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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我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正处于补短板和向更高水平发展的阶段袁 目前

存在规划布局有待优化尧运营管理有待提升尧保障激励有待改进等共性问题遥 就上

海市而言袁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存在野人地矛盾冶下总量不足尧分布不均衡尧多样化不适

配袁管理运维效率不高袁制度障碍限制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等问题遥 运用文献资料尧案例

调研尧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袁针对野健身去哪儿冶这一制约上海市体育事业发展和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全民健身发展短板问题袁面向体育事业未来发展袁基于建设更高水平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袁结合叶上海市体育发展条例曳解析袁针对性地提出发展策略院
呼应人民群众多元化尧多层次的体育需求袁体育惠民袁促进优质均衡发展曰融合创新尧拓
展城市全民健身空间曰开放共享尧持续提升管理运维效能曰法治赋能尧科技赋能袁完善治

理体系尧提升治理能力袁以体育治理现代化促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保障和长效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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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national fitness facilities are in the stage of strengthening weak links and developing

to a higher level. At present, there are common problems such a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to be opti-

mize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o be improved, and guarantee and incentive to be improved. In the

case of Shanghai where there exists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problems such as insuf-

ficient facilities, uneven distribution, lack of diversity, low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are restri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facilities. This paper, based on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case stud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analysis of

Shanghai Sports Development Regulations, targeting at the bottleneck problem of "where to go for fit-

ness" that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sports industry and the national fitness development

problems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are concerned about,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er level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system, puts for-

ward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responding to the diversified and multi-level sports needs of

the people, promoting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sports development to benefit the people; integrating

and innovating to expand urban fitness spaces for the people; opening and sharing to improve manage-

ment and operation efficiency; empowered by the rule of law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enhance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so a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ports governance to ensure the guarantee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facilities.

national fitness; sports facilities; local legislatio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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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地设施是满足人们开展体育锻炼尧 体育

竞赛尧 观赏运动竞技及运动员训练等活动的物质基

础袁包括为体育健身尧运动训练尧体育赛事尧体育教

学尧体育娱乐等所建设的体育活动建筑场地尧设施和

体育器材[1]遥 为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野健身去哪

儿冶 问题袁2022 年新修订的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曳渊以下简称叶体育法曳冤增加规定院野优化配置各级

各类体育场地设施袁 优先保障全民健身体育场地设

施的建设和配置遥 冶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叶上海

市体育发展条例曳渊以下简称叶条例曳冤践行野人民城

市冶的重要理念袁直面上海市体育设施供给不平衡尧
不充分等短板问题袁 对体育设施建设设置专章予以

明确规定袁以法治保障市民平等参与体育运动尧推动

建设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尧 加快建设

全球著名体育城市遥
野健身去哪儿冶 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健身难

题袁同样制约着上海体育事业发展袁也是推动实施健

康中国和全民健身战略尧 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

基础工程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袁全民健身体育场

地设施建设话题讨论方兴未艾尧 热度持续不衰遥 因

此袁针对野健身去哪儿冶这一人民之问袁本文梳理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进程袁 立足国情和上海实际分析

问题根源袁并面向体育事业未来发展尧结合叶条例曳相
关内容解析袁有重点地梳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上海路

径及法治保障袁以期为我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高质量

发展和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地方实践提供有益参考遥

我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以及法规政策演进过程密切相关遥 有学者[2]就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配置政策演进作了专门梳理袁 限于篇幅袁
本文仅以 1995 年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曳和叶体育法曳的
颁布实施开启全民健身新起点袁以及 2014年起全民健

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分界点袁概略分期梳理袁其中

每个分期均有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可供参考遥

由于历史原因袁 我国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底子薄

弱遥野以上海市为例袁解放初袁旧上海遗留下来的体育

场地共 110 片袁 平均 5 万人拥有 1 片冶[3]遥 新中国成

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袁党和国家逐渐开始重视体

育场地设施建设袁 但受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袁野体
育场地设施远远不能适应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冶 [4]遥
第四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显示袁 截至 1995 年底袁我
国拥有符合普查标准的体育场地 615 693 个袁 占地

面积 10.7 亿m2遥 以 1994 年底全国总人口 11.985 亿

人计算袁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 5 个袁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 0.65 m2遥 从全国体育场地分布情况渊不含解放军尧
武警尧铁路系统冤看袁上海有 3 390 个体育场地袁在全

国体育场地总数中占比 0.57%[5]遥 这一时期袁全国范

围内存在着不同程度体育场地被占用的情况袁 这些

场地大多用以建造厂房尧办公楼尧商店尧仓库尧停车场

等袁上海也不乏此类情况遥 为此袁原上海市体委先后

4 次请示袁上海市政府以沪府发也1983页8 号文批转指

出野加强体育场地和其他体育设施的管理及规划是

发展体育事业袁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条件袁也是

建设现代化城市的一项重要内容袁 要坚决制止挤占

体育场所的现象继续发生冶曰随后由体育部门会同相

关部门拟订叶上海市体育场地管理办法曳袁于 1985 年

12 月由市政府批转尧全市公布施行 [2]遥 该时期袁国内

以举办大型赛事为目标建设了不少大型场馆袁 上海

这一时期建设的上海游泳馆尧上海市水上运动场等袁
规模尧质量和设施配备均具有举办大赛的水准遥当时

我国公共体育场馆主要是事业单位运营袁然而袁受限

于事业单位管理制度袁 完成政府行政命令成为首要

目标袁 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等关键运营事务反而

居于次位[6]遥

1995 年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曳和叶体育法曳的颁

布实施成为推进全民健身的新起点遥叶全民健身计划

纲要渊1995要2010年冤曳叶全民健身计划渊2011要2015 年冤曳
叶野十二五冶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曳等持续推进袁政
府主导尧部门协同尧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健身工作

格局基本形成 [7]遥 1995 年叶体育法曳结合体育工作的

主要内容设置社会体育尧学校体育尧竞技体育三大章

节遥 明确 野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

础冶野国家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冶曰规定野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对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用

地定额指标的规定袁 将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纳入

城市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冶曰野公共体育设

施应当向社会开放袁 方便群众开展体育活动袁 对学

生尧老年人尧残疾人实行优惠办法袁提高体育设施的

利用率冶 [8]遥 国家于 2003 年尧2009 年先后出台叶公共

文化体育设施条例曳叶全民健身条例曳袁地方立法也陆

续跟进袁 初步健全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相关法律法

规体系遥 2010 年袁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叶关于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曳袁明确财政尧金融尧税费尧用地

等对体育场馆的相关扶持政策袁野积极探索公共体育

场馆建设运营新模式袁 鼓励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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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馆发展冶 [9]遥 以我国成功申办和举办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为契机袁 国内越来越多的城市力图通过

承办大型体育赛事和兴建公共体育场馆拉动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遥同时袁激增的大众健身健康需求也对既

有体育场馆发展模式提出野挑战冶遥
上海全民健身服务标准高尧工作推进早袁在全国

率先出台首部地方性全民健身体育法规尧 首个地方

性全民健身实施计划袁并率先将郊县 100%建成野全
国体育先进县冶遥 聚焦国民体质监测达标率尧学校体

育场地开放率尧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尧社区体育健身

设施尧基层体育组织尧全民健身品牌活动覆盖率 6 项

重点指标袁积极倡导野全民健身 365冶袁建设全民健身

实事工程袁提升体育公共服务水平遥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八届运动会为契机袁 上海新建和改建体育场馆

38 个袁并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大力建设市民身边的

健身设施遥 城市全民健身总体水平跃居全国前列遥
这一时期袁我国政策导向明确尧制度保障有力尧

体育产业增长迅速尧 群众身边的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明显改善遥根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袁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袁全国共有体育场地 169.46万个袁
场地面积 19.92 亿m2遥 以 2013 年末全国内地总人口

13.61 亿人计算袁 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 12.45个袁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46 m2[10]遥其中袁上海市共有体育

场地 38 505 个袁场地面积 4 155.69 万m2遥按照 2013 年

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渊2 415.15 万人冤计算袁上海平均

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达 15.94 个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72 m2[10]遥

2014 年 10 月袁国务院印发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

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袁 首次将全民健身

上升为国家战略袁 开启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战略

建设期袁 要求结合城镇化发展统筹规划体育设施建

设袁到 2025 年实现城市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和乡镇尧
行政村健身设施 100%全覆盖曰提出野以体育设施为

载体袁打造城市体育服务综合体袁推动体育与住宅尧
休闲尧商业综合开发冶野充分利用郊野公园尧城市公园

公共绿地及城市空置场所等建设群众体育设施袁鼓
励基层社区文化体育设施共建共享冶[11]遥 2016 年袁国
家颁布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袁揭示了全民健

身对健康中国的重要保障作用遥 2019 年袁叶体育强国

建设纲要曳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

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曳相继出台袁提
出努力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

事业尧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遥

补齐健身设施短板袁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袁 对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体育健身需求尧 推进实施健康中国和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尧加快体育强国建设袁具有重要意义遥 2020 年印

发的 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

设 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曳 提出从盘活城市空闲土

地尧 用好城市公益性建设用地尧 支持以租赁方式供

地尧倡导复合用地模式四方面挖掘供地潜力[12]遥国家

体育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印发 叶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

设的指导意见曳叶野十四五冶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

工程实施方案曳叶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行动工作方

案 渊2023要2025 年冤曳叶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

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曳等袁围绕建设尧使用

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出政策措施遥
2022 年新修订的叶体育法曳进一步明确实施全

民健身战略的地位和作用 [13]袁聚焦解决体育领域发

展突出难题袁提及体育场地设施近 30 次袁就学校体

育场地保障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配置尧公共体育场地

设施尧居住社区配套建设体育设施尧公共体育场地设

施向社会开放尧体育公园建设尧鼓励开发与开放体育

场地设施尧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保护尧全民健身公共体

育场地设施维护管理机制尧非法侵占破坏公共体育

场地设施以及未经批准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地设施

的法律责任等作了专门规定袁增强了叶体育法曳的刚

性和可操作性遥 上海紧随其后袁于 2023 年 11 月颁布

叶条例曳袁这是上海市体育领域首部基础性尧综合性的

地方性法规袁 全面覆盖全民健身尧 青少年和学校体

育尧竞技体育尧体育赛事尧体育产业尧体育组织尧体育

设施尧保障措施和监督管理等袁构建全方位的体育发

展野上海模式冶袁对于健全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地方体

育实践法治保障具有启示意义遥
前述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的颁布实施袁有效实现

了全民健身战略的提档升级袁有力推动了体育健身休

闲产业的发展以及全国各地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补短板工作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曳显示袁截至 2022 年底袁全国共有

体育场地 422.7 万个袁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62 m2[14]遥
资源总量尧 人均资源占有量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均有

目共睹遥 同期袁叶2022 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告曳
显示袁截至 2022 年底袁上海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2.51 m2袁 市民身边的体育健身设施进一步完善曰上
海市民体质达标率全国居于领先袁 经常参与锻炼人

群首次超过五成 [15]遥 鉴于这一时期上海全民健身事

业发展成效已有学者 [16]撰文专门阐述袁本文于此不

作赘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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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袁 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明显改善袁 但公众的满意度和场馆的利用率有待

进一步提升袁野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要和健身

设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较为突出袁 仍存在总

量不足尧结构不优尧载体不新尧质量不高尧社会力量参

与不充分冶等突出问题 [17]遥 深入分析其问题根源袁主
要有以下几方面遥

一是体育场地设施资源布局不均衡遥 有的体育

设施规划布局时需求调研不充分袁野用于专业比赛训

练的场地和坐落在学校尧 机关事业单位的场地占比

较高袁 导致人民群众可以直接方便使用的公共体育

场地仍然缺口较大冶[18]遥部分新建小区体育设施规划

落实不到位袁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对健身设施建设

重视度普遍不足袁社区健身设施野欠账冶多遥有的体育

场地设施选址不当袁城乡尧区域间配置不平衡袁尤其

是缺少群众身边举步可及的健身设施遥野健身不便捷

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冶[19]遥二是有

的体育场地设施设计和标准滞后于时代需求袁 类型

功能单一袁未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尧多层次的体育

需求遥如袁各地结合城乡特点袁与自然生态尧生活空间

相融合的设施较少袁 公共体育场馆在设计建造过程

中较多考虑满足各项竞赛功能的需要袁对赛后利用尧
全民健身配套服务等使用场景考虑不足遥 三是公共

体育场地设施配置方式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反馈机制

之间有效联通不足遥一些公共体育设施在设计之初未

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特殊体育需求和未来消费需求

升级袁建成后综合配套服务不足袁难以长久吸引人气遥

一是健身设施的开放度尧适配度尧性价比与公众

期待差距较大遥 野大型免费场馆的开放时间有限袁小
区健身器材的档次较低曰不少健身房尧瑜伽馆的价格

并不亲民袁而且大都采用年费制袁或者需要付费购买

课程冶[20]遥二是运营管理专业化水平不高遥当前袁国内

各乡镇尧街道尧社区的全民健身体育场地设施等袁主
要实行属地化自主管理模式袁 亦有地方政府将辖区

内的公共体育设施交由第三方专业运营机构进行管

理遥但是袁除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有较为成熟的制度体

系外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刚经历大改袁新制度

体系尚未建立袁野委托运营冶 模式实践中缺乏明确有

效的法规政策指引袁 由此也导致了公共体育设施的

使用效益和专业化水平未能有效提升遥 三是数字化

治理与智能化应用程度较低遥野有的地方全民健身资

源开发和利用效率不高遥 有的则不注重进一步强化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创新建设袁在应用耶互联网 +爷
技术方面不到位冶[21]遥

公共体育设施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投入尧体
育彩票公益金和社会资本遥 近些年国内外形势错综

复杂袁世界经济形势总体增长乏力袁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运行面临体制性尧 结构性和周期性等多重因素的

制约袁经济下行压力也明显加大袁导致公共体育设施

资金总体偏紧遥再加上公共体育设施投资回报率低尧
资金吸附能力较弱尧场馆运营期限和内容受限尧政府

与运营方权责和风险分配不合理等特性袁 投资人难

以取得合理回报袁 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不高遥 此

外袁 国外盛行的企业或个人对公共体育设施的赞助

和捐赠在国内尚未得到很好的引导和运用遥 现有法

律法规从不同角度强化了政府职责袁 并对公共体育

设施的建设尧 运营和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规定

与要求遥 公共体育设施绩效评估目前正逐步在各省

市推行袁但在评估主体进一步多元化尧评估指标进一

步科学化等方面袁仍存有需要改进和提升之处遥

近年来袁 上海市健身设施补短板工作取得积极

成效袁体育场地面积逐年增长袁但健身设施的增长依

然不能满足群众需求袁健身设施存在野人地矛盾冶下
总量不足尧分布不均袁管理运维效率不高袁制度障碍

限制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等问题袁群众野去哪儿健身冶
的困难受到社会关注袁具体表现如下遥

上海作为全国第一超大型城市袁常住人口近

2 500 万袁制约体育事业发展最突出尧最重要的问题

表现为野人地矛盾冶袁即市民健身尧运动需求与体育场

地设施供给之间不充分尧不平衡尧不匹配的矛盾遥
一是体育场地设施总量不足遥 上海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经过多年持续扩增量尧补短板袁从 1984 年的

0.13 m2 增至 2022 年的 2.51 m2袁 但仍与广大市民的

期盼存在差距遥随着市民多层次尧多样化健身需求日

益增长袁体育场地设施供给不充分尧不平衡已成为制

约上海体育发展的主要问题遥 叶2022 年上海市全民

健身发展报告曳 显示袁 上海市新增体育场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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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83 万m2袁但在全民健身 600 指数中袁野健身设施冶
指数依然明显低于其他指数遥 具体为院 健身设施

56.7袁健身组织 76.1袁健身活动 81.5袁健身指导 69.8袁
体质健康 90.2袁市民参与 82.9[22]遥 上海地少人多袁寸
土寸金袁体育场地设施稀缺遥有效增加体育场地设施

供给袁更高效地为市民提供健身空间袁破解野健身去

哪儿冶这一全民健身野牛鼻子冶难题袁成为上海市体育

发展的关键一环遥
二是体育场地设施分布不均衡遥野尽管上海体育

设施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袁 但还是难以满足市民日

益增长的健身需求袁尤其是上海中心城区袁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不足 1 m2袁体育场地供需矛盾尤为突出冶[23]遥
根据叶2019 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告曳袁崇明尧嘉
定尧奉贤尧金山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分别达到 6.42 m2尧
4.64 m2尧3.35 m2袁 而中心城区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均未超过 1.32 m2[24]遥 而崇明尧嘉定尧奉贤尧金山这些

城区距离中心城区的距离较远袁 无法满足中心城区

居民日常运动尧健身需求遥 因此袁上海市中心城区与

其他城区的野人地矛盾冶尖锐程度不同袁需要有针对

性的制度设计遥
三是体育场地设施类型多样化不适配遥 体育运

动项目繁多袁所需要的场地设施也各不相同袁彼此之

间可替代性较低遥 叶2019 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

告曳显示袁跑步尧健步走尧游泳尧骑自行车尧羽毛球尧健
美尧篮球尧瑜伽是上海市民最常进行的运动项目尧具
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24]遥 上海市目前重点建设的健身

步道尧健身苑点尧骑行道等体育场地设施较好地与满

足群众需求相呼应袁而羽毛球尧篮球尧足球等对于场

地设施有较高要求的热门运动项目的场地设施供不

应求遥

上海把体育场地设施初步分为公共体育设施尧
学校体育设施尧 经营性体育设施和单位内部体育设

施 4 种类型遥 其中袁 部分公共体育场馆服务水平不

高尧设备维护不善尧信息化建设滞后尧公益性体现不

足遥学校体育场地虽按规定应开尽开袁但开放的时间尧
空间有限袁市民获得感不强袁占比较高的经营性体育

场地设施使用率不足遥 根据叶2020 年上海市全民健

身发展报告曳显示袁约 20%的受访者对社区体育场地

的环境卫生尧器材配备最不满意袁28.4%的受访者对

经营性体育场地的性价比最不满意袁22.2%的受访

者则对经营性体育场地的交通便捷度表示不满 [25]遥
此外袁体育场地设施数字化尧集约化管理有待提升遥
上海市目前有多个体育场地网络信息服务平台袁但
各个信息平台间数据不互通袁 场馆信息集约能力不

足遥 如野上海市社区体育设施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冶
涵盖了全市 17 184 个体育健身苑点袁但仅可在网络

上对健身苑点位置尧类型尧器材信息等进行查询曰野来
沪动窑健身地图冶微信小程序的体育场馆信息采集不

全袁且无法通过平台直接完成场地预约尧在线付费尧
教练预约尧 场地活动信息等关键功能曰野大众点评冶
野支付宝要运动冶野51 运动冶 等市场主流的体育场地

预订平台也未能实现整体场地覆盖[26]遥

目前上海市中心城区现有体育用地资源接近上

限袁因此特别需要开发和利用废旧厂房尧屋顶尧滩涂尧
码头尧高架桥下等闲置空间资源建设体育设施遥但相

关举措主要源于新叶体育法曳以及政策文件中的原则

性规定袁缺少配套地方立法袁因此有关部门配合意愿

不高遥同时袁一些居民住宅区特别是大型居住社区未

按规定配套建设相应的体育健身设施袁 群众就近锻

炼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遥此外袁社会力量参与体育场所

运营管理的行为实践中不少按政府采购服务行为操

作袁导致相关合同期限严重受限袁这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社会力量的积极性遥

叶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的意见曳 提出 野打造绿色便捷的全民健身新载体冶袁
野到 2035 年袁 全面建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

应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冶[27]遥上海市全力推动全

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地落实袁 以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

的体育健身需求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袁 持续推

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袁 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

康深度融合袁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尧上海特点尧更高水

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袁 加快建设全球著名体

育城市袁 努力形成迈向全民健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上

海路径遥 其中袁叶条例曳直面新形势尧新挑战尧新问题袁
注重体育惠民和人本发展袁 为上海加快建设全球著

名体育城市尧 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保

障袁对引领上海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高质量发展尧促进

上海体育事业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遥

一是法治政策领航袁健全治理体系遥制定叶条例曳
叶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曳叶上海市体育设施管理

办法曳叶上海市体育赛事管理办法曳 等地方性法规和

规章袁为全民健身提供法治保障遥对于室外公共体育

设施建设与管理尧农村体育健身设施建设尧都市运动

中心服务综合体建设尧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建设尧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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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驿站建设等均出台了规范性文件遥政策层面袁上
海市出台 叶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要曳叶关于

本市推进全民健身工程加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意

见曳叶上海市推进体育公园建设实施方案曳叶上海市关

于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实施意

见曳等十余个文件袁在全民健身尧场地设施建设尧组织

建设尧赛事管理尧科学指导尧智慧服务等方面明确了

时间表和路线图遥
二是运动促进健康袁增进民生福祉遥叶条例曳聚焦

野促进体育事业袁发展体育运动袁增强市民体质袁提升

城市软实力冶的立法目的袁规定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袁 鼓励和支持市民参与健身活

动袁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冶渊第 10 条冤曰
完善和实施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袁 定期对各

区体育设施尧健身组织尧健身活动尧健身指导尧市民参

与和体质健康状况等进行评估袁 发布全民健身发展

指数渊第 11 条冤曰野完善政策支持袁优化设施布局袁加
强人才培养袁支持社会共同参与袁建立健全满足各类

人群需求的运动促进健康服务体系冶渊第 12 条冤遥叶上
海市运动促进健康三年行动计划渊2021要2023 年冤曳
构建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袁 提出了市民体育健身设

施升级尧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建设等 12 项重点任务袁
是全国首个探索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的专项计划遥

三是加强多元保障袁增强发展动力遥叶条例曳明确

政府和部门职责袁 健全部门协同机制 渊第 3尧4 条冤袁
野鼓励自然人尧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通过捐赠尧赞助尧志
愿服务等方式袁支持体育事业发展冶渊第 6 条冤袁野通过

独资尧合资 尧合作等方式袁建设经营性体育设施 冶
渊第 49 条冤袁加大经费投入保障和对体育事业关键领

域尧薄弱环节尧重点区域的支持力度曰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袁 将彩票公益金用于落实全民健身战略等工作

渊第 54 条冤遥叶条例曳还规定了市民平等参与体育运动

的多项保障措施袁 并通过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等细

节袁为市民人身安全添保障袁彰显人性的温暖遥

一是注重优化全民健身资源布局遥 叶条例曳第 3 条

明确将体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曰强
化公共体育设施规划尧 建设要求袁 结合城市更新工

作袁完善公共体育设施空间布局和配套建设曰公共体

育设施的设计和施工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建设

标准袁 并按照要求配置无障碍和公共场所母婴设施

渊第 44 条冤遥 叶条例曳注重优化体育设施供给与布局袁
重点对公共体育设施尧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尧学校体育

设施等提出明确要求遥坚持规划先导袁优化全市公共

体育设施布局袁均衡配置市民身边的健身设施尧健身

活动尧健身指导等公共服务遥上海推进健身设施补短

板行动计划袁积极打造民心工程遥 如袁将健身休闲服

务功能融入野一江一河一带冶袁打造上海市民运动健

身尧畅享健康生活的野世界级滨水健身休闲带冶遥深化

体绿融合袁结合野公园城市冶建设袁优化配置和增加公

园绿地健身设施遥
二是注重夯实社区全民健身基础遥 叶条例曳第 3 条

规定 野协调尧 推动本辖区内社区公共体育设施的建

设尧开放和管理袁配备社区体育工作人员袁推动和组

织开展经常性尧群众性体育活动冶遥 第 13 条规定野将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纳入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和乡村

社区生活圈建设内容袁支持社区健身组织尧健身团队

发展袁开展科学文明健康的全民健身活动冶遥 上海将

全民健身纳入社区服务体系袁 大力推进百姓身边的

体育场地设施袁已累计建成益智健身苑点尧多功能运

动场尧健身步道等社区体育设施约 2 万处袁基本实现

城乡社区全覆盖遥此外袁上海注重完善促进社区体育

发展的政策和标准袁制定叶上海市社区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标准曳叶上海市社区体育发展实施方案曳等袁开展

全市全民运动健身模范街镇创建工作遥 建议后续加

强配备社区体育工作人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袁 促进

社区体育俱乐部尧健身团队等发展袁充分发挥体育的

社会整合作用袁激发社区全民健身活力遥
三是注重建好野家门口冶健身设施遥 叶条例曳第 47 条

明确野新建尧改建尧扩建居民住宅区袁应当按照国家

和本市有关规定同步规划尧设计尧建设用于居民日

常健身的配套体育设施袁 并同步验收和投入使用遥
规划资源尧 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袁
将配套建设的体育设施纳入规划设计方案尧施工图

纸审查和竣工验收备案冶遥 野优化配置社区公共体育

设施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尧老年人等不同群体的健

身需求袁加强社区公共体育设施与其他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的共建共享尧融合发展冶遥 新建居住区按标准

配建公共健身设施袁这是打造群众身边健身场地的

关键问题袁需相关部门协同落实遥 既有居住区亦需

充分挖潜袁结合城市更新和野两旧一村冶改造等袁实
施社区健身设施提档升级工程袁加强健身设施适老

化尧适幼化服务遥 叶条例曳第 12 条还规定院野推动社区

老年人多功能体育场所建设袁整合体育设施与养老

服务设施功能袁为老年人提供健身辅导尧身体机能

训练尧运动干预等运动康养服务遥 加强面向市民尧职
工的健身服务站点建设袁为全民健身活动提供便利

和服务遥 冶作为较早进入深度老龄化的城市袁上海注

重深化体医养融合袁 创新推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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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海首创长者专属的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袁提
供一站式运动康养服务遥

一是打通非体育空间兼容利用路径袁 赋能城市

野金角银边冶遥 实施城市野金角银边冶变身体育空间工

程袁利用商业设施尧楼宇尧仓库尧闲置厂房尧高架桥

下尧 屋顶和地下空间尧 边角地等建设嵌入式健身设

施袁诞生了一批备受市民青睐的网红运动打卡地遥如
普陀区的中环篮球公园尧 长宁区的火烈鸟运动场等

都是在高架桥下建设的多功能运动场地遥然而袁建设

管理过程堵点频现袁受土地政策尧用地成本尧审批手

续等制约袁社会力量利用废旧厂房尧屋顶尧高架桥下

等空间建设体育设施实践难度大袁合法性也受质疑遥
经过深入调研袁叶条例曳第 53 条规定野在确保建筑安

全和消防安全的前提下袁可以利用高架桥下空间尧闲
置地尧楼顶空间等场地资源袁暂不变更土地性质或者

临时改变建筑使用功能袁 建设公共体育设施冶野由乡

镇人民政府尧街道办事处或者区体育部门提出建议袁
区人民政府统筹协调噎噎予以支持保障冶遥该规定依

托区级存量资源统筹利用协调机制袁 为非体育空间

兼容利用提供法律保障和操作路径袁 有助于加强对

城市空间的规划利用袁 从闲散资源中发掘潜在的优

质公共体育空间袁完善各种野家门口冶的公共体育服

务设施袁提升市民获得感遥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提供

详尽的工作指引袁 加大利用存量资源建设体育设施

推进力度袁点亮更多野金角银边冶遥
二是因地制宜发展体育公园袁 高质量创新全民

健身载体遥 体育公园建设是叶体育法曳修订中增加的

亮点条款袁鼓励充分利用自然环境打造运动场景袁使
健身设施有机嵌入绿色生态环境遥 这种集体育尧休
闲尧社交尧人与自然和谐交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全

民健身新载体袁受到群众普遍欢迎遥与叶体育法曳相呼

应袁叶条例曳第 52 条就野因地制宜发展体育公园冶予以

立法支持遥实践中袁徐家汇体育公园保留并改造上海

体育场尧上海体育馆尧上海游泳馆袁新建体育综合馆袁
既满足顶级赛事及赛事配套空间布局需求袁 又同时

布局全民健身和专业服务功能进行适配性改造袁还
在公园户外环境中形成野运动公园冶和野有氧公园冶两
大主题公园袁体育赛事功能尧区域环境品质和公共服

务能级均显著提升袁 成为备受市民好评的市级公共

体育活动聚集区袁 为上海全民健身空间建设提供了

样板遥 据上观新闻报道袁 徐家汇体育公园升级改造

后袁在全市高端文娱赛事尧青少年训练及全民健身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遥数据显示袁徐家汇体育公园去

年全年接待各种赛事尧 演出和训练等共计 244.8 万

人渊次冤[28]遥
三是挖掘可复合利用的场地资源袁 鼓励建设新

型体育服务综合体遥 城市更新过程中袁老旧厂房尧老
旧商业设施等如何实现野华丽变身冶钥 贯彻叶体育法曳
野国家鼓励充分尧合理利用闲置资源建设公民日常健

身设施冶 的精神袁叶条例曳 结合城市实际予以细化创

新袁野本市鼓励利用公共体育用地尧产业园区尧商业设

施尧废旧厂房尧仓库等城市空间和场地设施资源袁建
设新型体育服务综合体袁 促进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冶渊第 37 条冤遥闵行区的大中华正泰橡胶厂袁
野变身冶为新型运动场馆曰上海日硝保温瓶胆厂旧址

改造成了上海市首家以体育文化为主题的产业园曰
高架桥下的新虹桥中心花园袁改造出约 2 万m2 的公

共空间袁 建设了 4 个篮球场和 2 个足球场噎噎上海

还积极发展野体商结合冶野体绿结合冶等野体育 +冶业
态袁聚焦市民高品质尧多样化的体育健身需求袁分园

区型尧商区型和户外型三类袁打造都市运动中心新型

体育服务综合体遥 随着叶条例曳的实施袁更多可喜的

野魔术冶转换尧更多有利市民生活的全民健身新空间

将会诞生遥

一是推动健身场地全面开放尧提质增效遥上海丰

富发达的赛事体系和雄厚的全民健身群众基础袁对
体育场地设施的社会服务和运营效率提出了更多期

待遥叶条例曳第 45 条规定院野公共体育设施管理人应当

公开向社会开放的办法袁加强社会化尧专业化运营袁
提升社会服务功能和运营效率袁 方便市民开展体育

活动遥无需增加投入或者提供专门服务的袁应当免费

开放遥 冶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可以通过项目补

贴等方式袁支持经营性体育设施向社会公益性开放

渊第 49 条冤遥 叶条例曳第 48 条还明确了公办学校向社

会开放体育设施遥 鉴于此项开放措施增加了学校的

责任和义务袁 建议政府设立专项补助和统一购买公

共责任险袁以解除学校在安全保障等方面的顾虑遥
二是加快数字化转型与科技赋能遥 在时代信息

浪潮下袁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智慧化是大势所趋遥
叶条例曳要求野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袁促进新技

术尧新材料尧新装备在体育领域的开发与应用冶野加强

体育信息化建设袁依托政务服务耶一网通办爷平台提

供公共体育设施查询和预约尧办赛信息服务尧政府扶

持项目申请等便民服务功能遥 鼓励有条件的经营者

按照统一的数据标准接入政务服务 耶一网通办爷平
台袁为市民提供信息查询尧预约等服务冶渊第 56 条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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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鼓励有条件的运营主体开展体育设施数字化改造冶
渊第 49 条冤遥 2020 年以来袁上海依托区块链尧健身地

图等信息化手段开展了体育消费券配送工作袁 支持

体育场馆向群众公益开放遥 2021 年上海修订全民健

身发展指数评估办法和指标体系袁优化指数构成袁并
每年发布叶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报告曳袁有效提升了

全民健身数字化治理水平遥当前袁上海正持续推进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野一网通办冶袁深化野一码健身冶袁推
进全民健身管理方式和公共服务数字化遥 后续建议

推进全民健身信息服务体系建设袁 协同建设全民健

身互联网信息平台遥
三是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标准化遥 着眼于全

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目标袁 上海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应当视野宏阔尧立意高远袁基于体育国际化形势尧增
进中西经验互鉴袁 高水准对标创建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遥 叶条例曳 第 57 条规

定院野市体育部门应当加强体育标准化建设袁 组织起

草体育公共服务尧竞技体育尧场馆运营尧赛事活动等

方面地方标准遥冶此举将有力发挥标准对于构建更高

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引领作用袁 推动提供更高

品质的体育服务遥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进程中袁 全民健身事业内涵

将更为丰富袁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基础地位将更加凸

显袁 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将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遥 2022 年新修订的叶体育法曳丰富完

善了体育法治基本制度袁 深化体育领域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袁 为建设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奠定

了法治基础遥叶条例曳一脉相承袁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袁着眼改革发展袁立足本地需求袁以法

治思维尧法治方式切实破解群众野健身去哪儿冶瓶颈

问题袁健全治理体系袁优化资源配置袁创新健身载体袁
激发多元参与袁提升社会服务和运营水平袁完善运动

促进健康服务体系袁 为上海加快建设全球著名体育

城市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遥其必将引领尧促进和保障

上海持续推动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高质量发展袁 加快

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尧标准化尧融合化尧数
字化袁探索和实现全民健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袁努力将上海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全民健身模范

城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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