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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竞争情报是市场竞争激化和社会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属于一种较高层次的信息活动
，成为继资金、技术、人才之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第四大管理要素和构成元素。体育竞
争情报属于竞争情报的下位概念，它是指在运动训练、竞赛、教学、科研和组织管理等
体育运动实践过程中，竞争主体为取得和保持自身竞争优势所进行的一切有关竞争对手
、竞争环境、竞争策略和态势的体育信息研究。
刘成编著的《体育竞争情报》以举重、体操、羽毛球等运动项目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体
育竞争情报的学科渊源、学科归属、概念、内涵、本质属性，与我国竞技体育核心竞争
力的逻辑关系，体育竞争情报的价值与价值链流程，运动队体育竞争情报获取路径、需
求内容与特征，体育竞争情报发展动力机制及实施策略等集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构建出
体育竞争情报活动范式和提升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项目核心竞争力的绩效模型。并以我国
高校竞技篮球为实践分析对象，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清楚如何在运动实践中正确运用体
育竞争情报的方法、手段。
本书既可以用于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信息、体育情报、体育管理等学科方向研究人员
的学术参考读物，也可以作为上述相关体育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学
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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