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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文献法、实地调查法、逻辑分析法对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的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主要研究了

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现状、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问题、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管理与

发展策略、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发展前景展望，希望研究结果能为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管理
与发展方面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和理论支持，为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提供参考，促进公共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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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sports venues in Zhaoqing City, mainly stud-
y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problems,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public sports venue facilities in Zhaoqing City.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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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new research direction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manage-
ment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in Zhaoqing City,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ies in Zhaoqing Cit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and plan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ublic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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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日益重视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有效激发了人民群众对体育锻炼的热情。

尤其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全民健身的体育热潮，人民强身健体的

需求日益高涨。在国务院批准 8 月 8 日为“全民健身日”之后，国家体育总局公布全国有约两亿城乡居

民参加体育锻炼，这项大动作表明我国正在加快体育社会化、生活化的进程和推动全民健身长效化、机

制化的工作步骤，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是群众进行

身体锻炼的物质载体，科学合理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有助于转变人们的锻炼观念、提高人们的锻炼兴趣、

培养人们的锻炼爱好，从而帮助人们形成稳定的锻炼习惯[1]。因此，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是构建全民健

身体系、促进群众体育发展的基础内容和关键载体。近年来，我国出台《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

计划纲要》《市级用地设施指标》《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十一五”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

设规划》[2]等法律法规保障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但由于选址、建设、运营、后续维修缺乏合理规划，导

致场地设施整体数量不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过小，地区分布不均匀，行业分布不科学，利用率不高，

存在长期闲置、盲目建设等情况，无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成为制约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

瓶颈。 
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是提高全民身体素质、丰富全民精神生活的物质载体，是增进人们各种社会关系

的纽带。城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城市社会文化、城镇化进程及人居环境建设的健康发

展，是人民群众健康利益的体现，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内容[3]。加强广东省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管

理能够促进城市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其中城市的

建设规划是城市发展中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是城市规划建设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管理可以优化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体育锻炼活动具有陶冶情

操、增强体质、愉悦身心、沟通情感等多种功能。公共体育健身场地设施是人们开展体育活动的平台。

通过加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管理的研究，优化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可以为更多群众提供场所开

展体育活动，有助于人们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增进相互了解，有助于抵制低级、愚昧、腐

朽、落后等有害的休闲方式，抑制和减少赌博、吸毒、暴力、偷窃、色情等精神污染和不良行为，增

进社会和谐。加强公共体育设施的管理有助于广东省体育规划的完成。广东省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写

明要促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快速协调发展，建设体育强市[4]。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完善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广东省在加强建设体育设施的同时，必然需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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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设施管理水平。以往的管理之中，公共体育设施存在利用效率不高、布局不太合理等问题。在

这种新形势、新任务下，我们必须正视广东省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发展的公平性、均衡性、便利性、多样

性、公益性、基本性，对公共体育健身场地设施进行统一规划，加强公共体育设施的管理，解决现存问

题，才能促进公共体育健身场地设施健康、快速、科学的发展。因此，加强肇庆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

管理，促进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对肇庆市的总体发展和现代化城市建设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部

分。本文通过文献法、实地调查法、逻辑分析法对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的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主要研

究了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现状、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问题、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管

理与发展策略、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发展前景展望，希望研究结果能为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

管理与发展方面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和理论支持，为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管理提供科学

依据，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提供参考，促进公共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2. 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研究现状 

理论层面的研究主要有：王刚的《关于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中引入 BOT 投资方式的探讨》是从

投资的角度，将 BOT 投资方式引入我国的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中，帮助解决我国目前体育事业发展

中所面临的资金、技术及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5]。章苗英在《关于我国公共体育设施若干问题的研究》

中，运用多种理论，从公共体育设施的概念、属性、建设、管理等作了理论分析[6]。袁绍辉发表的《我

国公共体育场馆经营管理模式探析》一文，通过对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经营模式现状的描述，分析了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精英管理模式的对策，为公共体育场馆改革及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参考[7]。 
实践层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宁波市体育局、宁波市规划局组织编制了《宁波市城市

体育设施专项规划》；上海市杨浦区体育局会同区规划局共同编制《上海杨浦区体育设施规划》；成都

市规划局于 2007 年编制了《成都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规划》；肖林鹏等人在《我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资

源现状及对策研究》一文中运用调查走访法得出：我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数量不足、体育场馆功能单一

不全、开放度和使用率不高等，这些问题是当前我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

相应的措施和解决途径[8]。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查阅，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的研究多是从宏观的、社会学、规划学、经济学等角度

进行理论分析，对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经营、融资以及如何促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

也有部分学者从管理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从管理的角度专门研究广州地区公共体育设施运行情况的则

很少，也正是由于这一方面的欠缺，为本研究提供了可行性，使之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 
本研究试图用休闲体育产业发展的视角分析论述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管理现状，发现其中的

问题，并制定相关改进措施。 

3. 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管理与发展的现状分析 

3.1. 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现状分析 

3.1.1. 数量和分布 
 

Table 1. Number and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ports venues in Zhaoqing City 
表 1. 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的数量和分布 

 端州区 鼎湖区 高要区 四会市 广宁县 德庆县 封开县 怀集县 

数量 10 2 3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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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 1 不难看出肇庆市拥有 27 个公共大型体育场馆，这些场馆包括肇庆市中心体育场地、田径足

球场、游泳馆、羽毛球馆、网球场、乒乓球馆、室外篮球馆、门球场等。这些体育场馆在承接各类国际

级、国家级、省级赛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方便市民进行体育锻炼和观赏比赛。其中，市区的公共体

育场馆数量较多，而偏远地区的公共体育场馆相对较少。 

3.1.2. 设施状况 
 

Table 2. Situation of facilities in public sports venues in Zhaoqing City 
表 2. 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状况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数量 2 11 8 6 

 
从调查(表 2)看出大部分公共体育场馆设施较为完善，包括运动场地、看台、更衣室、洗浴设施等。

尽管公共体育场馆设施整体状况较好，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部分场馆设施老化严重，需要进行

大规模的维修和改造；部分场馆的开放时间不够灵活，无法满足市民不同时间段的锻炼需求；部分场馆

的管理和服务还有待提高，如停车位不足、卫生间不干净等。 

3.1.3. 使用情况 
从调查得知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在工作日和周末都有较高的使用率，特别是在节假日和大型赛事期间，

场馆的使用率更高。市民可以在这里进行各种体育活动，如篮球、羽毛球、游泳等。然而，由于部分场

馆设施有限，导致市民在高峰期难以预约到理想的时间段进行锻炼。但在工作日，场馆的使用情况较少，

尤其是收费的场馆，比如游泳馆、羽毛球馆、网球馆等，白天几乎没人锻炼，晚上的使用率较好，往往

要预约订场。 

3.1.4. 管理和维护 
走访调查了解到，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工作相对较好，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场馆的日

常运营和维护，保证场馆的安全和卫生。尤其是一些盈利的场馆，锻炼环境较为舒适，还会有专门的教

练辅导，同时，也会定期进行设施的检修和保养，确保设施的正常使用。但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公共体

育场馆，由于资源有限，管理和维护工作相对薄弱。我们还对管理和维护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行了调查，发

现盈利的场馆相对较好，室外运动场馆几乎没人管理，只有专人负责打扫卫生，安全卫生宣传也不到位。 

4. 结论 

4.1. 设施老化 

部分公共体育场馆设施使用年限较长，存在设备陈旧、设施破损等问题，影响市民的健身体验。缺

乏维护与更新：由于资金、人力等方面的限制，部分公共体育场馆设施长期缺乏有效的维护和更新，导

致设施功能退化，无法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4.2. 场地资源分配不合理 

肇庆市不同区域的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分布不均衡，市区内设施相对较好，而偏远区域则资源匮乏，

导致市民参与体育运动的门槛提高。开放时间不足：部分公共体育场馆在非工作日和晚上的开放时间有

限，不能满足市民在业余时间进行体育锻炼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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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运营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部分地区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存在管理混乱、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影响了市民

对场馆的使用积极性。缺乏专业指导和服务：部分公共体育场馆缺乏专业的健身教练和相关服务，无法

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健身指导，限制了市民的运动效果和兴趣培养。 

4.4. 安全隐患问题 

一些公共体育场馆存在安全隐患，如场地湿滑、器材损坏等，容易导致市民在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

伤害。缺乏多样化的体育项目和活动：公共体育场馆应提供丰富多样的体育项目和活动，以满足不同年

龄段、不同兴趣爱好的市民的需求。然而，目前部分场馆在这方面还有待改进。 

5. 建议 

5.1. 加强设施的维护管理 

增加资金投入，建立完善的设施维护管理体系，定期对公共体育场馆设施进行检修和更新，确保设

施的正常运行和使用安全。提高设施的使用效率：通过合理的场地规划和时间安排，充分利用公共体育

场馆设施资源，避免资源浪费。可以采取预约制度、分时段使用等方式，提高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机会。 

5.2. 优化设施布局 

根据市民的运动需求和区域特点，合理规划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布局。在人口密集区和运动热点区

域增设新的场馆设施，同时考虑偏远区域的设施建设，实现资源的均衡分配。延长开放时间：根据市民

的健身需求，适当延长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时间，特别是在非工作日和晚上提供更多的使用机会，满足

市民多样化的锻炼需求。 

5.3. 提升运营管理水平 

加强对公共体育场馆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的管理机制和规范，提高服务质量和市民满意度。培

训场馆管理人员，提升其专业素养和服务意识。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引进专业的健身教练和相关服务

团队，为市民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健身指导和训练计划。开展健身讲座、培训班等活动，提高市民的

运动水平和兴趣。 

5.4. 加强安全管理 

加大对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安全检查力度，及时修复和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设备和器材。加强安全

宣传和教育，提高市民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丰富多样化的体育项目和活动：根据市民的需求和

兴趣，开展丰富多样的体育项目和活动，如篮球、足球、羽毛球等比赛、健身操、瑜伽等课程，吸引更

多市民参与体育运动。 

6. 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发展前景展望 

6.1. 设施更新升级 

随着城市发展和市民健身需求的增加，肇庆市将加大对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投入，进行设施的更新

和升级。老旧设施将被逐步淘汰，新的现代化、智能化的设施将得到引入和应用。 

6.2. 多元化的体育项目和活动 

为了满足市民多样化的运动需求，肇庆市将丰富公共体育场馆的体育项目和活动内容。除了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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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足球等球类运动，还将引入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项目，并开展健身操、瑜伽、舞蹈等课程，

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的市民的需求。 

6.3. 智能化管理与服务 

随着科技的发展，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将逐步实现智能化管理和服务。通过引入智能设备和系统，

如智能门禁、人脸识别、在线预约等，提高场馆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市民的

运动数据，提供个性化的健身指导和服务。 

6.4. 区域协同发展 

肇庆市将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推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区域协同发展。通过资源共享、

交流合作等方式，提高整个区域的公共体育服务水平，促进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6.5. 社会参与与共建共享 

肇庆市将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与企业、社会组织等合作，共同

投资建设和管理公共体育场馆设施，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设施的使用效率和社会效益。 
总之，肇庆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的发展前景广阔。在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公共体育场

馆设施将不断改善和完善，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健身场所和服务，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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