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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我国老年体育服务高质量发展，不断

提升老年体育服务水平，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关

于进一步做好老年体育工作的通知》，强调各地要

根据实际情况，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做好资源开发

和利用，为老年人体育锻炼创造足够空间，并力所能

及地提供适合老年人的体育健身场所。对一些智能

体育服务设施，国家体育总局提出要重点解决老年

人信息技术能力偏弱，使用困难的问题，通过不断丰

富老年人体育服务的手段和形式，不断提升老年体

育服务效果。通过数字技术融入，数字老年体育服

务逐渐发展，不仅可以精准把握老年体育服务需求，

而且可以对整个服务过程进行实时监管，数字老年

体育服务是推进老年体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必然选

择。当前学术界对数字体育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4个方面：一是，王静等［1］对数字赋能体育服务的

理论阐释和实践路径研究；二是，王祥全等［2］对数字

体育服务的逻辑框架研究；三是，沈克印等［3］对数字

体育服务价值维度研究；四是，吴彰忠等［4］对数字体

育服务创新机制研究。这些研究对数字体育服务发

展的作用机理、实践困境及发展路径进行了一系列

探索，但目前数字体育服务体系构建研究较为缺乏，

尚无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系统构建领域的研究成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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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鉴于此，本文从体系构建、实践困境与发展对策

三个方面对数字老年体育服务进行深入分析，力求

为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实践提供一定帮助。

1　基本理论分析

1.1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内涵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地开展了数字体育服

务的实践尝试。例如，江苏省苏州市通过“运动苏

州”，推进数字体育公共服务建设，逐步提升体育场

馆、体育培训等方面的数字化水平，满足公众多元体

育服务需求。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

的统计结果，截至2021年底，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已

经达到7.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5］。数字老年体

育服务，就字面含义而言，是数字技术与老年体育服

务相结合，进行实践应用；就理论层面而言，是指充

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

现代信息技术，提升老年体育服务的发展质量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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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整体而言，数字老年体育服

务，是在对老年体育服务信息及老年人个人信息的

科学采集及有效集成的基础上，通过数字技术的嵌

入，使老年人及其家人与政府、社区、服务商、志愿者

等建立连接，不断优化老年体育服务供给决策，转变

供给方式，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效率，提高老年

体育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契合度，有效实现结构

治理，将老年健身与老年体育服务相结合，不断提高

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推进老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

服务活动。

1.2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体系构建意义

一是，整合社会资源，丰富老年体育服务内容。

我国老年体育服务一直在政府主导下稳步推进，但

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财政压力持续加

大。与普通体育服务相比，老年体育服务需要既懂

体育服务知识，又懂老年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但当前

人才供给无法满足老年体育服务发展的实际需求。

这些问题在传统供给模式下短时间内是无法解决

的，通过数字技术融入，能够为老年体育服务研究专

家、志愿者等进入老年体育服务领域创造平台，最大

限度整合服务资源，激发我国老年体育服务发展的

内生动力［5］，促进老年体育服务供需平衡，并根据老

年人年龄、健康状况等为老年人提供精准服务，实现

老年体育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拓展老年体育服务

交流空间，快速提高老年体育服务发展水平，破解我

国老年体育服务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

二是，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协作，优化合作方式。

我国老年体育服务供给主体既包括体育部门、老年

部门、社区、民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及其下

属单位，也包括各种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以及社会

民众，非常复杂。而作为服务对象的老年群体的身

体、心理差异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数字技术融入老

年体育服务能够实现政府部门和老年体育组织、老

年体育服务企业、社区的精准对接，实现无障碍信息

沟通，使供给流程、供给手段、供给方式等方面的优

化再造。多元主体的共同协作，不仅有利于统一的

服务标准的制定，而且能够保证在数字老年体育服

务发展过程中，各主体的利益都能够受到重视，有利

于形成我国老年体育服务的发展合力，有效减少或

规避数字老年体育服务改革的障碍和阻力。

三是，优化服务机制，提升服务体验。数字融合

是科技创新在我国老年体育服务领域的具体实践，

促使我国老年体育服务发展中逐步实现要素驱动转

向创新驱动。老年人由于自身能力和意识等原因，

老年体育服务的参与不足，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数

字技术，可以不断优化我国老年体育服务决策机制、

评估机制、监管机制，使老年人在体育服务过程中更

容易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数字技术融入，能够及

时发现老年体育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为老年人参与

体育服务保驾护航，不断提高老年体育服务体验。

尤其是针对老年人健康需求，通过数字技术可以实

现体质监测数据、体育锻炼数据和医疗数据的互通

互融，推进老年健身与老年健康的深度融合。

1.3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体系构建基本需求

一是，实时感知。老年人群体育服务需求差异

大、生理功能差异大，通过数字老年体育服务体系，

要能够非常方便地获取老年人体育服务需求信息

以及老年人生理方面的数据，方能解决传统服务模

式中信息传递时间长、失真可能性大的问题，及时准

确地为老年人提供精准体育服务。二是，集成共享。

老年体育服务涉及体育管理部门、社区、民政部门、

老年部门、社会及市场等多元主体，在老年体育服务

供给中很难形成合力，通过数字老年体育服务体系，

要能够在老年体育服务和多元供给主体之间形成信

息集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资源

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方能通过信息共享，提高老年

体育服务效率。三是，智能响应。与普通人群不同，

老年人在体育服务供给过程中，存在着较高的安全

隐患，通过数字老年体育服务体系，要能够对老年体

育服务过程进行实时监管，方能在老年人身体机能

数据和体育服务数据异常时，及时预警，保证老年人

人身安全。四是，交互控制。数字老年体育服务体

系，要在老年体育服务供给时，打破空间和时间制

约，方能使社区管理人员、志愿者、老年人亲属等利

用移动终端及时了解老年人参与体育服务的状况，

通过视频交流等形式准确把握老年人活动过程。

1.4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体系运行机理

通过静态切片，数字老年体育服务体系运行机

理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就数字老年体育服务

的范围和功能而言。数字老年体育服务是集成概

念，主要功能包括数字技术工具的应用以及数字技

术和老年体育服务之间的转化。根据老年体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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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需求，数字技术通过具体的应用工具，嵌入老

年体育服务过程，推动老年体育服务的创新发展。

通过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和老年体育服务

的融合，能够为老年体育服务发展提供科技驱动力。

基于老年体育服务发展目标，在数字老年体育服务

发展中，要尽可能多地创造应用场景，扩大数字老年

体育服务范围，实现数字技术和老年体育服务良性

循环发展。第二，就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内容和范

围而言。数字科技融入老年体育服务内容较为广

泛，不仅包括服务对象选择、服务流程管理、服务风

险控制，也包括服务绩效管理等方面。融入方式既

有直接支持，也有间接支持，有助于老年体育服务发

展的各类场景。从直接支持看，数字融入老年体育

健身服务、体育组织服务、体育交流服务、健康促进

服务等能够直接促进老年体育服务发展；从间接支

持看，管理部门在监管、评价等方面的应用，也可以

间接加持老年体育服务的发展。第三，就数字老年

体育服务的原则和要求而言。一要明确导向，数字

技术本身不具有社会属性，必须明确导向，即为谁服

务，要明确数字技术服务对象是老年体育服务。二

要完善机制。完善的体制机制，方能为数字老年体

育服务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提供必要的保

障。三要优化结构。数字老年体育服务涉及多元主

体，只有多元主体互相协作，方能形成有利于数字老

年体育服务发展的主体结构。四要丰富场景，老年

体育服务必须提供完整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将老

年体育服务发展的痛点和数字技术有机结合，方能

最大发挥数字技术在老年体育服务中的价值。

2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体系构建

2.1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体系框架

既有老年体育服务供给研究，基本都包括服务

目标、服务内容、服务保障、服务支撑等要素，主要包

括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老年体

育服务供给越发重要，需要不断丰富老年体育服务

供给内容，改革老年体育服务供给手段［6］。二是，老

年体育服务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通过文化建设、信

息技术的应用等不断提升老年体育服务效果［7］。三

是，老年体育服务需求发展迅速，技术创新、机制完

善是提升老年体育服务质量的关键［8］。就数字老年

体育服务的具体实践、构建意义、基本需求、运行机

理而言，目标决定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方向，内容决

定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重点，技术决定数字老年体

育服务的质量，保障与支撑决定数字老年体育服务

的实现。通过服务目标、服务内容、技术应用、服务

保障与支撑构建数字老年体育服务体系，能够较好

地解决我国老年体育服务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鉴于此，借鉴我国老年体育服务研究成果，提出数字

老年体育服务体系框架。

2.1.1　目标层面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根本目标就是以老年人体

育服务需求为核心，实现老年体育服务高质量发展。

一是，数字技术能够改革现有老年体育服务体系，

实现对老年体育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丰富老

年体育服务内容。二是，数字技术能够促进多元主

体协作，实现社区老年体育服务由传统模式向数字

模式转变，不断优化老年体育服务方式。三是，数字

技术能够优化老年体育服务机制，对老年体育服务

全过程进行数字化治理，精准了解老年人的体育服

务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归属感，提升老年体育服

务体验，使老年人能够享受到应有的体育发展权利。

四是，数字技术能够实现老年体育服务的功能拓展，

提高老年人身心发展水平。重点通过数字技术对老

年人的生活习好、活动空间进行研究，力求能够使基

层体育服务资源向老年人倾斜，避免在基层体育治

理中出现空间分化，满足老年人对基层体育空间的

需求（图1）。

图1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目标框架图

Fig.1　Framework diagram of the objectives of digital sports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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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内容层面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在内容层面需要关注两个方

面的问题，构建完善的体育服务体系和多元协同治

理体系。

一方面，数字老年体育服务，能够使多元主体重

点关注对老年人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体育设施服

务、健身指导服务、信息交流服务等内容，在社区场

景设计中将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融入其中，构建出生

态优良、以人为本的数字服务场景系统。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的融入，老年体育服务场景出现远程协作、

线上自助等新趋向，能够对人流、物流、信息流以及

数字化网络等要素进行引导。另外，数字老年体育

服务涉及多方利益主体，数字老年体育服务能够根

据不同的老年体育服务内容重塑多元利益主体的作

用边界，确保利益均衡。把处理多元利益主体之间

的关系作为重点，以数字技术为支撑，能够形成国家

引导、市场调节、多元参与的良性共治局面，共同推

进老年体育服务和谐发展（图2）。

图2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内容框架图

Fig.2　Framework diagram of digital senior sports services

2.1.3　技术层面

一是，数据收集传输。借助硬件设施和软件设

施，能够实现对老年人个人信息、体育活动信息、体

育服务设施信息等数据的实时收集，在软件设计时

要关注老年群体的需求，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二是，数据整合分析。通过体育服务数据、老年人口

数据等构建智能感知数据体系，能够反映出老年体

育活动规律和老年体育服务需求，全面了解老年体

育服务运行状态，及时总结老年体育服务的模式、规

律。三是，数据综合应用。在对老年体育服务及其

相关数据进行质量评估和逻辑一致性检测的基础

上，构建老年体育服务专题数据库，并对相关数据定

期评估和更新，保证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准确性，确

保多元主体交换和共享的数据能够全面反映老年体

育服务发展现实，达到优化老年体育服务体系，完善

老年体育服务治理结构的目的（图3）。

2.1.4　支撑与保障层面

从支撑层面看，数字老年体育服务涉及三个方

面的问题。首先，要有统一的理念支撑。数字老年

体育服务的基础是信息共享，只有老年体育服务的

多元参与主体都能够认同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发展

理念，才能够使多元主体都积极主动参与老年体育

服务数据库建设，实现信息共享，破解信息孤岛难

题。其次，需要完善的制度支撑，这是解决数字老年

体育服务机制缺失的关键。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当前

主要依靠政府推动前行，即便在政府内部，也涉及多

个部门，需要协调一致，没有完善的制度无法形成发

展合力。第三，需要特色的文化支撑。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非常不平衡，不同的地方文化氛围也存在很

大差异［9］，数字老年体育服务改革要与地方文化紧

密结合，方能实现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从保障层面看，数字老年体育服务涉及三个方

面的问题。第一，完善的基础设施保障。数字老年

体育服务不仅需要互联网、计算机、宽带等硬件服务

实施，而且需要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决策辅助等软

件服务实施，这是在老年体育服务中实现精准测量，

进行全要素、全过程数字化改革的基础。第二，丰富

的人才保障。数字老年体育服务需要大量既具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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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信息技术，又具有老年体育服务知识的复合型人

才，这些复合型人才既是数字老年体育服务规划设

计的需要，也是具体实践指导的需要。第三，充足的

资金保障。数字老年体育服务需要公园、社区、体育

场馆更新服务设施，没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就无法

完成老年体育服务实施的更新换代。所以，数字老

年体育服务发展中，基础设施、人才、资金缺一不可

（图4）。

2.2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功能设计

2.2.1　精准识别

数字基建是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的载体和基

础，数字基建的完善程度决定着数字老年体育服务

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图5）。从技术层面看，数字老

年体育服务的基础建设不仅包括网络设备、存储设

备、计算机设备、数字化体育设施等硬件，还包括大

数据、云计算等方面的软件。只有通过软件和硬件

的结合，才能构建出符合老年体育服务发展需求的

专属资源管理平台，实现对老年体育服务的数据采

集、动态感知、数据分析和数据处理。当前，在硬件

层面，网络设备、计算机设备和存储设备都较为成

熟；在软件层面，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方面较为成熟，

关于老年体育服务发展方面的分析软件也在不断发

展之中。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可以为老年体育服

务供给中的精准识别提供重要帮助，实现对老年体

育服务需求的动态感知，准确获取老年人的体育需

求偏好和发展变化，为老年体育服务发展决策提供

实时原料，为老年体育服务决策提供重要支持。

2.2.2　信息类聚

数据在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中是至关重要的

生产要素（图6）。对老年体育服务发展而言，通过

数据的搜集、整理、分析和应用，可以实现对老年体

育需求的精准类聚。传统的调研方法不仅收集过程

复杂，而且收集的难度较大，导致信息的收集无法形

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使相关信息呈现出单一化、碎片

化的状态，无法为老年体育服务决策提供坚实的帮

助［10］。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与数字化体育服务设

施的结合，可以将单一化的信息收集发展为多元化

的信息收集，将非结构化的信息收集转化为结构化

图3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技术框架图

Fig.3　Technical framework diagram of digital sports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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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收集，多元化和结构化的信息收集可以帮助

老年体育服务信息实现有效整合，得出老年人健康

状况、体育偏好、年龄性别等方面的数据链，具体应

用到老年体育服务实践之中，实现老年体育服务信

息类聚。

2.2.3　服务设计

在实现精准识别和信息类聚之后，融合利用云

计算、大数据形成老年体育服务数字化模型就成为

关键（图5）。要构建老年体育服务数字化模型，首

先，要以老年体育服务数据库为依托，通过人工智能

实现对老年体育服务的客观测量与多维解析。对老

年体育服务进行客观测量以了解老年人对已有服务

的满意度及需求度；对老年体育服务的多维解析以

了解老年人体育服务态度的成因，并对这些成因进

行深度分析和系统分析。其次，通过数字技术，在进

行老年人体育服务客观测量和多维解析时，要充分

考虑到体育服务的本质属性，既要重视理性分析，也

要重视感性分析。最后，体育管理部门、民政部门、

社区可以根据客观测量与多维解析的结果，实现对

老年体育服务发展的整体规划，并交由社区、社会体

育组织等主体去具体实施。

2.2.4　服务监管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其较为突出的优点就

是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对老年体育服务进

行全过程监管（图5）。通过构建老年体育服务数字

化平台，为老年人体育服务沟通交流提供服务，了解

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实现老年体育服务过程监管、质

量反馈及效益评价。当前，尚无条件成立数字化体

育服务平台的地区，可以借助城市智慧服务系统，在

该系统中设置老年体育服务板块，实现对老年体育

服务的精准监测。通过数字技术，解决传统老年体

育服务治理中长期无法解决的过程监管问题，不仅

可以提高老年体育服务的精准性、便捷性，而且还能

够调动老年人体育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只有

老年人的积极和主动参与，才能够在数字老年体育

服务改革中获取必要的精准感知，形成较为完整的

“精准识别—信息类聚—服务设计—过程监管”的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体系（图5）。

2.3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体系运行过程

2.3.1　数字老年体育组织管理服务运行过程

数字老年体育组织与管理服务具体流程如下

（图5）：第一，由体育管理部门、民政部门、社区等主

图4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支撑与保障框架图

Fig.4　Framework diagram of digital sports service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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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根据价值函数、服务目标等，对老年体育组织管理

服务进行任务分类；第二，根据老年体育服务组织

管理主体的功能特点，交由不同的组织管理主体，组

织管理主体可以通过老年人可穿戴设备、社区老年

智慧体育服务平台等收集老年体育组织与管理服务

将要面临的场景数据；第三，通过自动传输反馈到

社区智慧服务系统，通过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技

术，得出最佳组织与管理模型；第四，在社区、家庭、

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等主体以及老年人自身的积极

参与下，实现老年体育的组织与管理。

图6　数字老年体育组织管理服务获取流程图

Fig.6　Flow chart of the acquisition of digital senior sports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2.3.2　数字老年体育健身指导服务运行过程

在老年体育服务中，体育健身指导服务具有非

常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和高频化特征，不同老年群体

对老年体育服务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针对老年体

育健身指导服务的获取方式主要有两种（图7）：一

是，通过数字化设备能够直接满足老年人体育健身

指导服务。例如，老人如果需要邀请具有相同爱好

者的朋友进行体育方面的健身指导，可以通过语音

控制中枢，打开电子设备，实现体育健身指导。二

是，当数字化设备不能满足老年人体育健身指导服

务需求时，老年人及其家属，可以通过人工介入，采

用网上订购、电话订购等方式，向老年体育服务供应

商、社区或者志愿者发出服务请求，由相关主体上门

服务，或在其他地方完成约定服务，以社区为单位统

一进行服务评价。通过数字技术，能够极大地缓解

老年体育服务指导员及老年人个性化体育健身指导

服务方面的不足。

2.3.3　数字老年体育健康促进服务运行过程

老年体育健康促进服务具有非常显著的专业性

特征，针对老年人不同的类型，数字老年体育健康促

进服务方案差异较大（图8）。首先，针对健康状况

良好的老年人，社区及相关机构主要提供体育健康

预防服务，通过事前干预，维护老年人健康的身体

状态和心理状态。老年人及其家属可以通过手机

APP、微信平台、社区服务电话等定制服务。在服务

过程中，社区可以对老年人体育偏好和健康信息进

行收集，通过云端存储和大数据为相关数据库的建

设提供帮助，从而为老年人开具个性化的运动处方。

其次，针对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通过体育促进的方

式改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

手段构建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模型，提供体育健康

促进服务方案。最后，对部分失能老人，要设计出智

能体育健身装置，在照顾到老年人尊严的前提下，为

其提供必要的体育健康促进服务。

图5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功能设计图

Fig.5　Functional design diagram of digital sports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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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数字老年体育设施服务运行过程

数字老年体育设施服务的流程如下（图9）：老

年人可以通过电脑设备、手机、智能音箱等和社区工

作人员、志愿者、家人等进行实时联系，提出自己对

体育设施服务的要求。对不能够熟练使用智能设备

的老年人，可以通过语音系统进行交流，并将信息最

终汇总到社区老年智慧体育服务平台，由相关工作

人员通过人工智能系统，向老年人发出服务反馈。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过程中，安全问题要引起重视，

可在体育设施周边安装监控设备和无线传感器，通

过远程监护和联网监控，及时发现老年人在体育锻

炼过程中的身体状态和环境变化，由社区老年智慧

体育服务平台在第一时间进行准确识别并实施应急

预案，确保老年人体育健身过程的安全。

2.3.5　数字老年体育沟通交流服务运行过程

老年人身体健康固然重要，老年人的心理慰藉

也不容忽视。数字老年体育交流服务的获取流程如

下（图10）：首先，老年人可以利用智能音箱、社区老

APP

PC

图7　数字老年体育健身指导服务运行过程

Fig.7　Operation process of digital physical fitness guidance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APP

PC

图8　数字老年体育健康促进服务运行过程

Fig.8　Operation process of digital sports and health promotion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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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智慧体育服务平台等和希望交流的对象建立联

系，对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可以鼓励其安装

手势触摸智能设备，并将手势触摸设备与社区智慧

服务系统联网。其次，在社区老年智慧体育服务平

台系统中设立老年体育服务交流专区，老年人可以

在其中讨论体育健身方法、健身效果、健身感受等。

最后，体育管理部门、民政部门和社区还可以利用体

育服务交流专区安排网络课堂，在线回答老年人提

出的体育健身问题。作为社区要对老年人参与体育

交流活动的数据进行整理记录，通过云计算和大数

据得出老年人的体育交流偏好，不断优化数字老年

体育沟通交流服务的发展。

APP

PC

图10　数字老年体育沟通交流服务运行过程

Fig.10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the digital sports communication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3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实践困境

3.1　生态建设滞后，发展不够均衡

通过生态建设，不仅可以为数字老年体育服务

提供必要的基础，也能够为老年体育服务创新提供

合适的载体。当前，我国老年体育服务数字化生态

建设主要是在原有公共服务设施之中增添具有数据

采集、动态感知、信息存储、信息传输等功能的数字

设备，形成我国老年体育服务发展数字化系统，为数

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我国数字化

政府建设已经推行多年，但对老年体育服务发展而

言，却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既没有交通领域的规模优

势，也没有养老领域的特色优势。就整体规模而言，

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政策的支持下，

我国老年体育服务数字化建设取得一定成就。如江

苏省政府办公厅在2023年1月17号颁布实施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全省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

出要“推进数字化建设，努力提升老年人健身智慧

水平”；《浙江省老年人体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

划》也提出要逐步破解“老龄化+数字化”难题。但

这些尝试明显大都停留在规划设计阶段，实践层面

并没有很大进展，严重制约了我国数字老年体育服

务发展的生态建设［11］。二是，重硬件轻软件的问题

较为突出。在现有考评机制的作用下，无论是体育

部门还是民政部门，在智慧服务建设中，都以建设大

型智慧服务场馆和设施为主要任务，而对老年人亟

图9　数字老年体育设施服务运行过程

Fig.9　Operation process of digital senior sports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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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健康促进服务、健身指导服务等方面的数字化

建设积极性不高，导致在很多地方硬件与软件不相

匹配，无法依托技术构建老年体育服务场景。另外，

当前在老年体育服务数字化建设方面进行尝试的大

都集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老年体育服务数字化建

设区域不均衡问题较为明显。城乡之间的差异也

较为显著，在国家级342个老年体育服务数字化建

设试点中，城市街道试点为272个，农村乡镇仅为70

个［12］。城乡不均衡、区域不均衡等问题，使数字老

年体育服务无法实现系统、全面发展。

3.2　复合型人才缺乏，技术创新不足

首先，数字治理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复合型

人才的供给速度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的实际需求，导

致当前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应用型人才缺乏，服务

链和人才链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脱节，无法为数字老

年体育服务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其次，从

交通领域、医疗领域的具体实践看，在数字公共服

务发展中，企业既是技术创新的发起者，也是技术

创新的主力军。相对而言，我国体育企业在技术研

发与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偏低。2022年，我国排名

前10位的体育企业在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领域的

资金投入强度只有0.26%～0.28%，远低于国外的

1.12%～1.14%［13］。老年人在身体健康、年龄结构、

体育偏好等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特殊性，更需要企

业在提供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过程中，针对老年健

身指导、体育健康促进等进行技术创新。目前，无论

是老年体育服务的精准识别、信息类聚，还是服务设

计、过程监管都还存在很多技术难题；数字技术应

用和老年体育服务功能适配不足；老年体育服务数

字应用系统设计、建设、运行及安全防护标准还没有

形成，精准测量受限，尤其是在当前亟需的老年体育

服务数字化模型建设方面存在较大的短板，严重制

约了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功能拓展。

3.3　治理主体联动不够，信息孤岛问题凸显

对老年体育服务发展而言，通过数据的搜集、整

理、分析和应用，可以实现对老年体育需求的精准

类聚。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实践运行过程复杂，单独

依靠某一个主体是无法完成的，需要多元主体的互

相配合方能实现，但当前多元主体联动不够，信息孤

岛问题明显。就政府主体而言，在责任追究机制的

作用下，出于对老年体育服务过程安全的担忧，不愿

意主动介入数字老年体育服务过程，不愿意将政府

在老年体育服务方面的投入数据进行公开，使社会

主体和市场主体无法实现与其的对接联动。就市场

主体而言，涉及商业机密问题，也不愿意主动与社会

主体合作。就社会主体而言，虽然其不以营利为目

的，但是要顾及老年人隐私问题，信息收集能力也有

限。这就造成在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主体、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之间的数据基本只

在内部公开，形成了我国老年体育服务供给中的信

息孤岛，这与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所要求的数据

共享、万物互联和信息开放是存在冲突的。另外，我

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解决“条块

分割”的问题，体现在老年体育服务数字化建设中，

其主管部门尚无清晰界定。不同的责任主体，采取

的数据编码、形成的技术标准也不同，这些都不利于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发展。

3.4　“数字难民”问题严重，老年人参与不足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能否顺利成功，老年人现代

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是关键。在数字老年体育服务

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变迁范围不断扩大，速度更迭较

快，超越了老年人接纳程度，导致很多老年人成为

“数字难民”。当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具有熟练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能力的比例仅为17.7%［14］。另外，

相对于交通领域、医疗领域，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发

展较为滞后，存在数据获取和传输的双重困境。一

是，老年人体育服务需求表达意愿不强。数字老年

体育服务发展的基础就是对老年体育服务信息的收

集整理，但是当前无论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中

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对体育服务的重

视程度普遍不高，对体育服务的需求意愿不强，大部

分老年人都把医疗服务、养老服务列为公共服务需

求中的首选［15］。二是，老年人体育服务需求表达能

力不足。由于老年人与社会接触相对较少，很多体

育服务政策难以第一时间为其所知，使其难以根据

政策引领表达出自身的体育服务需求，导致在数字

老年体育服务发展中无法获取准确、系统的信息，进

而影响老年体育服务数据库的建设和数字老年体育

服务发展模型的构建。

3.5　理念变革滞后，制度建设不够完善

就宏观政策而言，当前国家政策文件开始关注

数字公共服务发展，但在老年体育服务领域，制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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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不够完善，很多基层管理部门在老年体育服务

发展中如何引入数字技术、如何推进数字技术在老

年体育服务发展中的应用等方面，并没有真正把数

字治理作为提升老年体育服务的有效手段，更多地

将其视为一种任务，理念变革较为滞后。就实施层

面而言，当前很多政策文本都提出要加快老年体育

服务改革，不断提升老年体育服务数字化水平，但缺

乏明确的责任划分，体育管理部门和民政部门互相

踢皮球的情况时有发生。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应该

是较好的补充主体，通过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介入能

够弥补地方政府在资金不足方面的缺陷。但由于缺

乏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导致社会力量

和市场力量参与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的积极性不

高。就监管制度而言，信息安全在数字老年体育服

务发展中至关重要，但在老年体育服务过程中，数据

分类不清，数据安全重视不够、数据所有权定位不

准、数据收益权不清晰等问题依然存在。而几乎所

有的政策文本都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解读，导致地

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的监管

无法可依。就合作制度而言，由于多元主体在数字

老年体育服务过程中，并没有实现有效协作，导致无

论是数据资源还是物质层面的服务资源，共享程度

都很难尽如人意。就评估制度而言，当前由于数字

老年体育服务刚刚起步发展，相关评价制度还没有

建立，导致很多具体实践无法实现科学准确的评价，

不利于数字老年体育的快速发展。

4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对策

4.1　构建完善生态系统，推进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均

衡发展

第一，加快硬件建设。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加快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现代信息技术

设施的建设力度。对老旧小区，通过改造，在原有体

育服务设施的基础上增加数字感应设备；新小区预

先规划、预留管线等，为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做好准

备。因地制宜研制老年体育服务数字化建设的配置

标准，根据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实际需求，在数据采

集、数据借口等方面采用通用标准，在老年体育服务

设施等方面采用差异型标准，避免数字老年体育服

务改革同质化和盲目化［16］。第二，加强软件开发。

首先，社区要根据老年体育服务的内容、方式、目标，

以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方向为依据，确保软件开

发符合社区实际情况、与老年人需求相匹配。其次，

社区软件开发要注重与社区硬件设施相配套，满足

老年人差异化、分众化的体育服务需求。以老年体

育锻炼监测设备购置、老年体育健身虚拟指导系统

开发等为重点，形成全闭合的老年体育服务数字化

供给链条，形成老年体育服务信息与数字化供给链

条能够自由交换的老年体育服务数字化生态体系，

通过数字资源融入，不断提高老年体育服务体验效

果，推进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场景体系发展，通过嫁

接、参与、制造、叠加等方式，不断扩大数字老年体育

服务发展的深度和广度［17］。第三，构建老年智慧体

育服务平台。以体育管理部门或者社区为中心，依

托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逐步形成社区老

年体育服务网络端口感知层、网络体系服务层，老年

体育服务管理层、老年体育服务应用层的动态交互，

满足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的实践需求，将老年体

育服务的供给主体、供给客体、供给内容等融为一

体，实现数字化赋能老年体育服务的关联性闭环。

老年智慧体育服务平台的建设，一要确保资源整合

效度，在完善和丰富老年智慧体育服务平台业务内

容的基础上，打破“数字壁垒”对老年体育服务资源

整合限制。二要确保社区优质体育服务资源能够接

入平台，增强权威性，提升平台对老年人的吸引力，

不断提高老年人的使用意愿。三要确保平台内容及

时更新，通过数据分析，了解平台模块的点击量和具

体使用情况，动态调整服务应用模块，为老年人提供

精准体育服务。第四，推进均衡发展。无论是在硬

件建设还是在软件建设中，都要注重补齐农村、经济

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优质服务资源向农

村、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动，不断提升农村地区、经济

欠发达地区在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生态建设水平，利

用数字赋能推动老年体育服务均衡发展。

4.2　加快人才培养，强化技术创新

第一，加快人才培养。体育管理部门、民政部门

要加强与教育管理部门的合作，鼓励相关高校将数

字化技术融入体育学科建设，在体育专业开设信息

科学课程，在信息技术专业开设老年体育服务相关

课程，使高校教学内容与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需

求相契合。人才短期较为严重的地区，可以通过委

托培养的方式，与高校合作开设社区体育服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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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治理专项班，加快人才培养。对社区工作人员，可

以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相关知识技

能的培养，以满足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对复合型人才

的需求。鼓励相关企业安排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到

科研院所、高校接受培训，不断提高其数字化技术与

老年体育服务的融合能力，促进人才培养和老年体

育服务产业链的衔接。第二，强化技术创新。各级

政府要通过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专项补贴等多种形

式支持、鼓励相关企业在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过程

中进行技术创新，围绕智慧场馆、智慧交通、智慧制

造等拓展技术应用场景，创造条件支持企业将用户

画像技术、智慧树技术、人工智能分析技术等应用于

老年体育服务实践，实现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精准

测量。对老年体育服务内容进行细分，在老年体育

活动组织、体育赛事举办中通过监测管理和建模分

析，做好安全防范，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体育偏好

等为老年人提供精准服务项目、运动强度、运动时间

等，通过提升智能服务设施的感知易用性，不断提高

老年人使用数字化服务设施的意识和能力，使相关

企业能够在对老年体育服务信息进行精准测量的基

础上，对老年体育服务数字化技术进行多维解析，推

进老年体育服务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发展［18］。

4.3　优化合作结构，破解信息孤岛难题

第一，明确责任主体。细化数字老年体育服务

主体责任，要以责任主体为中枢，实现多元主体之

间，以及政府主体内部的条块之间的协商、沟通与合

作。老年体育服务发展涉及多元主体，但从数字老

年体育服务发展的实践看，体育管理部门要任主责。

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体育管理部门要做好数字老

年体育服务发展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社区、体育

非营利组织、相关企业等主体要负责落实体育管理

部门规划、设计，在体育管理部门的协调下推进相关

工作的开展；民政部门、老龄办、规划部门、财政部

门等要根据工作需要，做好相关配合、支持工作。第

二，优化主体结构。要在数字老年体育服务过程中，

构建出科学合理的“一核多元”主体结构。“一核”

就是在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组织、协调功能；“多元”

就是政府主体、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及老年人自身要

主动参与数字老年体育服务改革，相互配合，共同促

进老年体育服务发展［19］。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数字

老年体育服务改革的过程中，要利用全民健身领导

小组实现工作的统领与协调，细化工作流程和具体

要求，既要保证改革的系统性、完整性，又要保证多

元主体能够挖掘出自身对于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价

值属性。使多元主体能够利用秘匙设置等信息加密

技术，实现数据库共建和数据共享，不断优化数字老

年体育服务主体结构，形成数字老年体育服务改革

合力。第三，确保行动有效。要通过政策支持调动

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老年人自身的积极性，实现老

年体育服务数字赋能改革的整体推进。要充分借鉴

社区网格化治理的经验，在数字老年体育服务过程

中，通过“一网三员”社区行动网络，推进老年体育

服务的数字化改革。即社区负责体育的工作人员为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网格员，志愿者、社区体育指导员

等为公益员，形成纵横结合、三级联动的数字老年体

育服务网络，实现对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流程再造，

系统推进老年体育服务数据库的建设、使用、维护和

安全保障，夯实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基础，提升数

字老年体育服务行动效果［20］。

4.4　提高老年人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强化老年人

参与

第一，提高老年人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各地要

以社区为基本单位，以《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

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为指导，在

社区、老年大学等场所组织开展基本的现代信息技

术和体育服务知识专题教育，使老年人理解数字老

年体育服务的价值和意义。第二，强化老年人参与。

体育管理部门要作为责任主体，通过智慧服务平台

等多种途径收集整理老年人及其他相关主体对体育

服务数字化改革的需求及意见反馈，不断扩大老年

人在数字赋能体育服务过程中的参与面和参与度，

形成数字老年体育服务跨社区、跨系统、跨地域的信

息传递渠道，确保数字老年体育服务过程中的信息

畅通。家庭成员要在第一时间向老年人解读相关政

策文件，使老年人及时了解政策的主要内容。鼓励

老年人积极主动的向社区、体育管理部门等发出服

务需求申请，既方便多元主体收集老年体育服务信

息，不断扩充老年体育服务数据库的容量和类别，又

能不断提升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供需契合。

4.5　加快理念变革，完善相关制度

第一，加快理念变革。体育管理部门、民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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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监管部门要通力合作，真正把数字治理作为

提升老年体育服务的有效手段，设计数字老年体育

服务基本方案，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既要坚持辩证思

维和系统思维，注重顶层设计，也要注重实施方案的

规划，确保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开放、包容、可持续，重

点关注数字化技术供需匹配、多元利益主体积极性

激发、线下服务与线上服务协同、数字服务与数字治

理协调等。国家层面要尽快制定出《数字老年体育

服务规划纲要》《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工作重点》等政

策文件，各地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数字老年

体育服务实施办法》，推进相关制度建设，细化数字

技术嵌入老年体育服务过程的责任，确定数字老年

体育服务的实践目标，使政策引领贯穿到数字老年

体育服务发展的各个环节。第二，不断完善投入制

度。各级政府要不断加大在数字老年体育服务方面

的投入，明确体育管理部门、民政部门、信息管理部

门的具体职责，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明确老年体育服

务数字化改革方面的经费占整体体育经费的比例。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根据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发

展阶段，制定相应的政策，减免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参

与主体的税收，为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参与主体提供

资金支持，提高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参与数字老年体

育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

参与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创造条件，丰富数字老

年体育服务资金来源，缓解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

面临的经费不足难题。第三，不断完善监管制度。

在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过程中，不仅要实现多元监

管，还要对老年体育服务数据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进

行明确规定，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准入制度，制定老年

体育服务数据信息安全使用规范和技术标准，明确

承接社区老年智慧体育服务平台建设的第三方具体

资质要求，加强合同管理，确保老年体育服务信息安

全。在对老年人个人信息、企业相关信息采集的过

程中，要规范流程，体育管理部门和社区要制定出老

年体育服务数据信息安全使用办法，明确数据使用、

管理过程中的具体责任，细化数据泄密惩戒措施，不

断完善分级审批、责任追究等制度。第四，不断完善

合作制度。在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过程中，政府要

主动公开数据开放的“负面清单”，使涉及老年体育

服务的数据信息有序开放，激活政府层面老年体育

服务数据的社会价值，为破解“数据烟囱”与“数据

孤岛”难题提供重要支撑，为多元主体共享老年体

育服务数据资源创造条件。要基于多元主体之间的

数字关联，构建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协同机制，整合多

元主体之间、政府不同单位和部门之间的老年体育

服务资源，通过数字化的运营管理，创新老年体育服

务模式，构建出老年体育健身指导、健康促进、体质

监测等数字化服务模块，推进老年体育服务与数字

化技术的生成协同和功能融合，提升数字老年体育

服务的效率和水平［21］。第五，不断完善评价制度。

要通过横向合作等方式，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参与数

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引

入第三方评估，推进相关评价的科学化、合理化和系

统化，为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发展提供实证支撑。评

价的重点既要包括外部形态，又要包括内部结构，老

年人满意度、基础设施条件、数据共享情况、服务精

准化程度等都是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力

争通过评价结果的应用，畅通市场、社会、政府之间

的数据共享通道，不断拓展数字老年体育服务场景

应用空间，提升老年体育服务治理效能。

5　结语

数字老年体育服务的复杂性、即时性、多变性和

技术性的特点对我国老年体育服务改革提出了新的

要求［22］。数字老年体育服务需要面对生态建设任

重道远、服务精准测量受限、信息孤岛问题凸显、制

度建设滞后等诸多问题，唯有强化数字基础建设，构

建完善生态系统；强化要素保障，助力精准测量；优

化合作结构，破解信息孤岛难题；加强宣传指导；优

化发展环境，制度建设，方能推进数字老年体育服务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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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Sports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System Construction，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Development Path

MENG Yunpeng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ports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on digital sports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basic framework 
of digital sports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cludes objectives， content， technical level， and guarantee and support.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digital sports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mainly include lagging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lack of compound talents and inadequ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ufficient linkage among multiple entities and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silos， the severe problem of "digital refugees"， and the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elderly people， 
the lagged concepts of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ncomplet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o achiev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ports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firstly， we need to build a sound ecosystem and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ports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Secondly， we need to accelerat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trengt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rdly， 
we need to optimize the cooperation structure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silos； Fourth， we need to improve the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bility of the elderly and strengthen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finally we need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cepts and improve relevant systems. 
Key words： digital empowerment； sports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fitness instruction； digital refugees； information clustering； 
compound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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