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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足于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理论框架，在明晰数字赋能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内涵阐释与逻辑指向的基础上，审视剖析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精准供给在需求识别、决策制定、业务流程与绩效反馈4个方面所存阻滞困境，发现技术

认知化差异阻碍需求识别受众规模扩张、“重硬轻软”致使服务供给决策选择性回应、治理

主体协同不畅拉低业务流程动态运行质效、评估体系不健全滋生无效产能过剩风险等问

题。建议从聚力弥合群众认知化差异以拓增服务需求识别规模、加速供给理念迭代转型以

赋能决策精准化回应、推动平台数字化动态缔约以激励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提升绩效主体

评估质效与丰富绩效评估指标外延4个方面，层层递进、分级落实，助力数字赋能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即时性、决策制定精细性、业务流程动态性与绩效评估全面性切实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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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n the pre‐

cis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 for national fitness, and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its connotation 

and logical direction, its obstacles in the four aspects were examined and analyzed, namely de‐

mand identification, decision-making, business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feedback. It was found 

that technological cognitive differences hinder the expansion of demand identification audience, 

that “emphasizing hard over soft” leads to selective response in decision-making on service sup‐

ply, that poor coordination of governance subjects reduces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dynamic 

operation of business processes, and that imperfect evaluation system breeds the risk of ineffec‐

tive overcapacity. It was proposed to focus on four aspects, namely, bridging the cognitive dif‐

ferences among the public to expand the scale of service demand identification, accelerating the 

ite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supply concepts to enable precise decision-making responses, pro‐

moting the digital dynamic contracting of platforms to stimulate wid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performance subject evaluation and en‐

riching the extension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ators. Implementing the above proposals 

step by step can help to improve the immediacy of demand identification, the delicacy of deci‐

sion-making, the dynamicity of business processes and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n the public services for national fitness.

Keywords: digital empowerment; public service for national fitness; precise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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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导向、按需供给是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事业发展的第一准则（胡税根 等，2022）。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作为我国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其供需匹配状况是关联

广大人民群众日常锻炼与身心健康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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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指

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顺应人民

对高品质生活期待的内在要求，要以需求为导向配置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引导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并强化

资源集约利用和科技支撑，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供给方

式创新。可见，如何从供需双侧入手，厘清大众多元需求

的内容与类型，提升服务供给精准性，促进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供需适配水平，已然成为亟须落实的时代任务和理

论命题。与此同时，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技术创新的浪

潮下，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

逐渐嵌入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实现其精准供

给提供更多途径与可能。2021年 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提到，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以

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

革，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方式创新。这也引发学术

界关于“数字＋全民健身”的热议，如数字技术推动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模式变革（冯俣睿 等，2022）、数字基建

驱动场馆升级（傅钢强 等，2022；高进 等，2022）、城市体

育公园智慧化发展（付帅 等，2022）等方面。但总体而言，

目前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规模和质量仍难以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运动需求，传统单向供给模式也

极易诱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产能过

剩的潜在风险，技术、基建与平台等数字要素嵌入不足也

将掣肘群众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需求的辨识与甄别，致使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导向性不强、供需结构脱节

等风险滋生（孙瑞敏 等，2021；王小宁 等，2022）。基于

此，本研究在厘清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

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审视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

准供给不同阶段下的困境与限度，并提出数字赋能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纾解方略。

1 理论阐释：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内涵

与逻辑

1.1　内涵阐释　

厘清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概念内

涵，首先应明晰“供给”与“精准供给”的异同。“精准供给”

作为“供给”的衍生内涵，二者除均关注提升供给总体规

模外，“供给”较为注重设计和维持公共服务的总体环境，

而“精准供给”则更为强调疏通制约公共服务实际供需结

构中所产生的堵点痛点，即“精准供给”更为注重服务可

及性，如服务的可获得性、可接受性与可适应性等（罗娟，

2022）。总体而言，传统公共服务供给与公共服务精准供

给所关注的层面有所不同，前者较为注重公共服务宏观

环境层面，后者更为强调公共服务微观服务层面，本研究

则更倾向于对群众健身指导、健康咨询等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可及性的探讨。

“精准供给”最初应用于企业管理领域，即通过合理

有效的组织框架，减少治理主体对于服务供给决策的制

定时间，并通过现有信息与数据辅助提升决策有效性的

管理过程。Johnson等（2013）将“精准供给”概念引入公共

服务管理领域，认为创新数字技术的应用、扁平化的治理

主体结构、实时动态的需求信息反馈等是公共服务精准

供给的必要条件。还有研究指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主要

体现在需求识别的即时性、决策制定的精细性、业务流程

的动态性与绩效评估的全面性等4个方面（宁靓 等，2019）。

聚焦于公共服务领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作为保障我国

公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合法权益的基础载体，不仅是扩

大竞技体育群众基础，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与形

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更是为提高全民族身

体素质、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所提供的公共体育产品和

服务的总称（王占坤 等，2021；姚绩伟 等，2016）。数字时

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需求侧愈发面临着大量诸如体育

场馆、健身设施、健康咨询等信息数据处理任务，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与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数字基建逐渐

成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工

具，其精准性、即时性与高效性等显著优势也为精准回应

实际需求，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进一步供需适配创造

了条件（赵泓羽 等，2022）。因此，本研究认为数字赋能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内涵为：以群众实际体育活动

需求为导向，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与云计算等

数字动能要素赋能驱动，以实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在需

求识别、决策制定、业务流程与绩效评估 4 个不同阶段实

现精准供给，从而促进场馆设施、人才技术等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最优利用，推动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向“需求创造供给、供给回应需求”良性循环迈进，赋

能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需双侧进一步动态均衡

适配。

1.2　逻辑指向　

首先，需求识别、决策制定、业务流程与绩效评估作

为破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需错配”“低质低效”等问题

的关键途径，存在相应的内在逻辑顺序。具体而言，精准

回应群众体育活动需求、按需供给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精准供给的第一要义（杨苓 等，2022）。因此，精准识别、

精准感知群众对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实际需求类型与

内容，不仅是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开

端和依据，也是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决策制

定的基础，更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业务流程与

绩效评估的重要指标（何继新 等，2016；郁建华 等，2022）。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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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对于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需求愈发多元化、丰富化，对于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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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公共服务表现出需求决策的动态性、临时性与随机

性，这就要求地方体育行政部门与体育社会组织等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主体运用数字化手段，充分了解群众

体育活动偏好，及时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需求产生的时

间、地点、内容、类型和对象等信息数据进行整合与收集，

即明确“该提供何种服务”。同时对部分无效数据进行筛

选与清理，如部分过度需求与超前需求等，为后续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需求侧供给决策制定、业务流程与绩效评估

的精准治理提供数据信息原料（图 1）。

其次，决策制定的精细性是对上述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需求精准识别的关键回应，旨在通过精准决策的下达

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内体育场地、健身设施、社会

体育指导员与体育社会组织等各类有限资源的配置“最

优解”，即通过最小化的资源投入充分满足群众对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的各类需求，实现以需求为导向的产出最大

化，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效率、质量和公平最大化等。在

此供给决策制定过程中，可利用物联网技术，通过各种信

息传感器等，依据群众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具体需求

项目，网罗地方体育行政部门、体育企业、体育社会组织

与社区居委会等多元供给主体，并依据大数据、云计算等

数字技术对需求项目特性与供给主体能力进行最优匹

配，而后同样依据需求项目特性与供给主体能力选择最

为合适的供给方式，如政府服务外包、政府直接供给、下

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特许经营权等，从而完成对于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决策的制定，以保障决策“靶心”

直指目标需求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在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供给决策制定阶段中，虽有群众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

具体需求项目等信息数据的嵌入，但其本质是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内部所制定的决策行为活动，即“由谁

提供、向谁提供”。

再次，作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直面需求对

象的关键阶段，决策制定阶段确定的供给主体应在规范

的数字化业务流程内，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

所存问题、需求变化、交付方式等进行实时关注与监控，

如利用运动智能手环等传感器实时监测需求者各项运动

指标的动态变化，针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中

群众反馈的问题进行专项专治等。通过规范化的业务流

程治理，在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与服务

质量水平的同时，也要对群众在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隐私数据加以保护与监管，如年龄、

性别、身高、体重、既往病史、运动偏好、消费记录与家庭

住址等，从而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与需求对

象间协同性与动态性提升，以保障群众在参与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过程中获得更高层次的体验感与满足感，即“如

何提供该服务”。

最后，在需求项目精准送达后，绩效评估的全面性是

检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是否满足需求的重要环节。

在此过程中，可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实时追踪群众在参与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各类反馈信息，如场馆设施

使用体验、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态度等，即“服务提供效

果如何”，完成群众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真实意见

与体验评价的收集。同时应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

主体资源投入产出比与群众服务满意度作为两大重要

评价维度，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需求识别的即时性、决

策制定的精细性、业务流程的动态性、数字要素的应用

性等内容纳入绩效评价体系当中，减少群众参与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过程中反馈效果不佳以及供给内容中实际

运行效果较差的资源投入，以此提高绩效评估结果的可

信度和真实性。

2 实践检视：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掣肘

困境

数字赋能加持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正由“粗放供

给”向“精准供给”转变，这不仅是数字时代我国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特征，同时也是切实满足人民

群众基本体育运动与活动需求的根本保障。然而，在当

前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过程中，针对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需求识别、供给决策回应、业务流程运

营和绩效评估等方面的数字赋能应用有待充分发展，从

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化迭代

升级。

2.1　技术认知化差异阻碍需求识别受众规模扩张　

随着数字技术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活动互动嵌

入的深化，地方体育行政部门等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

主体对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偏好，是影响数字赋能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第一阶段需求识别的关键因素。然

而，若群众对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中数字技术应用偏好

图1　 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逻辑指向

Figure 1.　 Logic Direction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n the 

Precis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for Nation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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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认知层面差异，则地方体育行政部门等治理主体必

须对其进行调整，才能保障需求识别的即时性。具体而

言，是否能够通过数字技术保障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需求

识别的即时性主要取决于群众的易用性感知和有用性感

知，具体体现在不同群体的技术认知化差异。其中，易用

性感知即群众通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中数字化要素满足

自身需要的便利性和容易性程度，如数字技术、数字基建

与数字平台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数

字化普及并不等同于群众对于数字化要素的可及性。随

着科技变革的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数字化转型

已非原有“电子政务时代”下信息设备的简单接入，而转

为要求使用者应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与知识储备。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愈发强调“全民性”与“参与性”，但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数字化极易造成老年、技术弱势等群体的参

与排斥（郇昌店 等，2022）。据《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

告（2020下半年）》统计数据表明，只有 22%的数字政务平

台为群众提供了无障碍浏览模式与实时翻译模式等便捷

性功能（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2021），能够为群众下

载与上传的窗口也存在高缺失、碎片化、低容量等问题，

极易造成部分可支配收入不高、残障和老年群体在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中易用性感知的降低。有用性感知即群众

在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相关数字化服务过程中的个人

主观体验。相关研究表明，当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数字

化产品与服务设计较为偏向年轻群体，老年、残障等群体

对血压和心率测量、服药提醒、摔倒警报以及一键呼救、

GPS 定位等功能需求期望较高，但在现实参与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过程中，上述服务并未得到满足，目前的技术水

平仅能采集到步数、距离等初级数据，无法采集人工智能

分析所需求的情感特征等中级数据和高级数据（董红刚 

等，2016）。与此同时，有用性感知缺乏也阻碍了数字技

术对该类群体的需求精准识别，从而阻碍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需求识别受众规模的整体扩张。

2.2　“重硬轻软”致使数字平台服务供给决策选择性回应　

数字赋能趋势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为

基础建设的数字平台成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精准性

的重要载体，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数字平台的“建设成

绩”更易吸引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投入更多资源，从而极易

引发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决策制定过程中出现

“重平台建设、轻实际服务”的选择性回应问题。在《关于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等政策指导

下，全国各地以数字平台为核心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数

字化平台建设与开发呈现强劲发展态势，但实际平台运

行效果与最初规划的设想和标准有一定差距，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数字平台的选择性回应较为强烈。如部分全民

健身工作人员在自媒体平台发布信息的过程中，创新的

主动性与积极性较为欠缺（牛丽芬，2022），各类健康指

导、技能培训等信息内容来源杂乱，部分内容的科学性与

合理性存疑，从而导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内

可用资讯的可信度、科学性及真实性有待补足，进而影响

大众使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的依赖度与满意

度。与此同时，对传统全民健身场馆设施进行改造也同

样面临“重硬轻软”的供给决策选择性回应问题。一方

面，与大型职业赛事通用的全民健身场馆设施往往能够

优先得到“数字赋能”改造，而大众常用的基础健身设施

的数字化改造进程则较为滞后；另一方面，体育行政部门

等治理主体较为倾向于将足球、篮球等项目设置为数字

化改造的榜首位置，而针对群众可选择的、按需供给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造较少，更是鲜见如基于大数

据挖掘技术的个性化定制与主动推送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由此可见，虽有数字技术、数字平台与数字基建等要

素赋能，但目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环节中仍面

临需求识别与供给决策脱节的问题，进一步导致供给决

策形式化问题的出现。

2.3　治理主体协同不畅拉低业务流程动态运行质效　

“精准供给”作为数字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新的治

理模式，其在业务流程阶段所强调的即时性、动态性与精

准性，与传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业务流程中的治理模式

不同，其所要求的治理组织结构也突破了原有依赖决策

者个人能力的局限，对多部门协同、扁平化治理提出更高

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主体亟需

健全高效协同的治理体系，在协同效率低下与市场力量

参与不足等方面应予重视。1）协同效率低下。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各项行政指令与治理事务均由上级治理主体向

下级治理主体传递，从而使社区居委会、体育社会组织等

基层组织的工作导向也基本围绕解决上级主体派发的行

政指令与治理事务进行，因此极易造成“任务导向”而非

“民生导向”的问题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若想要在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各项事务治理过程中达到“民生导向”与

“精准供给”的期望目标，那么在其精准供给的业务流程

中则必须要求各主体间互促协同。以学校体育场地开放

为例，学校体育场馆的管理权限并不在地方体育局，其建

设土地的使用（包括产权、管理）均交由学校管理，即学校

体育场馆的业主单位为学校本身，其体育场馆是否开放

还涉及产权问题、设施管理权限问题与安全风险问题等，

从而拉低“校园场地开放”治理事务流程的运行质效。与

此同时，囿于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成本较高，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场地设施的建设标准存在一定差异性，进而

拉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场地设施建设进程。2）市场力量

参与不足。当前，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

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以体育场地建设经费投入为例，社

会经费投入仅占 1.56%（刘望 等，2020）。与此同时，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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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过程中市场力量参与不足还极易

引发闲置资源利用不充分、突发情况处理不及时、数据信

息处理成本上升等问题，导致业务流程的动态性难以承

担精准供给过程中的“中流砥柱”角色，从而降低场地、设

施、人才和资金等资源调配的灵活性，影响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进一步供需适配。

2.4　评估体系尚不健全滋生无效产能过剩风险　

2018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意见》提出，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新华社，2018）。然而，随着我国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数字化、智慧化转型速度的提升，现阶

段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难以适应数字

赋能精准供给的客观要求，具体问题体现在评估主体与

评估指标两方面。1）评估主体方面。受治理理论与委

托代理理论影响，目前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正处

于由政府单核治理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的过程之

中，参评主体也逐渐衍生出 3 种类型，即体育行政部门的

官方评价主体，体育社会组织与群众的社会评价主体，

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专业性组织的第三方评价主体。

具体而言，体育行政部门是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

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主体的首选与惯用形式，其在评

价数据与信息获取方面的权威性远超其他评价主体。

同时，体育行政部门的官方评价主体拥有对体育公共服

务的内部管理体系的评价能力，具有“及时反馈”与“政

策契合”的绝佳优势。但正因如此，体育行政部门的官

方评价主体在评价指标构建、人员安排、工具选择、标准

择定的诸多层面存在一定的博弈空间与利益导向，评价

结果客观性与公正性易遭受质疑。社会评价主体方面，

各类体育社会组织的出现能够有效满足政府单一供给

的“服务缺口”，在绩效评价方面也能够反映出组织群体

与群众的实际诉求，其评价对象主要涉及各类体育俱乐

部、体育社团组织和体育场馆（陈玉娟 等，2021）。然而，

体育社会组织与群众多为“自我评价”，其评价工作的客

观性、独立性、时效性和专业性等问题易被忽视，影响其

评价结果的客观参考价值。第三方评价主体方面，企

业、高校与研究机构等评价组织具备足够的专业性与客

观性，能够针对场馆设施、组织管理、服务活动与居民感

知等多个方面做出独立性评价。但第三方评价主体常

会因数据获取滞后、专家运用受限等问题造成“晕轮误

差”，进而影响评价对象内各维度指标的有效区分，从而

造成“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的误差评价现象。2）评价指

标方面。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存在关注经

济类与效率类指标居多的现象，多数参评主体较为侧重

“经常参与锻炼人口比例”“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投入资

金金额”“产出服务项目”等比值，而针对体育公共服务

具体开展过程中的“服务质量”“服务效果”“服务均等

化”等效果类与均衡类评价指标的关注与运用尚不完

善。与此同时，群众参与体育公共服务感知价值、体验

反馈等心理层面评价指标，存在长期性与滞后性现象，

难以在短时间的几次调研中全面呈现，将会造成“供给

忽略需求”的不利问题出现，从而导致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产能过剩的风险滋生。

3 纾解方略：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实践

通路

从弥合群众认知化差异、加速供给理念迭代转型、推

动平台数字化动态缔约与提升绩效主体评估质效等方面

入手（图 2），进一步解决技术认知化差异阻碍需求识别受

众规模扩张、“重硬轻软”致使服务供给决策选择性回应、

治理主体协同不畅拉低业务流程动态运行质效、评估体

系尚不健全滋生无效产能过剩风险等问题，切实提升数

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整体精准供给水平。

3.1　聚力弥合群众认知化差异，拓增服务需求识别规模　

改善当前群众参与数字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过程中

的易用性感知与有用性感知，是拓增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需求精准识别规模的重要举措。首先，应充分以群众需

求为主要导向，进一步深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中数字技

术、数字平台等对群众的可及性，推动数字赋能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需求识别的即时性提升。易用性感知方面，可

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关

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关于进一步做好老年人体育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指

导下，为老年、残障等群体提供数字化、智慧化全民健身

图2　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实践通路

Figure 2.　Practice Path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n the Precis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for Nation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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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的无障碍支持。如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珠

海市斗门区体育馆保留传统服务模式方便老年人进行现

场和电话预约，全市新配置的适老化健身路径标注使用

说明；允许老年人家人、朋友帮助代为预约，老年人可凭

有效预约码、购票信息截图等凭证进入体育场馆、健身场

所；公共体育场馆、健身场所中数字化设施使用等为老年

人进出、使用健身器材提供必要的信息引导和人工帮扶

等，从而解决老年群体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中运用数字

技术的问题。有用性感知方面，应在为老年、残障群体提

供数字化、智慧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无障碍支持的同时，

深化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效

率，充分聆听老年、残障等群体在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过程中的需求反馈，提高老年人对智能手机、智能健身穿

戴设备、智能跑步机等数字健身硬件设备的拥有率和数

字健身服务的使用率，在体医融合、医养融合、体旅融合

等领域加大研发适老化产品，开展卫生健康监测和规范

化体育休闲服务，优化老年人参与数字化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环境，切实提升其参与便利性和体验感，同时促进其

参与黏性的提升与稳定，推动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需求识别的受众群体规模持续拓增，从而进一步确保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靶向供给与供需适配。

3.2　加速供给理念迭代转型，赋能决策精准化回应　

为避免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决策制定选

择性回应，应充分转变地方体育行政部门等治理主体理

念思维，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

“重硬轻软”向“需求导向”转变，以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有形产品与无形服务的多元价值，从而提升群众对于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依赖性与满意度。首先，应充分重

视群众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中的关键角色作

用，将其从“被动接受”“被动参与”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角色定位中剥离，可通过群众调研会、社区宣传、数字个

性化推送等方式，提升群众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中需求

表达的动机与意愿，并应充分利用数字平台的扁平化功

能打通群众与体育行政部门、体育社会组织和社区居委

会等治理主体间的对话协作渠道，为规避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治理主体“选择性回应”提供决策依据。其次，应充

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通过“用户＋算法”的

方式快速呈递群众对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切实需求。

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在《贵阳市推进全民健身规定》指

导下，贵阳市规划建设贴近社区、方便可达的全民健身中

心、多功能球场、体育公园、健身步道、户外营地、社会足

球场等场地设施，建设城市社区“15 min 健身圈”。同时，

通过推广居家健身和全民健身网络赛事活动、落实国民

体质监测、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

构建省市联动的智慧服务体系等措施，为群众健身提供

更加全面、便利的场馆预订、赛事预约、健身指导、体育消

费等服务，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精细性提升。

与此同时，应通过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线上线下对接

机制、数字平台运营监督机制与群众回访机制，对负责提

供供给决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数字平台进行持续跟踪

和考察，从而保证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决策

的精准性与回应性。

3.3　推动平台数字化动态缔约，激励多元主体广泛参与　

首先，应整合协调多元主体才能具备承接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相关供给决策的业务流程处理能力，即在数字

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过程中，地方体育行政

部门担当“倡导者”角色，下级各类治理主体担当“执行

者”角色。如针对校园场地开放问题，可利用物联网、区

块链与数字平台技术，将学校、体育局、国土资源与城市

管理等治理主体纳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中，

采用“事前约定、事中动态调整、事后兑现”的数字化缔约

方式。事前约定即在校园体育场地设施开放前将开放时

间、管理制度、收益分配等统一写入数字平台内，任何主

体不得擅自更改；事中动态调整即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

技术，对校园场地开放过程中各参与节点的工作进度进

行实时显示，为业务流程中各主体协同合作与互相监督

提供条件；事后兑现即在完成一阶段校园场地开放后，按

照“事前约定”的管理制度与收益分配明晰各主体的奖惩

情况，并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比例进行分配。其次，应积极

吸纳市场社会力量进驻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尤其针

对部分数字高新企业，可适当提升财税优惠政策、降低合

作门槛，助力其充分发挥数字优势，以技术嵌入优势提升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业务流程运行质效。如青岛市体育局

与当地高新健身器材制造企业合作，将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于人工智能 AI 健身步道、室外

健身路径、室外智慧场地和智慧社区健身中心等公共健

身场所，旨在推动青岛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信息数据可

追溯性达到 100%，设备数据采集率上升到 75%，在实现多

种智能设备、健身设施相互嵌入的基础上显著提升业务

流程的运行质效。

3.4　提升绩效主体评估质效，丰富绩效评估指标外延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到 2035年，体育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于是，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已然成为数字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与评价工作的

主流发展趋势。首先，应针对体育行政部门的官方评价

主体的博弈空间问题展开探讨。如可明确界定体育行政

部门的官方评价主体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数字技术引

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平台搭建与数字人才培养等

方面绩效评价结果中的奖惩比例，消除因奖惩机制“相

容”而出现的可操作性博弈空间，最大程度减少体育行政

部门在评价结果客观性与公正性方面遭受质疑的现象。

同时可通过加快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法治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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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加强体育行政部门在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评价前、中、后期的过程监督，完善绩效评价责任追究、奖

优罚劣等方面的制度保障，从而抑制体育行政部门的官

方评价主体的自由裁量权。其次，面对体育社会组织与

群众的社会评价主体的评价工作独立性缺失问题，应进

一步研究探讨体育社会组织内部评价部门规划问题，明

确针对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

分工，积极引入数字化等级评估的专业机构，不断完善监

督与咨询机制，避免影响社会评价主体的客观性。第三

方评价主体方面，目前主要以专家评价形式居多，过程中

所存在的主观性与道德风险是掣肘评价质效的重要影响

因素。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与成熟，可充分考虑在第

三方专家评价的过程中运用区块链技术，发挥其“去中心

化”与“不可篡改性”的技术特点，最大程度上降低评价过

程中道德风险。如针对不同专家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场

馆设施、组织管理与锻炼活动等方面的绩效评价，建立一

套包含专家指标选择、权重配比等方面的数据库信息评

议系统。同时，可在系统中收录不同专家的研究领域与

学术成就，在采用第三方专家评价前，利用该系统检索与

评价对象相匹配的同行专家，以保证评价结果的专业性。

此外，仍需厘清第三方评价主体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绩

效评价中的角色作用，充分考虑其与体育行政部门、体育

社会组织与群众的内在关系，避免评价结果与实际发展

情况脱节。评价指标选取方面，应贴合时代发展背景与

实际评价需求，内容应具有代表性与可行性，更应侧重包

含“居民数字感知”与“技术资源配置”等数字赋能实施效

果与公平均等，以精准反映服务绩效，为数字赋能新一轮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需求识别提供基础依据。与此同时，

应充分考虑数字应用类的新型指标。随着新一轮产业革

命与技术变革，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正逐渐向“数字

化”与“智慧化”转型发展，“智慧体育场馆”“科学体育指

导”“数字体育政务平台”等新兴数字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项目的评价指标亟待开发与验证。

4 结语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作为直接满足群众体育活动需求

的重要载体，精准供给是推动其更高水平发展的重中之

重。本研究认为，数字技术、数字基建与数字平台等要素

的融入改变了传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即通过

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决策制定、业务流

程与绩效评估 4 个阶段，推动供给模式由“粗放”转向“精

准”，同时也暴露出当前决策制定存在的相应问题，并依

据掣肘困境提出针对性纾解方略。据此，本研究勾勒出

数字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理论框架，并提

出了精准供给 4个阶段的实践路径，未来研究可在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需求层次识别、供给侧与需求侧适配度评价、

数字化供给匹配决策平台搭建等方面展开新的研究图

景，以期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供

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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