥 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

系是对传统科层制管理机制的改革袁 使社会治理模式转型为

数字治理袁也是对野十四五冶时期全民健身智慧化的有效回应遥
但数字治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袁如公共数据泄露尧监管机制缺

失和数字鸿沟等社会现实问题遥 如何正确辩证看待和处理数

字治理的治理优势和伦理问题袁 是全民健身数字治理体系未

来需要关注的焦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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