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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健身服务数字化发展的现状、热点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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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以城市公园的健身服务为出发点，基于数字化

发展为研究中心，探讨城市公园健身服务数字化发展的现状、热点方向和未来发展趋

势。全民健身热潮持续高涨，科技赋能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在城市公园的数字化建

设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分析发现城市公园健身服务数字化发展的现状表现为：智

能化设施的广泛应用；城市公园健身一体化服务体系；多元化的健身运动项目。热点

方向：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园的智能化水平和用户体验。未来发展趋势：智能化设施的

多元转变；互联网技术与体育的深度融合；环保节能理念的强化；数字化促进体育消

费市场的潜在优势加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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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Hot Spots and Trends of Digital Development of Fitness 
Services in Urban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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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takes the fitness service of urban 

park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cuses on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urban park fitness services, and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hot direc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fitness services in urban 

parks. The boom of national fitness continues to be hot, and technology empower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whi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urban park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fitness services in urban parks is as follows: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facilities; integrated service system for fitness in urban parks; a wide range of fitness programs. Hot 

direction: further improve the intelligence level and user experience of urban park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diversified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igent faciliti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sports; strengthen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saving; digitization has accelerate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the sports consume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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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水平达到新高度”已写入“十四五”时

期体育发展主要目标。多项政策的出台，其中包括《全

民健身计划（2021—2025）》，提出构建更高水平的数

字化服务体系，推动着城市公园的建设逐渐达到高潮，

智慧数字化健身服务发展造福着大众，从全方位为大众

提供公共服务和健身体验。城市公园作为提升生活幸福

感的重要场所之一，健身服务数字化能为大众提供清晰

可见的数据反馈，从而达到科学健身，增强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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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项创新成果，它提供了从体质监测到运动训练指导

的全周期健身服务。人民群众可以通过智能设备获得个

性化的运动建议和训练计划，还能实时监测运动者的心

率、消耗的卡路里等，确保运动健身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另外，智能健身驿站也为人民群众健身需求提供新的选

择，它结合拉伸、无氧、有氧和舒缓按摩等多样器材，

配备 LED 显示屏、蓝牙音响等智能化设备，结合运动者

的健身需求提供科学有效的指导信息，让户外健身更加

智能、科学和有趣。

2）智能化的信息服务

城市公园健身智能化的信息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为出发点，以智能化手段提供便捷、

高效的健身服务，推动城市健身文化的普及与发展。在

城市公园的大力建设中，部分城市上线了运动健身地图，

它涵盖了城市所有的体育场馆和健身场所，通过线上线

下精准融合，为大众提供便捷使用的智慧服务。只需在

手机上打开小程序，就能迅速获取周边健身场馆的详尽

信息，包括位置、设备、价格、开放时间等，这种即时

的信息获取方式，极大地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3）智能化的体质监测服务

城市公园健身智能化的体质监测服务是一种结合现

代科技与传统体育锻炼的新型服务。它利用先进的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市民提供更为精准、

个性化的健身指导和体验。在智能化健身器材方面，智

能设备可以实时监测和记录用户的运动数据，如步数、

心率、消耗卡路里等，并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建议。

此外，一些高端设备还可以进行身体成分分析、体质测

试等，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数据。在公园运营方面，

数字化管理模式可以实现“无人值守”和“一站式运动

管家服务”，提高公园的管理效率和用户体验。同时，

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公园运营方还可以了解用户

的行为和需求，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推广。

总的来说，城市公园健身智能化的体质监测服务是一种

结合现代科技与传统体育锻炼的新型服务，旨在为广大

市民提供更加精准、个性化的健身指导和体验。

1.3  多元化的健身运动项目

2022 年 3 月，在文件《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3］，

首次引入“普惠性公共服务”概念。《关于推进体育公

园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底，全国新建

或改扩建 1000 个左右体育公园，逐步形成覆盖面广、类

型多样、特色鲜明、普惠性强的体育公园体系［4］。体育

公园的改造扩建与升级，带动健身运动项目的扩建发展，

项目多元，这些新兴运动项目，为健身热情高涨的大众

当运动或者健身成为一种生活和社交方式时，大众对体

育运动具有多样化、时尚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从而城市

公园等数字体育化场地顺势而生，场地灵活，健身设施

小巧，设备普适性较强。将健身运动与科技数字化相结合，

丰富运动体验，提升娱乐性。基于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5G 等信息化技术对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带动

体育相关行业产生了深刻变革，数字化与体育深度融合

下的体育科技，成为转变建设体育强国、满足大众多样

化健身需求的重要渠道［1］。城市公园作为全民健身的重

要场所之一，数字化发展赋能健身服务为大众提供了方

便快捷的体验。本研究以健身服务为出发点，以城市公

园为载体，数字化发展为核心，探讨城市公园健身服务

数字化发展的现状、热点和前景，意在为数字化技术赋

能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1  城市公园健身服务数字化发展的现状
1.1  城市公园智能化设施的应用

城市公园是指在城市中占有一定的用地范围且园林

绿化效果良好，为大众配备相应的服务设施、为民众提

供休息娱乐空间的城市公共绿地［2］。城市公园需要具备

良好的服务设施和完善的安全管理系统，以增加游玩的

安全性和舒适度。“城市公园的核心目的是要解决人民

群众健身活动‘有没有’及‘好不好’的问题，其标志

特征是公共服务属性。智能健身设备和运动追踪器的广

泛应用，为用户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运动体验。城

基智慧跑道、可视化健身器材等一批数字化体育设施设

备已在全国落地 300 多个项目。适合青少年学生的互动

游戏大屏、全民可用的互动单车、游客踩踏会出现的互

动投影、互动健身拳桩、智能体测仪等一系列健身服务

设备的投入使用，展现出场景具象化、社交情景化、交

流多元化的新气象，为全民健身增添新形式，为体育运

动营造新形态。

1.2  城市公园健身一体化服务体系

我国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探索创新更高水

平的健身发展模式，积极构建更高水平的健身一体化服

务体系，为创造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增添新助力。城市

公园的快速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出行、健身、游玩娱乐

一站式服务，其中包括：智能化的指导服务、智能化的

信息服务、智能化的体质监测服务。

1）智能化的指导服务

城市公园健身智能化的指导服务正逐渐成为现代健

身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服务利用先进的技术，为

大众提供个性化的健身指导和全天候的健身设施，从而

传播科学健身的理念和方法。其中，室外智能健身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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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当全民健身成为社会风尚，会有

更多运动项目“破圈”出彩，释放活力。

对城市公园进行健身功能升级改造，建设成集快捷、

智能、愉悦于一体的智慧城市公园，营造适宜全龄段的大

众公园健身场景，升级完善体育设施和运动场地，实现设

施补短补齐，给予全年龄段大众更多的休闲健身选择性。

打造特色健身步道，进一步拓展升级功能，为运动爱好者

提供新的锻炼健身场景。结合曲艺棋艺、康乐等活动，在

城市公园中建设标准、综合的活动中心。不仅在“硬环境”

上大力建设，在“软环境”上将城市公园的生态环境和景

观效果结合起来，把“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到城市公园中，

为大众健身环境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2  城市公园健身服务数字化发展的热点
分析
数字化赋能是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

术赋予社会事业新的表现形式、治理格局和产品类型［5］，

城市公园健身服务数字化发展与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发

展紧密相关。当前城市公园健身服务数字化发展的热点

是如何利用先进技术如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进一

步提升城市公园的智能化水平和用户体验。

一方面，提升城市公园的智能化水平就是推动城市

公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大部分区域已

逐渐建成全民健身智慧化服务试点，各地积极落实新型

智慧城市公园建设理念，依托 5G、互联网、物联网、

VR/AR 等信息技术，根据不同群体的个性化、多样化健

身服务需求，推行场景式、交互式、沉浸式的多样化服

务内容［5］。城市公园健身服务数字化的高质量发展需以

绿色价值理念为引导，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为治理逻辑，

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为治理动力，以智慧体育为治理技

术手段。智慧科技已经成为当前城市公园健身服务的必

备元素，通过融入现代科技于公园的建设与管理中，解

决城市公园面临的诸多挑战，充分发挥城市公园的多功

能作用，推动城市公园的高质量发展，建设成更加科学化、

精细化、智能化的现代化城市公园。

另一方面，提升用户体验感也是当前城市公园健身

服务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经济发展与消费

升级，人们对城市公园的体验需求日益提高。传统公园

只能满足人们日常出行散步的需求，但远远达不到大众

的精神需求。只有不断升级打造更智能化的设施，才能

从多方面提升用户体验感。例如，城市公园中可以开发

虚拟现实（VR）游戏，用户通过租借或使用手机连接游戏，

体验各种虚拟现实的刺激游戏；通过 AI 大屏展示太极或

者八段锦等动作，捕捉用户身体模仿动作并识别，指导

大众参与并体验动作，提升大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3  城市公园健身服务数字化发展的主要
趋势

3.1  智能化设施的多元转变

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必将带动设施设备的快速

更迭。城市公园健身服务设施的广泛应用也将随着技术

的发展而更新。更多智能化设施将逐渐出现在大众的视

野中，吸引着更多人去使用，如智能健身设备、智能计

时器、心率感应器等一系列智能化设施。智能化产品将

更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未来城市公园健身服务数字

化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场地，个性化定制随着大众需求

的增加，智能化产品将升级服务，进行多元转变。不仅

在健身领域，教育、医疗、生态等各个相关领域都会有

它的身影。智能化设施的多元转变将会构建一个普惠化、

定制化、多层次化的智能公共服务体系，造福大众。城

市公园健身服务智能化设施的多元转化不仅体现在技术

和设备的智能化上，还体现在服务模式、社交互动、健

身运动市场发展、用户体验等多个方面，为大众提供更

加高效、便捷多元的服务体验。

3.2  互联网技术与体育的深度融合

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指出，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运动银行”等方式，

提升智慧化服务，从而推进体育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

加快体育数字化发展。体育数字化发展离不开大数据、

5G、物联网等一系列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其中包括城

市公园数字化健身服务与智能跑道等。公共体育场地设

施是体育产业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满足大

众体育需求的重要保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公共

体育健身设施服务正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积极

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互联网+体育”的快速融合发展，

促进着城市公园健身服务的创新升级。

互联网与各种传统行业的融合发展，逐渐成为时代

发展的新要求，“互联网 +”概念因此应运而生。其中，

体育健身行业作为最早兴起的行业之一，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运动健身已成为“互联网 + 健身”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实现大众健身方式转变的途径之一。互联网技术

与体育的深度融合必将创新并产生更多体育新形态。城

市公园的健身服务发展不仅仅是“智能化”“数字化”，

更会朝着“智慧化”发展。加强新型互联网技术研发，

推进现代高新技术应用，例如，可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

依据消费者的个性喜好、健身习惯以及饮食爱好等，从

而精准根据用户的个性需求，安排科学的个人健身计划、

健康膳食推荐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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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推动下，KEEP、Fit Time、悦动

圈等一系列运动健身类软件火爆出圈，用户可根据自身

需求和条件，在线获得健身指导与课程，从而能达到科

学健身的目的。不仅如此，更能突破时间的限制，空余

时间随时可进行运动，更是打破健身互动的空间场域。“互

联网 + 体育”的发展，对促进人的身体健康也具有重要

意义，在“互联网 +”技术的联通聚合下，智能可穿戴

设备逐渐成为群众智慧健身的终端接口，在监控锻炼个

体运动轨迹、运动强度、生理指标等信息数据的基础上，

为锻炼个体提供“个体化”“科学化”的健身指导服务［7］。

在一定方面，健身服务数字化是“互联网 + 体育”创新

发展的产物，对公共服务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3  环保节能理念的强化

城市公园健身服务数字化发展会更加注重环保和可

持续发展。节能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提升经济发展效

益的有力抓手，对实现城市公园健身服务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我国的绿色发展理论坚持的是以人民为中

心的全面发展［8］，“绿色健康理念”始终是数字化发展

转型的先决指导思想，才能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多层次、

多样化的健康需求。 

未来城市公园健身服务应树立环保节能的理念，遵

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理论。城市

公园的建设与开发，必将会产生建筑垃圾、砂砾石等，

以及翻新健身设施设备等材料，通过技术处理，对废物

进行二次利用，达到环保节能的目的。未来城市公园健

身服务数字化的发展只有不断强化环保节能理念，才能

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要建设成资源节约型城市

公园，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将城市公园健身

服务设施、生态环境相统一，为人民造福祉，为生态环

境提供绿色持久的活力。

3.4  数字化促进体育消费市场的潜在优势加速实现

扩大内需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

要求［9］。《“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指出，到2025年

我国居民消费总规模将达到2.8万亿元。从供需视角看，

扩大体育内需应匹配体育产品与服务供给［9］。数字化发

展不断扩大体育消费市场的需求，数字体育服务业呈现丰

富多元的新业态，数字化产品持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

活需要。我国体育消费市场的潜在优势一方面包含全球领

先的网络应用技术，为我国数字体育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另一方面，具有全球最大的线上消费市场，人口基数大，

移动网络技术覆盖面广，线上总体规模庞大。因此，数字

化创新与服务，将在体育消费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

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的体育消费前景更加丰富，范

围更加广阔，呈现出社区化、场景化、多元化等若干新

趋势［10］。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应用紧密相关，对未来

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体育消费进一步增长都有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4  结语
“智慧化公园”是城市公园发展路上与时俱进的最

终目标，是未来数字化健身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理想形态。

目前，我国城市公园分布广泛，各个地区发展不均衡，

健身服务的理想化状态并未达到，未来的城市公园健身

服务建设道路依旧很长，但城市公园的数字化发展正在

一步步向新的方向前进，有着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空

间。城市公园的发展建设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将产生十

分重要的影响，不再只是简单的追求“饭后走一走”，

还更加注重“走多久”等一系列更高层次的需求。综上

研究发现，城市公园健身服务的数字化发展正在朝着更

加多元化、智能化、环保化的方向发展，致力于打造数

字化健身服务“新高地”，构建高质量全民健身服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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