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中国品牌 责编：韩维正 邮箱：hwzh007007@sohu.com

2022年7月15日 星期五

健身行业正发生着一场变革。其核心消
费场景开始从“场馆健身”向“居家健身”延
伸。近期“刘畊宏健身操”的爆红，向人们直观
展现了这一趋势。许多人都没想到，居家健身
竟然有如此广阔的市场。的确，疫情防控期
间，人们大量的线上需求被激活。不少从前必
须出门的生活场景，也纷纷可以居家完成。比
如，居家可以买菜，居家可以办公。而今，居家
也可以健身了。

新功能的实现，得益于技术进步。在此
之前，人们居家健身，大多采用一边播放视
频、一边跟随模仿的方式。但具体动作做得
对不对、实际锻炼效果如何、是否适用个人
特殊体质，这些问题往往不甚了了。随着中
国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日新
月异，用技术方案解决居家健身需求日益成
为可能。比如，通过可穿戴设备，人们实现
了对身体各类生理指标的实时监测，第一时
间掌握自己锻炼后的身体状态，而这背后是

传感器及数据算法的迭代升级。在智能健身
镜等智能硬件终端上，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动
作识别等方式对运动姿态给予纠正，同时还
可通过分析用户的运动表现，为其提供健身
课程的个性化建议。想做到这一点，离不开
近年来中国在计算机视觉、语音处理、深度
学习等领域的进展。

用户体验的提升，不仅在于技术，也在
于商业模式的改变。长期以来，以“场馆健
身”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健身行业存在着不少
痛点。例如，用户去健身房，就要付出额外
通勤成本。请私教、买课程，要一次性支付

大额资金，而在“办卡”后也面临着高度信息
不对称，不确定教练会不会继续保持服务质
量，甚至不确定健身房是否会突然“卷钱跑
路”……对健身房运营者来说，原先的行业
往往是“重资产”模式：房租、门店扩张、器
械维护、教练工资，都是不小的开支。想实
现盈利，自然会把心思放在不断“拉新”、

“续费”上。然而，主打居家健身场景的智能
健身行业，完全甩掉了过去的“重资产包
袱”，把精力放在“做智能设备+卖个性服务”
上。消费者尤其是对器械依赖程度不高的女
性消费者的通勤成本和消费支出都会有所下

降，小额多次、内容订阅的方式也能降低资
金安全风险。

当然，以 AI 代替人工，既能避免人工
带来的麻烦，也会失去人工带来的好处。比
如，人工教练能够根据用户身体特点，制定
并随时调整训练计划，而智能设备及其线上
课程还做不到如此灵活。又如，人工教练在
运动安全性和情感交互上有着机器无法替代
的优势：算法再智能，也难以完全避免错误
动作造成的损伤；产品社交属性再强，也难
以充分传递健身房的场地氛围以及教练一对
一的引导和鼓励。这些特点决定了智能健身

行业与传统线下健身行业不会是此消彼长的
替代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共生
关系。

总体来看，中国健身行业市场广阔。数据
显示，中国健身人群渗透率仅为21.5%，不足
美国的1/2；人均健身支出为2596元/人，提
升空间巨大。同时，智能健身这一分赛道也
前景可期。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
身计划（2021-2025 年）》明确提出，提供全
民健身智慧化服务，支持开展智能健身等新
兴运动。期待有志于此的企业把握好市场
机遇、政策机遇，不断推出好产品，以技术
赋能产业，用智慧助力健康。

跟上健身行业的智能化浪潮
韩维正

“让我爱上了运动”

“智能健身镜不仅让我爱上了运动，还成了带娃神
器。”家住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街道的杨青入手了一台
旗舰版 FITURE 魔镜。扫描小程序，连接智能健身镜，
即有3000多节健身课程可供选择，其中就包括专门针对
儿童的运动游戏。杨青上小学的儿子在用魔镜锻炼时，
神情专注又认真。

16个课程大类中，杨青最喜欢的是有氧舞蹈。“对于
我这种‘同手同脚’的人来说，在人多的地方跳舞难免害
羞，在家跟着‘魔镜’学，屏幕上还会根据我的运动轨迹
实时纠错，锻炼效果不错。”

这款集智能硬件、AI 技术、内容服务为一体的智
能健身镜，大小相当于一面穿衣镜，被杨青放在了电
视柜旁。

生产FITURE魔镜的成都拟合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是
国内最早做智能健身镜的企业。就在上个月，FITURE
还进行了产品升级，推出魔镜3和魔镜3PLUS，两款产品
新增支持双人运动场景的AI识别功能。

而有着 10 多年健身经验的申彬对居家训练要求更
高，“疫情防控期间没法去健身房，普通的弹力带和哑铃
难以满足我的居家训练需求，想要弄个可以在家‘撸铁’
的健身房，可惜房间又不够大。”

今年5月，家住深圳的申彬在朋友推荐下购买了一台
Gym Monster家庭智能力量训练设备，“感觉把健身房的
龙门架搬了回来，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练了！”

这台器械是深圳速境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新产
品。用户点击屏幕，可以自由选择标准、铁链、离心、
等速4种力量训练模式，内置双电机还能为用户提供最大
100KG的阻力。更让人惊喜的是，这款智能健身设备折
叠起来占地面积仅0.3平方米，申彬说，家里的猫爬架比
这台器械还大。

除了智能健身设备之外，不少传统健身器械也在朝
着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北京卡路里科技有限公
司开发的Keep APP是国内最大的成人健身内容平台，其
研发的智能动感单车今年上半年销量稳居动感单车市场
占有率第一。

“再也不怕深夜运动扰民了！”文怡在影视公司工
作，以前晚上回家跟着视频跳燃脂操时，很快就会收到
楼下住户的“抗议。自从她买了Keep的mini款智能动感
单车后，单车的智能调阻功能不仅为她个性化定制骑行
强度，而且锻炼时产生的声音连40分贝都不到，邻居不
来敲门了，居家健身也不受时间限制了。

随着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对体育行业的深入渗
透，健身设备变得更“聪明”。

打造老少皆宜的健身产品

新事物兴起的背后，往往蕴含着对消费市场的新洞
察。这些年轻的企业，为何纷纷选择进入智能健身设备
赛道呢？

“我们几个创始人都喜欢健身，当时发现不少居家健
身产品买回来就放在家里‘吃灰’，如何打造一款老少皆
宜的智能健身产品、帮助用户养成良好的健身习惯是我
们的初衷。”FITUR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付强告诉
记者。

“在研发产品前，我们体验了市面上很多健身产
品，也参加了不少健身房的团课、私教课等。”聊起当
初为何选择做智能健身镜，付强说，“经过用户调研，
我们发现线下健身房受时空限制，使用效率较低，而智
能健身镜要解决的正是消费者没有时间坚持去健身房锻
炼的‘痛点’。”

产品推出后的数据印证了付强的猜想，FITURE 的
用户在一个月内使用魔镜的频率平均可达10次以上，而
活跃用户的数据高达14.6次，远超用户到线下健身房打
卡的频次。近期，FITURE 自主研发的运动分析引擎
FITURE Motion Engine 已经能有效识别 33 个骨骼点，
用户的运动反馈数据时延缩短至0.3秒，这意味着智能健
身镜能同步纠正用户运动的动作。

同是健身“发烧友”的速境创始人刘韬，跑进了另一
条赛道。早在2015年他就开始了力量训练，但由于下班

时健身房大多已经关门，大型力量训练设备在家里又放
不下，只能用小哑铃健身。于是，生产一款家庭智能力
量训练设备的想法在他心中萌芽。

刘韬着手组建速境团队。2020 年6月，速境开始了
产品研发。“产品原型的打磨用了10个月，刚开始我们只
有一个电机，能拉动时，觉得这件事总算迈出了万里长
征的第一步，大家很兴奋地欢呼。”刘韬说。

之后，速境研发出驱动器-电机驱动控制器，能持续
稳定输出电流，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力量训练。用户在
使用Gym Monster时，轻触屏幕、调节数字就能感受到
相同的重量，再也不用像传统健身房一样费劲地拆卸、
组装哑铃片了。“我们是看到了钉子，再来造一把合适的
锤子。”刘韬这样形容自己的创新历程。

“在健身领域，最稀缺的资源是时间和空间。”中央
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认为，智能健身
设备能有效突破时空限制，为健身人群提供多样化的运
动体验。

那么，智能健身设备是否会替代线下健身房？针对
这一问题，付强和刘韬的看法一致：健身智能设备主要
满足居家健身场景需求，帮助更多人养成健身习惯。不
同健身场景互为补充，中国运动健身行业才会快速发
展，中国健身群体规模才能不断扩大。

2021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十四五”体育发展
规划》，鼓励发展“互联网+健身”和“物联网+健身”模
式，增加运动产品及服务资源，优化线上线下健身互动
一体化以及增加家庭健身场景及在线健身活动。眼下，
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健身模式正成为行业主流。

未来还要为用户提供情绪价值

不同于做智能硬件出身的科技企业，以提供优质健
身内容见长的Keep积累了一批忠实用户，其推出的智能
健身设备在吸引健身群体上有着天然优势。

“我是 Keep 的老用户了。”陈纯之前习惯用 Keep 软
件记录户外骑行数据，买了 Keep 这款智能动感单车
后，她评价，“在家就能上一对一的单车私教课，太有
互动感了！”

截至 2021 年底，Keep 平台上录制的健身课程超过
10000 个，直播课程则超过 13000 个。Keep 智能硬件产
品负责人安冉说：“未来，智能健身设备不再单一强调
产品的锻炼效果，那些能在运动中为用户提供陪伴、
鼓励、正向反馈等情绪价值的产品，将收获更多用户
的喜爱。”

“‘硬件+内容’只是智能健身体验的一部分。打造一
个富有情感连接的社区才是帮助用户收获运动乐趣、养
成运动习惯的关键。”付强说，基于以上考虑，FITURE
在创立不久就建立了“FITUREHOOD沸活圈”，在运动
社区中，用户可以和朋友一起打卡，分享训练体验。

作为后起之秀的速境，正在进行产品的更新迭代，
其中一个重要方向便是开放Gym Monster的课程库，让
有健身基础的用户在平台上自发生产内容。此外，速境
还将新增组队训练功能，用户既能看到其他组员的训练
成绩，也能相约线下打卡等，这有助于促进平台社群氛
围的形成。

智能健身设备市场火热，是健身器材和用品走向智
慧化、数字化、终端化、生态体系化的集中表现。所谓

“生态体系化”不仅指智能健身设备提供的多元服务，还
意味着当智能健身设备成为智能终端后，用户个人的健
身数据能连接到整个生活性物联网中。

如FITURE推出的辅助配件心率带等智能穿戴设备，
能连接魔镜，帮助用户了解个人的身体数据，再配备一整
套运动及营养健康方案，有利于消费者养成健康生活习
惯。“硬件获客不是主要目的，后续的会员续费才是商业化
重点，内容差异化将成为维系会员的关键。”付强说。

智能健身设备市场日趋火热，但地域与年龄分配不
均、智能健身设备价格不够亲民等问题也不容忽视。王裕
雄建议：“企业要在深入洞察消费者体育健身需求痛点的
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随着智能健身设备及其背后的服务体系出现，分布
在全国各地的小众健身需求将通过在线方式得到充分满
足，智能健身设备有望推动体育产业的商业模式发生颠
覆性变化。”王裕雄说。

智能健身设备火了。数据显示，今年“6·18”预
售期间，京东平台智能健身镜（以半透半反屏幕
为主体、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运动健身产品）成
交额同比增长300%；天猫平台的Keep智能动感单
车成交量在开售4小时内就超过5500台，居同品
类第一。

与传统的哑铃、杠铃、划船机等健身器械不同，
智能健身镜、智能动感单车、家庭智能力量训练设
备等产品运用数字化技术，不仅打破了健身时空限
制，还能实时反馈运动数据，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
中国智能健身设备火热的背后，离不开相关企业的
努力。

瞄准居家健身痛点，打造全新内容生态——

健身设备变“聪明”了
本报记者 龚文静

2021年10月23日，观众在2021世界工业设计大会上体验AI智能动感单车。
唐 克摄（人民视觉）

2021年10月23日，观众在2021世界工业设计大会上体验AI智能动感单车。
唐 克摄（人民视觉）

上图： 2021 年
11 月 15 日，观众在
广州国际健身博览
会上体验速境的智
能健身设备。

速境供图

左图：用户在
使用 Keep 生产的智
能动感单车。

Keep供图

下图：一家人
在 体 验 FITURE 生
产的智能健身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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