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5卷 第4期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Vol.35 No.4
2021年7月 Journal

 

of
 

Hebei
 

Sport
 

University Jul.
 

2021

全民健身视域下学校体育场馆运行

机制障碍及推进路径

徐 磊1,2,王庆军1,黄东亚3

(1.南京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2.盐城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3.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部,南京 210031)

摘 要:当下日益高涨的群众健身需求与体育场馆资源短缺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而我国很多学校体育

场馆处于闲置状态,社会共享率低,并未得到有效配置与利用。对我国学校体育场馆的运行模式与机

制进行分析,认为运行机制的内部结构由管理机制、安全保障机制、反馈机制、政策导向机制、资金

扶持机制、评估考核机制等子机制组成,它们相互作用,共同保障学校体育场馆的运行。指出,当前

我国学校体育场馆运行机制存在支撑点不牢、推动力失衡、保障系统不完备等问题。学校体育场馆要

更好服务全民健身,需要完善体育场馆运行体制机制,深化体制改革,增强运行活力;建立供给主体

多元竞争机制,完善运营体系;均衡运行推动力,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不断完善运行保障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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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体育场馆作为

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主要物质载体,其资源运行

的效率直接影响到全民健身运动开展的广度和深

度。而学校体育场馆资源丰富,其潜力尚未被挖

掘出来,思考如何科学、高效地运行学校体育场

馆资源更好地服务全民健身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当前,学界对学校体育场馆运行机制及内部

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本研究从经济社会

学的视角审视学校体育场馆运行机制的内部结构

及其面临的现实阻碍,进而探寻其运行机制具体

有效的推进路径,提高体育场馆的运营效率,助

力全民健身运动的高质量发展。

1 我国学校体育场馆的现状、运行模式

与机制

1.1 学校体育场馆社会共享率低

现阶段,我国体育场馆资源短缺与闲置并

存。随着国发 〔2014〕46号文件出台,全民健

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人民群众健身需求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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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体育人口队伍不断壮大。截至2019年8月,
我国体育人口已超过5亿[1]。群众健身需求急剧

增加与体育场馆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
严重阻碍了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和发展。而现实

情况是,我国很多学校体育场馆资源存在大量闲

置,并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据全国

第六次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体育场

馆资源60%以上分布在学校,但对外开放率仅

为29%[2]。
学校体育场馆作为服务全民健身的重要物

质载体,肩负着新时代满足人民大众健身需求

的重任。为了提高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率,

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激励、优惠政

策,如国家出台了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

开放财政补助政策、水电气费减免政策、土地

税费优惠政策[3]等,地方也采取了完善安全管

理制度、实 行 保 险 制 度、建 立 校 领 导 责 任 制

度、创设先进学校评选优先制度、推行学校和

社区协同管理+第三方托管相结合管理模式[4]

等措施来促进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但实际

上我国学校体育场馆共享率却不到30%。学校

体育场馆运行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我国学校

体育场馆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首先要明晰

当前我国学校体育场馆运行模式与运行机制及

其内部结构,并分析其在服务全民健身中面临

的现实阻碍,才能探寻出切实可行的推进路

径,促进全民健身运动高效发展。

1.2 学校体育场馆的运行模式与运行机制

当前,依据产权属性,我国学校体育场馆可

分为公立学校体育场馆和私立学校体育场馆。

2017年智研咨询发布的 《中国体育场馆行业发

展现状分析报告》显示,学校体育场馆产权有近

60%属于国家和集体,仅有35%属于企业和个

人。占大多数的公立学校体育场馆的对外开放政

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场馆资源的配置与社会共

享的效果。我国现行的学校体育场馆运行模式都

是在国家相关法律、政策的引导下,由地方学校

体育场馆主管部门依据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因地制

宜施行的。现阶段我国学校体育场馆运行模式主

要有三种。一是政府模式,以政府的力量来配置

学校体育场馆资源,实现政府主导,从上而下推

动学校体育场馆运行和发展;二是市场模式,部

分学校自发地依靠自身和市场机制的调节,自下

而上实现学校体育场馆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政

府—市场合作模式,政府和学校、市场相结合,

共同促进学校体育场馆的运行和发展。对三者作

简要横向比较,政府模式有利于实现对学校体育

场馆运行的整体宏观调控,但不利于从微观层面

调动学校体育场馆运营的积极性;而市场模式正

好与政府模式相反;只有政府—市场合作模式较

好地实现了两者的优劣互补,宏观和微观层面的

结合可以更好保障学校体育场馆的良好运行[5]。
  

学校体育场馆运行机制是指学校体育场馆制

度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及其功能和结构配

置关系的总称。学校体育场馆运行机制是引导学

校体育场馆运行和管理决策,制约体育场馆运行

中的人、财、物等相关活动的基本准则,其内部

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影响到学校体育场馆资源

优化配置的效率。学校体育场馆运行机制内部结

构由管理机制、安全保障机制、反馈机制、政策

导向机制、资金扶持机制、评估考核机制等子机

制组成[6]。在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过程

中,各子机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融合,

共同保障学校体育场馆的有效运行。其中,政策

导向机制对于学校体育场馆运行进行宏观调控,

推动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规范、有序、合

法的开展;安全保障机制为学校体育场馆安全运

行保驾护航;资金扶持机制通过政府提供专项补

贴,拓展融资渠道为学校体育场馆正常运行提供

资金支持,解决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的后

顾之忧;管理机制创新思路、优化管理,提升学

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的共享效率;反馈机制

畅通反馈渠道,收集反馈意见,使学校体育场馆

资源合理配置,优化服务全民健身工作;评估考

核机制发挥监督改善的作用,是实现学校体育场

馆良好运行的根本保证。

2 我国学校体育场馆运行机制在服务全

民健身中存在的障碍

2.1 运行的支撑点不牢

2.1.1 运行的体制不健全

一个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取决于科学、合理

的体育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我国过去受计划经

34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35卷

济的影响,体育实行举国体制,学校体育场馆资

源的建设和发展均由政府统一规划和配置。在学

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的运行过程中,政府不

仅是体育场馆运行的主导者,而且是提供场馆服

务的垄断者,其服务体制基本上是 “一元”的。

相关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在被调查的150
座体育场馆中,有67%的场馆都是由财政拨款

建设的,仍属于 传 统 事 业 单 位 性 质 的 比 例 占

53.4%[7],这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学校体育场馆的

正常运行,但也造成了政府财政负担过大、学校

“等、要、靠”思想严重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影

响到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的质量与效率。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和深化,政府主

导的管理模式弊病渐显,已经落后于实际的发

展需要。当前大多数学校体育场馆,尤其是公

立学校体育场馆仍然采用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

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这使学校体育场馆在服

务全民健身的运行中缺乏方向性、主动性。尽

管国家针对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出台了 《全
民健身条例》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

见》等一系列文件,但是没有形成学校体育场

馆运行的分工协作、规范管理和问责制度,也

没有形成可持续的财政支持制度,事实上造成

了学校体育场馆运行机制服务全民健身指标的

软化,影响到服务的效率。

2.1.2 运行的机制不完善

学校体育场馆作为服务全民健身的重要载

体,其运行的机制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服务全民

健身的质量。实际中,我国多数公立学校体育场

馆都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资源配置及运

行的,学校始终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由于缺乏

完善的考核评估机制和激励机制,部分学校体育

场馆在服务全民健身的政策执行上表现不积极。

私立学校体育场馆大多遵从市场规律,将经济利

益放在首位,对于服务全民健身的公益事业缺少

积极性。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政府职能也

在发生转变,部分公立学校、政府和企业合资的

学校体育场馆在逐步采用政府—市场合作的运行

模式,具体来说包括委托经营、服务外包、租赁

经营等,通过分离体育场馆所有权和经营权,借

助职业机构的专业优势,提高体育场馆的运营水

平。如浙江的 “慈溪模式”,政府引入社会组织

参与协同管理,表面上是委托体育社会组织进行

运营,但实际上是构建起政府、学校和体育社会

组织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8];上海的 “杨浦

模式”,政府通过购买将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

的日常管理工作委托给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这个公共服务机构负责;江苏的 “太仓模式”,

政府委托专业的体育公司来运营学校体育场馆,

服务人民群众的健身需求。这些都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学校体育场馆的社会共享效率。但由于缺少

健全的监督机制和信任机制,部分学校体育场馆

运行出现了 “搭便车”“损公肥私”等问题,严

重影响到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的效果。总

之,我国学校体育场馆运行体制在变革,相应的

配套机制却没跟上,在服务全民健身过程中发生

体制与机制的失衡、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对

学校体育场馆社会共享造成了阻碍。

2.2 运行的推动力失衡

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的推动力既有政

府宏观调控,也有居民体育健身需求的拉动。宏

观调控包括国家在政策上的倾斜、经费上的投

入、社会共享方式的变革等。大众体育健身需求

拉动指随着大众体育健身需求、精神文化发展的

内在需求增加,其对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

起到有力的反向刺激与拉动作用。

但当前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过程中,

存在上层推动力不充分、下层推动力过度的失衡

状况,具体体现为:①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

身供给不均衡。有数据显示,我国东部、中部、

西部地区的体育场地数量供给存在明显的区域性

差异 (表1),东部地区的学校体育场馆社会共

享的数量和面积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②学校体

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的作用发挥不充分。虽然国

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但实际很多学校

体育场馆,尤其是中小学体育场馆执行政策不彻

底、落实不到位。很多体育场馆的对外开放附加

各种限制条件,如限时、限量、限馆,并未做到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共享。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

查数据显示,我国教育系统场地66.05万个,对

社会开放的只有20.92万个,其中全天候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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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5.61 万 个,仅 占 教 育 系 统 场 地 总 数 的

8.49%[2]。③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的供给

方式不丰富。现阶段,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不断

深入,大众健身需求更加多样化。而实际中,学

校体育场馆受场馆种类、开放时段、管理制度等

方面的影响[9],有的仅周六和周日上午对外开

放;有的只对外开放室外场馆,禁止开放篮球

馆、羽毛球等室内场馆;有的只负责提供场地设

施,要求健身群众自备运动器材和装备等等,难

以满足大众健身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
表1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体育场地分布情况

地区 场地数量/万个 场地面积/亿平方米

东部 71.10 9.38

中部 40.39 4.18

西部 42.63 4.28

  注:数据来自 《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

2.3 运行的保障系统不完备

在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过程中,如何

在提高对外开放率的同时,做到维持正常的教学

秩序,防止或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确保学校体

育场馆正常运行,建立科学完善的保障系统是关

键。而目前相关保障系统尚不健全,如政策供给

不充分、政策落地性不强、监督评估机制不健

全、激励机制不完善、宣传机制和信任机制不

全面。
  

从宏观层面看。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学

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政策,但对于学校体育场馆

服务全民健身过程中的结构、布局、组织等政策

供给不足,亟需补齐政策供给短板。如2009年

国务院出台的 《全民健身条例》中只提出 “公办

学校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国

家鼓励民办学校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2012年

国家发改委颁布的 《“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

设规划》中仅提出 “创造条件,鼓励和引导学

校、机关、团体和企事业等单位的体育设施对社

会开放”,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 《体育发

展 “十三五”规划》中也只提出 “鼓励机关、学

校等企事业单位的体育场馆设施向社会开放”
等,这些政策规定都过于宏观,也多停留在鼓励

的层面上。从中观层面看。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

民健身的政策落地性不强。自2009年颁布实施

《全民健身条例》以来,全国各省市基本都制定

了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相关政策,但在具

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监督评估机制不健全、激

励机制不完善,部分学校仅仅是做做表面开放工

作,在应付完上级检查后便关闭场馆,还有的学

校达不到公示的开放时间,开门晚闭馆早等,这

些都反映政策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实。从微观层面

看。由于宣传机制、信任机制、安全防护等保障

系统不健全,在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中经常出

现乱丢垃圾、损坏器材、安全伤害事故等现象。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校体育场馆的社会

共享效果,制约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

3 我国学校体育场馆运行机制在服务全

民健身中的推进路径

3.1 完善体育场馆运行体制机制

3.1.1 深化体制改革,增强运行活力

《体育产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指出,对

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属的体育场馆,推动 “所
有权属于国有,经营权属于公司”两权分离的管

理体制改革,以缓解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

中的供给矛盾。具体操作层面上,调整学校体育

场馆的所有制结构,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
将全国的学校体育场馆资源所有权交付国家发改

委,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

共同参与组成国家学校体育场馆设施领导小组对

全国学校体育场馆资源进行总体调配和管理。国

家学校体育场馆设施领导小组委托专业的体育资

产管理公司负责具体的运营业务。以此下推,由

地方发改委牵头成立地方学校体育场馆设施领导

小组,并委托地方体育资产管理公司对地方学校

体育场馆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学校根据自身教学

和训练任务的需要,向所在地区的发改委报告学

校体育场馆数量和使用时间。而在学校体育场馆

闲暇时间段,则会向社会有序开放。由地方体育

资产管理公司安排相应的管理、指导和服务人员

提供服务,同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但要注意,学校体育场馆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主要任务是服务于学校的教学训练工作。一

方面,要充分发挥体育资产管理公司这个体育社

会组织的核心管理作用,由其负责联系政府、学

校、社区等各方参与主体,共同参与学校体育场

馆的运营和管理。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智

能化场馆管理平台,对学校体育场馆的使用情况

实时监控,提供精细化服务,及时、合理、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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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配学校体育场馆资源,更好地服务学校教学

和社会大众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财政部

门的保障作用,设立专门的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基

金,用于场馆的改造升级、维护和场馆开放运营

的补贴,为学校教学和对外开放创设良好的软硬

件条件。

3.1.2 建立供给主体多元竞争机制,完善运营

体系

在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实践中,只靠

政府的力量远远不够,要引入供给主体多元竞争

机制,完善运营体系。这样不仅可以打破传统的

政府垄断地位,分担政府财政压力,而且可以实

现资源互补,弥补运营短板,提高全民健身服务

的质量和效率。当前,我国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

民健身供给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第三部门 (基
金会、红十字会、社区自治组织等公益组织)。
首先,要明确多元供给主体间的竞争层次和目

的。第一层次是 “公公竞争”,即政府各单位或

机构之间的供给竞争。“公公竞争”的目的是打

破垄断性的集中配置,分散供给服务,促使政府

各单位或机构进行内部竞争。第二层次是 “公私

竞争”,即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公私竞争”
的目的是打破政府垄断格局,让多种市场主体参

与进来,产生鲶鱼效应,搅活市场活力,提升整

体服务质量。第三层次是 “私私竞争”,即企业

之间的竞争。其目的是通过企业之间竞标,最大

限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四层次是第三部门与

政府、企业之间的竞争。其目的是发挥社会公益

团体的公益、自愿、专业等优势,结合社会大众

健身的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因地制宜地为百姓

提供便利、实用的全民健身服务。其次,实现多

元主体间的优势互补。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各

具优势,应充分发挥政府作为决策者、组织者、
管理者、监督者的功能与作用,为企业和第三部

门提供政策、制度上的保障,防止学校体育场馆

服务全民健身过度市场化;同时,完善企业的有

效激励机制、管理机制,发挥第三部门形式多

样、渗透性强、灵活机动的优势,补齐政府在提

供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面健身中的供给不足、配

置不优的短板,最大限度地满足全民健身需求。

3.2 均衡运行推动力,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力度

《“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着力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能力满足广大人民日

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需求。
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有效提高与群众健身

需求侧的契合度,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学校体

育场馆资源,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均衡发

力,推进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的长效、
稳定运行。

  

第一,深化制度供给。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改革,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不断增加制

度供给,为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营造良好

环境。一方面,加强政府的监督和服务职能,放

宽群众或社会团体举办赛事的审批权,鼓励社会

力量举办赛事;另一方面,推进政府在监管、服

务、信用等方面的政策供给力度,为学校体育场

馆服务全民健身运行提供政策保障。
  

第二,优化场地供给。围绕推进 “五位一

体”的总体布局,以满足群众健身需求为落脚点

和出发点,加强学校体育场馆建设的土地要素供

给,合理规划和布局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

点和练习点。均衡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东

部与中西部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学校体育场

馆资源供给布局。同时,加强场地设施供给形式

多元化发展,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健身人群的健

身需求,提供不同的健身场地设施。
第三,坚持创新驱动,丰富市场供给。全

面贯彻落实 《体育发展 “十三五”规划》提出

的创新发展的基本理念,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

创新作用,大力培育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

身的新模式、新平台、新科技,开发更多符合

大众体育健身需求、形式丰富多彩的产品和服

务。①拓宽融资渠道,增加社会资本供给。鼓

励社会资本投资学校体育场馆建设和运营,积

极探索基金会管理、体育俱乐部管理等学校体

育场馆运营管理新模式,充分利用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 “智慧场地”服务

全民健身平台,让群众实时共享学校体育场馆

服务信息。②培育市场主体,促进产品供给形

式多元化。推进体育类社会团体、基金会、民

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的发展,鼓励其参与

进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打造一批运动休闲与

相关服务高度融合的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扩大

全民健身附属产品供给的丰富性,吸引更多人

参与,促进全民健身运动项目的多样化发展。

③挖掘体育场馆文化,增加文化供给。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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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不仅是举办各种比赛、大众健身的场所,更

是一个传承体育文化,让人获得集体感和荣誉

感的归宿地。一方面,应突破传统模式,建立

双重体育场馆文化展示体系,将体育场馆有形

的 “物” (运动员雕塑、球衣、球拍等)和无

形的 “物”(感人事迹、励志格言等)相结合,
形成一整套体育文化展示体系[10]。在体育场馆

设置独立的体育场馆文化博物馆或阅览室供人

参观。另 一 方 面,依 托 数 字 媒 体、互 联 网 技

术,建立动态的体育场馆文化展示平台,摆脱

过去依托实物展示、解说形式单一的弊端,发

展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相结合的动态展示

体系[11]。通过构建体育场馆文化展示体系,推

进体育场馆文化供给,从精神层面引领全民健

身的可持续发展。

3.3 建立完善的运行保障系统

第一,要强化政策落地,完善政策供给机

制。不仅要关注宏观政策的制定和优化,而且要

强化政策的落地和执行。宏观层面上,政府应进

一步优化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的布局、结

构、组织、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加大相关政策的

供给力度。微观层面上,要加大对学校体育服务

全民健身的财政投入力度,制定相关的税费优惠

政策等。
  

第二,要完善领导协调机制。一方面,成立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共同

参与组成的国家学校体育场馆设施领导小组,统

一优化配置学校体育场馆资源。另一方面,各省

市 (区)成立由省市 (区)领导、体育局、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督促下校长负责的学校体育场馆服

务全民健身领导小组,联合公安、财政、卫生、
街道、社区等部门,共同推进学校体育场馆服务

全民健身的协调工作。
  

第三,要完善安全保障机制。排查、梳理学

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安

全伤害事故、财产安全等问题,建立应急事件处

理制度、安保制度和参与人投保制度,如无锡江

阴市财政局为开放的学校统一购买了3
 

000元/
年的公众责任险。

第四,要完善管理机制。深入贯彻落实 《全
国体育人才发展规划 (2010—2020年)》,鼓励

校企合作,加大力度培养复合型体育管理人才。
引入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办法,制定学校体

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运行管理制度。在体育场馆

运营管理中引入强制性招标 (CCT)政策,分

离学校体育场馆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充分发挥专

业机构的优势,提高学校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水

平和服务全民健身效率。
  

第五,建立激励和监督评估机制。建立第三

方监督评估系统,把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

工作的实效纳入到 “示范校”和文明社区、单位

的考核中。同时,对实施效果好的学校给予一定

的奖励,以提高其服务的积极性,进而形成良性

循环。
  

第六,要构建信任机制。建立信任机制不仅

会简化场馆供求双方的交易流程,提高学校体育

场馆共享效率,而且可以规范学校体育场馆服务

全民健身运行的秩序。其一,通过移动互联技术

建立诚信数据库,促进市场经济信任体系的完

善。其二,搭建社会信任互动平台,完善风险保

障机制,实现共享方式多元化。其三,动员政府

监督部门、体育行政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等进行综合联防,不断完善信用奖惩机制。其

四,加强道德与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让诚信

文化渗透到学校体育场馆服务全民健身的各个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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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rowing
 

deman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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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shortage
 

of
 

sports
 

venues
 

resources
 

is
 

deepening,
 

and
 

many
 

school
 

sports
 

venues
 

in
 

China
 

are
 

idle,
 

the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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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

 

rate
 

is
 

low,
 

and
 

they
 

have
 

not
 

been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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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tiliz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p-
eration

 

mode
 

and
 

mechanism
 

of
 

school
 

stadiums
 

in
 

China
 

and
 

concludes
 

that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is
 

composed
 

of
 

management,
 

security,
 

feedback,
 

policy
 

guidance,
 

financial
 

support,
 

evaluation
 

and
 

other
 

sub
 

mechanisms,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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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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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ration
 

of
 

school
 

stadium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school
 

stadiums
 

in
 

China,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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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fect
 

oper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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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mechanism,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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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for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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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guarantee
 

system.
 

We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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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points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National
 

Fitness.
 

Firstly,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deepen
 

system
 

reform
 

and
 

enhance
 

operation
 

vitality
 

of
 

school
 

stadiums.
 

Secondly,
 

to
 

es-
tablish

 

a
 

diversified
 

competition
 

mechanism
 

for
 

the
 

main
 

supply
 

body
 

and
 

improve
 

the
 

operation
 

sys-
tem.

 

Thirdly,
 

to
 

balance
 

the
 

driving
 

force
 

of
 

ope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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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At
 

last,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operation
 

guarante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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