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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尧社会不断变化和发展袁城市居民休闲

生活方式也将发生较大改变遥中国城市休闲体育空间的发

展也应该顺应我国社会发展趋势袁从满足城市居民休闲体

育需求的实际出发袁建设和发展城市休闲体育空间遥
本文聚焦城市休闲体育空间的供给问题袁以上海市为

例袁提出城市休闲体育空间的整合优化模式以及未来发展

对策遥 从现象上看袁城市休闲体育空间优化发展是把城市

中休闲体育要素组合成有机的尧合理的空间结构与布局形

态遥 从本质上来看袁它是人的需求与休闲体育空间供给的

博弈均衡遥

城市休闲体育空间是在城市中具备进行休闲体育活

动功能的场所遥狭义的休闲体育空间指城市居民在闲暇时

间进行休闲健身尧观赏竞赛尧娱乐尧郊游等活动的空间袁而
广义的休闲体育空间还包括城市中人的行为空间袁也就是

除了体育活动场所意义之外袁还包括到达活动场所过程中

人的行为空间遥

整合优化是基于发展的需要袁通过对构成系统要素的

内在关联性以及系统与环境相关性的挖掘袁利用各种功能

的相互作用机制袁积极地改变或调整系统构成要素之间以

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袁以克服系统发展过程中构成要

素分离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不协调的倾向袁 实现新的综

合袁寻求新的秩序 [1]遥 城市休闲体育空间的整合就是基于

城市休闲体育空间现有资源和存在的问题袁调整城市休闲

体育空间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尧不和谐因素袁以期提供解

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袁城市休闲体育空间整合模式就是对

现实休闲体育空间的优化及其方法的摸索遥

空间便利性即空间利用的便捷性袁主要是指到达空间

的可达性和进入空间的可入性问题遥可达性问题与城市道

路尧河流尧设施的区位以及个人出行能力等外部环境相关遥
而可入性问题主要是一些公共体育场所的开放性问题袁与
场所的围合度尧经营管理等内部环境相关遥从上海市来看袁
一方面上海市打造体育空间 30 min 步行可达 [2]袁但部分休

闲体育场馆由于道路尧河流的阻隔袁实际可达性并不理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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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是空间便利性缺失的客观因素遥 另一方面袁与上

海市大尧中尧小学校体育场馆以及一些公共体育场馆实行

开放措施相反袁 一些公共体育设施依然设有人为门槛限

制袁阻碍了居民的有效利用袁丧失了体育设施的公共属性遥
这些因素是空间便利性缺失的主观因素或人为因素遥

发达国家居民收入高袁 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机制完

善袁对休闲体育活动的认识早已提升到对生活质量提高的

层面上遥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袁虽然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

展袁但人均收入不高袁对生活质量提高的需求并未充分显

现袁尤其对于较高需求层次的休闲体育的消费投入还处在

较低的水平遥 消费者消费信心不强袁 消费观念转变迟缓袁
野量入为出冶的传统消费观念仍然主导消费方式的选择袁更
趋于现实型消费遥 人均体育场馆面积较低袁设施空间布局

不合理袁可供居民选择的活动项目有限袁也造成了群众体

育消费不足袁参与休闲体育的积极性和热情不高遥 如何加

强休闲体育空间建设袁营造体育环境和氛围袁激发居民休

闲体育消费意愿袁是当前面临的客观问题遥

目前上海城市体育馆空间分布不均衡表现在两个方

面院一方面在整体空间上呈现出野城内密集袁城外稀疏冶 [3]袁
并且形成内尧中尧外三圈环状的不均衡分布遥 据研究袁代表

设施分布合理性的设施与人口耦合性指数在上海全市范

围内只有 60%袁且外环以内的主城区反而更低遥 从区域角

度来看袁表现出明显城乡和区县不平衡的区域差异遥 另一

方面相对国外体育设施大多按照生活圈布局袁上海体育设

施在建设之初袁是以大型体育设施为主的布局袁主要是服

务于体育赛事袁忽视了体育设施的公共服务和有效利用的

空间布局遥供给的失衡还表现在重数量尧轻质量袁重视新建

设施而对已有体育设施的功能挖掘和改造成效不明显遥

政府部门是城市体育设施供给的主体袁政府功能缺失

会造成体育供给的欠缺遥长久以来政府部门过度关注经济

的发展而忽视休闲民生袁对于迅速发展起来的休闲经济缺

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袁 对休闲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遥
在休闲体育设施发展规划的未来发展中袁要实现休闲体育

空间功能优化袁依然需要政府部门牵头袁统筹规划公共和

商业性休闲体育空间袁野集中式冶和野分散式冶相结合袁错位

发展不同功能的休闲体育空间遥

上海人均 GDP 已经达到 12 000 美元袁 根据世界休闲

组织渊World Leisure Org.冤的标准袁已进入野休闲时代冶[4]遥作
为服务业的休闲体育产业的增长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袁
同时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推动城市休闲体育产业规模

的扩大遥 城市居民休闲生活方式多样化尧差异化的发展过

程中袁从野量冶到野质冶的需求不断提升遥 要顺应经济社会发

展的同时袁还要以满足城市居民休闲体育多元化尧差异化

需求为导向袁合理规划和布局城市休闲体育空间遥

我国社会处在转型时期袁 阶层分化是时代不可避免的

社会问题遥 由于居民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与生活方式的差

异产生了对于闲暇时间利用的分化袁 在空间上形成不同类

型尧不同层次的空间结构袁也形成了城市居民对休闲体育设

施场所的不同需求结构遥 城市休闲体育场所反映了社会阶

层的空间需求袁具有明显的阶层化和符号化特征遥城市体育

空间的本质应该是公共属性袁 而城市阶层分化的存在也是

客观事实遥如何在公共性基础上袁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多元

化需求袁是城市休闲体育空间建设必不可少的方向遥

城市休闲体育的地域性是指根据城市所在的地理区

域的气候尧地形等物质环境影响下的差异袁同时还存在不

同地域形成特有的文化环境的差异性遥从物质环境角度来

看袁城市地理位置尧气候尧地形等条件不同袁城市资源条件

也都不同袁同时城市内部根据区位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资

源环境遥从文化环境来看袁传统文化与地域性尧时尚性和现

代性的融合渗透产生了社会休闲地域文化袁同时还有社会

组织营造的休闲文化环境袁如上海既有传统与现代融合的

海派秧歌袁 也有上海城市名片之称的 F1 大奖赛等都是上

海独特地域文化的象征遥

休闲体育资源是指能满足和促进人们进行休闲体育

活动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要素遥物质要素是适合参

加体育活动的自然环境和人工设施构成的物质资源曰非物

质要素是体育竞赛尧表演等非硬件条件构成的体育文化资

源遥 从物质要素建设上来看袁上海市已分别建立形成了社

区尧城区尧城郊相结合较完备的三级管理网络袁体育设施也

按三级管理网络和大尧中尧小规模集中规划尧布局和建设遥
从非物质要素建设来看袁上海的竞技表演包括 F1 大奖赛尧
网球大师杯赛尧斯诺克大师赛以及足球尧篮球联赛等遥上海

拥有丰富的城市休闲体育资源袁不仅能激发和引导居民参

与休闲体育活动袁带动了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袁更是对形

成休闲体育空间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遥

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存在差异性袁包括个人社会属性和

阶层属性等差异带来的活动方式和行为的差异遥城市休闲

体育空间的优化发展必须考虑到城市居民差异化需求袁了
解他们的偏好和意愿尧等级与层次袁才能更好地建设和发

展城市休闲体育空间遥

城市空间是个复杂的系统 [6]袁城市空间系统的复杂性

决定了城市不同区域的人口结构尧人口社会经济属性以及

城市环境影响下的休闲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遥因此在

城市休闲体育发展过程中袁应统筹考虑各区域和人口结构

的差异性特征袁统筹规划和布局休闲体育设施遥

公共属性是休闲体育空间的本质属性袁公共属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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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需要让城市居民可以公平地利用城市体育空间袁公平性

原则是实现野服务均等化冶的前提条件 [5]遥 但还必须看到城

市居民休闲体育需求的差异性袁个性化尧差异化是休闲体

育在城市中显著的特征遥在满足城市多数居民休闲体育需

求的公平性基础上袁个性化尧差异化的休闲体育空间供给

是必不可少的遥

城市休闲体育空间整合和布局需要考虑到城市的

发展和变化遥随着城市化尧城镇化进程加快袁城市人口和

结构不断变化袁城乡一体化尧人口郊区化现象日益显著袁
城市居民需求重心也将随之变化遥同时还要考虑人与自

然融合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袁促进人与自然

的和谐发展遥 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袁准确把握城市

发展趋势和动向袁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袁减少资源浪费

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袁更好地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体育

服务遥

体育中心地整合模式是依据中心地理论的整合模式[7]遥
体育中心地整合就是指利用城市大型体育场渊馆冤的辐射

和聚集效应袁 大型体育设施与小型体育设施应相辅相成袁
在城市区域内形成若干体育中心地遥中心地整合模式是基

于既满足就近得到体育服务机会的可达性需要袁也要考虑

不同规模尧类型空间的组合需要遥
体育中心地整合模式对应结构模式是院 大型体育场

馆对应主体育中心区袁包括城市级尧区县级体育场渊馆冤尧
综合体育中心曰中等规模体育场所对应次体育中心区袁包
括公共运动场尧百姓健身房等曰小型体育设施对应低级别

体育中心区袁包括健身苑尧健身点尧健身会所尧健身俱乐

部等遥
以上海市静安区为例渊图 1冤袁区内有静安区工人体育

场尧静安体育中心尧静安体育场尧静安体育馆等大型体育设

施袁还有静安寺社区公共运动场尧延安中路绿地公共运动

场等遥 根据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8]和体育设施布局的功

能型网状分布原则袁 根据行政原则形成的中心地体系袁不
同规模中心地出现的等级数量比为 1颐6颐42噎遥 按照 野主 -

次 - 低体育中心区冶理论袁建立一个主体育中心区袁需配置

6 个次体育中心区袁42 个低级体育中心区袁理论值为 4颐24颐168遥
静安区体育中心区袁实际上主尧次尧低级体育中心区数量比

为 4颐3颐75遥 可以发现袁主体育中心区尧次体育中心区分布不

均衡袁低级体育设施数量居多袁主要原因在于院第一袁静安

区主体育中心数量较少袁低级体育中心区数量居多袁较均

衡分布袁但次体育中心数量偏少曰第二袁静安区做为市中

心区域袁体育设施的扩张建设用地极其有限遥 未来静安区

可考虑向静安寺街道尧 江宁路街道增加社区公共型休闲

体育设施遥 在用地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袁可以利用文体中心

等室内场所开设百姓健身房袁 增加社区公共型体育设施

的供给遥

图 1 静安区体育中心区分布图

城市 RBD渊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et袁游憩商业区冤
是指城市中以商业中心区为基础袁集中大量的旅游尧购物尧
饮食尧娱乐尧文化尧交往等游憩设施袁是城市中集商业尧游
憩尧居住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集中连片区域 [9]遥 随着人们

对游憩需求的增加袁 城市 RBD 也融入了很多具有当地特

色尧民族特色尧文化特色袁时尚性尧观赏性强的元素袁它不

仅是一个的城市经济文化中心袁也是多功能商业中心和休

闲游憩中心遥 RBD 承载休闲功能袁必然会带动周围的休闲

产业发展袁其中就包括休闲体育产业遥
以五角场 RBD 为例袁五角场是上海的城市副中心袁作

为新兴的城市游憩商业区袁为杨浦区带来了新的气息且展

现出强有力的发展态势遥 五角场周边居民区较多袁北部建

立了上海城区内最大的绿色生态社区要要要新江湾城袁周边

有包括复旦大学尧上海财经大学尧同济大学尧上海体育学院

等高校丰富的学校体育设施袁区域内商业设施的发展也推

动了高档健身场所的建立遥 利用 ArcGIS 绘制的图 2 可以

看出袁五角场 RBD 核心区内休闲体育设施共 22 处袁形成

两处大型体育圈袁一处是江湾体育圈袁该体育圈主要包括

江湾体育场等公共休闲体育场所曰 另一处是百联体育圈袁
该体育圈主要包括百联商城以及附近的商业休闲体育场

所袁如台球室尧健身会所尧室内滑冰场等遥五角场 RBD 核心

区多为中高档休闲体育设施袁 不仅有商务健身活动功能袁
也为周边居民提供了良好的健身场所遥

居住区作为城市最基本的生活单位袁承载着城市居民

大部分生活空间遥根据叶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曳[10]提出

的功能结构配套原则袁可以配套的体育设施形态有百姓健

身房尧公共运动场尧健身苑尧健身点尧健身步道袁主要可以

满足居住区不同年龄层次的不同休闲体育需求遥从上海整

体发展来看袁当前的社区体育设施种类比较单一尧数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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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五角场 RBD 区域休闲体育设施分布图

限袁健身苑渊点冤设施使用效率不高袁不能满足更多人群的

健身需求遥
以徐家汇街道文定居委会为例袁 居委会所辖人口

1 677 人袁周边居住区较多袁体育设施数量也较多遥 其中袁
居住区康体型运动设施 13 家袁社区型公共运动设施 1 家袁
城市型公共运动设施 49 家袁 城市商业型体育设施 85 家遥
总体上来看袁该区域大型设施过于集中袁商业型设施聚集袁
出现供大于求局面渊图 3冤遥

图 3 以居民区为中心的休闲体育圈分布图

对于这类区域休闲体育空间袁需要综合考虑空间整合

优化遥首先袁提升大型体育设施公共属性袁提高大型体育设

施利用效率曰其次袁城市商业型休闲体育设施数量较多袁存
在市场竞争袁可通过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进行引导曰再次袁

需控制居住区体育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规模袁在满足居民需

求的前提下袁避免重复建设的同时袁重视质量建设遥

公园绿地作为城市开敞空间袁是城市居民喜爱的城市

空间形态遥 与公园绿地结合袁建立休闲体育空间能更好地

满足居民休闲体育需求遥 它符合了人们崇尚自然的诉求袁
对于提高城市生活品质起到推动作用遥结合城市绿地设置

体育空间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遥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

在大规模发展体育公园袁如日本的山口体育公园尧英国的

卡片 - 希尔公园等遥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机构中都

设有公园与休闲委员会袁管理遍布全国大尧中尧小城市公园

的公共休闲体育场地袁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的各种体育需

求[11]袁而在日本每 20 万人即拥有一个大型的体育公园遥目

前上海与公共绿地相结合建设社区休闲体育设施也有不

少例子袁如闵行体育公园尧黄兴公园公共运动场尧长风公园

长风社区健身苑尧江浦公园公共篮球场尧四平科技公园健

身苑等遥 而一些大型公园内也设置了很多休闲体育设施袁
如上海滨江森林公园尧共青森林公园等遥

将体育设施的建设纳入城市绿化建设的范畴袁 休闲体

育设施用地与城市绿地结合袁功能上互为补充袁可进一步拓

展市民日常游憩尧健身的空间遥利用城市绿地总面积和开敞

空间面积这两个指标作为参数袁 来构建城市休闲体育设施

分类标准袁实现休闲体育场所与城市绿地两者的结合袁同时

在规划设计中充分把握两者特点袁结合实际情况袁多层次全

方面地进行有机结合袁 有效发挥城市绿地与休闲体育场所

的多重功能效益渊表 1冤遥 在城市化这个大背景下袁城市中与

绿地结合建设休闲空间成为一种趋势袁 可为市民提供更多

的与绿色环境相融合的休闲体育活动的机会遥
表 1 城市绿地与休闲体育设施类别结合模式

城市滨水区渊Urban Waterfront冤是城市陆域与水域相连

的区域[12]遥水是城市功能延续的基本物质条件袁水对现代化

城市的建设具有突出的作用遥城市中的河流尧湖泊是重要的

水功能空间袁不仅具有可以提供水源地尧营造生态功能空间

的作用袁而且也具有休闲游憩的功能遥滨水空间在拥挤的城

市中是难得的具备天然景观的开阔地袁 滨水空间的开发利

用和功能塑造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尧提升城市品味尧建造绿

色开敞空间尧提升城市形象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遥滨水空

间的整合是打造城市景观型体育休闲带袁 满足人们生活服

绿地总用

地面积 

绿地开敞空

间面积 

分类 城市绿地功能 功能 

1～10 hm2 500 m2以上 小型

设施 

街头、社区、单位内的

小型绿地公园 

康体、保健 

10～50 hm2 1～2 hm2 

以上 

中型

场所 

城市中型的公园绿地 康体、保健、

娱乐 

50 hm2 

以上 

10 hm2以上 大型

场所 

城市大型的综合或专

项公园 

娱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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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尧休闲娱乐需求的重要环节袁可以拉动城市休闲体育的内

需袁提升上海休闲体育产业的整体效益遥
上海拥有大量的滨水空间资源袁包括黄浦江尧苏州河

在内的 16 条河流袁以及包括定山湖尧滴水湖在内的 8 个湖

泊袁形成野一纵尧一横尧四环尧五廊尧六湖冶的景观水系框架遥
目前袁 黄浦江沿岸成为上海市着力打造的核心休闲文化

带袁随着其休闲旅游功能的完善袁部分休闲娱乐旅游设施

将沿江布局袁 休闲娱乐设施与滨水空间进一步紧密联系遥
体育旅游已成为上海市野十二五冶体育规划中的主要内容袁
将重点建设黄浦江尧苏州河尧淀山湖等水域资源袁打造集运

动休闲尧观光旅游为一体的都市水上体育休闲旅游带遥

交通环境的改善表现在轨道交通的完善尧高速道路里

程的增加尧私家车数量的增长等方面遥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袁拥有私家车已成为平常现象遥 居民休闲活动

选择私家车出行时袁道路交通是否畅通往往也成为休闲体

育活动的阻碍因素遥 同时还要看到袁私家车出行对停车场

的设置也较为敏感袁休闲体育设施的野适停性冶也是影响空

间吸引力的一个因素遥这些因素构成的交通环境是休闲体

育空间整合的重要方向遥
例如袁 杨浦区殷行地区与共青森林公园之间长期以来

隔着一条全封闭的铁路线和一条小河浜袁 殷行地区居民去

共青森林公园锻炼身体袁 必须绕道北边的殷行路或者南边

的民星路袁时间至少要半个小时袁尤其对喜欢利用公园设施

的一些老人和儿童形成了天然的阻碍遥直至 2012 年杨浦区

政府投入 1 200 万元在市光路段兴建了过街天桥袁 解决了

交通问题袁使森林公园更好地得到了周边居民的利用遥

在城市休闲体育空间的规划尧设计和建设时袁首先需

从野以人为本冶和野可持续发展冶理念出发袁把城市居民休

闲体育生活空间与未来城市总体规划有机结合曰其次要合

理利用城市空间资源袁规划从城市空间的点尧线尧面结构到

城市各区尧县尧乡行政区划结构的体育设施环境曰再次要满

足从面向特殊阶层需求到面向广大公众的普遍体育需求袁
谋求经济尧社会尧环境三大效益协调统一与可持续发展袁营
造出多元化尧多层次尧多功能尧多目标格局的城市居民休闲

体育空间供给体系遥 本文总结城市空间优化的理论依据袁
提出整合优化模式袁从微观层面上为城市休闲体育空间的

优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案袁为城市空间环境建设提

供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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