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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通过文献资料查阅尧专家访谈尧网络文本分析尧数理统计等方法袁对上海目

前体育公园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遥 结果发现袁上海现已建有 40 座体育公园袁
分布在 12 个区袁这些公园多位于黄浦江以西袁整体呈现北多南少尧西多东少的分

布特征曰数量排在前三位的运动场地和设施是健身步道尧篮球场及健身苑点曰游客

对公园的运动设施种类尧公园位置及周围环境尧到达公园的交通方式及便利程度

关注度较高袁总体对上海体育公园的满意度较高袁但也提出了一些需要改进的方

面遥 针对上海体育公园的现状袁对于上海今后体育公园的建设也提出了若干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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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expert interview, network text analysis,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sports parks in Shangha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40 sports parks in Shanghai, which are distributed in 12 districts. Most of these parks are

located in the west of Huangpu River, mainly in the northern and western area of the city. The top

three sports fields and facilities are fitness trails, basketball courts and fitness spots. Park visito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types of sports fields and facilities in the park, the location and surroundings of

the park, th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to the park and the degree of convenience. Shanghai residents are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the sports park, but they als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hanghai sports parks,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advices on the con-

struction of sports parks in Shanghai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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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来高度重视人民健康袁 在促进和维护人

民健康的众多措施和路径中袁 促进全民积极投入到

运动健身中是实现人民健康的重要途径遥 为了让百

姓健身有野去处冶袁能真正从野全民健身冶中享受野全
民健康冶遥 2016 年 10 月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颁发的

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 [1]指出袁完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袁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公共设施袁加强健

身步道尧骑行道尧全民健身中心尧体育公园尧社区多功

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建设遥
为了推进全民健身公共设施建设袁国家又先后发

布了相关的指导性意见和实施方案袁提出了野十四五冶

期间袁 在全国新建或改扩建 1 000 个左右的体育公

园袁打造全民健身新载体 [2-4]遥 2021 年 10 月袁国家发

展改革委尧体育总局等 7 部门联合印发的叶关于推进

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曳[5]将这 1 000 个体育公园

的五年建设任务目标进一步落实到全国各省区市袁
上海体育公园建设指导目标为 15 个[4]遥 2021 年 12 月袁
野新建或改建 15 个体育公园冶出现在了上海市体育

局印发的 叶上海市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

划渊2021要2025 年冤曳文件中遥
上海于 2001 年在闵行区率先建造了首座以体

育命名的公园袁随后又在普陀尧徐汇尧浦东尧嘉定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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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等 12 个区陆续建造了多座体育公园遥体育公园是

以体育健身为重要元素袁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袁具备

改善生态尧美化环境尧体育健身尧运动休闲尧娱乐休

憩尧防灾避险等多种功能的绿色公共空间袁是绿地系

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5]遥 体育公园是市民进行体育锻

炼的野天然健身房冶 [6]袁不仅能帮助广大市民更好地

提高身心健康水平尧传播运动文化尧促进体育产业发

展袁给城市带来活力袁还能提升城市景观水平袁是城

市的名片和颜值担当遥体育公园是上海实现野全球著

名体育城市冶野人人运动尧人人健康的活力之城冶愿景

中不可或缺的公共城市空间遥因此袁本研究调查和分

析上海现有体育公园的现状袁 旨在发现可能存在的

一些问题袁 为上海今后建设更高品质的体育公园提

出建设性意见遥

以野体育公园冶野公共体育服务冶等为关键词检索

了中国知网尧 万方等数据库袁 查阅了与体育公园建

设尧运营相关的政策及论文袁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

与分析袁把握目前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袁为本研究的

设计及开展提供参考与借鉴遥

根据访谈提纲袁走访了体育尧城建及公园管理与

运营等方面的专家及负责人袁 了解目前上海体育公

园建设和运行状况遥

采用武汉大学沈阳博士及其团队研发的文本内

容挖掘软件 ROST-CM6.0袁 对游客发布在大众点评

上有关体育公园的点评内容进行词频分析与情感分

析袁 以了解广大游客对上海体育公园的关注点及满

意度遥所分析的公园包括上海市民体育公园尧前滩体

育公园尧北水湾体育公园尧世博黄浦体育园尧赵巷体

育公园遥

对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袁 运用 EXCEL

以及 SPSS 软件对所收集的各区体育公园数量尧面积尧
运动场馆及设施数量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遥

根据调查袁目前除了金山区尧静安区尧宝山区尧崇

明区 4 个区没有体育公园外袁上海其他 12 个区均有

体育公园袁共 40 座遥其中位于浦东新区尧嘉定区尧松江

区 3 个区的体育公园数量各为 8 座袁 青浦区为 3座袁
黄浦区尧徐汇区尧长宁区尧杨浦区及闵行区 5 个区各

为 2 座袁虹口区尧普陀区及奉贤区 3 个区各为 1 座遥
这 40 座体育公园的地理位置分布不是很均衡遥

总体来看袁它们多位于黄浦江以西袁整体呈现北多南

少尧西多东少的分布特征曰中心城区的体育公园有的

位于城市既有绿地渊如虹桥体育公园冤或与既有体育

场馆渊如徐家汇体育公园冤为邻袁还有一些分布于苏

州河尧黄浦江沿线渊如世博黄浦体育园尧前滩体育公

园冤袁形成了沿野一江一河冶的体育公园野秀带冶曰除崇

明区尧 金山区之外袁 体育公园在其他郊区均有所分

布袁嘉定区尧松江区尧青浦区 3 个区的体育公园数量

较多袁呈现出自北向南分布的特点遥

对于体育公园的分类袁学者们 [7]提出了不同的

分类标准袁国家体育总局于 2022 年 7 月公开了由总

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起草的叶体育公园配置要求曳国
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8]袁该意见稿中将体育公园按

照面积分为微型尧小型尧中型尧大型 4 类渊表 1冤遥
表 1 体育公园分级分类

根据该分类标准袁对所调查的 40 座体育公园进

行分类遥大型体育公园有 10 座袁其中徐汇区尧长宁区尧
闵行区尧奉贤区各 1 座袁浦东新区和嘉定区各 3 座曰
中型体育公园有 2 座袁青浦区和松江区各 1 座曰小型

体育公园有 5 座袁普陀区尧青浦区尧嘉定区各 1 座袁松
江区 2 座曰微型体育公园有 23 座袁其中徐汇区尧长宁

区尧虹口区尧闵行区尧青浦区各 1 座袁黄浦区和杨浦区

各 2 座袁嘉定区 4 座袁浦东新区和松江区各 5 座遥 微

型体育公园多位于社区附近或是以运动单项 渊如门

球或滑板冤为主题的体育公园遥
此外袁意见稿还对体育公园的绿化用地占比尧健

身设施用地占比尧 常规球类运动场地用地及健身步

道的长度均进行了规定遥 以体育公园绿化用地占比

为例袁无论何种类型的体育公园袁绿化用地占比均要

大于等于 65%遥 根据本调查的不完全统计袁 微型体

分级 微型 小型 中型 大型

公园总面积 A/hm2 A＜4 4臆A＜6 6臆A＜10 A逸10

宜建设该类体育公园

的行政区域的常住人

口 B/渊万人冤
B＜20 20臆B＜30 30臆B＜50 B逸50

主要服务半径 C/km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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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上海部分体育公园运营模式统计

区名 体育公园名称 传统事业型 委托运营 企业化运营 事业尧企业合作运营

北蔡休闲绿地体育公园 √

春花秋色滨水活力公园 √

活力 102 体育休闲公园 √

杨园体育公园 √

浦东新区 前滩体育公园 √

徐汇区 徐家汇体育公园 √

徐汇康健社区体育公园 √

黄浦区 世博黄浦体育园 √

黄浦滨江滑板极限公园 √

长宁区 虹桥体育公园 √

普陀区 普陀区体育公园 √

虹口区 广粤运动公园 √

杨浦区 黄兴体育公园 √

育公园中近三分之一不达标袁1 座小型体育公园没

有达标袁大型体育公园中也存在不达标的袁如上海市

民体育公园的绿化占比为 35%遥 而在 2 个中型体育

公园中袁虽然绿化用地占比达标袁但健身设施用地占

比和常规球类运动场地数没有达标袁可见袁目前上海

体育公园中符合新国标的比例不高遥
而对这些体育公园的场地类型统计可知袁 这些

体育公园至少能够开展 23 种不同类型体育运动袁包
括健步走尧篮球尧足球尧网球尧羽毛球尧门球尧乒乓球尧
自行车尧游泳尧排球尧滑板尧攀岩尧射箭尧高尔夫尧棋
类尧小轮车尧轮滑尧电子飞镖尧棒球尧壁球尧橄榄球尧滑
冰尧皮划艇遥 此外袁还有健身苑点尧健身房尧儿童乐园

等场地设施渊图 1冤遥 约有 75%的体育公园有健身步

道袁约有 70%的体育公园建有篮球场袁约有 52%的

体育公园建有健身苑点袁 约有 47%的体育公园建有

足球场袁但诸如棒球尧壁球尧橄榄球尧滑冰尧皮划艇等

运动项目场地比较少遥

图 1 上海体育公园体育场地设施类型数量

体育公园不仅要建好袁更要运营管理好袁才能更好

地发挥出它们的作用袁 让广大市民体验到健身的乐趣

和益处遥 有学者[9-10]提出袁我国体育公园的运营模式大

致分为传统事业型袁委托运营袁企业化运营和事业尧企
业合作运营 4 类遥 传统事业型运营模式是指投资方和

运营方均为政府或事业单位曰委托运营模式是政府尧事
业单位将体育公园经营权委托给专业化的企业尧 社会

组织运营遥 企业化运营是指投资和运营方为企业或社

会组织遥事业尧企业合作运营模式是指事业单位和民营

企业协作袁在双方约定的责任范围内共同运营体育公园遥
本次调查发现袁 上海目前的体育公园建设出资

方多为市或区政府及街镇袁但也有个别体育公园是

由企业出资兴建袁如前滩体育公园由陆家嘴集团投

资兴建遥 而对部分体育公园的运营模式调查发现袁
在公园的运营管理模式上既有传统事业型袁如闵行

区梅陇镇健身主题公园袁由梅陇镇文化体育事业发

展中心负责体育场地设施日常的管理和运营袁 公园

绿化的管理由区绿化市容局负责曰也有企业化运营

模式袁如前滩体育公园由陆家嘴集团酒店产品发展

中心负责运营曰还有委托运营模式袁如奉贤区星火

体育主题公园由奉贤海湾镇东航物业负责运营袁上
海市民体育公园由上海久事国际体育中心有限公

司负责运营曰也有事业尧企业合作运营模式袁如徐汇

康健社区体育公园的部分项目委托第三方运营袁其
余由街道自己负责管理遥 从表 2 可见袁在这些运营

模式中委托运营及传统事业型是目前采用最多的

运营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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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上海市民体育公园 前滩体育公园 世博黄浦体育园 北水湾体育公园 赵巷体育公园

20 过去 健身 健身 停车 停车场

9 足球场 周末 网球 地方 遛娃

10 运动 餐厅 停车 过来 野餐

11 停车 方便 世博黄浦体育园 陈家山荷花公园 运动

12 免费 体育 设施 游泳 停车

13 足球公园 真草 地方 广场 锻炼

14 嘉定 过来 运动 跑道 过去

15 设施 玩的 方便 北水湾体育公园 赵巷体育公园

16 环境 对面 空调 运动 过来

17 方便 地铁 体育 门球场 方便

18 过来 网球 南浦大桥 环境 草地

19 上海市民体育公园 天气 黄浦滨江 标准 篮球场

8 小朋友 儿童乐园 小时 游泳池 设施

1 场地 小朋友 场地 小朋友 小朋友

2 足球 足球 羽毛球 篮球场 山姆会员店

3 球场 前滩体育公园 球场 跑步 地方

4 比赛 地方 足球 嘉定 攀岩

5 踢球 前滩 羽毛球馆 足球场 草坪

6 地方 小时 小朋友 设施 健身

7 预约 球场 篮球 健身 免费

表 3 游客对上海体育公园关注点的高频词

区名 体育公园名称 传统事业型 委托运营 企业化运营 事业尧企业合作运营

青浦区 朱家角市民广场体育公园 √

赵巷体育公园 √

松江区 永丰街道城市体育公园 √

云礼路体育公园 √

恬润新苑体育公园 √

泖港镇体育公园 √

黄桥口袋公园 √

方松路体育公园 √

陈坊市民健身公园 √

泗滨绿地体育公园 √

嘉定区 北水湾体育公园 √

安亭新镇奥林匹克体育公园 √

紫气东来体育公园 √

上海市民体育公园 √

本调查从大众点评上分别抓取了 5 座具有代

表性的体育公园的游客点评文本袁 这 5 座体育公

园包括大型体育公园要要要上海市民体育公园 尧前

滩体育公园袁以及位于社区附近的中尧小尧微型体

育公园要要要世博黄浦体育园尧北水湾体育公园尧赵
巷体育公园袁 利用 ROST-CM6.0 软件对这些点评

文本进行高频词汇分析袁 从而了解游客关注的焦

点渊表 3冤遥

续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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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上海市民体育公园 前滩体育公园 世博黄浦体育园 北水湾体育公园 赵巷体育公园

21 天气 建议 充足 健身步道 地下

22 超级 骑行 两边 跳舞 篮球

23 人员 自助餐 运动场馆 免费 攀岩区

24 市区 高尔夫 空气 广场舞 周末

25 周末 空气 体验 整体 帐篷

26 棒球 人工草 比赛 设计 玩耍

27 停车场 前往 飞盘 象棋 玩的

28 上海 个体 乒乓球 老年 场地

29 位置 比赛 打球 市民 遛娃

30 条件 遛娃 周末 锻炼 过去

续表 3

从表 3 发现袁 游客对体育公园关注点的高频词

可分为 4 类院公园体育场地设施尧公园位置及周围环

境尧出游目的尧到达公园的方式及便利程度袁具体词

频分析如下遥
渊1冤公园体育场地设施高频词遥 诸如野足球场冶

野儿童乐园冶野羽毛球馆冶野篮球馆冶野健身步道冶等袁相
关评价有野场地很大袁还有好几个小型球场袁有天然

草足球场袁有飞盘体验场冶野足球场设施齐全袁大小球

场都有冶野除了正常的足球场外袁 还有儿童乐园尧跑
道袁整体而言非常好逛冶等袁反映了游客对体育公园

里的场地和设施的高度关注遥
渊2冤公园位置及周围环境高频词遥 诸如野前滩冶

野南浦大桥冶野黄浦滨江冶野陈家山荷花公园冶野山姆会

员店冶等袁相关的评价有野听说前滩新开了一个体育

公园袁 召唤小伙伴周末去看看冶野前滩体育公园位置

优越袁地处前滩袁毗邻滨江前滩大道的梧桐四季即是

一道风景袁体育公园内也是豁然开朗袁日和夜各有其

美冶等袁体育公园靠近或周边有著名的建筑尧景色或

商业配套袁 通常也是游客到体育公园游玩和锻炼的

加分项遥
渊3冤出游目的高频词遥 诸如野比赛冶野踢球冶野健

身冶野骑行冶野打球冶野跑步冶野玩耍冶野游泳冶野遛娃冶 等袁
野这个公园还不错袁挺适合遛娃的袁公园里最有特色

的是攀岩墙袁 小朋友们都能轻松攀爬袁 锻炼一下不

错冶等袁这说明体育公园不仅是成年人体育锻炼的场

所袁更是小朋友游玩和锻炼的好去处遥
渊4冤到达公园的方式及便利程度的高频词遥 野停

车冶野停车场冶野地铁冶等高频词袁与此相关的野免费冶
野过来冶野充足冶野前往冶等也成为高频词袁诸如野停车

在公园地下停车场袁限时免费冶野适合自驾前往袁距离

地铁站有 25~30 分钟的步行路程冶 等评价出现频率

比较多遥

使用 ROST-CM6.0 中的情感分析工具对体育公

园游客的点评文本中的情感色彩进行分析袁 可识别

出游客评论中的积极情感尧中性情感尧消极情感成分

及所占比例袁 可反映出游客对公园的喜爱程度和满

意度渊表 4冤遥

上海市民体育公园 前滩体育公园 世博黄浦体育园 北水湾体育公园 赵巷体育公园

积极情感占比 /% 75.38 81.14 71.42 79.41 81.30

中性情感占比 /% 15.38 9.02 14.28 8.82 5.06

消极情感占比 /% 9.23 9.84 14.28 11.76 13.64

表 4 上海体育公园游客对公园情感分析

从表 4 可见袁 游客对 5 个体育公园表现出更多

的积极情感遥对一些社区附近的体育公园袁游客明确

表达了自己的喜爱并发出了衷心的赞叹袁如野噎噎是

政府的支持在家门口新建了这个公园 渊北水湾体育

公园冤袁出了小区门口就到了浴 看见阿姨们开心地在

一起跳舞锻炼身体袁真的感谢政府浴为了老百姓做了

实事尧好事情袁必须表扬一下浴 冶
当然袁也有游客对体育公园场地设施尧配套设施

及服务等做出差评袁如院野地板老旧尧滑袁伤膝盖遥 篮

筐歪的遥 冶野前不着村后不挨店袁来这就靠开车袁就这

样还收 10 元 / 小时停车费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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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公园建设起步较晚袁绝大部分于 2000 年

后修建[11]袁上海亦是如此袁闵行体育公园是上海市首

座体育公园袁始建于 2001 年底袁于 2004 年 1 月 18 日

开园遥 整体来看袁上海体育公园的分布不是很均衡遥
这也许是因为上海作为超大型城市袁人口数量多袁土
地资源紧张袁尤其上海中心城区袁不可避免地出现体

育健身场地设施野总量不足冶野分布不均冶的短板 [12]遥
本调查还对上海体育公园的类型进行了分析和

总结遥 根据新公布的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中的分类

标准袁对这 40 座体育公园进行了分类袁结果发现袁大
型的体育公园占四分之一袁中尧小型体育公园占比比

较少袁微型体育公园超过半数遥这种构成比可能是上

海近些年来一直在不断完善野15 分钟社区体育生活

圈冶袁致力打造野处处可健身冶的城市环境的结果袁而
从公园游客的点评中可以看到袁他们表现出对野家门

口的健身处所冶的由衷喜爱遥但将这些不同类型体育

公园的绿化用地占比尧健身设施用地占比尧常规球类

运动场地用地及健身步道的长度与意见稿中的配置

规定进行比较发现袁无论哪种类型的体育公园袁完全

符合新国标的数量并不多遥
截至目前袁 上海还没有发布适合上海特点的体

育公园建设标准或方案袁有专家 [13]指出袁没有明确的

体育公园标准袁规划尧建设都无从谈起遥因此袁在未来

的体育公园建设中袁 有关部门应结合上海的建设目

标和现实条件袁 基于国家标准构建出上海体育公园

的建设标准或方案袁精心规划尧合理布局袁盘活城市

特别是中心城区的野金角银边冶袁加强土地复合利用袁
可将体育公园的建设与上海野一江一河冶建设尧野千座

公园建设冶及野一区一品冶建设相结合袁以实现体育公

园位置及场地类型的均衡化供给袁 从而补齐分布不

均衡的短板遥

体育公园作为新型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袁 以为全

民健身服务为目的袁其建设以公益为导向袁不具有强

营利性袁再加上体育公园建设投资规模大袁成本回收

时间长袁因此袁目前上海体育公园运营方式呈现政府

主导尧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运营模式遥
目前上海体育公园的运营管理者多为区级政

府或相关事业单位及受委托的第三方袁它们主要承

担了体育公园的日常开放尧场地设施维护尧运动赛

事承办尧体育培训尧公园绿植物养护尧信息化管理尧
安保等方面的工作遥 本调查对部分委托方进行了访

谈袁通过访谈发现袁所委托的第三方有专门从事体

育类业务的公司袁也有从事物业管理尧旅游及绿化

的公司遥 由于它们擅长的领域不同袁所以在运营和

管理体育公园时各有所长遥 从事物业及绿化的公

司袁比较擅长对公园绿化尧场地设施等方面的管理

与维护袁它们通常会与相关的体育俱乐部合作来加

强对于体育场地的开放与管理曰而从事体育类业务

的公司通常在体育培训尧赛事的举办等方面更加得

心应手遥 通过访谈发现袁委托方工作更多放在维持

公园日常正常开放尧场地设施的维护尧公园绿化养

护及安保管理等方面袁很难有更多的人力尧财力用

于体育指导服务尧体质监测服务及数字化管理等方

面遥 叶体育公园配置要求曳[8]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中袁
体育公园的服务与管理包括运营管理尧人员管理尧场
地设施及运动项目管理尧 环境管理尧 信息化管理 5

个方面袁 并对体育赛事及体育文化做出专门要求遥
有专家 [13]也指出袁体育公园不仅是野有体育场地的

公园冶袁而且是群众能够加入体育社团尧获得运动指

导尧 参加业余比赛和学习健康管理的公共体育空

间遥 还有学者 [14]提出袁在上海市体育公园公共体育

服务的供给方面必须具备的服务为院体育场地设施

服务尧体育组织服务尧体育运动信息服务尧体育活动

与比赛服务尧体育指导服务以及体质监测服务遥 但

现阶段体育公园建设仍处于政府顶层设计阶段袁重
野硬件冶轻野服务冶问题较为突出 [15]遥

目前袁 上海体育公园的建设及建成后的绿化养

护尧体育场地及相应配套设施维护等多由政府出资袁
长此以往也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袁因此袁参
考国内外的经验袁如何更好地运用各方资源尧协同各

方力量尧激发体育公园运营者的能力和活力袁处理好

体育公园公益性与产业性的关系袁 发挥智能化管理

的作用袁让体育公园更好地服务于全民健身袁是后续

体育公园建设中需要考虑的问题[16-18]遥

体育公园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公园里的运动场地

与健身设施遥调查发现袁目前上海体育公园的运动场

地和设施至少涉及 23 种不同类型体育运动袁约 75%

的体育公园有健身步道袁 约 70%的建有篮球场袁约
52%的建有健身苑点袁约 47%的建有足球场袁约 32%

的建有儿童乐园袁约 30%的建有网球场袁可见袁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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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和设施基本考虑了各年龄层的使用者遥
广大市民对上海体育公园的运动及配套设施

等方面仍提出了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院有些设施受

损严重袁维修不及时袁希望加强对体育设施的保养

与维护曰公园多为户外场地袁希望能适当建设一些

室内场馆袁 在下雨等天气条件下也有锻炼之处曰希
望增添一些特色性运动设施渊如水上运动设施等冤曰
希望能增加一些更适老化的运动设备曰希望能增加

更专业化尧多样化的儿童运动设施袁并加强这些设

施的维护和管理袁 以保障儿童运动时的安全性曰希
望增加室外体育场地的遮阳尧照明设备及自动贩卖

机袁暂存柜或小卖部等配套设施曰希望能便捷地到

达体育公园袁配套宽敞的停车场及价格优惠的停车

服务曰希望健身设备更智能化袁使市民健身更加科

学化遥
因此袁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袁未来体育公园建

设不仅需要注重体育公园的全民尧全龄健身功能袁为
广大市民提供基础的尧 普适性的运动健身设施和场

地袁还应注重提供高品质尧高等级尧智能化的健身设

施和场地袁以满足社会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遥

基于对上海体育公园现状的调查和研究袁 为促

进上海未来体育公园的建设和发展袁 构建更高水平

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袁特提出以下建议遥

各级主管尧 规划及建设部门应深入了解体育公

园的概念尧功能尧作用及即将发布的叶体育公园配置

要求曳国家标准袁同时还应掌握现有体育公园现状尧
布局袁构建上海体育公园建设标准或方案袁合理规划

和布局即将新建或改建的体育公园袁 不仅要考虑体

育公园的体量袁还要考虑到达体育公园的便捷性袁尽
量将体育公园布局在市民野15 分钟生活圈冶内袁让它

们成为市民野家门口的好去处冶袁同时袁还应结合上海

野十四五冶 期间着力实施的 野千座公园冶野一江一河冶
等计划袁打造出具有上海特色的体育公园遥

上海市民对体育公园中的场地设施及相关配套

具有较高的关注度袁 并对它们的建设水准和品质有

较高要求袁因此袁应充分考虑到广大市民袁尤其优先

考虑儿童青少年尧 老年人及残疾人等群体的使用习

惯等袁配置更专业尧更科学尧更安全的运动场地和设

施袁以满足各群体的健身需求袁并适当增加室内场馆

建设袁保证广大市民有全时段尧全天候锻炼之处遥

上海体育公园的运营模式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袁
公园运营方的行业背景也各不相同袁因此袁有必要建

立体育公园的服务标准袁 让运营方了解体育公园不

仅要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健身环境和安全的健身场地

和设施袁还应提供体育组织尧运动指导尧赛事活动尧健
身信息和体质监测等服务遥此外袁组织第三方专业机

构对体育公园服务能力和水平进行监督抽查袁 对发

现的问题予以曝光袁督促整改袁以提升其公共服务能

力袁最终使体育公园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市民遥

目前袁 上海体育公园的信息化和智慧化服务多

限于场地预约尧自助扫码入场及相关信息发布袁还需

进一步提升健身设施尧 健身指导及管理的智慧化程

度袁因此袁在未来的体育公园建设中袁应充分发挥上

海的科技优势袁 将上海城市数字化建设成果应用于

上海体育公园的建设袁 提升体育公园的运行效率和

管理水平袁给市民带来更多的健身便利和新体验袁提
升他们科学健身时的体验感尧获得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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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遥从奥运会申办制度的改革来看袁未来奥运会要契

合主办城市发展的需求袁更加关注主办城市发展的

需要袁奥运会将为城市发展带来无限可能遥 2024 年

巴黎奥运会袁 计划将巴黎打造成奥林匹克公园袁众
多场馆选址著名历史景点袁奥运会将成为城市营销

的重要平台遥 因此袁未来奥运场馆要在促进城市更

新发展中主动作为袁 充分发挥奥运场馆的触媒效

益袁科学选址袁融入城市整体发展规划袁赋能城市更

新与发展遥

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是永恒话

题袁叶奥运场馆曳为认识奥运场馆发展历史及其赛后

利用状况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一手文献遥 以史为鉴袁
可以知兴替袁未来奥运场馆如何发展袁一方面应借

鉴 125 年来奥运场馆发展的成功经验袁另一方面袁主
办城市需要不断创新袁在叶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曳的
指导下袁通过多个城市联办尧充分利用已有场馆和临

时场馆尧建设绿色场馆等途径袁积极探索奥运场馆可

持续发展的成功经验袁 妥善解决奥运场馆赛后利用

难题袁充分发挥奥运场馆的遗产价值袁为奥运场馆尧
奥林匹克运动以及主办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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