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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与现代信息技术

的迅猛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正经历着价值理念、组

织结构和行为模式的深刻变革，城市社区治理的智

慧化转型已成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路径。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城市社

区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承接着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实

施全民健身和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桥梁纽带作用。

2022 年 5 月，民政部等 9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入

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提升城乡社

区治理服务智慧化、智能化水平”的战略目标［1］；党

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

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的重要性，为城市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智慧化转型提供了政策指

引［2］。在国家与地方层面，一系列推动全民健身智

慧化发展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智慧治理在公共体

育服务领域备受关注，因而各地积极探索智慧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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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慧治理是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的新型范式与高阶形态，对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由

“量”的合理增长向“质”的有效提升转变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文献资料、访谈、案例研究等方法，在搭建

“目标—行动—效能”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上海市、南京市、嘉兴市三地运用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

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多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提炼出具有典型特征的运行模式，对不同类型的运行模式进

行经验性总结，形成类型学解释，并归纳其生成逻辑。研究发现，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

供给的运行模式包括终端服务、平台整合和综合应用3种类型，通过多案例分析，提炼智慧治理促进城市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共性、差异与不足。为进一步理解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的运行模式，研究从目标、行动和效能3个层面阐述其生成逻辑，即目标导向逻辑上，价值理性下治理成

果从“少数受益”到“人人享有”；行动赋能逻辑上，工具理性下治理方式从“人工操作”到“数字嵌入”；

效能提升逻辑上，“价值—工具”理性下治理功能从“粗放管理”到“精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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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建设，如“来沪动”“AI 动杭州”“榕 e 动”等，通过

整合治理主体资源、优化权力结构配置、激活数据要

素价值，有效缓解了城市社区居民“健身难”问题，

为构建和完善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

供了重要支撑。

尽管数字技术在赋能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方面取

得显著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数字失灵”的

困境。具体表现为治理目标设定模糊、价值观念转

变滞后、组织协调机制不畅、技术应用能力不足等多

重挑战［3］，导致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结构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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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因此，在确保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同

时，提升服务的公平性、有效性和可及性，已成为理

论界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智慧治理作为

一种融合现代信息技术、秉持开放包容与以人为本

价值理念的新型治理范式，在优化治理体系、创新治

理方式、提升治理效能方面具有重要价值［4］。基于

此，研究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选取上海市、江

苏省南京市、浙江省嘉兴市三地的典型案例，系统考

察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运行

模式，提炼不同模式的共性特征与差异化表现，进而

归纳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运

行逻辑，以期为我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治理转

型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1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1.1　文献回顾：公共体育服务智慧治理

“智慧治理”一词源于 1992 年国际通讯中心提

出的“智慧社区”这一概念，并伴随着智慧要素和

治理要素的结合，生成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新方

案——智慧治理。当前，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智慧

治理的定义进行了阐释：一是就参与主体的视角而

言，智慧治理是指依托和运用智慧技术手段，在公共

权力机关主导下，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和家庭个人积

极参与，共同降低公共事务成本、提高公共事务效

率、优化公共事务体验的持续状态和过程［5］；二是就

科学技术角度而言，智慧治理是一种治理方案，通过

信息和通信技术使国家、市场和社会得以更好地沟

通、互动和协作，表现为一种技术治理［6］；三是就治

理主体与科学技术并重的角度而言，智慧治理是指

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为基础

平台，以公民广泛参与为基本特征，以科层官僚体系

的逐步消解为基本趋势的扁平状网络化国家治理体

系与运行机制，及其所衍生的新型社会组织和产业

形态［7］。从上述概念界定可以概括出智慧治理的几

个特征：一是智慧治理与现代技术密切相关；二是

智慧治理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对社会治理的

理念创新、模式变革与机制优化等具有积极影响；

三是智慧治理强调社会治理过程的智慧化及公共服

务的效率。综上所述，研究认为智慧治理是指在人

机协作的驱动下，多元治理主体通过智能化手段对

物质、人力、技术及信息等生产要素机体进行优化配

置与调控，从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持续

性过程。

学术界分别从社会价值、体系架构、现实阻碍、

发展路径等层面对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智慧治

理开展了专门性研究。在社会价值层面，从治理主

体、治理过程、治理能力、治理结构、治理成果等层面

探讨了社区体育服务智慧治理的价值［8-10］；在体系

架构层面，搭建了包含目标体系、支撑体系、内容体

系和保障体系相联结的智慧治理体系架构［11］，围绕

治理基础、治理内容、治理目标、治理内容、治理方式

和治理结构 5 个方面设计了社区体育服务智慧治理

的技术框架［12］；在现实阻碍层面，社区体育服务智

慧治理存在信息安全与数字鸿沟、专业技术人才匮

乏、治理主体协作不够、治理手段开发不足等现实问

题［13］；在发展路径层面，公共体育服务智慧治理应

当优化顶层设计、夯实治理基础、创新治理手段、调

整治理结构、丰富治理内容、凝练治理目标［8，12］。已

有研究为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思路，但仍缺乏从供给视角探究

智慧治理促进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问题，因而

研究基于多案例比较分析，探究智慧治理促进城市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运行模式，以期为城市社

区公共体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2　分析框架：目标—行动—效能

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是一

个由目标、行动和效能 3 大核心要素构成的系统性

过程，三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智慧

治理的运行逻辑和实践效果。

第一，目标是智慧治理的行动先导。对城市社

区体育服务智慧治理改革而言，其核心目标是推进

社区体育服务高质量发展［10］。本质上，城市社区体

育服务智慧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以人本主义为导

向，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通过技术手

段构建社区协作平台，追求公平、公正、开放、协同、

和谐、效率、创新等社会价值，降低政府、企业、非政

府部门等社会实体联合公民共同参与公共体育服务

供给的门槛，调动其参与积极性，满足居民日益分化

的体育服务需求，提高社区居民在体育服务领域的

获得感、舒适感。

第二，行动是智慧治理的核心环节。智慧治理

通过构建“行动共同体”，将信息技术与治理要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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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行动网络。行动

共同体以智慧治理为手段，以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

公共体育服务平台、体育治理机制创新等多种形式

统筹社会资源，为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及公民参

与社区治理提供技术支持［14］。在付诸实践的过程

中，行动共同体运用智慧化技术实现信息的广泛收

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空间结构的重构，为突破旧时

代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在时间、资源与权力

三重维度上的界限提供了可能。

第 三，效 能 是 检 验 智 慧 治 理 成 效 的 重 要 标

尺［15］。在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治理效能

可以从“效”和“能”两个维度进行考察，“效”关注

服务供给的效果，体现在提升服务质量、保障服务规

范、维护服务公平等方面；而“能”则关注治理能力，

体现在主体多元化、过程动态化、系统协调性等方

面，这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兼具价值理性和工具理

性的智慧治理效能体系，呈现出双重内涵的城市社

区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效能要素架构［16］。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构建的“目标—行动—效

能”分析框架（图 1）旨在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目标、

行动和效能如何影响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

育服务供给的运行过程？第二，目标、行动和效能怎

样解释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

运行逻辑？

图1　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运行模式的分析框架

Fig.1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smart governanc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provision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urban communities

2　研究设计

2.1　方法选择

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第一，案例研究法

适用于探索过程导向型和机制解释型研究，能够深

入回答“怎么样”与“为什么”两个解释性问题。鉴

于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模式

研究聚焦于复杂内部机制的解析，案例研究法能够

有效归纳和提炼智慧治理的典型模式。第二，多案

例研究通过跨案例的比较分析，能够对多个城市运

用智慧治理促进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实践进行系统

整合，在案例间相互验证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框架，从

而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稳健性［17］。第三，考虑

到智慧治理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应用尚处于探索

阶段，相关理论研究尚未成熟，多案例研究能够更加

全面地呈现实践图景，为阐释智慧治理促进公共体

育服务供给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提供新的理

论视角。

2.2　案例选取

研究遵循理论抽样和复制逻辑原则，选取了上

海市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南京市“宁体汇”体育惠民

服务平台、嘉兴市“运动家”智慧体育社区 3 个具有

代表性的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表 1）。案例选择

标准包括以下 3 个维度：第一，典型性。所选案例在

服务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方面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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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与研究主题高度契合，获得国家体育总局或地方

政府的高度认可与推广，并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

权威媒体报道，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与借鉴意义。

第二，对比性。案例选择既考虑了实践模式的可复

制性，也注重案例间的差异性，通过呈现不同案例在

实践路径与实施效果方面的多样性，全面反映智慧

治理促进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实图景，提升研究

结论的外部效度与普适性。第三，数据可获得性。

研究团队对所选案例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能够获

取全面、翔实的数据，确保案例分析的深度与信度。

表1　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案例描述

Tab.1　A case description of smart governance for high-quality provision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urban communities

案例 主要做法 服务表现

上海市长者运动

健康之家

①  健身设施适老化改造，为老龄人提供“一站式”运动 
康养服务。

② 建立“一人一档”的老龄人运动健康数字档案。

③面向社区老龄群体，深化“体医养”融合。

④ 实施公建民营模式，委托社会力量参与运营管理。

① 线上线下联动，多场景化服务。

② 数据驱动，运动健身更科学。

③ 创建了“体医养”融合新模式。

④ 强交互性，服务感知与回应能力增强。

南京市“宁体汇”

体育惠民服务平台

① 推行“互联网 + 健身”，探索智慧体育服务。

② 升级社区“点单式”体育服务数字化系统。

③ 政府购买体育场馆服务，引入社会力量运营管理。

④ 拓展数字平台的数据链与模块功能，提供多样化惠民服务。

① 信息赋能多样化惠民服务互联互通。

②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智慧化、精准化。

③  引入各类体育场馆超过 600 家，平台年均服务人

次超过 250 万。

④ 用户体验增强，平台使用便捷。

嘉兴市“运动家”

智慧体育社区

① 按照“2+X+LOT”模式完善社区体育设施建设。

②  打造市、县、镇、村四级贯通的社区“运动家”智慧 
体育平台。

③ 智慧赋能“互联网 + 体育服务”新模式。

① 体育场地设施资源共享。

②  构建集“数据采集 + 需求分析 + 决策实施 + 评价

反馈”于一体的闭环管理系统。

③ “场景重构 + 共建共享”，赋能社区治理生态圈。

2.3　数据收集

研究材料的获取包括两条途径：一是实地考察

结合深度访谈，二是收集新闻报道、学术著作、政策

文件等文献资料。在一手资料的收集上，采用一对

一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于 2024 年 3—5 月开展实

地调研，与上海市体育局群体处、南京市体育局体育

竞赛和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和嘉兴市体育局群体处等

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探讨了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

务治理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访谈内容聚焦于智慧

治理如何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有效供给。

访谈结束后，课题组进一步深入街道社区，对上海市

静安区大宁路街道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海市长宁

区虹桥街道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嘉兴市经开区塘汇

街道长纤塘“运动家”智慧体育社区等进行了参与

式观察。同时，研究团队长期使用“宁体汇”体育惠

民服务平台和“浙里办”小程序，以获取一手的使用

反馈。此外，还通过访问体育、民政、住建等政府部

门以及行业协会、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公

司等机构，收集了政策文件、行业报告和工作计划等

资料，并通过电子邮件、电话访谈、视频会议等通讯

手段，对资料进行了补充和验证。在二手资料的收

集上，一方面，从政府官方网站、社区内部资料、新闻

报道等渠道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和数据；另一方面，

通过学术数据库检索相关文献，查阅专业书籍和统

计年鉴，以确保研究的学术性和权威性。

3　案例呈现：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

务供给的运行过程

在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场域中，供给质

量的提升直接取决于治理主体的目标定位与行动取

向，不同的价值导向和实践路径将产生差异化的治

理效能。尽管上海市、南京市、嘉兴市三地在智慧治

理实践中均秉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属性，

但由于各自确立了差异化的治理目标并践行了特色

化的治理行动，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智慧治理促

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运行模式。

3.1　上海市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作为全国老龄化进程的先行城市，上海市始终

将健康养老保障置于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2021

年，上海市创新性地在全国率先推出“长者运动健

康之家”这一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旨在为老年群

体提供涵盖体质测试、基础健康检测、科学健身指

导、慢性病运动干预及运动康复训练等内容的“一

站式”运动康养服务。这一创新性的举措不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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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社区老年人“健身场所缺失”和“科学健身知

识匮乏”等结构性难题，更通过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为推进健康老龄化战略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

践范本。

3.1.1　目标定位：供需适配—精准供给

上海市自 1979 年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面

临着日益严峻的健康养老保障挑战。传统的健康

养老服务模式以医疗康养为核心，呈现出“被动医

疗”和“被动健康”的特征，导致居民主动健康意识

薄弱。智慧治理强调社会治理中的公平与正义，通

过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实践，社区治理对老年人这

一弱势群体的关注度显著提升，突破了传统健身机

构“重销售轻服务”的固有模式，转向“回归服务本

质”的发展思维。在此过程中，多部门协同创新，基

于传统健身中心的智能化和适老化改造，重点推出

创新融合的智慧体育服务［18］，以供需适配和精准供

给为目标导向，精准识别老年人健康需求，探索出满

足老年人需求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长者运动健

康之家作为该模式的典型代表，通过政企合作的形

式，根据老年社区居民的差异化特征提供精准化的

公共体育服务和政策引导，有效解决了传统社区治

理忽视社区间及社区内群体社会经济属性差异的问

题，实现了从“被动医疗”向“主动健康”的观念转

变，推动健康关口前移，提升了老年人健康服务质量

和效率［19］。此外，政府立足地方特色和老年群体需

求，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纳入“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建设，支持社区体育健身发展和养老服务空间建设。

例如，上海市体育局和民政局联合印发《长者运动

健康之家建设导则》，明确了场地与建设规范、器材

配置标准、科学健身指导和运营管理等要求，为满足

老年人运动健康需求提供了制度保障。

3.1.2　行动取向：升级老年人运动康养空间，提供

“便捷化”服务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通过全面升级老年人运动康

养空间，为老年群体提供便捷化服务。首先，在空间

布局上，注重辐射周边社区一千米范围内的区域，构

建了专属老年人的“15 分钟体育生活圈”和“15 分钟

社区养老服务圈”，增强了社区体育服务的空间可

及性，使运动康养服务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促进

老年人运动健身的常态化。其次，在场地设施改造

上，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身体特点和健身需求，实施无

障碍改造，增设扶手、防滑地砖等适老化设施，确保

老年群体运动健身的安全性。同时，场地设施内部

功能分区明确，包括体质监测区、有氧心肺功能区、

等速肌力锻炼区等，各区域布局紧凑、动线合理，并

配备了多样化的适老化健身器材，逐步满足社区老

年人日益增长的运动健康需求。最后，在技术支持

上，依托智能设备与数字化平台，为老年人提供高

效、便捷的运动康养服务。例如，场馆内配备的智能

器械能够根据老年人的生理数据自动调节运动强

度，人工智能（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心率检测系

统实时监控老年人的运动状态，保障其运动安全。

此外，通过云计算、传感技术等，自动化采集和分析

老年人的运动数据，形成完整的健康运动档案，定期

跟踪健身数据和分析运动表现，向老年人及其家属

反馈运动报告，增强其自我管理意识［20］，技术驱动

的便捷化服务，不仅提升了服务效率，还增强了老年

人的切身体验。

3.1.3　效能提升：实现个性化、差异化、精细化供给

智慧治理以其民本价值与智能技术为支撑，推

动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运动康养服务的智慧化转

型，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和精细化的公共体

育服务。一是数据驱动个性化供给。智慧治理通过

数字化平台的接入与信息共享，为老年人提供个性

化的运动康养服务。例如，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接入

“来沪动·健身地图”微信小程序，老年人可以实时

获取场所地址、开放信息、人流量、场馆价格等数据，

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取性，使其能够根据个人

需求灵活选择健身场所。二是实现不同群体的差异

化供给。针对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健康需求，长者

运动健康之家提供定制化的运动健身服务。例如，

专业医疗团队根据老年人的身体功能和健康状况，

为其开具运动处方，而对于患有基础慢性病的老年

人，持续跟踪其健康数据，动态调整运动方案，确保

通过适宜适量的运动改善身体机能，这种差异化的

服务方式提升了运动康养的科学性，体现了服务供

给的精准适配。三是实现精细化服务供给。通过优

化资源配置和服务细节，提升老年人运动康养的整

体体验。在资源管理方面，利用数字化平台实时监

控场馆人流量，实现资源的合理调配，避免资源浪费

与场所拥挤；在服务细节上，注重老年人的运动体

验，提供专业化的运动指导与健康咨询，确保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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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益处，增

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3.2　南京市“宁体汇”体育惠民服务平台

南京市“宁体汇”体育惠民服务平台（以下简称

“宁体汇”平台）是“互联网 + 体育”深度融合的创新

实践，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创新机制，有效整合

了碎片化的社会体育场馆资源。该平台以弹性化的

开放时间和普惠性的价格体系向市民开放，系统性

地解决了社区居民“健身场所可及性”和“科学健身

指导”等核心问题，实现了“便民、利民、惠民”的服

务目标。实地调研表明，“宁体汇”平台不仅提升了

体育场馆的利用效率，还为推进南京市公共体育服

务智慧化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撑，成为智慧

城市建设中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标杆性案例。

3.2.1　目标定位：开放共享—多样供给

开放共享作为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构成了

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价值基

石。在智慧治理框架下，传统的碎片化治理模式正

逐步向整体性治理范式转型，这一转型集中体现在

治理主体间共享思维、开放思维和惠民思维的深度

融合［21］。具体而言，智慧治理通过双重路径推动公

共体育服务供给的优化升级：其一，体育部门以开

放共享为目标导向，借助“宁体汇”平台创新公共服

务供给模式，通过购买公共体育场地服务、开放信息

资源和服务渠道，提升体育资源的透明度与可及性，

实现了从“政府单向供给”到“供需精准对接”的转

变；其二，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基于整体性

治理思维，通过整合开放体育场馆、灯光球场、体育

公园、健身步道等场地设施资源，有效满足了居民

多样化健身需求。同时，政府依托“宁体汇”平台，

组织优秀运动队、社会体育指导员和体育社团开展

“服务群众、你点我送”活动。例如，南京市雨花台

社区西善桥街道邀请市级体育运动学校的运动员与

教练员，在社区开展健身技能培训，将优质体育资源

下沉至基层，为居民搭建了科学健身指导服务平台，

满足其日益分化的体育需求，有效推动社区和谐稳

定发展。

3.2.2　行动取向：搭建公共体育服务平台，完善“数

字化”服务

随着体育人口基数的不断扩大，“智能 + 服务”

在各类场景中加速落地，其终端数据以及相应的服

务功能也须借助平台实现整合。智慧治理促进“宁

体汇”平台数字化服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界面设计的用户体验优化。平台运用人机交

互理论，通过色彩心理学原理优化视觉呈现，重构功

能版块布局，提升界面友好度，为用户创造沉浸式

交互体验。第二，空间资源的智能化整合。基于地

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升级“场地设施地图”功能模

块，实现空间定位、智能搜索、在线预订、路径导航等

功能的系统集成，构建了多层次、立体化的体育资源

查询体系。第三，数据治理的“云端化”转型。智慧

化平台创新开发体育惠民数据云图，通过大数据技

术实时整合运动项目订单、平台流量、惠民人次等多

维数据，并融合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模块，形成了

完整的体育服务数据生态链。此外，平台还植入了

社交网络功能，通过用户生成内容（UGC）和线上互

动机制，培育体育文化社群，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

感，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

跃升。

3.2.3　效能提升：实现多元化、动态化、协调性供给

“宁体汇”平台通过智慧治理构建了多元化、动

态化、协调性的供给体系。第一，在多元化供给方

面，平台创新性地采用了“1+N+N”的治理模式，即

一个核心平台连接多个需求主体和供给主体，形成

了多元参与的治理网络。这种模式打破了政府单一

供给的局限，通过市场化机制和社会化运作，将各类

体育场馆、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纳入供给体系，实现

了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平台运用数字技术构建了开

放共享的信息交互机制，使各治理主体能够在统一

平台上进行资源整合和服务协同，提升了服务供给

效率。第二，在动态化供给方面，依托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技术实时采集和分析用户需求数据，建立了动

态需求监测系统，能够精准捕捉社区居民体育需求

的时空变化特征。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平台可以预

测用户需求趋势，实现服务供给的智能调配和动态

优化，使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从“被动响应”转为“主

动调试”，提升了服务的精准性和时效性。第三，在

协调性供给方面，平台构建了多层次、立体化的协同

治理机制。在政府组织内部，通过机构的扁平化改

革和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再造，打破了部门壁垒，实现

了政府机构跨部门协同；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

了去中心化的协商决策机制，以数据共享和循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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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增强了治理主体间的互信与合作，从而为公众提供

精细化的体育服务。

3.3　嘉兴市“运动家”智慧体育社区

“运动家”智慧体育社区是以城乡社区为基本

治理单元，遵循“政府扶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

多元共建模式，通过整合室内外体育场地、公共卫生

服务设施及学校场地资源，以“互联网 + 体育服务”

为技术支撑的创新性社区全民健身服务载体。“运

动家”智慧体育社区旨在构建多层次、综合性、场景

化的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截至 2023

年 2 月，已建成 372 个智慧体育社区，实现全市 38%

的覆盖率，注册用户达 47.4 万人，累计服务群众 189

万人次［22］。

3.3.1　目标定位：资源整合—高效供给

嘉兴市“运动家”智慧体育社区以“资源整合、

高效供给”为目标导向，彰显了智慧治理在公共体

育服务领域的创新应用价值。首先，在需求识别维

度，“社区运动家”数字化平台运用大数据、物联网

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了多层次的需求采集与分析

系统。通过采集居民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基础数

据，结合运动偏好、参与频率等行为数据，运用机器

学习算法进行深度分析，不仅实现了对当前需求的

精准画像，还能够预测未来需求趋势，突破了传统供

给模式中信息不对称的局限，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提供了科学依据。其次，在资源整合维度，平台建立

了系统化的资源优化配置机制。针对公共体育资源

存在的空间分布不均、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运用数

字化平台整合体育场馆、社会组织、赛事活动等资

源，构建了内容丰富的体育服务资源池。同时，基于

用户画像和需求分析开发智能推荐系统，实现资源

与需求的精准匹配，提升了服务供给效率。最后，在

动态调整维度，平台建立了实时监测与反馈机制。

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和互联网技术，采集体育设施使

用数据和居民运动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动态

调整服务供给策略，形成闭环反馈机制，这种做法能

够及时发现和解决场地设施问题，根据场地使用情

况优化资源配置，保障服务供给的精准高效。

3.3.2　行动取向：打造公共体育服务场景，汇集“多

样化”服务

为打造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

典型应用场景，嘉兴市赋能多场景融合，促进公共体

育服务多样化供给。首先，在场景重构层面，平台创

新性地采用智能物联“2+X+IOT”模式，将社区内的

室内外体育场地及文化礼堂、公园等多元空间有机

连接。智能门禁、人脸识别等技术应用，实现了场地

运行状态的实时感知和无人值守管理，更重要的是

构建了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深度融合的新型服务场

景，有效解决了基层管理资源不足的难题。其次，在

服务供给层面，“社区运动家”数字化平台通过系统

化整合运动场地、赛事活动、公益培训、运动处方等

多元服务内容，以集成化服务方式突破了传统体育

服务的碎片化供给局限，实现服务资源的有机整合

和高效配置，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性。最后，在

空间创新层面，通过“邻里运动”应用和社区新基建

的协同推进，构建了全人群、全周期的数字运动健康

场景。以嘉兴市经开区塘汇街道为例，借助智慧治

理手段将体育公园、健身广场等多元空间有机串联，

形成了“生态 + 绿色 + 健康 + 运动”四位一体的“10

分钟健身圈”，创新实践公共体育服务与现代社区

融合共生的“嘉兴模式”。

3.3.3　效能提升：实现网络化、数据化、智慧化供给

“运动家”智慧体育社区通过智慧治理创新，构

建了网络化连接、数据化驱动、智慧化协同的公共体

育服务供给体系，有效提升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

能。首先，在网络化供给层面，平台构建了多层次的

服务网络架构。运用“体医融合”模式整合体育与

医疗资源，实现了健康服务“串联式”闭环，尤其是

构建跨部门协同的服务网络，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

健康管理服务。其次，在数据化供给层面，平台建立

了基于物联网的智能管理体系。一方面，通过部署

智能门禁、扫码系统和监控设备，实现了体育设施的

实时监测和数字化管理；另一方面，数据采集与分

析系统的应用，使场地使用情况可视化，为服务优化

提供了数据支撑，而以数据驱动的场地管理方式能

够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和服务响应速度。最后，在智

慧化供给层面，平台构建了多元主体协同机制。通

过数字化平台的迭代升级，实现了政府部门、体育企

业、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多方协同，即政府部门提

供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保障，企业贡献技术和服务

创新，社会组织负责活动组织和提供专业指导，居民

则通过参与和反馈优化服务流程，促进社区公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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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务“智治”与“善治”同频共振［23-24］。

3.4　模式总结、共性提炼与差异分析

3.4.1　模式总结

研究基于对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

务供给典型案例的系统梳理与深度解析，提炼出具

有范式意义和推广价值的智慧治理运行模式。研究

发现，上述案例在智慧治理情境下，因技术驱动所带

来的治理工具形态差异，呈现出智能化健身设备、智

慧化公共体育平台、智慧化健身场景融合等多维工

具形态，进而衍生出差异化的智慧治理运行模式。

模式一：终端服务型智慧治理模式。该模式以

智能健身设备和精细化服务为核心要素，以上海市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为典型实践。治理主体秉持以民

为本的价值理念，以供需适配、精准供给为目标导

向，以智能健身终端设备和精细化服务为双重驱动

力，通过优化运动健身场所和升级智能健身终端，强

化服务供给主体与客体间的交互式沟通。该模式通

过提供多样化供给内容，并依托数字技术实现健身

场景智能化、档案信息化和运营智能化，推动公共体

育服务治理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范式转型，有效

保障了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个性化、差异化和

精细化供给。

模式二：平台整合型智慧治理模式。该模式以

智慧化公共体育平台和资源整合为核心特征，以南

京市“宁体汇”平台为典型代表。治理主体以开放

共享、多样供给为目标导向，通过搭建数字化公共服

务平台，整合社区公共体育资源，统筹公共体育服务

平台推广，并将数据信息实时接入应用平台，实现服

务内容的自主选择。该模式具有资源汇聚度高、服

务内容全面、惠及范围广泛等特征，通过构建政府、

市场、社会和公民间的平台化网络联结，提升了服务

决策效率，实现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动态

化和协调性。

模式三：综合应用型智慧治理模式。该模式以

智慧化健身场景融合与公共体育平台为核心要素，

以嘉兴市“运动家”智慧体育社区为典型实践。治

理主体以资源整合、高效供给为目标导向，以数字化

体育服务管理平台为载体，通过激活“政府—社会”

双向力量，对闲置或低效利用的体育资源进行整合

与重组，涵盖运动场地、赛事活动、公益培训、运动处

方、体质健康、协会组织等多维要素，实现供给对象

全覆盖、供给主体多元化、供给内容精准化、过程成

果数字化、管理方式社群化，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体

育健身多层次、多样化和就近运动的需求。同时，通

过智能物联技术和数据上云赋能多场景链接，实现

全民健身数据的“一次录入、实时共享”，以数字化

转型提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能力。

3.4.2　共性提炼

第一，智慧化平台的系统性构建与创新性应用。

研究案例均凸显了智慧化平台在城市社区公共体育

服务中的核心枢纽作用。各案例依托新一代信息技

术，构建了集成化的公共体育服务管理平台，实现了

信息的高效采集、智能处理和实时反馈，促进了服务

供需双方的有效对接，提升了公共体育服务的运行

效率和服务精准度。

第二，个性化与精准化服务的范式转型。各案

例充分展现了数字技术在实现个性化、精准化服务

方面的技术优势。通过构建居民需求分析模型，运

用智能算法实现服务推荐，创新性地实现了公共体

育服务在规划、设计、提供、监管和评估等全流程的

定制化，有效化解了居民个性化需求与公共体育服

务规模化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第三，服务效率与质量的协同提升。案例研究

表明，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提升了城市社区公共体

育服务的效率与质量。无论是通过智慧物联技术整

合场馆资源，还是借助人工智能生成个性化运动处

方，均有效降低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人力成本，提

高了服务精度和效率。同时，通过建立数据追踪与

反馈机制，实现服务质量的全程监控和持续改进。

第四，资源整合与协同效应的最大化。研究案

例中的智慧化平台有效促进了多元服务主体间的资

源整合与协同创新。无论是服务内容的多样化整

合，还是服务规模的动态调整，都充分彰显了数字技

术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行业协同方面的巨大潜力，

为促进全社会公共体育资源的统筹配置和体育成果

的普惠共享提供了实践范本。

3.4.3　个性探讨

基于对典型案例的深度比较分析，研究从4 个

维度揭示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的差异化特征（表 2）。

其一，服务供给模式的差异化定位与功能侧重。

尽管各案例均以数字化供给管理为核心，但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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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与重点领域呈现显著差异。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与“宁体汇”平台虽均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第三

方运营等模式，但前者通过整合社区养老资源，为老

年群体提供综合性运动康养服务；后者则以平台化

形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体育场馆预定、导航及

“你点我送”等惠民服务。“运动家”智慧体育社区

则采用数字化平台运营模式，通过智能物联和大数

据分析实现体育资源的精准匹配与高效管理，并创

新性地引入社区基层体育委员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

给的模式。

其二，技术应用深度与广度的差异化特征。尽

管各案例均采用了数字技术，但在技术应用的深度

与广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运动家”智慧体育社区

在数字化应用方面最为深入，构建了“市—县—街

道—社区”四级贯通的数字化平台，开发了运动社

交、运动积分、运动健康档案等综合功能；“宁体汇”

平台主要运用数字技术提供基础性的场馆预订和健

身服务；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数字化应用则聚焦于

体质监测和健身指导等特定领域。

其三，服务链整合程度的差异化表现。“宁体

汇”平台和“运动家”智慧体育社区均实现了从场地

预定、赛事资讯到健身指导、体质健康、协会组织的

全链条服务，但“运动家”智慧体育社区的服务链整

合程度更为深入，通过智慧治理实现了社群组织、群

体活动、体质测试、团课培训及社会体育指导员“约

教”等多项服务的高度整合，形成了完整的体育服

务生态系统，并促进了多场景融合与智能物联；长

者运动健康之家则专注于为老年群体提供运动康养

领域的垂直化服务。

其四，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差异化解决策略。尽

管各案例均致力于解决公共体育服务信息不对称问

题，但采取了差异化的策略。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通

过接入“来沪动·健身地图”小程序，实现了老年人

“一机查询、一键预定”的功能，降低了老年群体的

决策成本；“宁体汇”平台通过南京市体育局面向全

社会多轮招募惠民体育场馆、行业协会、健身俱乐部

等入驻平台，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运动项目选择，盘

活社会体育场馆和旅游资源；“运动家”智慧体育社

区则通过智能物联、信息同步与电子交易数据的深

度应用，优化公共体育服务资源配置，精准匹配居民

需求。

4　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生

成逻辑

4.1　目标导向逻辑：价值理性下治理成果从“少数

受益”到“人人享有”

目标导向逻辑强调智慧治理在城市社区公共体

育服务供给中的目标设定与方向指引，确保服务供

给契合居民需求与社会发展要求。党的十八大以

来，“人人享有”的治理目标作为社会治理规律认识

的深化与拓展，为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

战略指引。传统政社合作模式在基层体育治理中忽

视了居民结构差异、多元化健身需求及弱势群体利

益表达，导致供给“同质化”、服务“机械化”及思维

“单一化”等问题，造成治理成果受益面窄、分配失

衡及资源浪费等困境。新时代背景下，智慧治理致

力于重构社区体育治理主客体关系，从依附、控制、

内耗的传统关系维度转向独立、平等、合作与互惠的

新型关系模式，以实现治理成果的“人人共享”。

第一，推动体育成果享有的全民性。智慧治理

以“时空压缩”效应和“去中心化”机制，实现了治理

主体与客体间的无缝衔接，提高了信息的透明性和

表2　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模式比较

Tab.2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odels of promoting public sports service supply in urban communities through smart governance

典型案例 治理模式 共性

个性

供给模式
技术应用
的程度

服务链的
完整性

解决信息不
对称的策略

上海市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终端服务型

① 智慧化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② 个性化与精准化服务；

③ 服务效率与质量提升；

④ 资源整合与协同效应。

政府购买 + 市场运营 高 中 良

南京市“宁体汇”体育惠民

服务平台
平台整合型

政府购买 + 市场运营

+ 社会参与
中 高 优

嘉兴市“运动家”智慧体育社区 综合应用型
政府购买 + 市场运营

+ 社会参与
高 高 优

注：表中的个性评价为本研究的判断标准，仅作表意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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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获取性，能够快速、精准地识别社区不同群体的健

身诉求，根据居民需求动态优化体育设施配置和赛

事活动组织，提高资源对接的精准度，从而实现社区

全体居民的全面覆盖与普惠共享。第二，促进体育

成果享有的公平性。智慧治理在盘活存量资源的同

时，系统整合增量资源，通过“上云”机制实现生产

要素的数字化重构，并借助公共体育服务平台、远程

客户端及微信公众号等多维渠道，将资源高效输送

至治理主体和社区居民，确保各类体育政策的透明

性、实施过程的公正性及服务递送的及时性，切实维

护公众对成果享有的公平权益。第三，确保体育成

果享有的可及性。智慧治理通过强化党政、社企与

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工作站与基层体育工作者、志愿

服务人员之间的协同联动，以公益帮扶、自愿购买及

有偿租赁等多元化形式，推动智能健身器材、体质监

测及运动处方等体育资源和卫生资源向社区下沉，

提升居民对优质体育成果的可及性，实现公共体育

服务的均等化与普惠化。

4.2　行动赋能逻辑：工具理性下治理方式从“人工

操作”到“数字嵌入”

行动赋能逻辑强调智慧治理在城市社区公共体

育服务供给中的技术赋能效应和多主体协同机制，

确保服务的高效递送。传统社区体育治理模式因技

术工具创新不足与跨界应用障碍，受制于政府部门

的条块分割、信息流转梗阻以及社区关系壁垒，往往

导致治理主体消极应对、合作效率低下以及资源浪

费，加剧了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复杂性。在新

发展阶段，完善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系统性布

局，探索社区体育数字化服务的新模式、新平台及其

运营的新路径，已成为满足群众对公共体育服务个

性化、多层次需求的重要战略选择。

第一，党政部门协同社会力量构建的智慧体育

信息系统及配套支持体系，推进基层体育政务、资源

和信息的全面数字化，实现了组织管理的系统化、研

判诊断的精细化和服务供给的精准化，确保了制度

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第二，社区与企业联

合开发的体育公众号、APP（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整

合了健身人口统计、体育宣传、活动开展、赛事组织、

健身交流、志愿服务、设施管理及培训指导等多维功

能，通过社区体育智慧治理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的服务优化。第三，政社企与社区协同

建设的智慧社区健身中心、智能健身场馆及设施器

材，依托信息化监管系统和社区健身中心数据平台，

实时监测社区健身人群量、设施利用率及代谢能耗

等关键指标，推进社区体育、健康、养老及康复服务

的一体化，促进了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

第四，技术驱动下的公共决策结构实现了从中心化

向去中心化的范式转型。在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

智慧治理情境中，不存在单一的主导力量，而是强调

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这一过程不仅

重视政治作用和政府组织的权威性，更加强调市场

机制和社会组织的力量，使得政府部门之间、上下级

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模式逐渐趋向扁平

化、去中心化的立体协同模式［25］。

4.3　效能提升逻辑：“价值—工具”理性下治理功

能从“粗放管理”到“精准治理”

效能提升逻辑强调智慧治理在城市社区公共

体育服务供给中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

属性，从而实现服务供给的高效性。传统社区体育

治理模式过度依赖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导致“数

字化崇拜”弊端日益显现，忽视了公共体育服务供

给的实际效能。在人机共生的现实图景下，城市社

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应当重构人与技术的共生关

系，在完善技术规约的基础上优化“适数化”制度建

设［26］，推动治理模式从“粗放管理”向“精准治理”

的范式转型。

第一，从分散化向集成化转型。针对社会制度

与技术兼容性不足导致的政民联通不畅、权责边界

模糊、服务供给碎片化以及事务管理中的数据孤岛

等问题，功能整合与数字应用下的公共体育服务业

务集成为破解这些困境提供了有效路径。通过打破

信息“碎片化”和数据“烟囱化”的壁垒，实现资源的

优化配置和服务的高效供给。第二，从条文化向场

景化转型。传统的层级式命令治理模式，依托政策、

条文、通知等单一形式，往往因信息传递滞后、机制

灵活性不足和操作机械化而导致治理效能低下。相

比之下，智慧化公共体育平台通过整合社群体育组

织、场地预约、活动展示、志愿服务及体育慈善等多

元内容，构建了多维应用场景，这种转型不仅能够有

效汇聚居民健身需求，还能激发居民参与的主体性，

实现数据供需的协同优化，有效缓解基层体育服务

的“末梢堵塞”。第三，从局部化向整体化转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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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转向整体性治理逻辑，强调体育信息的互联互

通，形成从问题发现到需求整合、情况处置、指挥协

调及资源配置的闭环治理体系［27］。通过实施社区

体育服务类型的差异化治理策略，确保各方治理主

体各司其职，在协同共治中提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的实效性。

5　结语

智慧治理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

仅体现了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创

新探索，更彰显了我国公共服务与公共治理范式转

型的重要趋势。研究系统考察了典型案例中运用智

慧治理促进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运行模式，并

对其共性特征与差异化表现进行了理论提炼。研究

发现，智慧治理作为一种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的新型治理范式，有效推动了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

务供给从技术赋能向技术融合的转变，为实现城市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高质量供给提供了创新路径。当

然，在深入推进智慧治理的过程中，仍需警惕可能出

现的治理风险：一是，技术依赖可能导致治理效能

递减的风险；二是，数据信息安全面临潜在威胁；三

是，社会结构可能因技术过度介入而产生解组效应。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智慧治理的边界效应、风险

防控机制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为推进城市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智慧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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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Modes and Generative Logic of Smart Governance for Promoting 
Public Sports Service Provision in Urban Communities 

——Based on a Multi-Case Comparative Study

CHEN Xu1，WANG Zhankun1，LIU Lu2，GAO Kuiting3

（1.Faculty of Sports Science，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China；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3.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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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mart governance is a new paradigm and advanced form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age，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urban communities from reasonable 
growth in quantity to effective improvement in quality.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interviews，and case studies，

this research builds an "Objective-Action-Efficiency"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ultiple 
cases of using smart governance to promote the supply of urban community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Shanghai，Nanjing，and 
Jiaxing. It extracts typical operating modes，empirically summarizes different types of operating modes，forms a typological 
explanation，and summarizes their generation logic. The study identifies three typical operational models：terminal service，

platform integration，and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Through multiple case studies，the commonalities，differences，and 
shortcomings of smart governance promoting th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urban communities have been further 
extracted.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al mode of smart governance in promoting th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urban communities，this paper elaborates its generation logic from three levels：objective，action，efficiency. 
Specifically，in the objective oriented logic，the governance results under value rationality shift from "benefiting a few" to 
"benefiting everyone"； In terms of action empowerment logic，the governance approach under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has 
shifted from "manual operation" to "digital embedding"； In terms of efficiency improvement logic，the governance function 
under the rationality of "value tool" has shifted from "extensive management" to "precise governance".
Key words：Healthy China initiative；national fitness；smart governance；urban communities；public sports services；quality 
pro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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