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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强国背景下我国体育场地建设发展趋势 
— — 基于两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的比较 

宋忠良 ，陈更亮。，贺新 家 

(1．武汉工程大学 体育部，武汉 430205；2．上海体育学院 期刊社，上海 200438) 

摘 要：体育强国建设是我国体育发展的新目标．体育场地建设与发展直接影响着体育强国的建设，也是体育 

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数理统计与比较研究等方法，对我国两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 

(“六普”与“五普”)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在体育场地数量、场地面积、场地类型及质量以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等方 

面均有很大提高；但是在城乡与地区分布、体育场地结构 、人均体育场地及场地利用情况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问 

题．最后为体育强国背景下我国体育场地建设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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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地设施是开展体育事业的物质基础及重要载体，其数量和质量与我国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发 

展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世纪 9O年代以后，我国体育场地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为了更好地了 

解全国体育场地的建设情况，国家相关部门分别在 1974、1983、1988、1996、2004、2013年共进行了六次全国 

性的体育场地普查工作．2013年底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是在我国成功举办 

2008年北京奥运后所进行的一次全面性普查，与 2004年 6月开展的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以下简称 

“五普”)相隔近十年．“六普”在统计指标、类型和技术手段、实施措施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在当前我 

国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下，我国体育场地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很多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本文试图 

通过分析“六普”统计数据结果，并与“五普”数据进行比较，旨在为进一步了解目前我国体育场地建设的成功 

之处与存在的问题，探索我国体育场地建设的未来发展方向，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我国体育场地建设现状为研究对象，现有数据以 2013年进行的“六普”数据结果为依据，以 2004年 

“五普”的数据统计为比较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读秀等论文库网站查阅与体育场地相关资料，并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 

1．2．2 数理统计法 

根据研究需要，运用 EXCEL对所获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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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比较分析法 

对“六普”和“五普”统计数据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找出我国体育场地建设存在的差距与问题，并提出相应 

的建议．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我国体育场地建设呈快速发展态势 

2．1．1 我国体育场地总体上呈明显增长趋势 

据“六普”统计数据显示_1]：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我 国共有体育场地 169．46万个，用地面积 

39．82亿 ，建筑面积 2．59亿rrf，场地面积 19．92亿 ．以2013年末全国内地总人 口13．61亿人计算，每万 

人拥有体育场地 12．45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46 ．与“五普”数据相比，全国体育场地总数量增加了 

84．36万个，增加 99．34 ；全国体育场地面积增长 17．32亿 ，增长 76．98 ；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增加 

5．87个，增长 89．21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加 0．43，增长 41．75 ．“六普”与“五普”相比我国体育场地在整 

体上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表 1“六普 ”与“五普”体育场地整体情 况比较[1 

指标 五普 六普 增加值 增长／ 

总数量／(万个) 

总用地面积／(亿rIf) 

总建筑面积／(亿 ) 

总场地面积／(亿 ) 

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亿nf)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亿nf) 

2．1．2 我国各系统体育场地数量不断完善 

根据“六普”统计数据可知：在全国 1 694 600个场地中，体育系统有 24 300个，占 1．43 ；教育系统有 

660 500个，占38．98 9／6；军队系统管理的体育场地有 52 200个， 占3．08 ；其他系统管理的体育场地有 957 

600个，占56．61 ．与“五普”相比，体育系统场地数量增加 5819个，增长 31．5 ；教育系统增加 102 456 

个，增长 18．4 ；军队系统增加了45 026个，增长 627．6 ；其他系统增加 722 007个，增加 306．5 ．由此可 

见，“六普”与“五普”相比，各系统体育场地在数量和增长幅度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特别是军队系统和其 

他系统 的增幅更为突出，体育和教育系统增长速度相对较慢． 

表 2 “六普”与“五普”各系统体育场地数量 比较 一：] 

系统类型 五普 六普 

数量 所占／ 数量 所占／ 

六普与五普的差额 

增加值 增长／ 

体育系统 18 481 2．34 243 oo 1．43 5819 31．5 

教育系统 558 044 65．6 660 500 38．98 ’ 1o2 456 l8．4 

军 队系统 7 l74 o．8 522 oo 3．08 45 026 627．6 

其它系统 266 381 31．3 957 600 56．61 69 1219 259．5 

注 ：由于“六普”时没有单列武警 、铁路及新疆建设兵团 ，为 了，方便两次普查数据 比较 ，因此将“五 

普”中的武警、铁路及新疆建设兵团数量其并人到其他系统当中． 

2．1．3 我国体育场地类型及质量进一步提升 

“五普”统计数据公报显示：在全国850 080个体育场地中，体育场地统计类型为 64种，其中标准体育场 

地中的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大型体育场馆为 5680个；室内体育场地共 55 678个；室外场地共 485 818个． 

“六普”统计数据公报显示：在全国 1 694 600个场地中，体育场地统计类型达到了 82种，比“五普”增加 

28．1 9／6，增加了板球场、木球场、室内外五人制足球场、三人制篮球场、海上运动场、登山步道、城市健身步道、 

全民健身路径、户外活动营地等新兴的体育项目和深受广大群众喜爱体育项目锻炼场所的统计．“六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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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我国拥有室内体育场地 156 000个，比“五普”增加 100 322个；室外场地 1 525 500个，比“五普”增 

加 1 039 682个．新建足球类场地 7100个，场地面积 2136．33万rd；篮球类场地 476 900个，场地面积 

28 179．67万 ；排球类场地 30 700个，场地面积 960．62万 ．新建全民健身路径器械 330．03万件，登山步 

道 0．12万条、城市健身步道 9700条和户外营地 900个，场地面积共计 0．87亿 ．“六普”与“五普”相比，增 

加了一大批符合当前居民体育锻炼需求的新兴场地以及高质量的室内体育场馆设施，这也与我国当前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相适应． 

2．2 我国体育场地建设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2．2．1 全民健身运动的广泛开展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是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迈入快速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体育锻炼的需求愈发强烈．200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全民健身条例》，这一条例 

的出台对与人民群众参与健身活动密切相关的体育设施、健身指导、安全规范等作出规定．全民健身的需求 

极大地刺激了体育健身场所的快速发展．据统计，2013年，北京市体育产业实现总收入 864．3亿元，体育产 

业从业人数达到 13．2万人．体育服务业从业人数 7．4万人，占体育产业总从业人数的比重为 46．1 l_5]．而 

2001年北京市健身企业为200家左右 ]，体育产业从业人数为 1．1万人，营业收入仅有 5亿元．通过 2013年 

与 2001年的统计结果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2013年北京市体育产业从业总人口增加 ll倍多，而总收入 

增长了 172倍之多．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广泛开展，人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需求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进 
一 步推动体育事业单位加快体育场馆建设的步伐，一大批适应群众健身需求的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应运而生． 

2．2．2 体育场地设施投融资渠道呈现多样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体育社会化与市场化也随之加快推进，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中政府部门投 

入比重有所下降，社会资金均投人体育场馆建设所占比例越来越高．比如通过社会捐赠兴建的占地 1O万 、 

耗资 3700万的中山大学英东体育馆和投资近 10亿人民币的国家游泳中心分别是由霍英东先生和全世界华 

人华侨捐赠兴建的_7]．另外通过冠名方式进行体育场馆的投融资渠道，例如南京龙江体育馆被冠名为“南京 

步步高电器体育馆”，南京五台山体育中心被南京金榜集团冠名后改称为“金榜体育馆”l_8]．通过发行体育彩 

票为体育场馆建设筹措资金，投资 21亿元人民币的南京奥体中心，其中近 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是利用发行 

体育彩票融资得到的．为承办 2009年全运会而建设的聊城体育馆由聊城市体育局、聊城大学、开发商三方共 

同出资，馆址设在聊城大学，赛季由体育局使用，平时归聊城大学使用，开发商负责经营．由此，可以看出各地 

．体育行政部门已经逐渐摒弃仅靠政府拨款建设体育场地的单一投资模式，在投资体制上，采取政府与市场投 

融资相结合，鼓励社会资金积极参与体育场地建设．多样化投资是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必由之路． 

2．2．3 体育赛事市场的繁荣发展 

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职业体育赛事得到了飞速发展．截至 2013年底，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达到 

64支(男足：中超联赛 16支球队、中甲联赛 16支球队、中乙联赛 16支球队；女足：中国女足联赛 16支球 

队)；篮球 52支(男篮：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20支球队、全国男子篮球联赛 ]6支球队；女篮：中国女篮联赛 16 

支球队)；羽毛球 l2支球队；乒乓球 24支(男子团体 12支球队、女子团体 12支球队)． 

群众体育赛事方面，上海市首届市民运动会共举办各类各级赛事活动 3812场，吸引了 6312944人次参 

与，基础大项田径和游泳、中青年热衷的球类运动以及登山、定向越野等新颖项目，受到市民群众的欢迎．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方面，近年来中国相继举办了2001年北京世界大运会、2007年上海特殊奥运会、北 

京 2008年奥运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1年深圳世界大运会、2014年南京青奥会等大型国际级体育赛 

事，北京举办 2008年奥运会新建 12个、改扩建 11个大型场馆，深圳大运会期间，有 63个场馆参与大运会赛 

事，其中新建场馆 22座，改建 31座，临时场馆 1O座．国内综合赛事方面，山东、辽宁相继举办了第十一届及 

第十二届全运会．山东为承办十一届全运会，在全省新建和维修 130多个场馆，其中新建 41个；辽宁承办十 

二运会共新建、改建场馆 133个．通过大型体育赛事的承办，我国新建和扩建体育场地数量有明显的增加，提 

高了我国体育场地数量和质量水平． 

2．2．4 体育产业及体育场地相关政策的颁布与完善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实施，使我国体育设施用地、规划、建设开始走向法制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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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场地建设从此进入了依法推进的新阶段．2003年以来政府部门陆续颁布了《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 

例》、《城市公共体育运动设施用地额指标暂行规定》、《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 

《关于加强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改革创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法规文件，同时各省、 

市、自治区也颁布了与体育场地建设和管理的法律条文等相关体育法规，这些措施使体育场地的建设拥有坚 

实的法制保障，保证我国体育场地的建设能够稳步快速发展． 

2．3 我国体育场地建设存在的问题 

2．3．1 我国体育场地建设区域分布不平衡 

截止 2013年末，我国城镇拥有体育场地 96．27万个，人 口数量为 73 111万人，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 

132个；乡村拥有体育场地 67．97万个，人口为 62 961万人，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 108个．在室内场地数量 

上，城镇拥有 12．87万个，每万人拥有 17．6个；乡村拥有 2．73万个，每万人拥有 4．3个．城镇室内场地数量 

是乡村的 4倍多．室外场地数量上，城镇每万人拥有 114个，乡村为 104个，两者相差不大．由上述数据可以 

看出，城镇与乡村的人均体育场地数量相差不大，但城镇每万人拥有室内场地数量远远高于乡村．“六普”公 

报显示：东部地区的1O个省份拥有场地 71．10万个，占全国43．29 ；西部地区12个省份拥有场地 42．63万 

个，占25．96 ；中部 6个省份 4O．39万个，占24．59 ．因此西部地区场地数量与中、东部地区尚有一定的 

差距． 

2．3．2 各地政府部门在体育场地建设中追求过高 

近十年来，我国进人了体育场地建设的高峰期．很多中、小城市纷纷建设大型体育场馆(或体育中心)，有 

很多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和形象工程，将体育场馆设施尽量向大而全的方向设计与建设．山东为举办第十一届 

全运会，场馆建设直接投资约 150亿元人民币，与一些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在体育场馆设施建设投入相当． 

2009年某省会城市在毫无赛事需求的情况下，效仿十一届全运会主体育场(济南奥体中心)，建设一座规模 

达 8万座、总建筑面积达 25万 的奥体中心．另有一城市人口数量为 120万，常住人口为 50万左右，在刚刚 

建成的体育场不久，又新建一座规模为 30 000人的体育馆，总投资 6亿元左右 ]． 

2．3．3 人均体育场地数量面积不足，场地利用率亟须提高． 

从历届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可以得知，我国人均体育场地数量与面积呈快速发展的趋势，但与欧美和 日本 

等国家相比仍然存在明显差距．“六普”结果显示 2013年我国平均每 10万人拥有体育场地 124．5个，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 1．46 rrf．而据有关学者统计口 ，早在 1990年意大利每 1O万人拥有体育场地 212个，德国248 

个，El本 206个，芬兰457个．因此，我国人均体育场地数量面积与发达国家差距依旧明显，很难满足广大群 

众体育锻炼的需求． 

由于体育场地系统隶属问题的存在。许多场地很难面向社会开放，从而造成体育场地设施的严重浪费． 

随着《“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全民健身条例》相关文件的颁布，各系统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 

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但是拥有场地数量最多的教育系统场地开放仍不容乐观．以深圳市为例，其首批暑期 

对外开放的学校有 160所．然而不少市民反映，大多数学校的体育场馆仍处于“封闭”状态．其中不少学校以 

“没有得到通知”、“校园施工暂不开放”为由，将社会锻炼人群“拒之门外”．在社会体育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有 

很多单位或系统的场地设施却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l1 ，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 

2．3．4 我国体育场地结构需进一步优化 

“六普”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现有室外体育场地 152．55万个，远高于我国室内场地数量的 16．91万个，室 

外场地是室内场地的9倍多，体育场地面积是建筑面积的 7．7倍．在各类体育场地中，篮球场、全民健身路 

径、乒乓球场、小运动场的数量排名靠前．各种体育场地数量与区域存在比例不合理，这也导致场地难以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健身的多样化需求，制约了一些运动项目的正常开展．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 论 

体育强国应该是一个体育场地设施充足、公民平等使用的发展态势．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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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场地的建设也会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近年来，我国体育场地建设在数量、场地面积、场地类型及质量呈快 

速发展态势，但是也存在场地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当前我国体育场地数量与广大群众体育 

需求之间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因此，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发展任重而道远． 

3．2 建 议 

3．2．1 加快弱势区域体育场地的建设步伐 

体育场地区域分布不均匀导致各地区之间体育发展的不协调，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体育事业的全面均 

衡发展，因此加快弱势区域场地建设迫在眉睫．从 目前我国体育场地分布来看，西部地区落后于东、中部和东 

北部地区，因此国家应将加快西部地区体育场地建设作为重点来抓 从体育场地的城乡分布来看，乡村体育 

人均场地数量、室外人均体育场地数量及人均室内场地数量及面积上，均有一定的差距．在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与加快城镇化发展的今天，大力发展乡村体育场地设施显得愈发重要．在乡村体育场地建设方面，应该充 

分考虑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城乡居民收人的差距等因素，政府及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政策和资金上 

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倾斜，保证乡村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发展． 

3．2．2 打破体育场地按单位或系统划分局面，使场地资源达到社会共享 

加快推进各系统体育场地设施的对外开放，提高利用效率，这样既可以有效缓解当前体育场馆设施缺乏 

的状况，也是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有效办法，同时可以促进体育产业的大力发展．随着体育场地对外开 

放的相关政策制定与颁布，大部分单位或系统体育场地可以做到在规定时间进行开放，特别是符合开放条件 

的学校体育场地的开放情况势头良好，但是也有一部分学校符合开放条件，却并没有真正做到对社会开放， 

影响了体育场地设施的利用效率，导致大量适合居民健身锻炼场所的浪费．因此，体育场地设施应该打破单 

位或系统独立分割局面，促进各单位或系统体育场地资源的整合，形成体育场地资源开放的良好循环，推动 

体育场地资源的有效利用． 

3．2．3 体育场地建设应与当地经济及体育发展相契合 

体育场地是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发展的物质保障，也是国家社会发展与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志，其发展规 

模和发展水平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城市面貌和发展水平n ．体育场地建设与经济水平紧密相连，一方面，经 

济发展可以带动体育场地设施的多样化与规模化，另一方面，体育场地设施发展可以促进地区经济与社会快 

速发展[1 ，特别是承办重大赛事的体育场馆可以带动旅游、娱乐餐饮、会展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拉动整个地 

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以，各地应该重视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并且根据需要将体育场地建设纳入到地区经 

济发展规划中，同时在建设及开放中考虑到到其可持续发展．体育场地建设应与体育事业发展需求相一致， 

既要做到满足体育发展的需求，又能做到充分利用而避免场地资源的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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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ports power construction is the new goal of our country sports．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fields and facili— 

ties affect the sports power construction directly，but it is also the vital component of sports power construction．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mathematical statistics，comparison analysis，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census data of the two General Survey of 

sports fields and facilities in China．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ntity of our country sports fields and facilities number，site ar— 

ea，site and quality as well as the sports area per capita and so on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in the past ten years．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urban and rural per capita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structure of sports fields，average amount of field and 

utilization ratio，and finally propose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ports fields 

and facil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ports powe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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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Perspective of Molecular M arker Technology in Crop Breeding 

LI Yuanlong，W ANG Zhonghua 

(Agricultural College，North W 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markers and introduces some typical molecular markers ap— 

plying for ecology，cluster analysis，species diversity analysis，molecular breeding of crops and so on，as well as，summarizes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W ith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sequencing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equence in～ 

formation database．functiona1 molecular markers will b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olecular marker research．The 

new type of molecular marker takes advantage of some functional components or important single—base polymorphism (SNP) 

sites in gene to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and resolution in the application． 

Keywords：molecular marker；single-base polymorphism；functional marker；crop bree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