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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环境下城市居民健身活动的需求与供给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
王鲁峰

摘 要院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尧专家咨询法尧文献资料法等遥 从调查城市居民健身活动

的需求入手袁分析现有健身模式下雾霾天气对居民健身活动需求的影响袁对现有社区健身

配套设施尧高校体育设施以及城市公共体育场地等健身活动供给资源进行研究袁评估现有

健身活动供给结构对雾霾环境下居民健身活动需求的满足状况曰寻求现有健身配套设施等

健身活动资源的优化配置遥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需要新建哪些健身活动设施来优化供给

结构以更好服务于雾霾环境下的全民健身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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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ways of questionnaire, expert interview and literature study and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requirements of urban people's fitness activiti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hazy weather on the fit-

ness demand of the citizens under the existing fitness model. It focuses on the present community fitness fa-

cilities, the sports facilities in 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the supply resources for fitness activities like

urban public sport fields. It evaluates whether the current fitness activity supply structure can satisfy the de-

mands of the people in fitness in haze circumstances. It seeks after an optimal allocation of the existing fit-

ness facilities. The paper lists some new fitness facilities that need to be built in future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supply structure for a better service of mass fitness activities in haze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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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们更加关注自身健康袁 有意识进行健身活动袁
城市居民健身活动的需求逐渐增加遥同时袁居民生活受到

雾霾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遥中国的城市袁特别是一线大城

市人口的增加袁导致城市居民私人生活空间压缩袁城市居

民原子化带来的社会交往的需求增加袁 居民健身活动已

经不仅是为了健康的传统野锻炼冶活动袁而是承载着更多

社会空间扩展与交互的功能袁 因此更多城市居民走向了

室外遥 与此同时雾霾范围不断扩大袁雾霾程度加重遥 雾霾

天气的增加使得城市居民的室外活动不断受到阻碍遥
雾霾天气的频繁发生对居民健身活动产生了极大的

影响袁许多城市居民在雾霾天气下改变了已经形成习惯的

户外活动方式袁转而在家中或室内锻炼场所使用健身器械

等方式进行健身遥这一转变给许多室内运动场馆和室内健

身器械生产厂商带来了商机袁但是却并不能满足居民们健

身活动的需求遥 居民健身活动需求除了促进身体健康尧减
肥等需求外袁还有交际尧提高某项技能等需求遥 因此袁雾霾

天气导致的居民健身活动方式发生转变袁如果没有相应的

健身设施配套支持和供给结构的调整袁居民健身活动的需

求是无法得到满足的遥
雾霾天气导致居民体育健身活动的转变并不只是转

向室内和家庭袁 还将对居民健身活动的需求满足产生影

响袁并对城市体育健身设施和场所的供给提出挑战遥因此袁
雾霾环境下城市居民健身活动的需求与供给研究具有以

下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院渊1冤 雾霾环境下如何安排和引导

城市居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对居民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

意义曰渊2冤 对雾霾环境下健身活动转变的特征与内容的研

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曰渊3冤 雾霾环境的影响对城市健身

设施的规划和资源整合以及群众体育活动的组织与管理

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遥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尧 专家咨询法尧 文献资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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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者对群众体育活动做了调查和研究袁相当一

部分是对不同的城市和地区群众体育活动的现状进行调

查研究曰还有很多研究是对群众体育活动中的要素尧内容

等进行研究袁如院社区尧城市社区尧山区群众等体育活动的

内容与特点尧具体的运动项目渊如乒乓球尧足球等冤尧群众

体育活动提供场所以及改革袁以及群众体育活动中的不同

主题遥另外袁还有很多研究针对国外的群众体育活动袁并对

比对中外的现状遥但关于雾霾环境下开展体育活动的研究

却很少袁目前从中国知网搜索到的论文中只有一篇论述雾

霾天气下学生的户外体育运动遥

首先袁居民健身活动表现出多元化的需求遥 居民健身

的主观需求的调查结果显示院排在第一位的是野强身健体冶
渊75.8%冤袁其次是对身心健康关注的野放松身心冶渊60.6%冤袁
其后的 3 项需求都与社会交往需求相关袁分别依次为野团
体活动冶渊33.3%冤尧野朋友聚会冶渊37.9%冤 和 野防止寂寞冶
渊30.3% 冤袁 最后则是在自我学习层面的 野学习技能 冶
渊21.2%冤袁以及其他渊18.9%冤遥

而从居民健身活动的客观需要来看袁 依据国际发达国

家的标准和 叶2013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曳袁
上海居民人口为 2 415.15 万人袁 如果参照英国体育理事会

制定的英国社区体育中心的基本标准渊SASH冤袁要求拥有

25 000 人的社区就需要建设一个社区体育中心遥 那么上海

市应建设 966 个包括多项运动场地袁开展多个体育项目的社

区体育中心袁才能满足与其人口数相匹配的居民健身需要遥

从商业化运营的体育锻炼场馆的统计来看袁上海市目

等袁 通过文献和著作获得各城市以往对群众健身活动的调

查与分析情况的历史依据曰通过社区调研尧居民访谈以及对

相关管理及运营机构的调查袁形成对现状的描述和分析遥

通过对学术期刊尧研究文献数据库的检索袁对近年来

国内外学术研究发表的有关居民体育锻炼设施与方式尧城
市社区提供的体育锻炼服务以及雾霾对体育锻炼方式的

影响和对锻炼设施的要求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借鉴遥

对城市社区规划尧居民体育锻炼组织以及雾霾的治理

等方面的相关人员尧政府工作人员尧医生等专家进行访谈

和咨询遥

对社区居民和街道居委会负责人进行访谈袁了解居民

锻炼方式尧对雾霾环境影响的认知以及社区体育设施的使

用尧改进等情况遥

设计问卷对居民锻炼方式的转变尧对雾霾环境下锻炼

的认知尧体育设施的提供和改进以及居民感知的满意度等

进行调查袁并结合访谈所获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遥 共发

放问卷 150 份袁回收 138 份袁回收率 92%袁有效问卷 132

份袁有效率为 95.7%遥

本文从调查城市居民健身活动的需求入手袁分析现有健

身模式下雾霾天气对居民健身活动需求的影响袁对现有社区

健身配套设施尧高校体育设施以及城市公共体育场地等健身

活动供给资源进行研究袁评估现有健身活动供给结构对雾霾

环境下居民健身活动需求的满足状况曰寻求现有健身配套设

施等健身活动资源的优化配置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需要

新建哪些健身活动设施来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服务于雾霾

环境下的全民健身活动遥 具体研究思路如图 1 所示遥

图 1 雾霾环境下城市居民健身活动的需求与供给研究思路

雾霾环境下城市居民健身活动的需求与供给研究

40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15年 第 36卷 第 5期

前有体育场馆约 7 707 个渊表 1冤遥 这些体育锻炼场所提供

的运动类型多样袁设施条件也比较好袁大多数所处地段交

通方便尧人流密集遥但商业化运营的体育场馆袁需要付费使

用的比重较大袁而且价格相对较高遥
表 1 上海市商业运营的体育锻炼场所

数据来源院 根据大众点评网和上海市体育场馆行业协会网站数

据整理

从社区体育设施的提供来看袁目前上海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共有 189 个渊表 2冤袁其中能够提供体育锻炼的有 180

个袁体育活动形式有健身房尧乒乓球尧瑜伽尧健身操尧舞蹈

等袁既有室内活动又有室外活动袁大部分场所和服务免费袁
少数也有按照时段对外收费的情况遥

表 2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分布

数据来源院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网站

除了社区活动中心外袁上海市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场

所主要是在社区的全民健身苑 渊点冤尧 住宅小区尧 公园广

场尧公共运动场等遥 其中在健身苑渊点冤尧公共运动感场和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参加健身活动的人群以中老年及退休

者居多袁且女性居多遥

就目前的健身设施和社区组织的体育活动以及商业

运营中心提供的体育健身服务来看袁整体上是不能满足居

民健身需求的遥
首先袁从居民人数来看袁如果按照上海市现有居民在

各区的分布计算应拥有的社区活动中心数量渊表 3冤袁依据

英国 SASH 标准袁目前对居民健身需求满足状况最好的是

静安区袁能够达到 50%以上袁其他区只能达到 13%～ 35%

左右遥
表 3 上海市人口分布统计渊人冤

数据来源院上海市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其次袁人均体育健身空间狭小遥 上海目前人均体育用

地面积约为 2.5 m2袁其中包括学校体育设施尧社会体育设

施以及其他体育设施遥 实际调查下来袁社区人均健身用地

面积不足 0.5 m2袁很难满足居民体育活动需求遥
再次袁调查显示袁普通居民锻炼者中袁女性锻炼者超过

七成袁社区体育活动参与状况来看女多男少袁51～ 60 岁的

占四成以上袁居民体育锻炼活动中老年人居多遥 离退休居

民近六成袁月收入 1 001～ 2 000 元的居民占到五成以上的

比例袁中低收入人群比较多遥

雾霾天气的增加袁又导致了许多体育活动在雾霾环境

下不方便进行遥本文分别就雾霾问题进行了专家访谈和居

体育锻炼场馆 数量 

健身中心 2 098 

舞蹈 815 

羽毛球馆 488 

瑜伽 559 

游泳馆 554 

武术场馆 792 

高尔夫球场 156 

篮球场 244 

足球场 166 

桌球馆 806 

网球场 229 

保龄球馆 28 

乒乓球馆 79 

体育场馆 181 

滑雪场 1 

其他体育场馆 511 

 

行政区 数量 

黄浦区 8 

静安区 5 

徐汇区 13 

长宁区 10 

普陀区 10 

闸北区 7 

虹口区 9 

杨浦区 11 

宝山区 10 

浦东新区 31 

闵行区 13 

嘉定区 13 

松江区 14 

青浦区 7 

金山区 11 

南汇区 0 

奉贤区 8 

崇明县 9 

 

行政区 人口数（人） 应建中心数量 

黄浦区 429 891 17 

静安区 246 788 10 

徐汇区 1 085 130 43 

长宁区 690 571 28 

普陀区 1 288 881 52 

闸北区 830 476 33 

虹口区 852 476 34 

杨浦区 1 313 222 53 

宝山区 1 904 886 76 

浦东新区 5 044 430 202 

闵行区 2 429 372 97 

嘉定区 1 471 231 59 

松江区 1 582 398 63 

青浦区 1 081 022 43 

金山区 732 410 29 

南汇区 248 779 10 

奉贤区 1 083 463 43 

崇明县 703 72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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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查遥从结果来看袁首先袁居民对雾霾天气锻炼的认知不

足遥 超过一半的居民认为雾霾天气不能进行体育活动

渊53%冤曰 18%的居民认为只能进行室内活动曰 强调不能进

行激烈的体育活动项目的占 14%袁可以适当进行缓和的锻

炼曰认为可以进行体育活动的占 12%曰另外还有 3%的居

民选择野其他冶袁注明的原因有野要看身体状况冶尧野大家都

参加也会参加冶尧野增加防护措施就可以冶等遥
雾霾天气情况下袁能见度变低袁同时空气中还会掺杂

PM2.5 等细颗粒物遥 对专家访谈得知袁在这种情况下最好

不要进行户外运动遥一旦颗粒物直接黏附在呼吸道和肺泡

上袁会引起鼻炎尧支气管炎等疾病遥 如果空气污染严重袁甚
至比吸烟更容易导致癌症的发生遥 即使在室内健身袁因为

室内和室外其实还是有空气流通的袁所以室内的空气质量

很快就跟室外一样了袁因此在雾霾天气来临时袁在室内也

不适宜进行体育锻炼袁尤其是高强度的健身活动遥
其次袁居民健身活动的频率受雾霾天气影响的变化不

大遥 在对居民健身习惯的调查中发现袁超过七成的居民有

健身习惯袁而且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群遥 而中老年人群较

多地选择在社区的室外进行体育锻炼袁较多集中在早晨和

晚上时段进行活动遥 健身习惯尧固定的团体和活动导致居

民对体育活动的坚持和对健身团体的依赖袁也导致雾霾天

气日渐频繁发生的情况下袁许多居民还是选择野坚持冶进行

体育锻炼遥 通过调查发现 渊表 4冤袁 有健身习惯的居民中

79%的人还是选择照常参加袁其中 91%渊相对比例冤会增加

防护措施袁9%的人选择改变健身时间遥 而不参加或减少次

数的居民占 21%遥 这一统计结果也为社区和体育场馆在

雾霾天气的服务和运作提出了挑战遥
表 4 对有健身习惯的居民调查在雾霾天气是否坚持参加

体育活动

再次袁体育场馆应对雾霾天气的设施和设备不足遥 根

据访谈和调研袁室外的体育设施在雾霾天气下提供服务的

能力降低袁而室内的设施又可能由于空气质量也变差导致

不能给居民提供健康的服务遥 因此袁只有能提供新鲜空气

的室内体育设施在雾霾环境下才能满足居民健身活动的

需求遥
目前袁我国与体育场馆空气质量尧卫生状况的有关标准袁

主要有叶体育馆卫生标准曳和叶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曳遥 例如叶体
育馆卫生标准曳渊GB9668-1996冤 规定了体育馆内禁止吸烟袁
室内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应小于等于 0.25 mg/m3遥
我国叶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曳渊GB188832002冤袁规定了与引入

新风有关的二氧化硫尧 二氧化氮尧 臭氧以及氨尧 苯系物尧
TVOC 等污染物的允许浓度遥 我国卫生部 2006 年颁布的

叶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曳规定袁集中空调通

风系统的出风口的细菌总数与真菌总数袁 都要小于等于

500 cfu/m3袁 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应小于等于 0.15 mg/m3遥

2012 年 2 月袁 国务院发布的新修订的 叶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曳渊GB3095-2012冤增加了细颗粒物监测指标院增设了颗粒

物渊粒径小于等于 2.5 um冤浓度限值院一级浓度限值为

15 ug/m3渊年平均冤和 35 ug/m3渊24 小时平均冤曰二级浓度限

值为 35 ug/m3渊年平均冤和 75 ug/m3渊24 小时平均冤遥
但是袁从上海市体育场馆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体育

设施供给分析看袁室内体育场馆的比例并不高袁商业运营

的体育场馆中室内的大约占比 80%以上袁而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的体育设施室内体育场馆的比例要低一些遥在对室内

体育场馆是否有空气净化设备的调查中发现袁被调查对象

感知到的袁安装空气净化设备的场馆不到一半袁而能够达

到空气质量标准的比例还要进一步降低遥
综上所述袁雾霾天气的增加袁使得本来供给就严重不

足的居民体育活动服务和设施面临更大的挑战遥虽然由于

居民体育活动的社交需求和锻炼习惯形成的行为模式导

致其仍然可以保持在室外或者未达到标准的活动场所继

续进行体育锻炼袁但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袁必将对居民的

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伤害遥 因此袁增加居民体育活动服务

和设施的供给袁成为社区和政府面临的迫切问题遥

居民健身活动的需求是多元化的袁既有促进健康尧减
肥等主要针对个人的成长尧健康改善需求袁又有交际尧提高

某项技能等需要与他人互动的社会性需求遥
雾霾环境下城市居民的健身活动需求需要改变传统

的体育尧社区配套设施的供给结构袁整合与优化多方面资

源院如高校体育设施对社区群众的开放尧人口密集社区设

施的优化与绿地面积的增加尧雾霾环境中现有体育场馆空

气过滤设备的添置与维护等遥
雾霾天气的增加将导致现有体育场馆与健身设施的

供给严重不足袁也会改变居民健身活动的类型和方式遥 室

内场馆的建设尧室内体育活动空间空气质量的要求以及室

内健身方式的引导成为雾霾环境下居民体育活动健康开

展的 3 个重要方面遥

针对以上结论袁本文从居民引导尧健身组织和资源利

用与建设 3 个方面提出雾霾天气下满足居民健身活动需

求的几项建议措施遥
第一袁引导居民对雾霾天气进行体育锻炼的正确认识

并传递有效的知识和方法遥
在雾霾天气袁更需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袁因此很多居

民选择继续锻炼遥 尽管很多人进入室内运动袁但由于室外

空气质量差袁室内空气质量也受到影响遥因此袁在雾霾天气

中袁即使是在室内从事激烈的或过多的有氧运动袁也是吸

入细微颗粒袁对呼吸系统造成伤害遥因此袁应通过多种媒介

传递给居民信息袁在雾霾天气尽量不要体育运动袁即使在

室内运动袁也尽量从事那些锻炼柔韧性尧协调性和平衡性

是否照常参加体育活动 比例 措施（比例） 

增加防护措施（71.9%） 照常参加 79% 

改变健身时间（7.1%） 

不参加或减少次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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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遥
很多居民喜爱的野广场舞冶可能在雾霾严重的天气要

改成野室内操冶遥但参与广场舞的居民除了强身健体之外往

往还有社交尧群体以及展示的需求袁需要很多人一起舞蹈

的氛围遥 因此袁在社区内的一些体育场馆袁如篮球馆尧排球

馆袁在晨练和晚间时段袁没有商业性服务和比赛的空闲时

段袁可以向居民开放袁方便大家进入共舞遥既增加了室内体

育场馆使用的效率袁 又可以减少广场舞扰民的负面效应袁
一举两得遥

第二袁培养野社区体育活动指导员冶袁对不同年龄群体

居民提供不同的服务和组织方式遥
本次调研发现袁对于中老年群体尧离退休人群和女性

人群袁从事体育活动的社会性需求更为强烈袁也因此在面

对雾霾天气的影响时袁 这几类群体往往选择变换锻炼方

式尧锻炼时间尧采用防护措施袁但仍旧坚持体育活动遥 因

此袁 对这几类居民群体体育活动的组织就变得尤为重要遥
可以加强野社区体育活动指导员冶的培养袁对各个社区或老

年人协会输送优秀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遥体育指导员的介入

可以为老年人群体输入大量健身知识和技能袁又能在雾霾

严重的环境下担当寻找合适的健身场所以及有组织尧有指

导地确保老年人尧离退休居民以及女性健身群体的体育健

身活动良好地发展下去遥
同样袁对于其他群体袁比如忙于工作和学习的中青年

群体和少年儿童袁社区体育活动指导员可以提供有针对性

的信息遥例如体育比赛的召集和训练尧体育场馆的分布尧开
放场次以及优惠信息等袁都有利于组织这些群体参与到体

育活动中遥又可以在雾霾环境下提高室内体育场馆的利用

效率遥
第三袁在相关公共设施建设标准中增加室内体育场馆

的建设标准袁并尝试整合与利用现有资源袁提高室内体育

活动场所的使用效率遥
解决空气污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遥 因此袁政府相关部

门在公共设施建设标准中应当增加室内体育场馆的建设

标准袁尽早解决室内体育场馆的缺乏问题遥 例如在上海市

的小学和初中的建设标准中就没有对室内体育场馆的要

求遥 在上海市中心城区虹口区袁初中学校中有像样的室内

体育馆的也只有钟山初级中学和江湾初级中学两所学校曰
2012 年底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建起两个巨大的野帐篷冶要要要
其实是两个占地超过 8 000 m2尧形状好似巨大圆顶帐篷的

运动馆袁 加装独立的空气过滤系统袁24 h 运转袁 以确保学

校不受雾霾影响遥
建设体育场馆需要时间袁但是现有的场馆或者临时设

施如能够安装通风和空气净化系统袁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

用遥 例如有些学校把操场地下停车库加装良好的通风系

统袁解决了孩子们在雾霾天气上课间操的问题遥 而许多社

区体育设施和场地袁虽然是建在室内袁但没有安装通风系

统和空气净化设备袁因而也需要进行加装和改造遥
第四尧创新供给结构中市场尧政府与社区的配合方式

和管理模式遥
供给结构改变中政府尧社区与市场各主体需要配合才

能更好地发挥作用遥 由于社区体育经费不足袁仅仅依靠事

业经费袁再辅之以各种政府拨款和社会捐助袁社区服务收

入袁往往很难满足需要遥 可以尝试政府出资增置空气过滤

设备袁体育场馆负责维护曰政府规划尧建设社区绿地及室内

健身设施袁社区志愿者进行维护等配合方式的探索遥
从管理模式上看袁居民体育活动多在社区体育活动场

所进行袁 而社区体育管理的权威机构应由政府派出机构

渊街道办事处冤尧市场渊企业冤和社会团体渊非营利组织冤共
同参与来组建社区居民体育服务委员会袁并可将具体的体

育活动项目交给各个社会组织尧社会团体渊如体育协会冤等
来完成遥 根据不同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袁合理规划和设置

健身特色项目袁以整合优先的资源集中使用遥打破企业尧事
业尧社区分别独立和封闭的格局袁兼顾纵向发展与横向联

合遥 更理想的是推进社区间的联合袁形成系统网络化的社

会体育交叉的新组织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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