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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methods of ArcGIS spatial analysis, literature study and questionnaire, the paper studies the

accessibility of the community public sports grounds in the urban areas of Shanghai. It evaluates the accessi-

bility of the present community public sports grounds in Shanghai urban areas, suggests the ways and pro-

grams for improve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Shanghai community public sports 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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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开发强度的不断增大袁 城市用地集约化程

度逐渐增加遥 建成区的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只能缓慢实现

置换袁而新开发地区则需要统筹规划遥 无论是置换还是新

建袁公共体育服务设施的选址和布局非常关键袁而选址和

布局的关键则在于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可达性评价遥 只有

适合居民可达性需求的公共体育空间袁 才可能是合理的

选址和布局遥
叶全民健身计划曳渊2011-2015冤 实施已进入第 4 个年

头袁目标之一即参加体育锻的人数显著增加袁形成覆盖城

乡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遥 上海市在叶上海市

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曳渊2011-2015冤 中袁 制定了自己的目标

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 m2 以上袁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覆盖率达到 95%冤遥
上海市从 2004 年开始规划建设社区公共运动场袁至

今早已超额完成 2010 年 300 处的建设任务遥 社区公共运

动场作为城市公共体育空间体系中的中间层袁具有承上启

下的作用遥 其布局的合理与否袁不仅关系着能否充分发挥

有限体育空间的使用效率袁还是能否让居民形成良好地公

共体育空间感知袁并走出家门参加体育活动的关键环节遥

本文通过 ArcGIS 空间分析的方法对上海市中心城区

社区公共体育场可达性进行研究袁目的在于对上海市中心

城区现有社区公共运动场可达性进行评价袁提出改进策略

与方案袁提炼上海社区公共运动场布局原则遥

Hansen渊1959冤在用重力方法研究城市土地利用时首

次正式提出可达性的概念袁并将其定义为交通网络中各节

点相互作用的机会大小遥 此后袁可达性受到了众多学科的

关注袁并被引入到公共设施的空间布局研究中遥 所谓公共

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袁主要是指拥有相应需求的人群通过某

种交通方式从某一给定区位到达目标设施的便捷程度遥国
外相关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公共设施门类袁甚至包

括一些重要类型的亚类袁如教育设施尧医疗卫生设施尧商业

服务设施尧公共图书馆尧博物馆尧消防设施尧体育设施与运

动场尧药店尧投票箱尧公共开敞空间等遥 早期可达性研究大

多基于问卷或实地调查袁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袁 可达性的

测评逐渐转向精确度较高的数量方法袁GIS 技术的普及为

可达性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袁并逐渐发展了多种评

价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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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袁对于可达性的研究袁较少出现在体育领域袁使用

GIS 进行研究的更为罕见遥 金玉婷渊2011冤通过量表获得社

区休闲体育设施可达性渊通过设施引力及交通 2 个因子体

现冤尧开放度及社区居民参与度尧属性特征袁利用结构方程

模型对社区休闲体育设施可达性与居民休闲体育活动参

与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袁结果显示社区休闲体育设施可

达性与居民参与度有显著影响关系袁得出提高社区休闲体

育设施可达性能够有效促进城市居民参与度袁提高社区休

闲体育设施利用效率遥周靖雄渊2013冤根据福州市体育场馆

的分布袁设计了基于 WebGIS 的体育场馆服务系统袁实现

了体育场馆信息查询尧用户最优出行路径设计渊基于可达

性冤等一系列功能袁并可应用于移动终端遥
采用 GIS 评价上海市中心城区现有社区公共运动场

的可达性袁在注重数量的同时袁增加了空间因素袁更加有利

于发现原有布局存在的问题袁提出可行性解决方案遥 以往

对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研究较多袁缺乏对公共体育

服务设施的考察遥 本研究以社区公共运动场为例袁致力于

探讨存在于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可达性的不同规律遥本研究

不仅对于改善上海市中心城区现有社区公共运动场布局

具有价值袁还能为新建公共体育设施的选址布局提供参考

依据遥

本研究以上海市中心城区现有社区公共运动场为研

究对象遥

通过同济大学尧华东师范大学数字图书馆袁查阅中国

期刊全文据数据库尧Ebsco 数据库等电子资源袁以野城市公

共空间冶尧野公共体育渊服务冤设施冶尧 野可达性冶尧 野空间感

知冶尧 野满意度冶尧 野ArcGIS冶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袁共收集

近 5 年与本研究相关度较高的文章 206 篇袁其中期刊 153

篇尧学位论文 45 篇尧其他形式论文 8 篇遥 通过超星数字图

书馆尧京东商城图书频道等袁查阅尧购阅关于人文地理尧城
市规划及地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的教材尧 论著 10 余部遥 另

外袁 通过 Google尧Baidu 等搜索引擎查阅相关报道 35 篇遥
通过对文献的分析整理袁 以了解当前相关研究的现状袁并
为本研究奠定基础遥

本研究主要采用 ArcGIS 分析法袁选取上海市中心城

区为典型调查区域袁评价区域内已建成社区公共运动场

可达性袁找出选址不合理的社区内公共运动场以及辐射

盲区袁提出改建尧补建及新建策略袁供决策部门参考遥 数

据来源院 空间数据主要通过上海市测绘管理办公室获

得遥 数据的整理院从地形图中分别提取上海市中心城区

渊S20 以内冤 边界以及各区县范围遥 数据分析院 利用 Ar-

cGIS 分析工具中的缓冲区分析法来测度各社区公共运

动场的可达性遥

设计居民体育空间可达性感知问卷袁内容包括居民个

人及家庭属性尧对社区公共运动场的空间可达性感知 2 部

分遥拟于 2014 年 5 至 6 月期间实施预调查袁对收回的问卷

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尧结构效度检验袁根据检验结果在征

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尧确定正式问卷袁拟于 2014 年 7

至 8 月发放正式问卷袁兼顾不同区域及群体袁尽可能做到

当场发放尧现场回收袁严格控制发放过程袁确保调查的准确

性遥 对回收的问卷进行筛选尧编号尧录入袁并用 SPSS 软件

包进行处理袁探索居民对社区公共运动场空间可达性感知

的影响因素遥

上海市中心城区共有 128 处公共运动场渊表 1冤袁主要

建设于乡镇街道级社区内的公园尧绿地或附属于体育场馆遥
表 1 上海市中心城区各区公共运动场数量统计

根据前人研究尧访问调查结果并结合专家意见袁将社

区公共运动场的服务半径设定为 1 500 m遥 以 1 500 m 为

直线距离建立 3 环缓冲区袁间距为 5 00 m袁并创建泰森多

边形袁经分析得出区县级公共体育空间的服务范围呈现出

如下特点遥
从整体来看袁上海市社区公共运动场的建设情况较好袁

其布局也较合理遥 与浦西渊指黄浦江以西的上海市区冤的普

遍集中尧密集布局相比袁浦东新区外环线以内区域街道级体

育空间呈现出串珠状与零星分布的状态袁 其总体建设情况

仍不理想袁 特别是人口居住较为密集的崂山新村尧 潍坊新

村尧上南新村尧恒大翰城尧凌兆新村尧三林城等大型居住社区

及周边区域的社区公共运动场的建设不足渊图 1冤遥

图 1 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公共运动场多环缓冲区分析

区县 静安 浦东 卢湾 虹口 杨浦 普陀 长宁 闸北 黄浦 徐汇 闵行 嘉定 宝山 

数量 4 19 4 15 19 11 8 13 4 15 3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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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局部来看袁 仍有不少社区公共运动场出现 野扎堆冶现
象袁如院虹口区的凉城社区公共运动场与锦苑小区公共运动

场袁黄浦尧静安尧闸北 3 区交界处的天目路社区公共运动场尧
石门二路社区公共运动场尧蝴蝶湾公共运动场尧九子公园公

共运动场等袁布局极为集中袁辐射范围存在严重的交叉甚至

重合现象袁但这两个区域并非居住热点区域遥 然而袁徐汇尧长
宁尧闵行 3 区交界处袁以及浦东新区潍坊街道尧塘桥街道周边

的居住热点仍未被覆盖遥 与周边的居住人口密度的不协调袁
容易造成闲置浪费以及不公平现象的出现袁在城市更新的过

程中袁应及时加以调整袁形成合理的分工布局遥野扎堆冶现象存

在的弊端袁充分说明了野见缝插针式冶布局策略的弊端遥
根据统计结果袁济阳公园公共运动场尧北蔡镇公共运

动场尧南浦大桥公共运动场尧花木公园公共运动场负荷较

大曰而虬江码头路公共运动场尧庙行社区公共运动场尧殷行

路社区公共运动场服务范围内无居住小区袁 可达性差袁易
造成闲置浪费曰从整体来看袁各社区公共运动场呈现出浦

西较为均等袁而浦东负荷较大的趋势渊图 2冤遥

图 2 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公共运动场服务负荷

由内向外袁各缓冲区内居住密度成下降趋势渊图 3冤袁
与中心城区总体居住密度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袁从一定程

度上说明了社区公共运动场与居住空间临近程度较高遥

图 3 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公共运动场各缓冲区内居住密

度变化

总体来讲袁社区公共运动场的覆盖率较高袁仅约 2 成

住户未被辐射遥 其中袁500 至 1 000 m 缓冲区内辐射面积

及户数最高渊表 2冤遥

表 2 上海市中心城区各社区公共运动场缓冲区分析

3 个圈层对比发现渊图 4 和表 3冤院渊1冤由内向外袁社区

公共运动场数量逐渐增加袁密度逐渐降低袁与中心城区居

住空间分布比较吻合遥 渊2冤由内向外袁辐射率有逐渐降低

的趋势遥 内圈层面积和户数辐射率均超过 80%袁未受辐射

的区域主要出现在浦东袁 浦西仅有小块区域未受到辐射袁
中圈层的情况与内圈层基本相同遥 与内圈层和中圈层相

比袁外圈层仍有一些人口居住相对集中的空白区域未受到

辐射遥

注院1 区为内圈层受社区公共运动场影响区域曰2 区为内圈层未

受社区公共运动场影响区域曰3 区为中圈层受社区公共运动场影

响区域曰4 区为中圈层未受社区公共运动场影响区域曰5 区为外

圈层受社区公共运动场影响区域曰6 区为外圈层未受社区公共运

动场影响区域遥
图 4 上海市中心城区各圈层社区公共运动场影响区域

表 3 上海市中心城区各圈层受社区公共运动场分布及辐

射情况

序号 距离（m） 辐射面积（%） 辐射户数（%） 

1 d≤500 13.31 19.98 

2 500<d≤1 000 26.68 35.46 

3 1 000<d≤1 500 22.67 22.80 

4 d>1 500 37.34 21.76 

 

辐射百分比（%） 未辐射百分比（%） 
圈层 

数量 

（%） 

密度 

（个/km2） 面积 户数 面积 户数 

内圈层 24.22 0.27 81.80 82.50 18.20 17.50 

中圈层 32.81 0.21 63.87 77.40 36.13 22.60 

外圈层 42.97 0.16 55.47 75.10 44.53 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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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区公共运动场的缓冲区渊d=1 500 m冤与各区县进

行叠加袁得到的数据经统计分析后发现院虽然社区公共运

动场总体情况较好袁但区际之间差异较大袁特别是宝山尧闵
行尧浦东新区 3 区外环线以内区域与其他各区相比袁落差

较为明显渊图 5冤遥 将辐射区域内居住密度与区内平均居住

密度比较发现袁黄浦尧闸北尧闵行渊外环线以内区域冤3 区辐

射区内平均居住密度低于区内平均居住密度袁说明其社区

公共运动场的选址不够恰当袁未将高密度区域全部覆盖在

内袁其余各区域选址情况比较合理渊图 6冤遥

图 5 上海市社区公共运动场辐射情况分区比较

图 6 上海市社区公共运动场辐射区域与各区平均居住密

度比较

经分析袁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公共运动场结构呈现出

如下特征院渊1冤 服务负荷院 各社区公共运动场的服务负荷

呈现出浦西较为均等袁而浦东负荷较大的趋势遥 渊2冤整体

特征院浦西社区公共运动场虽然局部过度集中分布袁但总

体建设情况较好袁布局也较为合理曰浦东社区公共运动场

呈串珠状及零星分布袁花木副中心以南的大型居住社区基

本上未受到辐射遥 渊3冤圈层特征院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公

共运动场总体呈现野核心-边缘冶的结构特征袁由内向外袁

各级社区公共运动场的服务效率均呈逐渐降低趋势遥 渊4冤
分区特征院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公共运动场服务范围不均

衡袁区际之间聚集程度差异大遥 宝山尧闵行尧浦东新区外环

线以内区域受社区公共运动场辐射程度远不及其他区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院渊1冤上海市中心城区原建社区公

共运动场布局不甚合理袁存在辐射盲区以及重复建设尧闲置

浪费的情况遥渊2冤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公共运动场布局原则

较为主观袁缺乏可达性评价袁尤其是基于居民调查基础上的

可达性评价遥渊3冤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公共运动场可达性不

够好袁 该层次的公共体育空间影响了居民对公共体育空间

的良好感知袁对居民体育活动参与的吸引力不够遥

专门设计了居民社区公共运动场感知量表袁以李克特

5 点量表方式呈现袁让被调查居民对最常去的社区公共运

动场进行评价袁野非常同意冶尧 野多数同意冶尧 野半数同意冶尧
野多数不同意冶尧 野非常不同意冶 分别用 5尧4尧3尧2尧1 分表

示遥 问卷经过预调查尧初测尧复测及信效度检验袁用于探讨

城市居民对社区公共运动场的感知遥
量表维度的构建按照如下程序进行院渊1冤对以往相关文

献进行研究袁从理论层面获得信息袁从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

因素遥 渊2冤对不同属性居民进行访谈袁征求他们的意见遥 渊3冤
走访专家袁对上述积累起来的因素进行修正与补充遥

以往研究将空间感知的维度集中在可达性尧 可入性尧
区位安全性尧区位适停性尧以及居民的主观感受性 5 个方

面遥 通过对不同属性居民进行访谈发现袁具有体育活动行

为习惯的居民对公共体育空间的感知还存在场所内部硬

件环境和软件配套 2 个维度遥 将上述 7 个维度汇总袁让相

关专家进行评议袁结果仅对维度名称提出了异议袁并无增

减维度遥 经修正袁将 7 个维度最终确定为院可达性尧可入

性尧区位安全性尧区位适停性尧居民情感激发尧场所内部硬

件环境尧场所内部软件配套遥

本量表以居民对公共体育空间的感知为测量对象袁在理

论和实践 2 方面结合的基础上袁初步编制 45 个项目袁这些项

目主要来源于以往的研究和对居民访谈的分析和整理遥

抽取不同属性的居民进行访谈袁 就上述 7 个维度袁请
他们陈述近期对公共体育活动场所的真实心理感受袁并在

征求居民同意的基础上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保存遥访谈以

不能得到新的信息为止结束袁共访谈居民 37 人遥
访谈结束后袁及时对所有文字稿进行分析袁提取文字

主题意思进行编码遥 分析编码内容袁将意义相近的编码归

类袁合并意义完全相同的袁保留意义相近的编码遥经归类整

理获得基本条目袁将基本条目完善为语句袁保持语义完整尧
简洁尧易懂遥

参照美国评估协会前会长巴顿窑迈克尔窑奎恩渊Patton,

Michael Quinn冤[1]关于定性研究与评价方法的相关理论袁分

71



Sport Science Research

变量 分类 变量类型 样本量 样本比例(%) 

性别 男 1 149 70.3 

 女 2 63 29.7 

年龄 18 岁以下 1 11 5.2 

 18~29 岁 2 73 34.4 

 30~39 岁 3 81 38.2 

 40~49 岁 4 26 12.3 

 50~59 岁 5 13 6.1 

 60 岁以上 6 8 3.8 

受教育 研究生 1 21 9.9 

程度 本科 2 94 44.3 

 大专 3 49 23.1 

 高中/中专/技校 4 29 13.7 

 初中 5 12 5.7 

 小学及以下 6 7 3.3 

职业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1 13 6.1 

 经理人员 2 21 9.9 

 私营企业主 3 34 16.0 

 专业技术人员 4 49 23.1 

 企、事业单位职员 5 22 10.4 

 个体工商户 6 10 4.7 

 商业服务人员 7 13 6.1 

 产业工人 8 7 3.3 

 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9 7 3.3 

 退休人员 10 15 7.1 

 学生 11 17 8.0 

 其他 12 4 1.9 

是否拥有 是 1 90 42.5 

小汽车 否 2 122 57.5 

家庭月平 3 000 元以下 1 23 10.8 

均收入 3 000~5 999 元 2 60 28.3 

 6 000~9 999 元 3 75 35.4 

 10 000~15 999 元 4 31 14.6 

 16 000~20 000 元 5 10 4.7 

 ＞20000 元 6 13 6.1 

 

析访谈文字稿袁对关键主题词进行提取尧归纳尧编码袁请 2

位相关专家尧5 名研究生和 10 位居民对项目语义和措辞

进行检查袁并根据存在问题做适当修改遥最终得到 48 个条

目袁 其中袁30 个条目来自居民访谈袁18 个条目来源于前人

研究遥

在江湾体育场尧上海体育学院对外开放场馆随机选取

112 位前来健身的居民进行量表预调查遥 共回收 104 份量

表袁回收率 92.86%遥 其中年龄 39.75依2.27 岁袁男性 66 人尧
女性 38 人遥

被调查居民自愿参加袁并事先告知所填数据仅限于完

善量表之用袁填答时如遇题项提问的方式尧或语词表述不

明袁可标注并根据自身理解进行改正遥 调查人员在征得居

民同意后逐一实施测试袁填写完毕后当场回收袁整个量表

填答时间大约在 15 min 内完成遥
预调查结束后袁 对出现提问欠妥的 5 个题项进行修

订袁将居民感知量表各自包含的维度蛇形排序袁确立初测

量表遥

采用分层抽样袁选取黄兴公园公共运动场尧金桥公园

公共运动场尧古美路街道社区公共运动场尧大场镇社区公

共社区运动场尧政悦路公共运动场 5 个社区公共运动场进

行调查袁共发放居民问卷 250 份袁共回收 232 份袁回收率

92.8%袁剔除填答不完整和明显存在问题的问卷后袁共获

得有效问卷 212 份袁有效率 91.4%袁调查样本具体描述见

表 4遥
由调查人员集中进行测试袁采用现场面对面填写的方

式袁当场回收袁问卷的填写时间约 10 min遥 被调查居民自

愿完成问卷袁事先告知被试选项无对错尧好坏之分袁请根据

实际情况填答遥 初测数据全部录入数据库袁 运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1.0 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遥
为了检验初始量表中每个条目区分被试水平或等级

的能力袁需对初始量表进行项目鉴别度分析遥 即将每个项

目得分按照由高到低进行降序排列袁在高尧低得分区域各

取 27%的数据分别设定为高分组和低分组袁求出决断值或

称临界比渊critical ratio曰简称 CR 值冤袁通过独立样本 t 检

验袁即在检验高分组尧低分组在每个题项测量值的平均数

的差异值是否达到显著渊P＜ 0.05冤袁以了解样本在居民公

共体育空间感知量表各题项平均数高低是否因高低分组

组别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遥 一般来讲袁临界比值检验未达显

著的题项渊t 统计量小于 3.000袁显著性检验概率 P＞ 0.05冤
的题项鉴别度较差袁予以删除袁共计删除 12 个项目遥

然后进行同质性检验袁通过感知量表剩余各题项与总

分的相关程度来评价袁 计算剩余的 36 个项目与其分量表

的皮尔逊积差相关渊Pearson Correlation冤袁将相关系数低于

0.4 的 8 个项目删除遥
对剩余的 28 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遥 首先检验

取样适当性袁采用巴特莱特渊Bartleet爷s冤球形检验方法袁测
得 KMO 值为 0.853袁球形检验显著性概率 P＜ 0.001袁说明

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遥

表 4 复测被试样本情况描述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袁经正交旋转

后发现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有 5 个袁共可以解释超过 42%

的总体方差遥 从第 6 个因子开始袁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均小于 2.5%遥 碎石图显示袁第 5 个因子是拐点袁前 4 个因

子的特征值呈陡降现象袁从第 6 个因子开始特征值分布较

平缓遥
提取前 5 个因子共 28 个项目进行主成分分析袁 对结

果进行正交旋转袁 删除低负载 渊载荷小于 0.3冤 及双负载

渊在两个因子上的载荷之差小于 0.3冤 的项目后袁 剩余 24

题袁剩余项目可解释总变异量的 53.77%遥
重做鉴别度分析发现袁 有 2 个项目的临界比未达显

著袁予以删除遥 用剩余的 22 个项目重做主成分分析袁发现

各维度项目载荷均大于 0.3袁 无双负载现象袁 共可以解释

56.23%的总体方差遥 删除载荷在 0.5 以下的 2 个项目袁解
释的总变异量上升至 58.31%遥 然后再对剩余 20 个项目进

行项目鉴别度和体总相关分析袁各因子项目鉴别度尧题总

相关和因子载荷情况见表 5遥

基于 GIS 的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公共运动场可达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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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20 个项目的居民公共体育空间感知量表分为 5 个

因素袁解释的总方差为 58.31%袁各因子解释的方差分别为

20.5%尧8.9%尧8.3%尧7.1%尧6.5%遥
根据意义对 5 个因子进行命名袁并计算各因子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袁F1要要要可达性袁 指城市居民到达城市公共体

育空间的难易程度曰F2要要要可入性袁 指城市居民进入城市

公共体育空间的难易程度曰F3要要要适停性袁 指城市居民使

用交通工具到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健身时停车的便易程度曰
F4要要要服务水平袁指城市公共体育空间为居民提供健身服

务的水平曰F5要要要情感激发袁 指城市公共体育空间激发居

民健身热情的能力遥 5 个维度反映了城市居民对城市公共

体育空间外部和内部的感知遥

从表 6 可以看出袁上海市中心城区居民对社区公共运

动场的整体满意程度并不理想袁居民对社区公共运动场的

适停性和服务水平相对较为满意袁超过半数的人对社区公

共运动场的可达性尧可入性尧情感激发存在不满意的情况袁
其中袁居民对社区公共运动场的情感激发因素的不满尤为

突出遥 对部分居民访谈得知袁周边的社区公共运动场虽然

直线距离较近袁但有些公共运动场设置在通达性不好的边

角袁实际距离较远袁需要绕路到达遥 野失落的空间冶和冷冰

冰的器械袁不能够良好地激发居民的健身热情遥

表 5 各因子项目鉴别度尧题总相关及因子载荷

注院鉴别度分析中各题项高低分组平均数差异性 t 检验均达到＜ 0.05 的显著水平遥

表 6 上海市中心城区居民对社区公共运动场可达性满意度统计

满意程度 
 题目 

非常同意 多数同意 半数同意 多数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我附近的社区公共运动场数量多 3.8 10.8 33.0 32.1 20.3 

我到社区公共运动场的距离近 1.9 10.8 23.1 40.1 24.1 

我到社区公共运动场的时间短 3.3 11.8 28.8 35.8 20.3 
可达性 

我到社区公共运动场的交通费用少 1.9 9.4 28.8 31.6 28.3 

我去的社区公共运动场开放性好 0.9 10.4 28.8 34.9 25.0 

我去的社区公共运动场规模大 2.4 10.8 33.5 33.5 19.8 

我去的社区公共运动场开放（营业）时间适合我的需要 1.9 8.5 34.9 35.8 18.9 
可入性 

我去的社区公共运动场容易进入 2.4 11.8 34.0 26.9 25.0 

我去的社区公共运动场离停车场近 2.8 12.3 40.1 28.8 16.0 

我去的社区公共运动场停车位数量多 1.4 16.0 42.5 24.1 16.0 

我去的社区公共运动场停车费用少 2.8 12.7 39.2 24.5 20.8 
适停性 

我去的社区公共运动场停车引导标志清晰 2.4 13.7 39.2 31.1 13.7 

我去的社区公共运动场服务质量好 1.9 10.4 42.0 32.5 13.2 

我去的社区公共运动场服务内容多 2.4 12.3 39.2 31.6 14.6 

我去的社区公共运动场管理水平高 1.4 18.9 32.1 30.7 17.0 
服务水平 

我去的社区公共运动场健身指导水平高 2.8 16.0 32.5 33.0 15.6 

我去的社区公共运动场能激发我的健身热情 0.9 9.4 25.9 38.2 25.5 

我去的社区公共运动场健身氛围好 0.5 8.0 20.3 44.3 26.9 

我在该社区公共运动场能促进与他人和谐交往 1.4 6.6 20.3 42.9 28.8 
情感激发 

我在该社区公共运动场健身很快乐 1.9 7.1 18.9 37.7 34.4 

 

因素 项目 因子载荷 鉴别度（t） 题总相关 因素 项目 因子载荷 鉴别度（t） 题总相关 

B1 0.456 7.063 0.483 B13 0.708 12.083 0.695 

B2 0.519 7.777 0.542 B14 0.624 9.771 0.620 

B3 0.517 7.225 0.537 B15 0.609 10.491 0.607 
F1 

B4 0.547 7.555 0.554 

F4 

B16 0.540 7.031 0.548 

B5 0.667 10.584 0.650 B17 0.590 9.527 0.587 

B6 0.715 11.303 0.700 B18 0.561 7.848 0.563 

B7 0.650 10.352 0.633 B19 0.557 8.901 0.559 
F2 

B8 0.570 8.335 0.570 

F5 

B20 0.538 7.704 0.542 

B9 0.660 11.294 0.659     

B10 0.650 11.568 0.645     

B11 0.615 11.037 0.617     
F3 

B12 0.621 9.385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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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交通 渊包括地铁尧 公共自行车

等冤的快速发展袁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加袁以及中心城区社

区公共运动场数量不断增加和布局不断趋于合理等因素

的影响袁对于城市居民袁特别是对于已经具有体育活动行

为习惯的居民群体来讲袁可达性因素在社区公共运动场的

外部感知中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袁而可入性对居民社区

公共运动场外部感知的影响会越来越重要遥 随着居民健身

意识的增强袁人们不仅仅满足于有社区公共运动场袁而是

对社区公共运动场的服务水平具有了更高的要求遥 此外袁
能否在社区公共运动场内获得良好地情感激发袁是居民形

成和维系体育锻炼习惯乃至体育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遥

城市空间结构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袁社区公共运动场的

建设也存在一定的动态性尧偶然性和随机性袁绝对的空间

公平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袁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袁需要

在社区公共运动场建设实践中把握好尺度遥
社区公共运动场布局优化袁应以能够激发和引导居民

的体育活动热情为核心理念袁以公平与效率兼顾尧层次性尧
便捷性及动态性为主要原则袁归根结底是要围绕居住空间

结构来进行布局袁在社区公共运动场的数量和结构上做文

章遥 但不管是数量还是结构的优化袁都必须以居民需求为

导向袁规划建设社区公共运动场遥
原来社区公共运动场的建设袁存在重数量尧轻结构的缺

陷遥有些社区公共运动场的选址袁初衷虽好袁但也反映出相关

部门及工作人员野拍脑袋冶的现实问题遥 公共空间的建设袁在
人文地理学和规划学中早已有先验理论可以借鉴袁而未经咨

询和论证就设点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遥社区公共运动场资源

分布不均衡袁部分区域社区公共运动场重复建设尧闲置浪费尧
少人问津袁而有些设施则供不应求遥 不仅影响了政府公共体

育设施服务的效率袁还造成了空间公正和社会公平等问题遥
社区公共运动场是居民开展体育活动的物质载体袁上

海社区公共运动场虽然存在许多问题袁但硬件建设不可全

部推倒重来袁而是应该贯彻野新建尧改建尧扩建相结合袁重
在利用冶的方针遥

对现有社区公共运动场的功能进行补充和改造袁增加设

施内符合不同群体特点和需求的功能区域曰对新建社区公共

运动场袁在建设之初就应将考虑到布局的主要原则袁根据居

住空间结构进行选址袁考虑区域内新建与已建健身场所的服

务能级尧服务半径尧功能互补尧数量规模尧人文环境等因素遥不
管是新建尧改建还是扩建设施袁都应以优化城市健身场所的

整体布局为首要目标袁根据居民的分布情况确定设施服务能

级和服务范围袁设施之间在服务内容和时间上应力争形成互

补袁兼顾公平袁从硬件上引导和激发城市居民的健身热情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社区公共运动场的选址与布局不仅要

考虑服务半径与可达性尧兼顾公平与效率袁还应考虑现实

地理条件遥对于理论方案袁须经过实地考察袁根据实际情况

对确定好的方案渊理论冤进行修改袁最终纳入上海市健身场

所整体规划渊图 7冤遥

图 7 基于 ArcGIS 的社区公共运动场辅助规划决策流程图

另外袁提高社区公共运动场规划的公众参与性袁根据

居民的现实需求解决其服务半径尧可达性等问题袁使野自上

而下冶与野自下而上冶式的规划相结合袁是提高可达性和公

平性的重要途径遥

居民对社区公共运动场的感知存在内部感知和外部感

知 2 种袁居民对社区公共运动场的外部感知吸引无体育活动

习惯的居民发生一次性体育活动行为袁从而触发居民对社区

公共运动场的内部感知袁 由内部感知引发居民的良好体验袁
激励着后续体育活动行为的发生和发展袁从而逐步发展成为

经常性体育活动行为袁居民也从而发展成为体育人口遥
在整个过程中袁居民的首次良好体验是关键遥 如果公

共服务设施提供信息不畅袁居民对社区公共运动场的感知

则无法形成遥 这就要求服务提供者不仅仅提供野死板冶的尧
野冷冰冰冶 的硬件设施袁 还要有足量的信息传入居民的大

脑袁有较完备的组织体系袁组织较有吸引力的活动袁有专门

化的体育指导袁鼓励体育活动的政策等遥其中袁设施信息服

务是除设施本身之外袁让居民形成良好设施体验的首要因

素遥也即是说袁空间是居民体育活动行为载体袁而信息则是

促进居民体育活动体验行为的通道遥
现有的社区公共运动场信息服务袁以上海市体育局及

各区县体育局官网公布信息为主袁无法面向所有的居民群

体遥 2011 年启用的上海市全民健身电子地图提供的信息

不全袁缺乏后续更新遥 2013 年上线的上海体育场馆微信搜

索平台渊新民体育服务冤是一款建立在微信平台上袁为大众

提供场馆信息服务的公众号遥通过它可以查询到居民身边

的野30 分钟体育生活圈冶袁并能使用其提供的电话预定场

馆等服务遥 但受访居民袁竟无人知晓并使用遥
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袁不一定都能通过网络获取

信息袁需要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信息宣传遥 除了利用网络之

外袁还需要其他途径的信息宣传遥其中袁传统的宣传方式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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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少袁例如在街道社区尧居住小区内的信息宣传非常有

必要遥充分利用街道尧小区内的布告栏或大屏幕袁让居民获

得设施服务信息遥

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袁 是当前社区公共运动场规划

应首要把握的原则遥公平即从为居民服务的角度出发袁科学

设计服务当量袁惠及所有城市居民遥效率即从政府的角度出

发袁高效地配置公共体育空间资源遥 公平与效率相统一袁可
达到经济尧社会效益双丰收的效果遥用公平和效率的视角分

析问题袁为社区公共运动场规划建设提供了价值取向遥
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张袁 公共服务及社会福利投入越来越

大袁政府财政不堪重负遥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袁希望能够以最少

数量的社区公共运动场袁为最广泛区域的城市居民提供服务袁
目的是为了降低服务设施配置的成本遥但过于讲求服务效率袁
容易导致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可达性差袁超出服务能级尧制约居

民体育活动袁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遥如何在公平与效率上找到

平衡袁是社区公共运动场选址与布局的关键问题遥公平与效率

也成为评价社区公共运动场选址合理性的关键性因素遥

根据中心地理论袁 各级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常选址于服务

区域的野中心地冶袁以便更好地向野腹地冶提供服务遥便捷性原则

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社区公共运动场的可达性袁 这就需要院
渊1冤 围绕人的住所进行布局袁 将其与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相对

应遥 渊2冤设置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袁与公交或轨交站点相结合袁必
要时在设施附近设置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和渊或冤停车场遥 渊3冤
与城市文化尧休闲尧娱乐尧餐饮尧商业等多种类型的服务设施组

团布置袁不仅可以聚集人气袁还易形成多目的链出行遥
如此布局袁不仅可以让居民就近尧便捷地参加体育活

动袁而且贯彻了低碳出行尧低碳城市的先进理念遥让居民感

觉到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就在身边袁方便到达袁活动内容及

人文环境符合他们的需求遥

优化社区公共运动场的布局袁应从整体上通盘考虑袁采
用加大增量渊新建冤和优化存量渊改造冤并举的方式解决问

题遥 对于建成区袁特别是老城区土地开发强度较高的地方袁
多数设施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袁 只能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逐

步改造遥在整体考量的基础上袁将选址不合理的社区公共运

动场进行换址袁必要时可采用不同功能的空间互换模式袁也
可与同质要素之间采用兼容模式遥对于新开发地区袁则以新

建为主遥新建社区公共运动场应有前瞻性袁需考虑到供需平

衡袁主要考虑与城市居住空间规划相契合袁统一配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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