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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主要矛盾是市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
和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不平衡尧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遥 作为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袁上
海正为向市民提供多元化需求的公共体育设施而努力遥 本文根据野30 分钟体育生活
圈冶的要求袁对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效应进行研判袁得出院渊1冤上海市公共体育设
施布局呈现等级性袁空间上呈现野中心-外围冶特征袁形成了野市-区-街道冶三级空间尺
度的公共体育设施空间布局遥 渊2冤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空间布局与人口密度分布呈
正相关关系遥 健身点密度尧市民球场尧市民健身房尧市民健身步道与人口密度分布呈
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曰农民健身工程与人口密度分布呈现较强的负相关关系遥 渊3冤上
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密度区域差异显著遥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正处于数量增加向质量提
升的过渡阶段袁正建设与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相匹配的公共体
育设施与配套服务遥 渊4冤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总体评价较好袁但存在难以满足多
元化需求等问题遥 调查显示袁居民对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总体评价较好袁满意
度评价较高袁但未满足个性化尧多元化需求袁在软件环境建设上仍有很大提升空间遥
关键词院 公共体育设施曰建设效应曰主观评价曰制约因素曰优化路径曰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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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contradi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in Shanghai is the con-
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creasing diversified sports needs of the citizens and the unbalanced and insuf-
ficient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As a global city, Shanghai is striving
to provide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with diversified needs for its citizen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30-minute Sports Life Circle",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construction effect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in Shanghai from the overall point of view.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The layout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in Shanghai is hierarchical, and characteristic of "center-periphery" in space. The spatial lay-
out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has formed three levels of city-district-street.(2)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in Shanghai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The density of fitness spots, public stadiums, public gymnasiums and public fitness walk are positive-
ly correlat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while the farmer fitness projects are negative-
ly correlat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3)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ensity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in Shanghai.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is in the
transitional stage from quantity increase to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and sup-
porting services matching the excellent global city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re being
built.(4)The general eval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in Shanghai is good, but
there are some constraints such as difficulties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The survey shows that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in Shanghai is good and satisfactory,
but there exists a lack of personalized and diversified needs, thus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software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effect; subjective evaluation; constraints; optimize
path; Shanghai

收稿日期院 2018-10-31
基金项目院 2018 年度上海市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渊TYSKYJ201835)遥
论文说明院 2018 年度上海市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三等奖遥
作者简介院 李陈袁男袁博士袁讲师遥 主要研究方向院人居环境学遥 E-mail: sqc-lichen@163.com遥
作者单位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袁上海 201620遥

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效应评价研究
李 陈

21



Sport Science Research

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主要矛盾是市民日

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和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不平

衡尧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遥作为迈向卓越的全球城

市袁 上海正为向市民提供多元化需求的公共体育设

施而努力遥然而袁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仍存在密

度区域差异显著尧软硬件发展不相协调尧难以满足居

民多元化需求等问题遥针对存在的问题袁上海市政府

先后组织规划 叶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渊2016要
2020 年冤曳和叶野健康上海 2030冶规划纲要曳袁努力解决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问题袁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工作遥
健身苑点尧健身步道常年免费开放袁其他公共体育设

施公益开放袁市民享有公益健身技能指导袁每千人配

备 2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等曰推进野全民健身 365冶尧体
育赛事尧体育民生健身袁提高市民身体素质袁将公共

体育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乡规划遥 通过市政府公共

体育设施体制机制与供给侧改革袁上海市公共体育

设施建设取得突出成绩遥 上海各区主要新建尧改建

和扩建公园尧绿地尧广场尧道路等配套建设的健身步

道尧健身苑点尧市民球场等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得到

明显提升遥 目前袁上海市各类型公共体育设施数累

计 15 889 个袁 其中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13 358 个袁市
民球场 460 个袁 市民健身房 169 个袁 市民健身步道

661 个袁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1 240 个袁全民健身活动

中心渊市民健身中心冤1 个遥
为鼓励多元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上海市公共体

育设施建设中袁 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承接了一部分

公共体育服务项目袁开展体育宣传尧培训袁组织体育

竞赛活动袁 进行社区体育交流和研究袁 承担健身讲

座尧技能配送尧社区赛事尧青少年培训等业务遥 叶上海

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规划渊2012要2020冤曳渊以下简称

叶规划曳冤 明确提出以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的体育需

求为基本目标袁建设全市野30 分钟体育生活圈冶袁实
现 2020 年人均公共体育用地面积 0.5 m2 以上袁形成

市尧区尧社区三级空间布局袁等级错落的空间分布态

势遥 到 2020 年袁上海市要形成野4+2+X冶市级体育设

施布局袁一线竞技体育训练设施形成野两个基地四个

点冶的格局袁二线竞技体育训练设施包括体操中心尧
射击射箭中心尧 水上中心尧 市级体校和市属体育场

馆袁三线体育训练设施包括区渊县冤体校尧普通中小

学尧社会力量参与项目遥 从规划布局上看袁上海市公

共体育设施建设具有模式化运营尧 带动经济发展和

满足居民尧运动员训练要求等显著特征遥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带动周边文化产业的发展袁 促使产业凝聚人

气袁带动公共体育设施使用效率遥
从空间分布与调研情况看袁 当前上海市大型公

共体育设施建设存在功能相同尧 项目设置相对单一

的情况袁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积

极性遥在公共体育设施运行的过程中袁其管理方式还

存在可改进的空间袁 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人口空间

结构存在不匹配尧与学校体育设施衔接不够等现象遥
上海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要根据野30 分钟体育生活

圈冶要求袁从整体的角度构建公共体育设施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袁 对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效应进行

研判遥

吴良镛将希腊人居环境学家道萨迪亚斯渊C.A.

Doxiadis冤的理论加以提炼袁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人

居环境科学理论遥 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发展大致分

为三阶段院第一阶段是启蒙时期袁相关学说主要集

中在对西方城市问题的解决上袁这时期思想家芒福

德渊Lewis Mumford冤提出综合集成的研究思路袁城市

规划学家霍华德渊Ebenezer Howard冤的田园城市试验

成为城市问题解决的经典范式之一袁 生物学家盖迪

斯渊Patrick Geddes冤的城市进化论等经典理论都是早

期的探索曰第二阶段是发育时期袁即道萨迪亚斯的人

类聚居学袁考虑到快速城镇化的发展特征袁道萨迪亚

斯特别将时间作为第四维因素进行考察袁 试图从整

体的综合的方法袁解决城市病问题曰第三阶段是成熟

时期袁即吴良镛等学者提出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1]遥
吴良镛出版的著作 叶人居环境科学导论曳袁正

式奠定我国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学科体系与理论

基础 [2]遥 吴良镛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的一般原则袁强
调人居环境科学的跨学科性尧交叉性与融贯性袁提
出人居环境的野三五结构冶袁该理论框架由自然尧人
类尧社会尧居住尧支撑五大系统构成袁涉及全球尧区
域尧城市尧村镇尧建筑五大层次袁坚持生态观尧经济

观尧科技观尧社会观尧文化观五大原则遥 人居环境科

学最鲜明的特征是融贯的综合集成研究袁 根据该

理论袁从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问题袁要找到与

问题相关的尧基本的尧有限的多学科交叉结合点遥
针对问题袁牵着牛鼻子袁螺旋式上升袁再综合集成袁
提出优化路径遥

公共体育设施是城市人居环境的有机组成部

分袁其分析不能脱离城市人居环境的整体性袁更不能

野就公共体育设施问题论问题冶遥因此袁需要从宏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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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袁 把握城市建设规律与市民需求袁 提出优化策

略袁为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供需匹配不平衡尧综合利

用效率低等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技术支撑遥 在宏观

分析的过程中袁 首先要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概念进行

界定遥叶规划曳明确界定了公共体育设施的概念袁它指

由政府投资尧 筹集或引导社会资金兴建袁 向大众开

放袁满足大众体育锻炼尧观赏赛事以及运动员训练竞

技需求的社会公益性体育活动场所遥 从规划中的概

念界定可看出公共体育设施具有公共性尧公益性袁由
政府主导袁大众和运动员训练使用遥

体育公共服务的上层概念是公共体育袁 体育公

共服务概念由公共服务的概念体系内推演而来遥 根

据公共服务的逻辑袁 肖林鹏认为公共组织是公共体

育服务的供给主体袁 公共体育需要是公共体育服务

供给的发端和归宿袁 广大享有体育权利的公民是公

共体育服务的客体袁公共体育服务内容具有多样性尧
供给模式多元等特征 [3]遥 公共体育设施是公共体育

服务的内容之一袁 需要通过公共体育服务理论指导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评估遥
针对公共体育服务的范式尧 内部存在必要的结

构和张力袁樊炳有提出体育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袁指
出其分析框架包括 4 个维度袁 即体育公共服务的定

位袁体育公共服务模式尧结构与政策袁体育公共服务

体制与机制袁体育公共服务管理袁认为政府是体育公

共服务的主体和供给方袁 鼓励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

体育公共服务建设曰 指出体育公共服务模式与社会

经济尧历史传统有关袁体育公共服务体制要逐步实现

分权化尧市场化尧从单中心到多中心袁体育公共服务

规范尧运行尧监管等法律法规配套要逐步完善 [4]遥 此

外袁针对体育公共服务城乡差异的实际问题袁葛新指

出体育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袁也
是最终的一种社会结构状态 [5]遥

收集相关学科文献资料袁归纳尧总结尧提炼上海

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存在的短板曰 比较最新研究中

有关公共体育设施指标体系的构建袁 为公共体育设

施五维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依据遥

对公共体育设施进行综合评价袁 深入分析上海

市公共体育设施的发展情况遥 充分利用地理信息系

统渊ArcGIS冤技术平台袁对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规划

布局进行空间分析遥

发放叶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利用的调查问卷曳袁
问卷的有效率在 85%以上遥 对上海虹口区尧普陀区尧
松江区等地区居民就公共体育设施利用情况进行

访谈遥

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8 年 5 月至 7 月发放的叶上
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利用的调查问卷曳遥结合公共体育

设施布局情况袁抽取上海市宜川社区市民健身中心尧
长征市民健身中心尧虹口足球场尧松江大学城体育场

以及部分小区健身点袁发放调查问卷 350 份袁其中有

效问卷 308 份遥
调查问卷基本情况显示渊表 1冤袁受调查对象男

女比例比较均衡袁 各占近 50%袁 年龄结构中有 20

岁 及 以 下 居 民 占 27.90% 袁21~59 岁 的 居 民 占

59.10%袁60 岁及以上居民占 13.00%遥 从学历结构

上看袁近 3 成受访者为中小学教育水平袁近 6 成的

受访者为大学层次教育水平袁还有 9.10%的受访者

为研究生层次教育水平遥 从受访者居住地情况看袁
上海大部分区都有覆盖袁家住在普陀尧虹口尧长宁尧
松江尧奉贤尧嘉定尧宝山等地的受访者居多袁其余各

区都有所涉及遥

缓冲区分析依据叶规划曳袁利用 ArcGIS 技术平台[6]

对上海体育馆尧野两个基地四个点冶尧市级体育中心和

市级体育训练基地尧 市民健身活动中心等公共体育

设施进行描述遥 叠置分析主要将缓冲区分析的公共

体育设施与人口密度进行空间分布对比渊图 1冤遥
从缓冲区分析与人口密度的叠置分析中袁 对市

级体育设施作 5 km 和 10 km 缓冲区分析袁发现市级

体育设施主要集中在人口密度高的市区揖注 1铱或郊区

中心镇袁这类体育设施具有辐射范围广尧影响力大的

特征袁如东方体育中心区位优越袁交通便利袁为市民

提供各类球类项目尧游泳项目袁举办过国际泳联世界

锦标赛等袁 部分设施向市民开放袁 发挥了社会公益

性袁为市民健康服务发挥了作用遥
对一级竞技体育训练设施进行 5 km 和 10 km

缓冲区分析发现袁6 个一级竞技体育训练设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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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海公共体育设施布局缓冲区分析

表 1 样本描述统计渊N=308冤

注院N 为问卷调查的有效样本数曰* 表示受访者自行填写遥

变量 样本 百分比 /% 变量 样本 百分比 /%

性别 男 156 50.60 居住地 长宁区 28 9.09

女 152 49.40 渊续冤 静安区 4 1.30

年龄 20 岁及以下 86 27.90 普陀区 67 21.75

21~59 岁 182 59.10 虹口区 55 17.86

60 岁及以上 40 13.00 浦东新区 12 3.90

学历 小学 12 3.90 闵行区 10 3.25

中学 88 28.60 宝山区 12 3.90

大专 64 20.80 嘉定区 14 4.55

本科 116 37.70 金山区 4 1.30

研究生 28 9.10 松江区 30 9.74

居住地 市区 * 2 0.65 青浦区 4 1.30

黄浦区 10 3.25 奉贤区 18 5.84

徐汇区 36 11.69 崇明区 2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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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在空间分布上相对均匀袁 崇明区布局有崇明国

家级训练基地袁市区布局有上海棋院袁上海西翼拥有

东方绿舟训练基地袁东南翼布置有临港帆板基地袁南
翼布置有上海马术运动场遥 这 6 个一级竞技体育训

练设施布局与人口密度关联不大袁 更侧重布局的均

衡性袁并考虑原有设施的布局与区域特色遥
对市级体育赛事设施作 5 km 缓冲区分析发现袁

全市分布相对均衡袁 即上海各区至少拥有一处市级

体育赛事设施遥多数体育设施集运动尧健身尧休闲尧娱
乐尧办公于一体袁具有现代化的体育尧休闲和办公等

多中心功能袁一些市级体育赛事设施具有一定特色袁
如上海国际赛车场主要承办 F1 世界锦标赛尧Mo-

toGP 中国大奖赛尧V8 国际房车赛和全国场地锦标

赛等国内外赛事遥
上海市民健身活动示范基地在空间布局上主要

集中在人口密度高的市中心地段袁郊区相对稀少曰空
间分布上看袁 郊区除宝山具有相对密度较高的市民

健身活动示范基地外袁 多数郊区缺少市民健身活动

示范基地袁其中崇明尧金山尧松江尧嘉定等郊区规划中

缺少市民健身活动示范基地曰 从市民健身活动示范

基地 3 km 和 5 km 缓冲区分析看院 绝大部分市民健

身活动示范基地仅能覆盖本区域街道活动半径曰市
区尧 宝山和闵行等区的市民健身活动示范基地在可

达性方面具有叠置效应袁即居住在市区尧郊区的宝山

和闵行居民可拥有更多的选择袁 市民健身活动示范

基地进行体育活动遥
总体上袁上海市市民健身活动中心示范基地主

要集中在人口密度较高市区尧近郊区布局曰市级体

育赛事设施和市级体育设施主要集中在市区尧各区

中心镇等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段曰一级竞技体育训练

设施空间分布相对均衡袁 从缓冲区分析情况看袁这
类设施考虑人口密度的因素不大遥 缓冲区分析与

人口密度的叠置分析结果显示袁市级体育设施尧市
级体育赛事设施布局在市区尧中心镇相对较合理袁
这类设施布局考虑到区域人口门槛因素袁 具有一

定合理性袁 但市民健身活动中心示范基地布局则

出现市区过密尧郊区过疏的现象袁人口与设施布局

匹配度不高袁郊区的市民健身活动中心示范基地不

够充足遥

从街道 / 镇一级行政单元空间尺度上看袁市民

健身点尧市民球场尧市民健身房尧市民健身步道的

密度呈现明显地理距离衰减规律袁 而农民健身工

程密度呈现明显的逆向距离衰减规律 [7]遥 前 4 个指

标与人口密度呈现较强的正相关性袁 农民健身工

程密度与人口密度呈现较强的负相关性渊图 2袁图 3袁
图 4冤遥

图 2 市民健身点和健身房密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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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市各街道公共体育设施密度空间分布上

看袁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呈现等级性袁空间上呈

现野中心-外围冶特征袁形成了野市-区-街道冶三级空

间尺度的公共体育设施空间布局袁 基本符合中心地

理理论遥
市民健身点在市中心地段具有高密度的特征袁越

往郊区袁市民健身点密度越低袁市区市民健身点密度

达到 26~45 个/平方公里袁郊区多数街道的市民健身点

图 3 市民球场与健身步道密度分析

图 4 农民健身工程与平均密度分析

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效应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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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不便利性的调查显

示袁服务水平低尧活动项目较少尧缺少专业人员指导尧
公共体育设施条件差尧 费用太高等是造成居民进行

体育活动不便利的重要原因渊表 3冤遥 从年龄分组看袁
20 岁及以下年龄组人群认为公共体育设施条件差尧
缺少专业人员指导尧 服务水平低和活动项目少是主

要因素曰21~59 岁年龄组认为公共体育设施条件差尧
服务水平低尧 路途遥远是主要因素曰60 岁及以上年

龄组认为活动项目较少尧服务水平低尧缺少专业人员

指导是主要因素遥

表 3 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不便利性调查

注院A尧B尧C 分别表示受访者对上海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总体满意度尧安全性和总体评价曰1~4 分别表示不满意要满意袁得分越高评价越好遥

密度仅在 0~4 个/平方公里之间遥市民健身房密度同样

是市区高尧郊区低袁市区密度在 0.32~1.23 个/平方公里

之间袁郊区密度在 0~0.32 个/平方公里之间袁相对市

民健身点密度的分布袁 市民健身房密度在郊区空间

分布上有所倾斜遥 市民球场密度也是呈现地理距离

衰减规律袁市区密尧郊区疏袁但宝山区渊上海北翼冤尧
浦东新区渊川沙地段冤市民球场的密度较高袁郊区的

部分镇也有较高的密度遥 市民健身步道的空间分布

上看袁 其密度特征与市民健身点的空间分布具有类

似的特征袁即市区高度密集袁郊区相对稀疏袁市区的

市民健身步道密度主要集中在 1.27~5.88 个/平方公里袁
郊区则低于 1.27 个/平方公里遥从农民健身工程空间

分布上看袁其分布都集中在郊区各镇上遥 测算公共体

育设施平均密度袁 市区公共体育设施平均密度依然

远高于郊区袁市区平均密度在 3.76~9.4 个/平方公里袁
郊区则低于 3.76 个/平方公里遥

密度分析显示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人口

密度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遥 利用 SPSS 软

件对上海各街道的人口密度与公共体育设施的 5 个

密度指标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袁结果显示这 5 组相

关分析在 Sig.=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皆通过显著性

检验遥人口密度与市民健身点密度 Pearson 相关分析

的系数为 0.895袁表现为极强的正相关性袁与市民球

场密度 Pearson 相关分析的系数为 0.581袁 具有中等

程度的正相关性袁与市民健身房密度尧市民健身步道

密度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分别为 0.468尧0.429袁 两者

具有一般正相关关系袁 而与农民健身工程密度具有

负相关性袁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519[7]遥

从居民对公共体育设施的总体评价较好袁同时袁
也反映存在一些不便利的地方遥 本文通过对上海市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满意度进行描述袁 采用不同年

龄层人群做交叉分析袁 揭示不同年龄组群居民的满

意度评价渊表 2冤遥 调查显示袁上海居民对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的总体满意度渊A冤尧安全性渊B冤和总体评价

渊C冤较好袁近 50.00%的受访者对满意度尧安全性和总

体评价为满意渊得分为 4冤袁近 4 成受访者评价为较

满意渊得分为 3冤遥 从分年龄组看袁年龄越高袁对公共

体育设施的满意度相对越低袁 其中袁60 岁以上年龄

组中有 15.00%的人群对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

与安全性建设的总体评价为满意度一般遥
表 2 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满意度调查

测量
20 岁及以下 /% 21~59 岁 /% 60 岁及以上 /%

A B C A B C A B C

1 0.00 2.30 2.30 2.20 1.10 6.60 0.00 0.00 0.00

2 7.00 0.00 9.30 7.70 4.40 15.40 0.00 10.00 15.00

3 41.90 48.80 37.20 40.70 47.30 42.90 60.00 35.00 45.00

4 51.20 48.80 51.20 49.50 47.30 35.20 40.00 55.00 40.00

制约因素
20 岁及以下

/%

21~59 岁

/%

60 岁及以上

/%

公共体育设施条件差 44.20 38.50 15.00

服务水平低 39.50 31.90 30.00

费用太高 18.60 22.00 15.00

路途遥远 20.90 31.90 20.00

活动项目较少 39.50 27.50 35.00

缺少专业人员指导 41.90 25.3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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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别从参加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尧锻炼目的尧
锻炼频次尧锻炼时间尧锻炼效果和体健信息等方面袁
反映上海市居民对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需求情况遥

调研显示袁64.90%的居民认为参加体育锻炼

非常重要袁22.70%认为比较重要袁说明上海市民对

参加体育锻炼活动的重视程度较高曰 在体健信息

方面袁近 5 成居民从网络媒体了解公共体育设施相

关信息袁电视广播尧报纸杂志尧社区宣传各占 1 成

比例曰从锻炼频次上看袁27.30%的受访者几乎每天

参加体育锻炼袁20.10%的受访者一周参加两次锻

炼袁3 次锻炼的占 17.50%袁偶尔锻炼的占 22.10%袁
说明全民健身理念已深入人心 曰 从锻炼时间上

看袁59.10%的居民每次锻炼时间在 30~60 min袁超
过60 min 的占 11.00%遥 从锻炼效果上看袁48.10%
的居民认为参加锻炼后身体比以前健康多了 袁
24.00%的居民认为比以前健康一点袁25.30%的居

民认为变化不大遥

本文进一步从上海市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项目

类别尧活动场所尧主要形式三方面反映居民的多元体

育需求遥调查显示袁在给出选项项目类别中袁跑步类尧
散步类尧球类和水冰类渊如游泳项目冤等体育活动颇

受居民青睐袁舞蹈类尧武术类尧体操类运动受欢迎程

度次之渊图 5冤遥

图 5 居民参加体育锻炼项目类别

从锻炼场所看袁健身点尧公园尧收费体育场馆等

公共体育场所颇受欢迎袁而家里尧学校体育场地受欢

迎程度较低渊图 6冤遥 工作之余袁到室外场地活动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袁 但中小学体育场地还没能有效衔接

好公共体育场馆袁实行封闭式管理袁也许是限制居民

到学校体育场地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之一遥此外袁从
体育锻炼主要形式看袁60.20%的居民倾向于与家人

或朋友一起参加体育锻炼袁 而选择社区组织体育锻

炼的居民仅占 11.30%袁反映社区未能充分发挥公共

体育活动的组织作用遥以上表明袁居民对体育场所选

择与公共体育项目的需求越来越趋于多元化遥

图 6 居民参加体育锻炼活动场所

通过对影响参加体育活动的原因分析袁 发现上

海市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与设施的完备性尚未能充

分满足居民的多元需求遥 有 37.00%的受访者认为公

共体育设施的条件较差袁33.80%的受访者认为服务

水 平 差 袁31.80% 的 受 访 者 认 为 活 动 项 目 较 少 袁
27.30%的受访者认为路途遥远袁20.10%的受访者认

为部分公共体育设施场馆收费太高遥 在公共体育设

施是否有专业体育指导员的调查中袁 本文还发现

47.40%的受访者认为缺少专业体育指导员袁27.90%
的受访者认为不缺体育指导员袁 但不够专业袁仅
24.70%的受访者认为有专业的体育指导员渊图 7冤遥

图 7 专业体育指导员比重

面对多元化的体育需求袁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

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遥 本文通过质性访谈进一

步反映了居民对公共体育设施建设需求遥

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效应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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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1 社区公共体育设施的有效供给情况

受访者对社区公用体育设施的有效供给情况的

评价大致可以分为 3 种院还可以袁一般袁较差遥
回答野还可以冶的人群认为袁本社区公共体育

设施 野很好冶野能够满足基本需求冶野我区通过调查

问卷尧 走访等形式所接收到的信息针对性的进行

了改进 袁 基本做到了有效供给 冶野对供给情况满

意冶遥 访谈反映这部分群体对上海市社区公共体育

设施的有效供给总体满意袁 体育设施的项目能够

满足多数需求遥
回答野一般冶的人群认为袁野一般般吧冶野我认为还

可以冶野一般般袁 没人维修老旧设备冶野能够满足需

求袁基本上每块区域都有冶野本区的有待提高袁因为一

些设备坏掉了袁还没更换袁但总体来说还不错吧冶野用
的人不多袁只有儿童会去玩儿冶遥 这部分受访者认为

社区健身点的公共体育设施无人看管袁设施老化袁缺
少及时维修遥

回答野较差冶的人群认为袁野条件差袁水平低冶野本
社区居民较多袁场地尧器材等公用设施较少袁在有效

供给上不是十分充分冶遥这部分受访者认为健身点的

公共体育设施难以满足体育健身需求袁 体育健身设

施均量不足遥
4.1.5.2 社区公共体育设施的利用率情况

受访者对社区公共体育设施的利用率的评价大

致可以分为 3 种院利用率高袁利用率低袁不了解遥
回答野利用率高冶的人群认为袁野利用率低袁尤其

是老年人群里冶野高袁 人太多袁 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冶
野对中老年人渊来说冤利用率还是很不错的袁因为平时

都是中老年人渊在使用冤冶遥受访者认为中老年人比较

青睐社区健身设施袁利用率比较高遥
回答野利用率低冶的人群认为袁野利用率低袁设施

陈旧尧简陋尧一般都去健身房冶野利用率不怎么样袁宣
传度低袁也不知道安全性冶野利用率不高袁设施太过陈

旧袁 安全性低冶野不是很高袁 基本上都是老人 渊在使

用冤袁现在年轻人大多数都去健身房吧冶遥访谈表明受

访者平时不大愿意去简易的健身点锻炼袁 而是去比

较专业的健身房遥
回答野不了解冶的人群认为袁野应该高吧袁不太清

楚冶遥 这部分受访者平时不大参与到社区体育锻炼

中袁对公共体育设施情况不熟悉遥
4.1.5.3 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发展情况

访谈者对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发展情况的评价大

致可以分为两种院发展较快袁没有太大变化遥
回答野发展较快冶的人群认为袁野活动项目变多

了袁工作人员专业了冶野硬件和软件提高了袁同时人

们对公共体育设备的需求增加冶野有的袁 像场地的

数量袁设施种类都有增加冶野有吧袁活动项目明显变

多冶野还好袁与时俱进吧袁设备多了一点冶遥 受访者认

为近年来上海的公共体育设施供给有了很大提

升袁 能够与时俱进袁 满足多数居民的体育健身需

求遥
回答野没有太大变化冶的人群认为袁野一般袁跟以

前差不多冶野我觉得并没有袁 跟以前差不多一样冶
野无袁只是针对场地袁器材进行了维护与更换袁但数量

少这一大问题还没解决冶野发展程度缓慢袁 设施依旧

陈旧冶野建成之后袁并没有进行发展冶遥 这部分受访者

认为社区体育健身设施陈旧袁缺乏更新与维护袁难以

满足多元化的体育健身需求遥
4.1.5.4 公共体育设施便捷性情况

访谈者对公共体育设施便捷性的评价大致可以

分为两种情况院便捷袁不便捷遥
回答野便捷冶的人群认为袁野步行十分钟冶野步行或

者骑车袁十分钟之内能到冶野不远袁十几分的车程吧冶
野步行袁也就五六百米袁不远冶遥 这部分受访者认为家

附近的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可及性强袁 步行或乘车过

去比较方便遥
回答野不便捷冶的人群认为袁野不太方便袁挤公交

大概要 20 分钟左右吧冶野我家离体育中心还是比较

远的袁不过每次来健身时袁来回路上听听歌啊袁散散

步什么的袁也算是一种锻炼冶遥 这部分受访者认为家

离附近的公共体育设施场所比较远袁 公共体育设施

可及性较差遥
4.1.5.5 公共体育设施总体满意度情况

多数受访者认为袁 公共体育设施能满足基本需

求袁野能满足袁反馈情况良好袁对本区公共体育设施基

本满足冶野还可以袁如果更多就更好了冶遥 这部分受访

者认为公共体育设施总体上能够满足需求遥
也有部分居民认为有待提高袁野从反馈来看袁还

是场地太有限袁 本区居民有不少都去健身房或者高

校运动冶野满足了大多数人的需求袁 设施配套方面还

有待增加袁还可以冶野能够基本满足袁但是希望进一步

更新设施条件冶野一般般袁种类都差不多袁锻炼来锻炼

去袁基本都是一样的方式袁花样不多冶遥这部分受访者

认为公共体育设施还难以满足多元化的需求袁 一些

个性化的体育健身项目仍需提升尧加强供给遥

根据空间分析袁除健身点外袁市民健身房尧市民

健身步道尧 市民球场等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人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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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空间分布匹配度不高遥 虽然上海市增加了农民

健身工程布点袁 但市区和郊区公共体育设施密度之

间的不均衡性并没有显著改观遥 尽管中心地理论认

为市级公共体育设施具有等级性袁 不同等级的公共

体育设施具有一定的服务半径与门槛人口袁 但若从

均衡发展的角度讲袁 郊区的公共体育设施仍有很大

改善和提升的空间遥 从公共体育设施均量区域差异

的分析上看袁 本文发现近年来郊区的公共体育设施

在数量和均量上有了很大发展袁 但若从公共体育设

施的服务范围与项目的种类尧类型看袁郊区的公共体

育设施建设和发展与市区仍有较大的距离遥 一定程

度上与郊区不够便利的公共交通水平有关袁 还与郊

区行政区面积尧体量相对庞大有一定关联遥

根据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发展度的分析发现袁
2010 年以来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袁 无论从密

度尧总量袁还是均量上看袁都取得了突出成绩遥 公共

体育设施布局尧规划建设都有了较大提升遥 但若从

公共体育设施的软件上看袁上海体育界职工人数变

化却相对缓慢袁 多数指标呈现波动变化的态势袁一
定程度上反映公共体育设施硬件发展与软件渊人
员尧服务冤的配套不同步尧不相协调袁即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较快袁而对应的服务未能较好地跟进 [7]遥公共

体育设施建设除满足市民的基本需求外袁还要为运

动队员提供竞技尧训练场地袁上海科技人员尧体育界

医务人员的流失袁势必影响到专业运动员训练能否

提供优良的后勤保障遥 对于社区级的公共体育设

施袁专业体育指导员的缺乏袁将影响到居民健身效

果和健身质量袁导致公共体育设施硬件与软件的发

展不相协调遥

从不同等级的公共体育设施规划与布局情况

看袁 当前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数量上取得突飞猛进

的发展袁但是质量提升上仍不够充分遥 调查过程中袁
居民反映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建成之后长期缺乏必要

的维护袁 部分公共体育设施零部件损坏也没能得到

有效管理遥品质较高的体育设施袁如健身房一般采取

收费的形式而社区健身点缺少有效的维护与看管袁
由于其公用性和共享性袁 一定程度上导致 野公地悲

剧冶效应遥上海市民健身活动示范基地在空间分布上

主要集中在市区地段袁 而多数郊区缺少市民健身活

动示范基地袁 表明具有示范性的公共体育设施基地

在空间分布上仍不平衡袁 公共体育设施在品质建设

和质量提升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遥

2018 年 5 月上海开始实施叶上海市体育设施管理

办法曳袁该办法规定了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或设置

的标准袁明确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用地尧旧改配套尧体
育建设设施配套要求袁 但当前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

设忽视了作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袁 尤其是城市人居环

境整体的一部分遥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社区尧学校文体

设施运作机制相互割裂遥 基于管理便利和空间有限的

需求袁多数公共体育设施为封闭性空间设置袁影响了市

民运动的参与积极性袁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参与遥

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不仅需要分析其与人口密

度的空间分布匹配度袁而且需要分析人口结构遥研究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空间分布袁 可使人口结构空间

分布与多元需求的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相结合遥 结合

上海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动态势袁 应在郊区适当开

发尧建设公共体育设施袁以减轻市区的管理压力和城

市空间压力遥 上海市 16 个区人口结构差异较大袁人
口结构的差异势必影响到各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

需求遥数据显示袁上海各区的公共体育设施在数量上

有了很大改观袁 但高质量的公共体育设施与多元化

的公共体育设施供给不足袁 这势必会影响公共体育

设施的效用遥组织好政府尧社区尧地方媒体袁发挥各自

的监督作用袁 提升公共体育设施质量是上海市未来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着力点之一遥

目前袁 上海市一些露天的公共体育设施缺乏防

雨尧防晒尧防风尧防寒措施袁公共健身设施老化严重袁
缺少一定的保养尧维修和看护袁导致公共体育设施的

品质受到影响遥因此袁迫切需要建立公共体育设施建

设的长效机制袁加强健身点的管理袁加强公共体育场

所器材的适用性和安全性指导遥 在优化公共体育设

施空间布局的过程中袁努力实现精细化管理袁加强小

区的健身点的建设与维护袁努力做到野一区一点袁一
苑一长冶遥通过公共体育设施的空间优化与精细化管

理的有效结合袁 协调好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软

硬件环境遥 加强政府尧社会尧公众 3 个主体共同参与

的协调机制袁 共同维护维持公共体育设施的可持续

运行遥

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效应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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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各类学校寒暑假文体设施利用率不高的

特点袁这类体育设施可向社会开放袁有偿使用袁构筑

更广泛的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复合体遥 校园体育设施

的开发对当地居民而言袁是最大的利好之一袁这意味

着以中小学为圆心的缓冲区半径 15 min 内袁增加了

小区居民公共体育健身与运动的机会袁 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遥但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袁
开放后的学校体育设施可能存在隐患袁 各类人群拥

入校园袁给学校的管理带来压力遥 在此袁还需要考虑

如何有效分割教学区和开放的体育场地遥同时袁体育

局应将校园体育设施的开放时间公之于众袁 为市民

到学校参加体育运动提供相应的服务遥此外袁一些公

共体育设施对公众开放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袁 以维

持其基本运行尧保养与管理袁而另一些公共体育设施

需要向公众免费开放袁 这就需要平衡好公共体育设

施的公益性和效益性遥

城市公共体育设施是人居要素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绝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原点遥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的

建设不仅要考虑中心地理理论中设施功能的等级性

规律袁还要考虑作为整体城市人居要素袁协调好公共

体育设施的软硬环境建设袁 平衡好公共体育设施发

展的公益性和效益性遥例如袁调查显示部分受访者认

为公共交通的便捷程度决定是否有意愿前往体育馆

内进行体育锻炼遥当公共交通便捷时袁人们更愿意前

往体育馆内进行体育锻炼袁而当存在交通不便尧停车

难等一系列交通问题时袁人们会选择放弃遥所以便捷

的交通会影响人们体育锻炼的欲望袁 这意味着公共

体育设施的建设不仅仅与自身功能的完备性有关袁
还要综合平衡人居要素袁 将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与

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尧交通的便利性尧设施可达性尧人
口结构的匹配程度尧城市战略规划尧总体规划尧详细

规划尧地形地势尧自然环境等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环境

有效结合起来遥

本文综合利用问卷调查尧质性访谈尧地理信息空

间分析尧区域差异等研究方法袁依据人居环境科学理

论和体育公共服务理论袁从现状分析尧综合评价与调

查分析三方面袁 对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效应展

开评价研究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遥
渊1冤上海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成绩显著袁在总量和

均量上都有显著提升袁并将要形成野4+2+X冶市级体

育设施布局袁建成各类型公共体育设施数 15 889 个袁
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承接部分公共体育服务项目遥
上海市在公共体育建设上有了明显的投入袁 增加了

居民享有公共体育设施健身的机会遥
渊2冤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呈现等级性袁空间

上呈现野中心-外围冶特征袁形成了野市-区-街道冶三
级空间尺度的公共体育设施空间布局袁 基本符合中

心地理理论曰 市公共体育设施服务半径基本满足多

数居民需求曰市区的公共体育设施服务半径尧辐射范

围广袁 具有门槛人口效应曰 郊区公共体育设施数量

多袁但服务半径较小遥
渊3冤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空间布局与人口密度

分布呈正相关关系遥 健身点密度尧市民球场尧市民健

身房尧 市民健身步道与人口密度分布呈现较强的正

相关关系袁 农民健身工程与人口密度分布呈现较强

的负相关关系遥
渊4冤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密度区域差异显著袁公

共体育设施建设正处于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的过渡

阶段袁上海市正在建设与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

国际化大都市相匹配的公共体育设施与配套服务遥
渊5冤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总体评价较好袁但

存在难以满足多元化需求的问题遥调查显示袁居民对

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总体评价较好袁 满意度

评价较高袁但未能满足个性化尧多元化需求袁在软件

环境建设上仍有很大提升的空间遥

本文对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效应的评价研

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袁 如对公共体育设施布局的

时空演化机理揭示不够深入遥具体而言袁应从三方面

展开进一步的研究院第一袁对不同居民的公共体育健

身需求差异的分析遥 通过对住房区位尧职业分类尧收
入差异的划分袁 进行不同人群的体育需求差异化评

价袁 为进一步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与结构优化调

整提供测量依据遥第二袁对公共体育设施布局的时空

演化进行分析遥利用地理时空差异研究方法袁揭示街

道不同社区体育健身设施的时空差异遥第三袁揭示公

共体育设施建设空间布局的演化机理与动力机制遥
利用计量经济学尧空间经济学尧时空地理模型进行解

释或模拟袁以人口密度尧经济密度尧历史政策尧区位条

件尧发展水平等为自变量袁以公共体育设施布局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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