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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赛事作为体育产业链之中的核心业态，不仅是助推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发展的重

要结合点，更对其他业态具有极强的带动作用。基于 5G 直播模式探究优化体育赛事和

解决体育赛事现实困境的发展策略，对高质量发展体育产业、刺激体育消费和激发体

育市场活力具有积极意义。利用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对 5G 直播模式视角下体育赛事

优化进行研究，梳理了 5G 直播模式的发展优势和体育赛事发展的现实问题，归纳了两

者结合的优化发展策略。研究表明，体育赛事存在运营管理成本过、新技术运用滞后、

直播观赛体验不佳、参赛人员诉求未满和商业模式有待改进等现实困境。提出增加体

育赛事观众容量、完成体育赛事技术升级、满足体育粉丝观赛体验、利好赛事参赛人

员和刺激体育赛事商业变革等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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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ports Events
—— A Perspective based on 5G Live Broadcas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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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2. Leisure Sport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form of business in the sports industry chain, sports events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mbination point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s and sports industry, but also have a strong driving effect 
on other forms of business.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optimizing sports events and solving the realistic difficulties 
of sports events based on the 5G live broadcast model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the stimulation of sports consumption and the vitality of the sports market.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method are used to study the optimization of sports ev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5G live broadcast mod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f 5G live broadcast mode and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events are 
sorted out, and optim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ombining the two are concluded.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are som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sports events, such as too much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cost, lagging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poor live watching experience, insufficient demands of participants and business model to be 
improved.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increasing the audience capacity of sports events, 
completing the technical upgrading of sports events, satisfying the watching experience of sports fans, benefiting the 
participants of sports events and stimulating the commercial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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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为 5G 产业的发展消除政策体制上的阻碍，促进 5G

产业与各产业融合发展、协同进步。而由 5G 技术形成

的5G直播模式与体育赛事进行产业融合，更加完善“5G+

体育”的发展模式，借着 5G 的政策东风，使 5G 直播

模式对体育赛事进行优化，充分发挥体育赛事的经济价

值和娱乐价值。

表 1  2017—2020 5G 政策一览表

日期 政策名称 内容

2017.6 《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

在 2030 年，5G 将带动的
经济总产出在直接和间接
贡献两个方面分别为 6.3

亿万元和 10.6 万亿

2018.4 《5G发展前景及政策导向》
提到我国 5G 将在 2019 年
下半年初步具备商用条件

2019.1

《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
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

（2019）》

利用新技术扩大升级信息
消费，加快推进超高清视

频产品消费

2019.11
《“5G+ 工业互联网”512

工程推进方案》

加强“5G+ 工业互联网”
融合技术产业能力、提高
来两者技术的创新应用发

展能力

2020.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
动 5G 加快发展的通知》

快速推进 5G 网络建设、扩
大基站建设以增强网络电
力和频率保障、推进网络
资源共享和异网异地漫游

资料来源：中国通信院、工信部、国家发改委

2.2  用户基数庞大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国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其重要性、

必要性日渐提升。从图 1 可以看出，2020 年 6 月，我国

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5.62亿，较2020年3月增长248万，

占网络用户的整体的 59.8%，整体可以看出我国的用户

网络使用率不断攀升，直播用户基数逐年增加。这在一

定程度上培育了 5G 直播模式的市场运用土壤，增加体

育赛事运用 5G 直播效益，扩大了体育赛事的影响力。

数据来源：CNNIC 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图 1  2016.12-2020.3 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及使用率

1  前言
2019 年 9 月 17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

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意见》指出“体育产业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明确提出“提

升体育服务业比重，支持推动体育赛事职业化，支持

校际体育赛事发展”［1］。这意味着体育赛事的可持续

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而目前体

育赛事在数量和类型的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未来

发展的空间和潜力较大。2020 年初新冠疫情全球爆发，

体育赛事遭受重创，众多体育赛事宣布延期举办，面

对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体育赛事发展如何破局备受

关注。近年来随着融媒体的快速发展，拥有速率更高、

延迟更短、功耗更低、移动性更强和覆盖面更广的特

点的新一代通信技术带动了 5G 直播行业的兴起。在经

历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后，5G 在各行业领域应用

逐步深入，截至 2020 年，我国 5G+ 工业互联网项目超

过 1100 个，5G+ 自动驾驶、5G+ 远程教育等新业态接

连涌现［2］。作为对高新技术依赖程度较高的体育赛事

领域，在新冠疫情防控新常态下如何运用 5G 直播的技

术优势，实现体育赛事健康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成为重要研究课题。

5G的到来将会改变甚至颠覆传统的体育赛事，激发

体育赛事的发展潜力，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对于积极实施“互联网+体育”行动有重要作用，能更好

地促进体育产业与新业态融合发展。本文旨在探究5G直

播的政策红利、基数庞大和技术升级三大发展优势的基础

上，在5G直播模式的视角下分析体育赛事发展的现实困

境，进而提出5G直播模式对体育赛事的优化与发展策略。

2  5G 直播模式的发展优势
2.1  国家政策红利

国家政策对行业来讲不仅是简单扶持，更是对当前

该行业的一种权威性规范，有利于行业长期健康可持续

发展。政策对技术支持也会吸引资本不断加大投入，使

其不断迭代更新，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从 2017 年政

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到“5G”，到 2019 年 5G 应用从移

动互联网走向工业互联网，进入商用元年，再到 2020

年相关文件多次强调“加快 5G 商用步伐”（见表 1），

最后到 2021 年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加强完善 5G 基

站建设，加快 5G 网络规模化部署，用户普及率提高到

56%［3］。这表明政府十分重视移动通信网络这个基础

设施，也体现了 5G 基建对于拉动新基建和经济增长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接连发布了一系列产业发展的相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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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万物互联需要借助 5G 通信技术，并将手机作

为移动终端的特殊中介联系身边的万物，5G 技术不仅

能够放大体育赛事在 4G 时代已经形成的优势，还可以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时候迎来更大量级的爆发，

使体育赛事资源分布更加精准化和公平化，充分发挥体

育赛事价值。

3  体育赛事发展的现实困境
3.1  体育赛事运营管理成本过高

现场观赏体育比赛是一种十分美妙的体验，但观众

想要进入比赛场地的人数要远远大于实际进入比赛场地

的人数，导致体育赛事运营管理成本过高。主要表现：

一是国际重大体育赛事的门票一票难求，在 4G 时代没

有建立完整的公民信息数据库，体育比赛的门票成为稀

缺商品，催生了倒卖体育赛事门票的产业链，管理成本

加大。例如：巴西世界杯的一些“黄牛票”炒至天价，

决赛门票竟高达 6.8 万美元，还必须 2 张起售［8］。二

是体育赛事场馆的容纳率较低，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

不断加大场馆的投入使观众席均呈现紧凑的特点，这样

也在无形中增加了管理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三是为了

提高体育赛事转播率，体育赛事运营机构会通过增加机

位和各种设备来转播比赛，以谋求更大的经济效益，但

传统体育赛事直播往往需要铺设大量光缆，动用大批设

备，导致时间、金钱和人工成本都居高不下［9］。例如：

2018 年 CBA 总决赛体育馆现场增加了十个转播机位，

就连篮筐上都增加了机位，这无疑则增加了设备支出和

人力成本［10］。

这三方面扩大了赛事运营方的支出，归结一点核心

原因在于体育观赛的用户容量不够，才导致运营管理成

本过高的问题。

3.2  体育赛事中新技术运用滞后

目前观众对于网络体育赛事直播的满意度较低，因

于体育领域的应用技术受网络速率和技术落后等因素的

限制，使得其诉求无法满足［11］。

一方面，由于目前运用传统的视讯媒体，传统视

讯媒体对体育赛事的传播效果会受到会技术层面的局

限。例如：基于 4G 通信技术在观看体育网络直播时，

往往会导致直播视频卡顿、画质不清、缓冲时间长，

从而影响体育赛事整体的视觉体验；另外一方面，当

前智慧场馆设施建设水平总体滞后［12］，体育场馆设

施作为赛事举办的重要载体，新技术在体育场馆设施

中的运用水平不高，无法完全发挥其体育赛事的具体

价值。如今在全国承办 CBA 及中超级别赛事的众多大

型体育场馆里，都存在着在赛事期间赛场场馆网络条

根据图 2 得知，2018 年的中国体育直播用户数量在

2.23 亿人左右［4］，达到近几年的峰值，这是由于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举办，吸引了大批中国球迷通过网络

直播平台观看足球比赛；2020 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

球各类体育赛事相继停赛，人们纷纷居家隔离。在这样

的背景下，我国2020年 3月份体育直播用户规模为2.13

亿，占整体网民的 23.5%［5］。基于互联网直播平台观

看体育赛事可以解决空间和时间上所要面临的问题，同

样也可以满足一定的观赏体验，体育直播已经成为社会

各阶层人士的首选，体育直播观看用户规模一直在不断

扩大。人们观看体育赛事的体验感会得到巨大的提升，

观看体育赛事直播的网络用户将会呈爆炸性增长。 

数据来源：CNNIC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图 2  近五年体育直播用户规模

2.3  技术全面升级

4G 的广泛应用给直播带来了生机，而 5G 技术的升

级，对直播的影响将会是颠覆式的，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

由低维向高维的转变［6］。5G 直播模式是指在全球第五

代通信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独特的直播模式。

从 1G 到 4G，有两个基本的特征：第一，网络速度

更快，流量更大，资费更便宜，带来市场规模的倍数扩

大。第二，从技术成果到实践应用，从语音文字、到图

像与视频的不断演变，带来技术与应用的新融合创新发

展。5G升级从技术特点来说，包括四个方面：速度更快、

流量更大、延迟更短、连接更广。速度方面，5G 的通

信速率峰值可以达到20Gbps，是4G的20倍；流量方面，

5G 的带宽可以达到 100-400MHz，是 4G 的 50-100 倍，

这两方面主要带来的是娱乐方式的升级。延迟方面，相

较于 4G 网络 30~70 ms，5G 的时延将低于 1ms，比 4G

缩小了 10 倍［7］；连接方面，5G 的同时连接终端数可

以达到 110 亿个，比 4G 提升 10-100 倍。这两个方面才

是 5G 真正的革命性的，是终端平台从手机扩展到“万

物互联”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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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佳的问题，因为人群密度和接入设备的大幅增加，

网络连接难、网速卡而慢，4G 网络信号无法满足大量

观众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需求；另外虎扑在中小型场

馆开展“路人王”篮球赛事，经常由于体育赛事场馆

的网络条件糟糕，而需要自带专用网卡进行赛事直播。

现有的体育赛事直播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不足以支

撑体育迷的观赛需求，需要升级体育赛事技术和软硬

件设施。

3.3  体育赛事直播观赛体验不佳

现有的移动体育赛事直播经常会出现画面不流畅、

内容不清晰和音画不同步等问题，严重的技术瓶颈导

致直播质量堪忧，极大地打击了直播用户的观赛热 

情［13］。4G 时代虽然开发了直播市场，但是其可靠性、

容量和资费价格仍然无法满足视频直播的工作人员和

体育用户的需求［14］。对于追求更高观赛体验和有社交

需求的用户而言，仍存在现场感不足，交互方式单一，

观看视角小、视角不自由、位置不佳等不足。以往直

播的技术条件无法满足高清视频的正常传输，特别是

高峰时期的网速拥堵，在原来的直播中给比赛镜头时

受众就看不到现场观众的反应，听不到主持人的解说，

在体育赛事的直播过程中无法一直关注自己喜爱的

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表现，直播观众直呼体验极其不 

佳［15］。因此受制于 4G 网络条件的限制并不能够发挥

直播的所有潜能。例如：2016 年 VR 直播先后在 NBA

比赛、奥运会、世界杯等重大体育赛事中采用了 VR

直播技术，但出现了网络带宽不足、时延大、VR 头显

分辨率低、体积大或有线缆等问题。这导致了画面不

够清晰、实时、流畅，时有卡顿，甚至有眩晕感和束

缚感，用户实际体验不佳。如果没有更高品质网络来

确保内容回传和分发过程中视频的高效稳定传输及时

延，就无法保障用户直播体验。

3.4  体育赛事参赛人员诉求未满

体育赛事参赛人员是指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16］，

是体育赛事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诉

求都是期待运动员在赛事中出色的表现，提升商业价值

和个人实现价值；裁判员的诉求是通过制裁体育赛事，

拥有丰富的职业体育赛事裁判经验，从而提高个人专业

资质的社会认同和增加经济效益。

融媒体时代更注重娱乐性与互动性，个人用户将成

功利用博客、播客等新媒体变成体育赛事转播的主体，

体育赛事的参赛人员利用这些融媒体进行体育赛事视频

或者图片宣传［17］。如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的“洪荒少

女”傅园慧和田径界的“泥石流”张国伟，这无疑证明

有益于对体育选手娱乐价值及个性化的挖掘。另外几十

年来，体育界一直在处理裁判的人为错误。例如，芝加

哥小熊队的二垒手 Ben Zobrist 与裁判员的争论激起了关

于体育自动化的讨论即：将棒球裁决转交给软件；2002

年 3 月 24 日，陕西国力队与青岛颐中队在西安进行全

国足球甲 A 联赛第 3 轮比赛结束，西安少数球迷因对裁

判不满而滋事，裁判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传统直播模

式下，无法实现预期目的缘由就是运动员和观众的诉求

没有得到满足，就是赛事直播的录像机位数量不够和执

裁技术存在争议。

3.5  体育赛事商业模式有待改进   

跟随“互联网 + 体育”的趋势与潮流，新媒体平

台也更加重视重量级体育赛事转播权，对此竞争也早

已进入白热化阶段［18］。其中腾讯和苏宁两者基本垄

断了足球和篮球版权（见表 2）。一方面垄断不利于

体育赛事发展，破坏了市场秩序；另外一方面国内大

部分新媒体对体育版权的开发尚处于探索阶段，运营

变现能力较差。例如：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新媒体版

权在开发的过程中，存在版权价值被稀释、直播用户

留存率低、变现路径过于单一和赛事转播经验缺乏的

问题［19］。

表 2  中国主流体育直播平台赛事版权情况

平台 赛事版权

苏宁 足球
中超、欧冠、英超、德甲、西甲、法甲、
意甲、欧联杯、AFC 亚洲足球联合会等

其他（搏击） WWE、UFC

腾讯 篮球 NBA、CBA、NCAA、FIBA

足球 欧冠、英超、法甲、意甲、苏超等

其他
F1、UFC、MLB、美网、温网、NHL、

ISU 短道速滑等

注：资料来源：腾讯体育、苏宁体育官网。

电视转播权、赞助、广告和门票是目前体育赛事

盈利的几个主要形式，而电视转播权的售卖是最主

要来源［20］。从图 3 看出我国的体育赛事盈利来源构

成来看，主要包括门票及衍生品收入、赞助收入以及

转播权转让收入，其中赞助收入占据着绝大部分的市

场份额，收入构成结构异化，受限较为严重，商业模

式不具有抗风险能力。从图 4 反观国际上发展得较为

成熟的体育赛事运营项目，门票及衍生品收入和转播

权转让收入占比较高，收入结构合理且抗风险能力高。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东京奥运会被迫延迟举办以及

全球其他体育赛事基本上都被暂停，赛事的推迟使体

育门票销售无法获得期望收益，我国体育赛事的商业

模式过于陈旧，没有真正释放体育赛事直播初始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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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的市场活力。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图 3  中国体育赛事收入构成（单位：%）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图 4  国外体育赛事收入构成（单位：%）

4  基于 5G 直播模式优化体育赛事的发展
策略

4.1  增加体育赛事观众容量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预计到 2021 年底，将建成 140

万座5G基站，使5G网络用户普及将率提高到56%［21］。

更加有利于利用 5G 直播模式增加体育赛事观众容量：第

一，赛事直播采用 5G 直播模式，用户能自由选择位置和

角度近距离观赛，现场感更强，从而获得更多的网络用

户容量，减少体育赛事在运营过程中的管理费用；第二，

需要在体育赛事场馆在建设过程中融合 5G 技术，不再需

要大量的机位和一些设备，有利于降低体育场馆的建设

成本，疫情防控和人员管理的成本也相应缩小；第三，

要进一步完善 5G 时代体育赛事的线上线下观赛模式。首

先需要建立万物互联的生态体系，进一步完善实名制的

个人信息制度，利用海量链接推动信息采集海量化，加

快人工智能促进信息采集智能化和自动化［22］，借助 5G

的优势自动识别是否出现个人重复购票的行为，将会在

一定程度上对重大体育赛事的囤票、倒票行为形成技术

上的约束。

基于 5G 直播模式的视角来看，解决体育赛事运

营管理的成本较高的问题，核心是利用 5G 直播模式

增加体育赛事的观众容量，从而优化体育赛事运营管

理成本。

4.2  完成体育赛事技术升级

5G 直播模式拥有最显著的“大带宽、广连接、低

延时”等特点，随着 5G 手机移动终端硬件设施的不断

升级，未来基于 5G 技术的进步不仅提高体育赛事直播

的清晰度，还会促进体育赛事各方面的新技术运用升

级换代。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中提出开发 5G 技术应用于超高清视频传输，拓展直播

视频功能，促进超高清视频产业与 5G 产业的融合协同

发展［23］。首先在未来的体育赛事的移动直播中，促进

体育赛事的三个方面进行技术优化升级：一是加强赛事

运营公司运用 5G 网络技术对体育比赛进行现场直播，

完善体育赛事的传播技术的升级；二是加强赛事俱乐部

利用 5G 与球迷的现场体验联系起来的互动感，完成体

育赛事观赛体验的技术升级；三是扩大场馆线上容量，

带动场馆的科技升级，改建智慧体育场完成体育场的技

术革新。其次5G最大核心优势是高质量数据传输速率，

体育赛事公司利用 5G 技术提高运营管理效率，完成升

级转型。再者为提升体育赛事服务的层次和水平，利用

5G 技术强化体育赛事的 VR 转播和高清转播，需不断

加强 5G 技术的全面升级和探索 5G 直播模式在体育赛

事上的运用［24］。借助于 5G 直播和 5G 技术的优势来实

现体育赛事的技术升级，从而使体育产业与 5G 产业融

合加深加快。

4.3  满足体育粉丝观赛体验

由于 5G 直播模式满足了超高清画质传播的数据

流量要求，毫秒级的延时让比赛画面传播更流畅，对

体育赛事直播观赛不佳进行优化，满足观赛体验。

第一，加强利用 5G 技术提升体育赛事的传播效果，

扩大体育粉丝的数量。100 万个 /km2 的连接密度、

10Mbps/m2 的流量密度可以满足高清摄影机多机位同

时拍摄，利用云技术加工处理，为体育粉丝提供多角

度的观赛视角，体育粉丝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和

想要观看的对象，摆脱传统视讯媒体传播的局限带来

的观感不佳，吸引更多边远地区的体育粉丝。第二，

利用 5G 直播技术推出针对体育赛事的 VR 观看客户

端和针对单项项目的 360° VR 全景报道，给用户带

来极致视觉体验，增强用户黏性、扩大用户规模。第三，

利用“5G+8K”技术对大型体育赛事进行远程超清直

播，能摆脱光缆条件限制，有效降低直播成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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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地提升直播效率，将会给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现

场参与感［25，26］。

体育粉丝目前特别看重体育比赛的数据和分析，

但一般直到比赛结束后才呈现。利用 5G 技术，为体

育赛事的统计数据爱好者带来实时信息，5G 直播模

式把更多的赛事内容与粉丝实时连接在一起，更好地

满足观众观赛需求，增加体育场内球迷的忠诚度与获

得感。

4.4  利好体育赛事参赛人员

利好体育赛事参赛人员是指 5G 直播和体育赛事相结

合将会对运动员和在比赛场上的表现起到一定程度的监

督和激励的作用，在未来，运动员教练团队可以利用 5G

直播模式在其他方面不断提升总体实力，满足体育赛事

参赛人员的利益诉求。

首先，利用 5G 直播模式加大裁判员进行执裁监

督和完备的服务保障让比赛的执裁更加准确及时，增

加裁判员的经济价值和体育赛事精彩程度；其次，建

议教练团队学会通过 5G 直播窗口记录每一位运动员

在比赛场上的表现，通过专业的分析，帮助运动员采

用更科学的方法提高比赛成绩。再者，运动员在比赛

过后通过 5G 视频直播保存下的录像感受自己在运动

比赛场上的高光时刻和失误时刻，寻找比赛的感觉，

提高比赛的技战术，激励运动员的成长。同时快速发

展 5G 加 AI 技术，对运动员身体机能和体征数据进行

实时传输和多方位感知，实现常态化医疗监控，和异

常情况的实时报警。5G 时代万物互联的宗旨和低时

延的特点等，利用运动员与 AR、VR 和智能穿戴设备

等工具的结合，实现与虚拟对手的针对性训练，有利

于培养运动员在模拟状态下熟悉对手，提高运动员的

实战能力，增强运动员的竞技水平，提供体育竞赛表

演业的观赏价值。

4.5  刺激体育赛事商业变革

利用 5G 直播模式可以对现有的不具有抗风险的比赛

模式和盈利模式进行优化，使体育赛事商业结构更加稳

定，商业模式更具竞争力。

2020年初新冠疫情使得全球的体育比赛被迫暂停，

这时需要5G直播模式与体育赛事融合，改变比赛模式，

开创体育赛事的空场比赛。一方面不仅降低体育比赛

中的风险，还照顾了体育赛事的社会效益，同时 5G 直

播下的窗口付费模式刚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空场直

播体育赛事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体育赛事采用 5G

直播模式，将会让高水平的体育赛事在人口规模相对

较小的城市进行成为可能。改善盈利模式，谋求经济

效益最大化：第一，利用 5G 直播模式加大网络门票售

卖输出，高效利用体育赛事转播权，调整体育赛事收

入构成使其合理化。第二，为了更好地满足体育赛事

相关者的利益需求，需要加强 5G 直播模式与赛事一些

特定类型的赞助商融合创新更多的内容，扩大赞助收

益。第三，借助 5G 直播的便利，场外观众可以通过窗

口付费的方式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观赏角度观赏赛事直

播，形成点对点的 P2P 直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

体育赛事直播权的垄断，挖掘体育赛事转播的附加产

值。合理利用 5G 直播模式开创空场直播和改变盈利模

式，使商业模式更趋于合理化和均衡化，真正解放体

育赛事直播初始端和终端的市场。

5  结语
在将来高新科技成果的跨界融合应用将成为区域

发展常态，5G 将以其广覆盖、高速率、低时延等独特

优势迎合时代发展潮流并崛起于市场。体育赛事结合

5G 直播模式的发展迎合当今人们的多元化需求，将会

吸引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参与，带给观众全新的体验升

级；在疫情防控下运用 5G 直播模式进行数据的传输与

共享，不仅符合防控需求，也有利于体育赛事的运营

管理。

在未来，5G 直播模式的优化升级将会进一步消除

体育赛事与大众之间的壁垒。与此同时，加快基站建

设，完善体育赛事中 5G 直播融合；结合国家政策，

加大体育赛事中 5G 人才培养；监管网络环境，建立

体育赛事中 5G 直播法制；结合媒体优势，打造体育

赛事 5G 直播新业态等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为体育

赛事与 5G 直播的紧密结合提供优质的基础环境和政

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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