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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和逻辑分析法，分析 “健康中国”和 “互联网＋体育”的内涵及时

代背景。以 “共享单车热”为切入点，探索共享单车兴起的原因及对健康中国建设的影响。认为共享

单车具有丰富居民运动方式、缓解国家财政压力、促进全民心理健康等优势，能够有效推动全民健身

开展，展现 “互联网＋体育”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但是联网和体育产业的融合还存在着制度层面、

政府层面、市场层面的问题。健康中国背景下，“互联网＋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完善互联网体育

立法，构建法律保障机制；创新治理方式，实现线上线下协调发展；强化大数据平台建设，精准对接

产业需求；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增强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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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的战略主题，全民健康是其根本目的。建

设健康中国需要继续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积极促

进健康与互联网、健康休闲的融合，推动全民健

身生活化，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健康服务，发展群

众健身休闲活动。体育运动是人们的生活达到一

定水平后的自然需求，体育运动水平与居民生活

水平成正相关。现阶段，体育作为重要的健康休

闲生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又催生了 “互联网＋体育”产业的发

展。共享单车作为 “互联网＋体育”的产物，对

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和全民健身生活化的推动具

有巨大的影响。因此，笔者以 “共享单车热”为

切入点，探析健康中国背景下，互联网与健康休

闲的融合问题。

１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 “互联网＋体育”

的内涵与作用

１．１　健康中国战略概述

２００７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提出 “健康护

小康，小康看健康”三步走战略，至２０１３年卫

生部发布了 《健康中国２０２０战略研究报告》。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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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２５日正式发布。《“十三五”规划纲要》将健康

中国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健康中国建设的

目标就是让人人热爱体育，人人参与体育，让人

主动健身，人人享有健康，让体育成为生活方式

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健康中国建设是 《体育

发展 “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旨在发挥体

育行业绿色低碳的优势，助力健康中国建设，让

体育绿色发展与健康中国倡导的健康生活方式接

轨。健康中国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要实现 《规划纲要》确立的宏伟目标，需要多方

面、多环节的共同努力。

１．２　 “互联网＋体育”的内涵

“互联网＋”是指利用信息通信技术，通过互

联网平台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

业结合起来，促进各行各业的发展［１］。随着居民

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越来越注重体育锻炼、注

重健身休闲生活。而传统意义上的健身活动，通

常要求固定的人群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体育

锻炼，由于参与方式不够灵活，在很大程度上抑

制了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和持久性，越来

越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２］。随着 “互联网＋”的

提出，让互联网促进传统体育产业改革引起了政

府和社会的关注。“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体育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

的增长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从战略层面看：体育产业作为新兴

产业、绿色产业、朝阳产业符合 “十三五”发展

规划中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从大众需求出发：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

提高，广大群众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问题，其

参加健身活动的需求日益高涨。因此，促进 “互

联网＋体育”的高度融合，对推动体育事业的发

展、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深远的意义。

１．３　 “互联网＋”对全民健身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已经融入人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它已成为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互联网＋”给居民的体育生活环境带来了

改变，对全民健身的参与主体、参与条件及参与

形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３］。

１．３．１　 “互联网＋”对体育参与主体的影响

参与能力、参与意愿等都会影响参与主体的

变化［４］。信息获取能力是公民的一种重要的参与

能力［５］。随着互联网与体育的不断融合，各种体

育信息通过微信、微博、ＱＱ、网站等方式及时

推送给居民。居民通过手机客户端了解大量的体

育相关信息，使得大众了解体育锻炼的益处，体

育健身意识逐渐增强，对体育的兴趣日渐浓厚，

才会将体育作为重要的休闲生活方式。互联网与

体育的融合，还使得大众进一步了解到体育运动

不仅仅是专业运动领域的人的运动，而且是大众

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民族荣誉、为国争光的竞技

运动，而且是增强体质、有益身心的大众健身，

从而促使体育运动参与主体由体育专业人才向大

众居民转变。

１．３．２　 “互联网＋”对体育参与条件的影响

在 “互联网＋体育”背景下，居民可以通过

互联网和手机ＡＰＰ平台足不出户地完成体育场

馆预定、教练预约、比赛门票预定、体育运动装

备购买或租赁等。居民也可以通过下载运动

ＡＰＰ，监控自己的身体状态和健身信息，并结合

ＡＰＰ提供的运动处方进行科学的锻炼，达到运

动健身的目的。互联网手段改变了以前居民大多

是到社区俱乐部、体育馆或免费的体育锻炼场地

进行体育锻炼的方式，弥补了对运动量、运动强

度、运动效果不能进行实时监控和客观评价，而

只能依赖于自己的主观感受的弊端，且在运动场

所的选择上能更加合理安排、避开锻炼高峰，进

而保证锻炼效果。由互联网技术引发的免费商业

模式和Ｏ２Ｏ商业模式降低了居民体育消费的成

本［６］，改善了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条件。

１．３．３　 “互联网＋”对体育参与形式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体育建设中，我们

过多地注重参与主体的整体性，而忽略了参与主

体的个体差异［７］。居民多以地缘或血缘为纽带形

成体育锻炼群体，具体则是以社区、企业单位、

学校等团体的形式组织民众进行体育锻炼，没有

适应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多样化特

点的体育锻炼形式，不能满足参与主体的主观需

求［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只要有网络覆盖的地

方，人们就可以进行社交，通过相互联系形成自

组织的体育锻炼群体，共同开展体育活动，居民

参与体育锻炼的形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互联网

与体育的融合促使参与主体多元化、参与条件便

利化、参与形式多样化，推动了全民健身更好的

发展。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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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互联网＋体育”模式的优势与困境

———以 “共享单车热”为例

２．１　 “共享单车热”的兴起及原因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３７次调查报告显示：

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份，中国网民规模达６．６８亿，

手机网民规模达６．２亿
［９］。互联网已充斥寻常百

姓家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着居民的生活方式。

共享单车的运营模式为运用互联网平台，对单车

进行租赁，并运用微信、支付宝等 ＡＰＰ进行移

动支付结算。在共建共享、倡导绿色出行的今

天，共享单车依靠应用软件简洁方便的优势迅速

风靡大街小巷。《２０１６中国共享单车市场研究报

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底，中国共享单车市

场整体用户数量已达到１８８６万，预计２０１７年，

共享单车市场用户规模将继续保持并大幅增长，

年底用户规模将达到５０００万
［１０］。用户年龄分布

中，３０岁左右的人群使用最多。共享单车不仅

解决了大学生以及上班族的出行问题，也契合了

当前居民对户外运动的热爱，满足了居民休闲健

身的需求，因此成为一种健康、时尚、环保的体

育生活方式，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２．２　“互联网＋体育”在促进全民健身中的优势

２．２．１　丰富居民运动方式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

将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进行培育扶

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的全民健

身事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１１］。共享单车在国

内各大城市的流行让人们认识到健身运动载体观

念升级的重要性，诞生在共享经济热潮下的共享

单车对我国传统健身行业实现共享健身、创新全

民健身形式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２０１４年全民

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我国居民经常参

加的体育锻炼项目有健身走、跑步等，运动方式

单一，影响了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热情，共享单

车的出现丰富了居民的体育健身生活。影响居民

参加体育锻炼的因素中，没兴趣、不喜欢占了很

大的比例，共享单车作为一项新的休闲娱乐运

动，激发了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共享单车

作为 “互联网＋体育”模式的产物，它用新形

式、新观念积极引导着居民参加体育运动锻炼，

对居民体质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助于全民

健身工程的实施，有助于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

强国的迈进。

２．２．２　缓解国家财政压力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

干意见》提出，要加大对全民健身事业的投入力

度，将全民健身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人们热

衷某一项运动，其首要动力在于内源性需要［１２］。

共享单车简洁方便的骑行方式得到了中青年人群

的广泛推崇，居民在共享单车ＡＰＰ上可以了解

自己的骑行距离、花费时间、能量消耗等信息，

从而对自身进行健康管理、实现运动健身量化目

标。调查数据显示：４７．４％的人骑行共享单车主

要是休闲骑行，４０．１％的人认为骑行共享单车可

以锻炼身体。通过对武汉市东湖绿道一日的调查

了解到：８０％的人通过骑行自行车进行体育休闲

游玩，７３％的骑行者通过共享单车完成骑行，其

中６５％的人骑行时间超过２小时，消耗卡路里

数基本在１０００卡左右，基本达到运动健身的目

的。共享单车是居民通过共享 ＡＰＰ软件定位、

扫描开锁、自主结算的方式进行运营的，居民自

己健身自己买单的健身方式，不仅减轻了政府对

公共自行车交通设施建设的投入，也大大减轻了

国家财政对全民健身的投入。

２．２．３　促进全民心理健康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人们都承受着巨大

的心理压力。为了切实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

全民健身计划提出 “我健身、我快乐” “天天健

身，天天快乐”等口号来号召大众积极参与体育

锻炼。在全民健身的各种运动中，包括骑行在内

的休闲体育越来越吸引人们的关注，人们通过这

种运动不仅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放

松心情———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与三五好友一边

骑行锻炼身体，一边交谈沟通放松心灵。通过对

共享单车用户的调查发现：７６％的用户骑行结束

后心态良好。因此，共享单车作为休闲体育运动

健身方式能积极缓解居民心理压力、激励居民积

极参加体育锻炼，有利于全民健身进程的推进。

体育大国要向体育强国转变必须实现全民体育，

改善全民体质健康状况，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提

出和实施的时代背景。而在信息化时代，共享单

车作为休闲体育范畴的骑行方式以其种种优势而

受到广大居民的喜爱，也反映出健康中国战略背

景下 “互联网＋体育”所拥有的广阔的发展空

间：如促进互联网的互动体验和线上线下相融合

拉动消费，开发健身、体育观赏类 ＡＰＰ，充分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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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互联网开发推广体育衍生产品、开发互联网

与体育相融合的虚拟现实技术以增进体育体

验等。

２．３　 “互联网＋体育”模式的发展困境

２．３．１　制度层面存在空白

法律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法

律在行业发展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体育法》

颁布施行以来，在保障我国体育各项事业发展、

提高体育运动水平、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等方

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１３］。然而，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体育事业的

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和社会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体育领域出现了许

多新情况、新问题，反映出 《体育法》在制度设

计上的一些不适应现象，在一些领域还存在空

白，对体育新兴事物的引领与监管不力。共享单

车涉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城市治安管理、城市

建设管理，甚至还有可能涉及刑法和民法等一些

法律问题。共享单车作为企业自主经营的新生事

物，政府在引导和监管上还未及时跟进，急需出

台、修订、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有力保障消费者

和企业的权益，约束骑行者的骑行行为，保障出

行安全。

２．３．２　政府层面缺乏监管

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其低成本、高效率、

资源共享等特性，有力弥补了传统行业的先天不

足。“互联网＋体育”一经提出，市场上就出现

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体育健身 ＡＰＰ，２０１６年下半

年共享单车横空出世，为了抢占市场，各种共享

单车大量生产投放，企业对于市场占有率的渴望

导致企业内部缺乏监管动力，这就需要政府的有

效介入，而政府在企业监管方面还做得不够。此

外，随着我国城市机动车数量急剧攀升，道路交

通压力巨大。为了缓解交通拥堵问题，我国城市

普遍都采取了增加机动车道等 “为机动车让路”

的措施。在许多城市，非机动车道被严重压缩甚

至干脆取消［１４］。在以利益为主的价值观念指导

下，我国政府忽视了慢行交通系统网络的构建和

政策倾斜，这既不利于保护用户的安全，也不利

于共享单车的发展［１５］。

２．３．３　市场层面缺乏调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共享单车作为市

场化主体，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了居民公共出行

及休闲健身的问题。共享单车在国内出现以来，

至少有２５个共享单车品牌汹涌入局，各企业为

了争夺市场疯狂融资扩大生产投放到市场，迅速

造成市场饱和，这种行为不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时代背景，也给市场调控带来巨大的风险。

面对共享单车发展的超前性，市场调控中没有可

供借鉴的经验，传统的监管理念和手段跟不上

“互联网＋体育”思维的转换，难以实现市场对

共享单车的宏观调控。

３　健康中国背景下 “互联网＋体育”模

式的发展策略

３．１　完善互联网体育立法，构建法律保障机制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速度

远远超过立法技术和立法水平的发展速度，导致

立法与司法出现脱节，在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建

设中时常出现 “法律空白地带”，这是社会发展

的正常现象［１６］。我国现行 《体育法》制定于

１９９５年，我国现行的互联网＋的政策法规有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由

于时代的局限性和政策的局限性，我国在 “互联

网＋体育”方面还存在法律漏洞，“互联网＋体

育”所涉主体较多，监管需求层出不穷，以致监

管缺失、经营混乱。因此，完善互联网立法、调

试互联网＋体育产业的合作形式是时代发展的需

要。①立法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

构要在实现以人为本目标、保障用户和企业合法

权益的基础上加强立法，以宪法为指导，以行政

法规为骨干完善互联网体育法律体系，建立公

平、有序的法制环境。②司法方面。发挥 “有形

的手”的作用，通过建立与完善个人征信系统，

惩戒恶意行为，建立信息披露长效机制，加强个

人自律意识培养和完善司法体系建设，加强互联

网体育诚信监督。③行政方面。针对监管空白，

相关职能部门应在政策、管理、规划等方面共同

发力，联手营造 “互联网＋体育”产业健康发展

的环境，促进互联网与体育的深度融合和体育产

业的良性发展。

３．２　创新治理方式，实现线上线下协调发展

“互联网＋体育”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

需要在管理、运营等方面不断创新，以适应其发

展。一要简政放权，加强社会自治。法治社会强

调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在法治社会中，社会治理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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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以政府为唯一一主体，还要发挥社会组织的

力量，形成多元化的治理机制［１７］。社会自治是

人民群众对基层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其管理主

体是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共享单车具有鲜明的

社会属性，属于社会自治形态。市场化经济形态

下，政府应简政放权，以共享单车企业为自治主

体，与社会组织及民间组织共同管理、治理共享

环境，促进共享单车产业的发展。二要因地制

宜，线上线下协同。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是目前

制约 “互联网＋”快速发展的瓶颈，地方政府要

因地制宜加强线下基础设施建设，出台政策法规

扶持互联网体育产业，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促进线

上线下融合。进一步完善实体经济，发展流通经

济，促进核心技术的持续创新，形成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互联网＋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线

上发展与线下推行两条腿走路，努力做到线下基

础设施建设与线上运营推广匹配协同，有效促进

体育产业快速发展。

３．３　强化大数据平台建设，精准对接产业需求

“互联网＋”模式能够成功，关键在于通过

大数据的应用分析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和个性化

的消费需求。“互联网＋体育”模式是指运用互

联网大数据思维，了解客户需求，通过有针对性

地线上调配和线下调度，最终促进体育产业的发

展。大数据在 “互联网＋体育”产业的发展中起

着决定性作用，大数据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商业价

值，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首先，政府

要积极转变职能，强化数据平台建设。应该加强

信息反馈体系的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装备建

设，完善数据收集与归纳体系，提高政府社会治

理能力，推动政府逐渐走向精细化管理和主动预

见性管理。其次，要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激发体

育市场活力。根据数据平台搜集、分析的结果去

分析居民体育锻炼的需求，细分市场、准确定

位、无缝对接，科学引导居民的体育锻炼行为，

在推动全民健身的同时，实现体育企业和体育产

业的发展壮大。

３．４　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增强发展动力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

我国自十七大以来确定的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核

心思想，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提出 “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伟大构想，并提出 “以全球视野

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等

重要方针政策［１８］。创新发展是 “互联网＋体育”

产业发展的重要理念，首先要注重科技创新。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

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当前技术研发日新

月异的背景下发展 “互联网＋体育”产业，就是

要在创新理念的引导下，加强技术研发，做强体

育用品的专业性，强化用户体验，为企业拓展发

展空间，进而推动产业发展。要着重做好对互联

网与体育产业融合渠道的研发，做好提高用户体

验的健身休闲产品的研发。第二，要注重人才创

新。加强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深化教育综合体制

改革，主动对接 “互联网＋体育”的产业需求，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理论和

教学方法，培养社会急需、专业过硬、素质全

面、具备自主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的各类人才，

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４　结语

“互联网＋体育”是体育产业的发展方向，

势必会给全民健身注入强大的动力，推动全民健

身战略的发展。共享单车作为互联网与体育产业

融合的产物，秉持休闲健身、绿色环保的理念，

通过创新技术手段和商业运营模式，迅速为人所

接受，既是对 “互联网＋体育”产业模式的践

行，又推动了产业的发展。且对于树立健身休闲

理念、丰富运动方式、促进身心健康、缓解财政

压力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十三五”时期，应正

确认识并解决其在制度、政府、市场等方面的问

题和困难，加快互联网与体育的深度融合，实现

产业良性发展，实现健康中国的伟大战略。

参考文献：

［１］　郑文范，刘明伟．科技价值与“互联网＋”行动对创

新创业的作用［Ｊ］．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１７（６）：５６７５７２．

［２］　胡庆山，王健．我国弱势群体参与全民健身运动的

必要性及对策［Ｊ］．上海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４，２８

（４）：１４．

［３］　邹月辉，谭利．“互联网＋”对居民体育生活方式的

影响及其引导路径［Ｊ］．山东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３２

（４）：３９４３．

［４］　莫文竞，夏南凯．基于参与主体成熟度的城市规划

公众参与方式选择［Ｊ］．城市规划学刊，２０１２（４）：

７９８５．

５３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３１卷

［５］　王浦劬，李锋．试析公务员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态

度———基于六个地级市问卷结果的结构方程模型

研究［Ｊ］．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６（１）：７１８１．

［６］　宋年春，张清华．互联网＋健身休闲产业视域下健

康猫 ＡＰＰ的发展研究［Ｊ］．河北体育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３１（３）：４２４６．

［７］　张爱红．我国群众体育参与主体身份的历史审视

［Ｊ］．体育文化导刊，２０１２（１）：４４４７．

［８］　张有．兰州市城市社区体育组织研究［Ｄ］．北京：北

京体育大学，２００８．

［９］　胡世良．创新驱动引领传统企业互联网起飞［Ｊ］．中

国电信业，２０１６（１０）：５６５７．

［１０］　赵江涛．低碳出行简约生活５款共享单车横向体

验评测［Ｊ］．消费电子，２０１７（１）：５３６１．

［１１］　岳峰，范启国．“十三五”扩大我国体育消费的路径

与对策研究［Ｃ］／／中国体育科学学会．２０１５第十

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二），２０１５．

［１２］　刘嘉琪，刘慧丽，齐佳音．基于内源动力话题的在

线群体形成机理研究［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７（２）：

１４２１４９．

［１３］　张爱红．关于新中国公民体育权利观念和制度的

历史审视［Ｃ］／／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七届全国青

年体育科学学术会议论文集，２０１４．

［１４］　何素艳，张和平，石岩．刍议公共自行车对城市居

民健康的有限影响［Ｊ］．体育与科学，２０１３，３１（４）：

５６＋１５．

［１５］　桂昆鹏，徐建刚，张飞．基于道路共享理论的慢行

交通系统规划研究［Ｃ］／／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转型

与重构———２０１１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６］　祝颐．互联网金融＋体育产业的融合发展［Ｊ］．求

索，２０１６（６）：６４６９．

［１７］　马金芳．社会组织多元社会治理中的自治与法治

［Ｊ］．法学，２０１４（１１）：８７９４．

［１８］　朱东华，张嶷，汪雪锋，等．大数据环境下技术创新

管理方法研究［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１３，

３４（４）：１７２１８０．

犃犱狏犪狀狋犪犵犲狊，犇犻犾犲犿犿犪狊犪狀犱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犛狋狉犪狋犲犵犻犲狊狅犳

“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犛狆狅狉狋狊”狌狀犱犲狉狋犺犲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狅犳犎犲犪犾狋犺狔犆犺犻狀犪

———ＴａｋｅＢｉｋ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ＡＯＳｈｕｙｕａｎ
１，ＳＨＥＮＫｅｙｉｎ

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ｕｈａｎＳｐｏｒ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ｕｈａｎＳｐｏｒ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ｐｏｒｔｓ”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ｇ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ｂｏｏｍｉｎｇｏｆｂｉｋ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Ｉｔｉ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ｉｎ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ｔｎｅｓ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ｄｉｓｐｌａｙ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ｐｏｒ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Ｂｕ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ｏｒ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ｓｓｏｍ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ｓｐｏｒ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ｅｅｄ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ｐｏｒｔ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ｇｕａｒａｎ

ｔｅ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ｎｄ

ｏｆｆｌｉｎ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ｇＤａｔ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ｏｃｋ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ｗｉｔ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ｓ，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ｐｏｒｔｓ；ｂｉｋ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ｔｎｅｓｓ；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ａｔ

ｔｅｒｎ；ＢｉｇＤａｔａ

６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