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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体育需求对体育健身娱乐市场的影响研究
———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
徐昱玫袁郁 桦袁任育良

近几年袁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带动袁体育市场开始活

跃在人们的生活中遥体育市场袁从狭义的角度来说袁就是指

消费者通过购买比赛门票得到观赛服务尧支付健身费用得

到健身指导服务或者支付场地费用获得使用健身房尧体育

馆等公共体育场所的使用权等服务遥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袁
就是指全社会体育服务产品交换活动及交换关系的总和遥
体育市场包含了体育健身娱乐市场尧体育用品市场尧体育

传播市场尧竞赛表演市场尧体育中介市场和体育博彩市场

等遥在这些丰富的市场资源中袁虽然目前国内大量引进尧承
办各种等级和系列的赛事袁希望通过赛事的举办袁调动群

众的体育参与度尧激发群众体育兴趣袁但是袁由于赛事的观

赏需求培育期较长袁很难快速挖掘大众体育需求遥 相比较

之下袁体育健身娱乐市场的发展袁比较适用于导引群众体

育需求袁同时袁群众体育需求也能对该市场的发展起到一

定的启发作用遥
上海作为国内在体育产业方面发展的领先者袁不仅在

体育竞赛表演市场有出色的表现袁在体育健身娱乐市场也

有突出的看点袁 如上海国际健身与康体博览会尧IWF 国际

健身大会等都为健身娱乐行业的工作者尧投资者以及爱好

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和交流平台遥 从宏观角度来看袁这样

的展会和活动能够帮助相关行业的服务人员了解该领域

的发展和趋势袁有利于该行业的商业市场以及在上海地区

的空间培育和潜力发展袁可是从微观角度来看袁健身娱乐

市场的发展还是会依赖于市场的需求和走势袁大众的体育

需求将会决定该行业的兴衰遥 正如产品周期一样袁每一样

产品都会经历成长尧成熟和衰退期袁健身娱乐市场也存在

着同样的问题遥 基于对娱乐健身市场的重视袁本文分别从

不同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遥
综合分析前人的研究指向和成果袁学者们主要聚焦体

育健身娱乐市场的发展现状和该市场的服务体系和消费

者行为的相关性研究袁而就大众体育需求对体育健身市场

的影响作用相关研究涉足较少遥 本文认为袁上海地区作为

国内体育产业发展引领和标杆城市袁拥有极具发展势头的

体育健身娱乐市场袁从近几年发展来看袁上海市内商业型

体育健身俱乐部市场份额不断增长袁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发

展备受重视袁体育健身娱乐市场为满足人们的体育需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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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良好的导向性平台袁 而大众体育需求又为该市场的进

步带来时代前行所必然面临的创新要求和可持续发展等机

遇和挑战遥 因此袁无论是从消费者角度还是从服务者角度袁
体育健身娱乐市场的需求与供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

义和价值遥针对转型期不同阶层人群的健身需要的研究袁通
过对体育健身娱乐市场的有序发展的探索尧思考和建议袁为
政府决策尧产业管理和相关从业人员提供有益的借鉴遥

本文通过对徐汇区居民和娱乐区健身娱乐场地及场

所的调研袁探究娱乐健身娱乐市场现在所存在的问题以及

大众体育需求对体育健身娱乐市场未来发展的影响研究遥
调查分析徐汇区大众体育需求和体育健身娱乐市场发展

现状袁探讨促进徐汇区体育健身娱乐业发展的措施遥

主要运用万方知识数据服务平台尧维普期刊资源整合

服务平台以及 springlink 电子期刊等工具进行文献查阅遥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袁可以看出前人比较重视体育

健身娱乐市场方向的研究遥 在 CNKI 数据库袁以野体育健身

娱乐市场冶为关键词袁得到相关文献 345 篇曰以野娱乐健身

娱乐业冶为关键词袁得到相关文献 160 篇曰以野大众体育需

求冶为关键词袁得到相关文献 124 篇曰以野体育供需关系冶为
关键词袁得到相关文献 24 篇曰以野社区体育资源管理冶为关

键词袁得到相关文献 7 篇曰以野体育消费特点冶为关键词袁
得到相关文献 76 篇遥

石荣群等人渊2008冤主要对体育娱乐消费市场的特点

进行分析袁认为该市场具有外部性尧高弹性和带动效应的

经济特点袁此外该研究还认为影响该市场的因素包括企业

因子尧体育市场环境因子尧政策法规因子和消费者因子遥该
市场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要注意产业定位尧对买方链的重

视以及体育健身娱乐业的质量方面的提升遥 郑瑞等人

渊2008冤 在对中美两国体育健身娱乐业现状比较研究中主

要针对中美两国体育健身娱乐业需求现状和供给现状进

行比较分析袁通过多方面地比较研究袁提出在休闲体育文

化方面尧专业管理和执业人员方面尧行业品牌建设方面以

及政府管理手段和政策方面的相关建议遥 何培森等人

渊2003冤 在针对杭州市体育健身娱乐市场供需结构研究中

主要通过对杭州市经营性体育健身娱乐部门的调查袁对市

民的体育消费意识尧消费行为与现有服务体系内的供给现

状进行相关性分析袁由此来反映该市场在资金尧投资尧质量

等方面的缺陷与不足袁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遥

以徐汇区体育锻炼者为研究对象袁随机挑选了田林体

育俱乐部尧凌云体育俱乐部尧梅陇七村居委会尧康健园尧长
桥新村尧滨江大道尧华东理工大学尧上海交通大学等 445 名

体育锻炼者袁对其参加体育活动的态度尧频率尧兴趣尧需求

以及满意度进行分析遥 问卷调查表设计采用 Likert 5 级量

表袁即野①非常喜欢冶尧野②喜欢冶尧野③一般冶尧野④不喜欢冶尧
野⑤非常不喜欢冶遥

发放问卷 445 份袁收回 440 份袁回收率 98.88%袁其中

432 份为有效问卷袁 有效率为 98.18%遥 所有数据均录入

SPSS19.0 进行统计遥

通过对徐汇区部分公益型和商业型的健身娱乐场所进

行调研尧访谈和观察袁首先对徐汇区部分健身和锻炼场所进

行评估袁分析目前徐汇区体育健身娱乐业的发展现状遥

从运动环境资源方面分别对公益型和消费型的体育

场地和场所进行评估袁可见徐汇区大部分公益型的健身娱

乐场所虽然拥有较好的运动环境袁但是缺乏管理遥 这些地

点包括田林体育俱乐部尧凌云社区体育俱乐部尧康健园尧华
东理工大学操场和梅陇四村等遥 从调研情况来看袁相比较

健身房袁这些户外的运动场地具备场地较大尧空气质量好尧
绿化带充足以及无消费等优势遥 可是袁有关部门在对于锻

炼环境的管理上并没有对锻炼人群的活动区域和公共器

械进行合理分配袁同时袁对于场地内关于体育锻炼的安全

措施也没有相关规划遥 而对于一些商业型健身场所而言袁
在运动环境的管理方面袁则存在野有始无终冶的情况袁通过

对一些加入俱乐部的会员进行访谈袁了解到很多商业俱乐

部的运动环境在创立之初管理积极袁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袁
对于场地和器械的管理就出现怠慢的情况袁为此袁在调查

的人群中袁虽然表示野满意冶的人群有 38.86%袁多于表示

野不满意冶的人群袁但是袁仍有 38.94%的人认为现有运动环

境一般袁从所占比例可以看出现有的运动环境仍存在令大

众不满意的方面遥

接受调查的人中袁每年消费 3 000 元及 3 000 元以下体

育消费的人占总人数的 77.83%袁在这些人群中袁21 岁至 40

岁的中青年人群体所占比重较大遥 此外袁选择每年 3 000 元

至 5 000 元体育消费的人数在被调查人群中只占 16.68%袁
而选择每年 5 000 元及 5 000 元以上的体育消费的人群只

占 5.49%遥 通过调研可以看出袁消费的高低虽然不是影响市

民参加体育健身的主要因素袁 但是却是影响体育健身领域

发展的主要因素遥 因为由体育健身领域可以衍生出的产品

种类繁多袁其中包括体育服饰尧体育营养品尧体育指导等袁这
些衍生产品可以促进市民在体育健身娱乐方面的消费遥 然

而从调查的结果来看袁 市民在体育消费方面的态度并不积

极遥 为此袁受消费水平和消费意识的影响袁价格设定还是会

成为影响体育健身娱乐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遥

在指导服务方面袁本文主要从健身锻炼的指导服务分

析遥 通过调研发现袁参加自发型尧公益型团体授课袁或俱乐

部组织的市民对活动组织者或锻炼指导者的服务态度比

较满意袁被访者表示袁组织者和指导者在活动中的表现是

积极活跃的袁能够起到很好的领导作用袁但是通过进一步

观察和了解发现袁在这些活动组织者中除了社区体育俱乐

大众体育需求对体育健身娱乐市场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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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等相对正式的组织在组织体育活动时能起到较好的服

务和管理效果袁自主型的团体活动者在管理方面还是缺乏

一定的专业性遥 另一方面袁参加付费型体育健身活动的市

民在接受调研时袁 有 47.23%的市民对所接触的服务指导

表示一般袁有 7.93%表示不满袁不满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对

一授课中私人教练的水平尧团体课程中教练的指导方式以

及在健身房自主锻炼时缺乏教练的及时指导等遥由此可分

析袁 虽然指导在很多服务领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但
是上海徐汇区在健身娱乐领域方面的体育指导在授课方

法和组织能力上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改善的问题遥

首先袁 通过 LPTA 闲暇时间锻炼调查 渊表 1冤 可了解

到袁当被调查者被问及每周闲暇时间内是否会做一些令自

己出汗和心跳加速的体力活动时袁 有 52.32%的人表示经

常会做此类体力活动袁 有 29.56%的人表示有时候会做此

类体力活动袁 同时有 19.12%的人表示很少或者从不做此

类体力活动遥 同时进一步了解市民每周的运动量袁发现选

择每周参加 2 次中等强度和 2 次低等强度体育活动的市

民最多袁 其中中等强度的人数要略高于低等强度的人群遥
相比较之下袁参加高强度体育活动的居民表较少袁大部分

选择参加高强度的人群平均每周会选择参与 1 次体育活

动遥 由此可见袁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是市民在闲暇时间参

与体育活动的首选遥
表 1 每周闲暇时间内做令人出汗和心跳加速的体力活动

的情况

其次袁通过观察一周锻炼次数和强度的相关性渊表 2冤袁
发现中等强度的体育健身娱乐活动与参与次数高度相关袁其
次是高强度的体育健身娱乐活动与参与次数显著相关遥由此

可以解释袁 因为市民比较偏重于参加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袁
所以参与次数可能会随着参加活动的强度增加或者减少袁其
中中等强度的影响最大袁其次是高强度的体育活动袁相比之

下袁低强度的运动对于参与次数的影响就比较小遥
表 2 一周锻炼次数和强度的相关性

** 表示在 0.01 水平渊双侧冤上显著相关遥

根据 LPTA 闲暇时间锻炼调查可以初步了解市民在

参与次数上选择最多的是中等强度的体育健身娱乐活动袁
为了进一步了解市民的体育需求袁本研究又继续对市民的

体育兴趣和体育动机进行分析遥
首先袁 从兴趣角度来分析影响市民参加体育健身娱

乐活动的因素渊表 3冤袁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野个人意识冶尧
野他人介绍冶和野电视介绍冶袁相比较之下袁野新闻报纸冶和
野网络搜索冶的影响相对较小袁其中影响最小的是野路边广

告冶遥 由此可见袁相比较后 3 种传媒信息的影响作用袁个人

的内在因素尧 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沟通因素以及最普遍

的传媒工具因素要要要电视袁 对于影响市民体育兴趣有着

很大的作用遥
表 3 对体育健身或体育活动产生兴趣的原因

其次袁当被访者被问及参与体育健身和体育娱乐活动

的原因时 渊表 4冤袁3 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

为野锻炼身体冶尧野兴趣爱好冶和野塑造形体冶遥 在 5 个选项

中袁所占比重分别为 29.50%袁25.00%和 20.40%遥 同时袁当
被访者被问及不参加体育健身娱乐活动的原因时渊表 5冤袁
3 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为 野时间问题冶尧
野场地问题冶以及野身体状况冶的选项袁分别占所有选项比

例的 29.00%尧26.70%和 23.20%遥 为此袁从动机的影响因素

方面分析袁野参加冶 的动机主要取决与个人的内在因素袁反
之袁野不参加冶的动机受外在因素影响更多一些遥

表 4 参与体育健身和体育娱乐活动的原因

表 5 不参加体育健身娱乐活动的原因

  频率 百分比/% 

经常 226 52.32 

有时候 128 29.56 

很少，从不 78 18.12 

合计 432 100 

 

 高强度 中强度 低强度 参与次数  

高强度 1 0.288** 0.09 0.135**  

中强度 0.288** 1 0.049 0.274**  

低强度 0.09 0.049 1 -0.059  

参与次数 0.135** 0.274** -0.059 1  

 

原因 
新闻 

报纸 

路边 

广告 

电视 

介绍 

网络 

搜索 

他人 

介绍 

个人 

意识 
合计 

频率 56 20 62 50 68 314 570 

百分比/% 9.82 3.51 10.88 8.77 11.93 55.09 100 

 

原因 频率 百分比/% 

锻炼身体 362 32.80 

塑造形体 234 21.20 

兴趣爱好 276 25.00 

打发时间 100 9.10 

扩大社交 130 11.80 

总计 1102 100.00 

 

原因 频率 百分比% 

身体状况 172 19.50 

不感兴趣 76 8.60 

经济问题 112 12.70 

时间问题 284 32.30 

场地限制 236 26.80 

总计 88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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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 理论由奥尔德弗渊1972冤提出袁从马斯洛需求理论

发展而来遥 在 ERG 理论中袁E 代表生存的需要袁是人类的基

本需要曰R 代表相互关系的需要袁是人类对于社会关系中人

际关系的需要袁而 G 则代表成长发展的需要袁是人类追求

个人发展的心理需要遥 与马斯洛需求理论中满足底层需求

后才递进高层需求的说法不同袁 该理论认为人的高层次的

需求不一定要在满足低层次需求后产生袁 低层次需求可以

和高层次需求同时产生袁而当高层次的需求未被满足时袁低
层次的需求会更加强烈遥为此袁结合该理论探讨徐汇区市民

的体育需求袁 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袁 通过调查发

现袁市民对于参与体育健身娱乐活动具备一定的需求袁这种

需求不仅建立在生存需求上袁如锻炼身体和个人兴趣袁也同

时建立在人际关系上袁正如所调研的结果可以看出袁由他人

介绍参与体育活动的市民并不占少数袁 所以人际关系和社

会关系的需求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市民的体育需求遥 而

第三种代表成长发展的需求在本次调研中主要从了解市民

坚持锻炼的时间尧次数中有所体现遥很多居民表示期望能够

坚持 10 年甚至 10 年以上的锻炼习惯袁 从中也表现出对于

终身体育的需求意愿遥进一步对市民的参与次数进行调查袁
发现虽然很多市民对于每周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次数有一

定目标袁但是袁很多市民的实际参与次数并没有达到所期望

的目标遥这也使得个人成长的需求会在某些外在因素袁如场

地影响尧时间影响和内在身体状态的影响下受到阻碍袁从而

可能出现降低对运动环境和运动条件的要求袁 导致无法达

到或者放弃追求更好体育服务的要求和想法遥
为此袁如果大众的体育需求无法得到提升袁那么对于

体育健身娱乐领域的发展也无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遥因
为有需求袁就会有服务袁当需求被一个服务满足或还未被

满足时袁就会衍生出新的需求遥从现在的调研情况来看袁公
益型的体育服务更能满足大部分的体育群体袁因为这些健

身地点可以满足这些群体的基本需求和人际关系需求袁然
而袁如果考虑到今后要进一步发展我国体育产业袁商业型

的体育健身娱乐场所和活动也要逐渐适应尧调整和满足大

众的需求袁这样才能既减轻公益型体育健身娱乐服务的压

力袁又增加了商业型体育健身娱乐服务的利益遥

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体育健身娱乐业的发

展离不开市民的体育消费遥 然而袁从本文的研究情况来看袁
市民对于体育消费的积极性并不高袁 而体育消费的种类也

主要集中在体育装备和场地租赁方面袁此外袁相比较商业型

的体育健身娱乐活动袁 大部分市民更趋向于参与公益型免

费的体育健身娱乐活动遥 为此袁本文认为袁为了能够提升体

育健身娱乐业的行业竞争力袁 调动市民的体育消费积极性

是首要考虑的问题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袁可以通过在价格设

计方面迎合市民的健身需求和消费能力袁 在价格设定方面

考虑性价比和可持续消费等因素袁 来调动市民的体育消费

积极性遥 可是袁单纯地从价格方面去考虑是远远不够的袁随
着时代的发展袁 体育健身已经不再是过去单纯地做操和跑

步袁市民希望拥有更多体验袁免费的体验虽然可以激起市民

对于某些体育健身娱乐活动的兴趣袁 但是消费却能延伸对

于该活动的需求遥 正如美国的苹果系列电子产品之所以能

够在全世界受到人们的追捧袁正是因为有野果粉冶认为该产

品有值得购买的价值袁这种价值存在于产品设计尧营销设计

和价格设计袁 尽管该产品的制造成本很低袁 但是其产品性

能尧外观设计尧应用程序和售后服务都让野果粉冶认为其价格

昂贵得物超所值遥 为此袁本文认为袁如果可以增强体育健身

娱乐业的服务功能尧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袁市民的消费需求

也会逐渐被激发出来遥结合上海市徐汇区的情况来看袁在徐

汇区的一些社区内都设有社区体育俱乐部袁 不同于商业型

体育俱乐部袁 社区体育俱乐部主要是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

体育锻炼的空间和组织活动袁 这些组织在会员管理上比较

松散尧在价格设定上也比较便宜袁在活动安排上虽然积极但

表 6 居民体育活动参与内容与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在置信度渊双测冤为 0.01 时袁相关性是显著的遥 *. 在置信度渊双测冤为 0.05 时袁相关性是显著的遥

按照通过对市民参与的体育健身娱乐活动内容进行

调查袁发现排在前三位的体育活动首先为羽毛球尧跑步和

走路袁其次为器械训练尧体育舞蹈和篮球袁再次是广场舞尧
乒乓球和足球遥进一步对参与内容与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

进行研究渊表 6冤袁发现参与内容和价格设定尧场地管理尧指
导服务尧设施质量以及运动环境之间显著相关袁其中价格

设定和指导服务的与参与内容之间的相关性最为显著遥由
此可见袁市民参与运动的项目会因为这五方面因素影响而

产生变化遥

 参与内容 1 参与内容 2 参与内容 3 价格设定 场地管理 指导服务 设施质量 运动环境 

参与内容 1 1 0.148** -0.011 0.168** 0.104* 0.097* 0.042 0.119* 

参与内容 2 0.148** 1 0.426** 0.131** 0.108* 0.126** 0.111* 0.019 

参与内容 3 -0.011 0.426** 1 -0.064 -0.075 -0.033 -0.111* -0.046 

价格设定 0.168** 0.131** -0.064 1 0.634** 0.587** 0.501** 0.558** 

场地管理 0.104* 0.108* -0.075 0.634** 1 0.657** 0.718** 0.701** 

指导服务 0.097* 0.126** -0.033 0.587** 0.657** 1 0.578** 0.688** 

设施质量 0.042 0.111* -0.111* 0.501** 0.718** 0.578** 1 0.659** 

运动环境 0.119* 0.019 -0.046 0.558** 0.701** 0.688** 0.65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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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缺乏专业性指导遥 为此袁本文认为袁以市民所选择的每年

可承受 3 000 元以下的体育消费为导向袁 这类社区体育俱

乐部可以考虑在招募会员时收取一定入会费用袁 所收取的

会员费用袁用于俱乐部所要开展的各项集体活动袁通过收取

会费的形式一方面可以增加市民的参与感和存在感袁 另一

方面也有利于俱乐部的组织和管理遥此外袁在健身房的器械

使用尧场地租赁尧比赛报名以及教练聘用方面同样需要支付

额外费用袁价格方面对于会员尧学生尧老年人以及残障人士

可以有所优惠袁 合理的价格设定与不断更新的体育服务不

仅能够让市民感受到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存在价值袁 更能让

市民享受到由体育消费后产生的专业服务遥

随着体育健身人群人数的不断增加袁近几年袁连锁型的

商业体育俱乐部数量不断激增袁就上海市徐汇区而言袁基本

上每一个社区都会存在 2～ 5 个连锁型体育健身俱乐部遥 相

比较社区体育俱乐部袁这些商业型体育健身俱乐部具有消费

较高尧场地设施较好尧有较为固定的指导人员以及丰富的课

程等特点遥 从调研情况来看袁在加入这些俱乐部进行锻炼的

人群中 20～ 50 岁的人居多袁 入会费用一般在 3 000 元至 5

000 元左右袁个别小型的健身馆价格会比较低袁而大型健身

会所的价格则比较高遥 可是袁虽然这些商业体育俱乐部拥有

较好的设施条件和运动环境袁但是却没有突出其人力资源的

优势袁尤其在场地管理和指导服务方面遥 为此袁本研究组认

为袁商业体育俱乐部需要突出其人力资源优势袁强化其内部

服务尧场地管理和设施管理遥首先袁俱乐部在服务态度上需要

有所改良袁因为去商业健身房参加锻炼的人群一方面对于体

育健身抱有兴趣袁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健身房野专业性冶标志的

信赖袁为此健身房的服务不仅要尽力满足客户的需求袁也要

突出其专业性遥例如之前有一个叫做野睿健时代冶的健身团队

就曾联合全国各地的一些健身工作室开展健身集训营袁在这

个集训营当中袁来参加集训的人群虽然年龄不同尧性别不同尧
职业不同袁且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健身训练袁但是在这个不同

于以往健身房的团体授课或者私教的个人授课的集训活动

中袁 参加集训的每一个人都能在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尧感
受到团队力量尧教练的责任感尧专业水平以及健身常识袁集训

的点点滴滴都为此次参加集训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为
此袁 指导服务对于会员的个人成长需求也起着巨大的作用遥
此外袁俱乐部的服务项目在结合潮流的同时袁更需要考虑客

户的目标和期望袁因为引进野流行冶的训练方法和先进的器材

设备虽然能够提升俱乐部的档次袁但是如果教练没有办法很

好的使用这些辅助工具对客户进行授课袁就无法达到客户真

正需要达到的锻炼效果遥再次袁俱乐部的服务特色需要斟酌袁
量力而行袁华而不实的广告虽然可以吸引客户袁却无法留住

客户袁因为很多小型的商业体育健身俱乐部根本无法达到客

户所提出的要求袁 可是为了盈利会做出一些无法实现的承

诺袁导致最后影响俱乐部的声誉和效益遥 为此袁本研究组认

为袁结合之前所提出的 ERG 理论袁人际关系的需求对于人们

在参与体育锻炼时尤为重要袁所以将这一点加入商业健身俱

乐部的服务中袁可以提升顾客的参与度尧信任度和忠实度袁换

句话说袁只有增加了客户的参与度尧信任度和忠实度袁商业健

身俱乐部的发展才会有所提高遥

现在的小区内部都设有简易的健身娱乐设施袁可是在

这些设施的维护和使用方法上还是存在不足之处遥正如研

究所示袁在小区内部锻炼的人群基本上都是儿童和年纪较

大的人群袁不同于在公园里成群结队进行野广场舞冶锻炼的

人群袁这些在小区内健身的健身群体喜欢单独参加体育锻

炼袁这些体育设施也成为他们锻炼的辅助工具遥
为了能够进一步方便小区内的体育健身群体袁本文认

为袁小区内的体育健身器材应该被重视和利用起来袁尤其

当人们在使用这些健身器材的时候袁有一些细节之处值得

有关部门做一些调整和改进遥 首先袁在器材的维护工作方

面袁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安全地使用这些器材袁定期的维护

是必不可少的袁因为目前安置在小区内部的器材基本上都

是金属制成袁 这些器材在被雨水淋湿后容易腐蚀和生锈袁
这就会导致一些零件在经历过长期的使用后可能会有老

化和损坏的现象袁为此定期的维护和清理可以有利于改善

这个问题袁 器材的维护一方面可以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率袁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器材的使用寿命遥其次袁在器材的使

用说明方面袁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加正确地使用器材袁小区

内部应该指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指导袁正如平日在小区所

见袁使用健身器材锻炼的人群不单是老年群体袁也有一些

孩童在器材周边玩耍袁如果操作不当袁很有可能会造成意

外伤害袁为此袁增加指导人员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于公共

体育器材的了解袁更能让人们知道只有通过正确方式使用

这些器材袁才能达到期望的锻炼效果遥最后袁在小区内体育

健身场地的管理方面袁 为了能够满足人们更多的锻炼需

求袁相关管理部门需要改善健身场地的环境袁正如前文所

述袁目前小区内体育健身器材的主要使用群体是孩童和老

年人袁相比较之下袁青年人更愿意去操场尧公园或者健身房

进行锻炼袁为此袁为了满足不同年龄层和不同性别居民的

需求袁本文认为袁小区内的体育健身场地不仅需要创造室

外空地袁还需要打造室内空间袁通过增加一些室内的健身

空间袁不仅可以为居民提供健身的便利袁也为邻里之间提

供了交流的平台袁更为社区俱乐部的发展打下基础遥

随着市民体育健身意识的提高袁场地匮乏成为目前影

响市民体育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遥 为了解决场地问题袁很
多公园和高校都开放体育资源供市民使用遥 然而袁虽然这

些场地为居民提供了运动的便利袁但是却仍然没能解决主

要的资源分配和资源管理的问题袁导致锻炼者之间尧锻炼

者和附近居民之间依旧存在矛盾遥
为此袁本文认为应该通过管理尧控制以及分配手段来

解决场地匮乏问题遥 首先袁因为学校资源和公园资源对于

市民来说是免费的袁或者只收取较低的费用袁所以使用免

费场地的人数要远远大于去健身房参加健身的人数遥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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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利用公共免费场所锻炼人群的锻炼高峰时段为早晨 6 点

至 8 点袁傍晚 17 点至 21 点袁其他时间段虽然也有人参加锻

炼袁但是参与人数相对高峰时段会比较少遥 高峰时段人流过

多导致出现高峰时段操场锻炼环境拥挤和运动场地不足等

问题袁 有一些锻炼群体之间甚至会因为场地问题发生争执遥
因此袁相关管理部门可以考虑在校园或者公园专门划出一个

区域供市民们参加集体性地体育健身活动袁并且要求集体活

动的组织人必须和校方管理部门或者公园管理部门进行申

请并对所有参与锻炼者进行实名登记袁参与的时间安排由活

动组织者和校方或者公园管理部门进行协商和调整袁这样可

以比较有条理的管理类似于野广场舞冶尧野太极操冶这样的集体

体育健身活动组织遥 其次袁校园管理部门和公园管理部门可

以考虑在高峰时段向这些野固定冶使用公共体育资源的组织

或个人收取费用袁所收取的费用用于公共场地和公共器材的

维护和更新遥 因为现在随着场地使用率的增加袁场地的使用

寿命也会加速袁 尤其像公园这种非专业的公共体育场地袁为
了能够满足市民长期的体育需求袁 虽然增加了公共器械袁但
是在场地的布置上还是需要进一步更新袁比如袁有关部门可

以考虑在公园里增设人工跑道袁跑道的材质可以使用塑胶跑

道替代之前的水泥地袁通过这样的方法不仅可以满足市民的

锻炼需求袁还可以通过和本土体育设施行业的合作袁带动该

行业的发展遥 最后袁学校管理部门和公园管理部门应该加强

法律措施的执行和实施袁对不遵守场地保护条例的使用者进

行罚款遥 通过调研可以了解到袁虽然现在校园和公园等向市

民提供免费的场地使用袁但是为了方便管理袁场地的使用时

间段还是会有所控制袁可是袁这就导致很多锻炼者会做出一

些违反场地保护条例的举动袁比如为了在操场跑步而破坏学

校操场的围墙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案例遥为此袁本文认为袁
学校管理部门应该对这些人群加强法律管制袁通过法律的手

段让这些锻炼人群意识到保护公共资源的重要性袁 同时袁也
让他们了解违反场地保护条例的举动不仅会对造成公共资

源的损坏袁也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带来了隐患遥

老龄化是指当人的年龄接近 65 岁时袁 生理器官已经

到达成熟后期袁其功能也开始逐渐退化袁这样的现象被称

为老龄化遥联合国确定的老龄化社会的标准院一是 60 岁及

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 10%及以上曰 二是 65 岁及以上人

口占全部人口的 7%以上遥 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情况来

看袁在我国 31 个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袁
60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的总人口比例 13.26%袁其中 65 岁及

以上人口所占的总人口比例占 8.87% 遥 由此可见袁我国已

达到老龄化社会的标准遥
为此袁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来分析袁随着老龄化社

会的到来袁健康资本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投资项目袁除了保

险尧医疗和其他养老福利袁体育健身应该是健康资本投入比

重较大的一部分遥体育健身的投资一方面能够配合国家的鼓

励政策袁发展健康的老龄化城市袁另一方面袁体育健身娱乐业

也会因为老年群体的增长数量和增长需求而产生市场机遇遥
虽然袁体育健身服务是近几年在中国兴起的服务野新秀冶袁但

是袁体育健身服务在国外早已成为市民闲暇时间参与体育活

动的主要要素之一遥 从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功能来分析袁对于

老年群体来说袁 体育健身娱乐活动不仅具有强身健体的功

能袁还为老年人创造了与人沟通的机会遥 为此袁本文认为袁体
育健身娱乐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袁必须考虑到老年群体在

这一方面的需求袁通过对服务条件尧服务项目以及服务质量

的改善袁来帮助社会减轻压力遥可是袁由于我国很多城市现有

的体育健身服务条件没有跟上老年群体锻炼的需求和行动袁
从而导致了本来以野健身会友冶的体育健身活动变成了难以

解决的社会问题遥 为此袁如果体育健身娱乐业可以借这个契

机袁大力发展以运动康复尧健康指导为主要目的袁以推广适合

老年人锻炼的体育专用产品为特色的体育健身服务袁这样不

仅可以促使老年人在科学锻炼方面更进一步袁还可以减少当

前野广场舞冶等活动所附带产生的社会问题遥

通过本次以上海市徐汇区市民为例开展的有关大众

体育需求方面的调研袁认为袁在徐汇区内的体育健身娱乐

活动虽然开展的方式和数量比较多袁 但是在人力资源尧环
境资源以及社会公共资源等方面的管理仍然有所欠缺袁为
此袁本文组建议政府可以给予商业型体育健身娱乐场所和

活动一定的监督和管理袁采取优胜劣汰的方式鼓励商业型

体育健身俱乐部和活动的发展遥 此外袁对于公益型体育健

身娱乐场所则要进一步加大经济支持和人力支持袁以此来

达到改善市民运动环境和有效管理公共体育资源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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