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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政府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是否得到居民满意是衡量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能

力的重要标准遥 在我国体育改革中袁公共体育服务表达机制缺失袁笔者借助满意度

理论袁根据上海市现状设计调研问卷袁运用层次化结构设定测评指标袁并借助专家

访谈调整问卷袁构建相对合理的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袁一方面推进建

设多层次的绩效指标评价体系袁另一方面促进持续的绩效改进袁为政府决策提供建

议遥 研究得出院上海市民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整体满意度处在野一般满意冶的水平袁对

公共体育服务中的硬件设施满意度较低曰对健身步道的维护满意度较低曰61 岁及以

上人群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满意度较低曰女性满意度高于男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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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citizens are satisfied with public sports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i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measuring the supply capacit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China's sports

reform, the expression mechanism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 is missing. Based on the satisfaction theo-

ry, this paper designs the questionnair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Shanghai, and use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o set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Besides, this paper adjusts the questionnaire

according to the expert interviews so as to build a relatively reasonable evaluation system for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For one thing, it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level evaluation system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another, it promotes continuous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so as to pro-

vide advice for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Shanghai citizens are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public sports services with low satisfaction with hardware facilitie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fitness trails; people aged over 61 are less satisfied; and females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public sports services than m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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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对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研究
顾雪兰 1袁沈建华 1袁张 颢 2

重视公共服务的变革与效率是当今世界范围内

的一个普遍性现象袁 并与市场经济下政府责任的有

效履行尧公民权利的保障尧社会公平的维护以及持续

发展的实现等许多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的解决联系起

来袁 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和政府效能

的最大尺度遥纽约尧伦敦尧巴黎尧东京等国际大都市都

在制定新的发展战略袁 将体育作为战略性资源进行

营销和运作袁发挥体育的独特作用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与专家将观察中国体育

发展的视角转移到发展公共体育服务上来袁 学者们

从不同角度对公共体育服务的体系和要素进行了比

较系统的研究袁 但对公共体育服务系统结构的研究

还是比较宏观且理论支撑不足的袁 特别是尚未构建

公共体育服务的评估指标体系和标准 [1]遥 对公民在

公共服务中满意度问题的研究也是一个倍受关注的

重要领域遥 然而袁在我国体育改革中袁公共体育服务

表达机制缺失袁各级政府野替民做主冶的做法依然存

在袁反映了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和表达的缺乏袁反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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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对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与满意度关系研究

还处于初始阶段遥随着公民参与理念的兴起袁公民满

意度调查正成为政府响应公众呼声袁 公民表达态度

的重要渠道遥 此外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袁
必须要转变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思维方式袁 公民的

需要是公共体育服务的发端和归宿 [2]遥 实践发展已

表明袁 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正成为促进我国政府服

务成功转型尧公共事业管理深化改革尧工作绩效有效

提升和良好执政的社会形象树立等的关键举措 [3]遥
因此袁对公共体育服务公众满意度进行研究袁检

测当前存在哪些差距和问题袁 探索后续改进与完善

策略袁一方面可以推进公共体育服务标准化袁建设完

善尧多层次的绩效指标评价体系袁从而建立起符合服

务型政府行为要求的公共体育服务考评机制曰 另一

方面可以促进持续的绩效改进袁 选择合理的公共体

育服务方式袁节约资源提高服务质量袁进而满足大众

对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遥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袁查阅相关文献尧书
籍和统计资料袁 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概念和内涵进行

界定袁对上海市公共体育服务的内容尧项目等有关方

面进行梳理曰运用层次化结构分析法袁结合专家的意

见构建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袁 将与决

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尧准则尧措施等层次曰按照

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构造判断矩阵袁 根据判断矩

阵计算各元素的相对权重袁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袁从而

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袁 同时对上海市民进行问卷调

查袁对回收的问卷应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遥

本研究的基本框架是以假设尧 验证为主的逻辑

程序袁依据叶上海市体育改革发展野十三五冶规划曳
渊沪府办发也2016页52 号冤对公共体育服务的要求袁结
合公共体育服务理论和相关概念袁 从公共体育服务

质量的核心利益相关者要要要市民为切入点袁 对上海

市各类公共体育服务的满意度进行调查院 从公共体

育服务硬件设施尧 公共体育服务的政策和公共体育

服务的内容三方面入手袁 将市民对公共体育服务的

满意度分解为具体因素曰 运用层次分析法来计算满

意度袁 对满意度的评价采用李克特 7 级量表袁野非常

满意冶野比较满意冶野一般满意冶野满意冶野不太满意冶
野不满意冶野非常不满意冶 分别记为 7尧6尧5尧4尧3尧2尧1袁

从而表明被调查者的不同态度及态度的强弱遥

本研究借鉴满意度理论袁 围绕市民满意度这一

主题袁涉及公共体育服务的硬件设施尧公共体育服务

的政策尧 公共体育服务的内容等三个维度袁11 个大

类袁共 45 个指标袁通过数理统计分析袁指标的重要性

和可操作性的专家意见协调系数都接近 0.5袁 经过

X2 检验袁P 值均小于 0.5袁 由此形成最终的满意度调

查问卷遥经过一致性检验后袁使用本研究计算出的权

重对于每个问题进行加权计算袁 得到最终的满意度

指数遥

本研究以纸质问卷的方式针对全市 17 个区的

人群进行调查遥 问卷发放由上海市医药学校的学生

在各自的小区进行袁首先由教师对学生进行培训袁每
人限发放 1~2 份问卷袁以确保问卷的质量遥本研究共

发放 1 000 份问卷袁回收问卷 919 份袁其中有效问卷

891 份袁回收率 91.9%袁有效率 96.95%遥 被调查者遍

布在上海市 17 个区袁调查对象中男性 408 人袁女性

483 人袁分别占 45.8%和 54.2%袁年龄分布见表 1遥
表 1 研究对象年龄构成比例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是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重要环节遥 本研究根据问卷的区分度计算公式院
D= MH-MLN(H-L) 袁筛掉区分度较低的项遥 在每一个项目

指标中袁先选出前 27%和后 27%的得分袁组成高分

组和低分组袁 来计算区分度遥 根据心理测量学的原

理袁区分度 D逸0.4 被认为是区分度很好袁0.3臆D＜0.4

区分度较好袁0.2臆D＜ 0.3 区分度尚可袁D＜ 0.2 区分

度差 [4]遥 根据本问卷的规模和问题区分度的分布袁本
研究选择了 D逸0.35 的问题袁 构成了三层共 45 个

指标遥
渊1冤信度分析

本问卷利用 Cronbach琢 信度系数来计算袁 这种

方法常见于态度尧 意见类的量表袁 符合本问卷的特

征袁其公式为院
琢= nn-1 1-

n

i = 1
移 Si2S2蓸 蔀

年龄 / 岁 18~22 23~30 31~40 41~50 51~60 61 及以上

人数 117 128 204 206 136 100

百分比 /% 13.1 14.4 22.9 23.1 15.3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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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i
2 表示第 i 个问题的样本方差袁S2 表示总

得分的方差遥
计算得到 琢=0.969袁 而内部一致性系数大于

0.7袁表明量表的可靠性较高袁这也就说明了本问卷

的信度较高袁结果较为可靠遥以下是具体的各部分问

卷的 琢 系数渊表 2冤遥
表 2 问卷信度分析

渊2冤效度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来进行因子分析袁 也就是效度

检验遥 本研究在具体操作上袁 利用 R 语言中的 fac-

tanal 函数进行分解 [5]遥 经过分析袁利用 3 个公共因子

可以解释 82.8%的总体方差袁 而且各个原变量的因

子载荷均大于 0.35 的最小接受值渊表 3冤遥 这说明了

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遥
表 3 问卷效度分析

为使研究结果具有普遍适用性袁 需要通过正式

调研获得数据遥 本研究于 2018 年 6 月底开始对上海

市各区域的市民发放问卷 揖注 1铱袁主要针对上海市 17

个区的市民进行满意度抽样调查袁 同时也对基本信

息包含受访者的年龄尧性别尧受教育水平尧收入和体

育参与度等问题进行了调查遥

构建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指标体系是一项系统

工程袁既需要充分考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特殊性 ,

又要结合市民的实际需求袁需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

建立一个科学评价指标体系遥 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

的指标体系袁应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袁能敏感地反

映市民满意状态及存在问题的指标有机构成的整

体遥 本研究在明确公共体育服务的概念尧上海市公

共体育服务内容以及上海市民的需求结构特点的

基础上袁遵照科学性尧全面性尧代表性和引导性原

则袁既充分反映上海市公共体育服务的全貌袁又借

助于满意度理论进行客观评价袁将有关的各个因素

按照不同属性自上而下地分解成若干层次袁同一层

的诸因素从属于上一层的因素或对上层因素有影

响袁同时又支配下一层的因素或受到下层因素的作

用袁按照递阶层结构最终形成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

指标体系遥 目标层为公共体育服务的硬件设施 C1尧
公共体育服务的政策 C2尧公共体育服务的内容 C3曰
准则层包含 11 大类袁 具体有 45 个指标袁 在测评中

对准则层用满意度均值进行分析曰由于每项指标在

测评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同袁 需要赋予不同的权重袁
因此措施层的指标采用了满意度指数来进行分析袁
详见表 4遥

2.2.1.1 总体满意度

通过计算袁 本研究得到总体的满意度均值为

5.583袁三个维度中袁公共体育服务的硬件设施满意

度为 5.562袁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的满意度为 5.607袁公
共体育服务的内容满意度为 5.586曰男性满意度均值

为 5.468袁女性为 5.810遥 以上指标都是处于野一般满

意冶和野比较满意冶之间遥
2.2.1.2 公共体育服务的硬件设施满意度结果和分析

渊1冤公共体育服务的硬件设施满意度有待于提高

公共体育服务的硬件设施是发展体育事业和全

民健身的重要物质基础袁 也是公共体育服务在城市

综合功能中的重要载体袁 一方面满足居民在开展体

育活动袁进行运动休闲等方面的生活需求袁同时也是

现代城市建设的闪光点遥 公共体育设施的规划和建

设更是实行全民健身计划袁 进一步改善国民体质与

健康状况袁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袁促进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必不可少的保障

条件遥
近年来上海市加大对公共体育服务设施的投

入袁全市积极推进野百姓冶系列工程建设渊表 5冤遥 2015

年全年建成的 14 个百姓健身房覆盖了上海 6 个区

的 3 个街道尧10 个镇尧1 个园区袁总面积达 6 222 m2曰
2 个百姓游泳池分布在 2 个区的 2 个镇袁 总面积约

3 800 m2曰2015 年全年建成的 53 条百姓健身步道分

布在 14 个区渊县冤的 19 个街道尧33 个镇尧1 个园区袁
总长 22 500 m[6]遥 上海市着力优化体育健身设施布

局规划袁提高公共体育场馆的利用率和服务水平袁在
节假日及全民健身日期间袁 全市公共体育场馆设施

向市民公益性或免费开放遥

指标 信度

公共体育服务的硬件设施 0.913

公共体育服务的政策 0.907

公共体育服务的内容 0.901

Factor1 Factor2 Factor3

SSloadings 13.991 10.491 7.828

ProportionVar 0.359 0.269 0.201

CumulativeVar 0.359 0.628 0.828

上海市民对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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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指标体系及指数

目标层 准则层 措施层 满意度指数 组内排序

公共体育服务满

意度 C

公共体育服务

硬件设施 C1

渊权重 0.4冤

公共体育场地设施 C11

C111 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数量满意度 0.5576 9

C112 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质量满意度 0.5579 8

C113 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维护满意度 0.5508 11

C114 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安全性满意度 0.5595 7

体育健身指导 C12

C121 社会体育指导员配置的数量满意度 0.5087 14

C122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素质满意度 0.6784 1

C123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服务质量满意度 0.5108 13

C124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服务次数满意度 0.5147 12

百姓健身房 C13

C131 百姓健身房覆盖率满意度 0.5625 4

C132 百姓健身房项目设置满意度 0.5547 10

C133 百姓健身房的使用满意度 0.5646 5

C134 百姓健身房维护满意度 0.5596 6

健身步道 C14

C141 健身步道的选址满意度 0.6241 3

C142 健身步道的标识和环境满意度 0.6249 2

C143 健身步道的长度和宽度满意度 0.4963 15

C144 健身步道的维护满意度 0.4898 16

公共体育服务

政策 C2

渊权重 0.3冤

公共体育

政策 C21

C211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公平性满意度 0.3357 10

C212 体育服务政策法规执行满意度 0.4521 1

C213 政府对于市民意见的听取情况满意度 0.3353 11

C214 市民自身体育需求的表达途径满意度 0.2153 13

C215 政府对市民建议与意见的回应情况满意度 0.3345 12

公共体育服务体制 C22

C221 公共体育服务的制度化满意度 0.4242 3

C222 公共体育服务的方式满意度 0.4227 5

C223 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化满意度 0.4236 4

C224 公共体育服务的规范性满意度 0.4218 7

公共体育服务

组织 C23

C231 公共体育服务的政府机构满意度 0.4258 2

C232 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机构满意度 0.4215 6

C233 公共体育服务社会组织的社会化程度满意度 0.4213 8

C234 公共体育服务社会组织的产业化程度满意度 0.4203 9

公共体育服务

内容 C3

渊权重 0.3冤

公共体育

锻炼服务 C31

C311 开展日常性体育活动的满意度 0.4161 10

C312 各类体育活动时机选择的满意度 0.4126 13

C313 公共体育服务中野节日体育服务冶满意度 0.4141 12

C314 公共体育服务中野日常体育服务冶满意度 0.4270 2

公共体育竞赛

服务 C32

C321 开展体育竞赛表演活动的满意度 0.5232 1

C322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时间选择的满意度 0.3856 16

C323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频度的满意度 0.3872 14

C324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地点选择的满意度 0.3870 15

国民体质监测

服务 C33

C331 体质监测站数量满意度 0.4226 5

C332 体质监测站人员素质满意度 0.4233 4

C333 体质监测开展次数满意度 0.4224 6

C334 体质监测涉及人群满意度 0.4191 8

公共体育信息

服务 C34

C341 体育信息传达平台建设的满意度 0.4186 9

C342 各类体育信息传递频次满意度 0.4194 7

C343 各类体育信息传播途径满意度 0.4245 3

C344 各类体育信息传播方式满意度 0.414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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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底袁 上海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达到

1.83 m2袁比 2013 年 1.72 m2 有所增加袁与全市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形成对比的是中心城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不

足 1 m2 的现实袁公共体育设施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7]遥
本次调查表明袁 上海市民对于公共体育服务的硬件设

施的满意度均值为 5.562袁处于野一般满意冶和野比较满

意冶之间渊表 6冤遥 相对而言袁百姓健身房和健身步道的

满意度高于传统的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遥 但同时也显示

了上海市民对于体育场地设施的需求与实际体育场地

设施供给状况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袁据叶2015 年上海市

全民健身发展公告曳中显示袁市民喜爱的羽毛球馆尧游
泳馆等热门运动场馆设施在体育场地设施供给数量中

排名十名以外袁因此成为热门稀缺的场馆资源遥
表 6 上海市民体育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均值

渊2冤对各类野百姓工程冶的满意度不一

近年来起上海市推出野亲民尧便民尧利民冶的野百
姓工程冶袁其中野百姓健身房冶和野健身步道冶成为富

有特色的公共体育设施袁如黄浦江两岸 45 km 的野漫
步道尧跑步道尧骑行道冶和球场等设施让市民健身有

了全新的体验遥
本次调查表明袁 市民对百姓健身房和健身步道

的满意度指数相对较高袁 尤其对健身步道的标识和

选址的满意度指数最高袁 但是对健身步道的维护满

意度指数是最低的遥 对野百姓健身房冶的满意度指数

相对集中袁在 0.5547 和 0.5625 之间袁处于野满意冶的
水平袁对野百姓健身房冶的覆盖率的满意度指数相对

较高袁达到 0.5625袁位列第 4渊表 4冤遥
渊3冤体育健身指导满意度相对较低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袁 增进公

民身心健康袁提高生活质量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的重要力量遥 这既是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地位和作用

的充分肯定袁 同时又表明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发展

我国的社会体育事业负有重要的责任遥 本次调查表

明袁市民对体育健身指导的满意度为 5.540渊表 6冤袁
处于野一般满意冶袁还有待于提高遥

近年来袁 上海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把培训作

为队伍建设的重点袁 在不断吸收体育健身积极分子

加入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同时袁 加强对社会体育

指导员健身技能尧科学健身知识及组织管理的培训遥
截至 2016 年底袁 全市共有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245 人袁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1 420 人袁二级社会体

育指导员 8 782 人袁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38 933 人袁
总人数达 49 380 人 [8]袁市民对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素

质冶的满意度指数很高袁达到 0.6784袁处于野比较满

意冶的水平袁也是措施层中最高的遥 但相对上海市两

千余万的常住人口来说袁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还

远远不足袁仍然难以满足市民需求袁社会体育指导员

缺口较大导致了市民对其服务的野次数和质量冶的满

意度指数较低袁分别为 0.5147 和 0.5108渊表 4冤遥因此

应加快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袁 扩大社会体育指导

员的队伍遥
2.2.1.3 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的满意度

市民对公共体育服务的需求决定了公共体育服

务的政策尧内容与方式遥 在我国袁任何公民均应享有

体育活动的权利和义务袁 依法享有平等的体育运动

权利袁我国宪法规定院野国家发展体育运动袁开展群众

性的体育活动袁增强人民体质遥冶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体

育法曳也规定院野国家发展体育事业袁开展群众性的体

育活动袁提高全民族素质遥冶近几年袁上海市陆续出台

表 5 上海市新增公共体育服务硬件设施

注院- 表示本文未查到相关数据遥
资料来源院2015要2017 年上海体育年鉴遥

年度 健身步道 / 条 百姓健身房 / 个 社区健身苑点 / 个社区公共运动场 / 片 百姓游泳池 / 个 区体质监测站 / 个灯光运动场 / 片

2014 年 63 21 386 31 处 /100 6 100 -

2015 年 53 14 70 - 2 114 51

2016 年 65 - - 56 - - -

截至 2015 年总数 582 - 10 250 511 - - -

目标层指标 均值 准则层指标 均值 排序

公共体育服务

硬件设施

5.562 公共体育场地设施 C11 5.542 10

体育健身指导 C12 5.540 11

百姓健身房 C13 5.603 4

健身步道 C14 5.583 6

公共体育服务

政策

5.607 公共体育政策 C21 5.580 7

公共体育服务体制 C22 5.580 7

公共体育服务组织 C23 5.630 2

公共体育服务

内容

5.586 公共体育锻炼服务 C31 5.566 9

公共体育竞赛服务 C32 5.597 5

国民体质监测服务 C33 5.622 3

公共体育信息服务 C34 5.657 1

上海市民对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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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尧 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袁大众体育需求的动机尧形式和内容等

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袁 体育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袁公共体育需求的内容尧层次尧
结构尧方式等都会发生相应改变袁不仅是硬件设施袁
还应包括相应的服务体制尧机制以及服务内容遥因此

本次调查关注了市民对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所涉及的

日常体育锻炼服务尧参加体育竞赛活动的服务尧国民

体质监测尧体育信息服务等内容遥 从本次调查看出袁
市民对于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服务内容的满意度为

5.586渊表 6冤袁处于野一般满意冶的水平遥
伴随着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袁上海市体育局加

强体育信息化建设袁2014 年 3 月 14 日发布了叶上海市

体育局信息化建设若干规定曳渊沪体办 也2014页121 号冤
文件袁并开发手机 APP 软件野体质密码冶袁提高了信息

化服务的质量袁因此在本次调查中市民对体育信息服

了有关全民健身尧公共体育服务等方面的法规政策袁
但是上海市公共体育服务的法治化程度仍然较低袁
完全依赖以政府及事业单位为主体的资源配置的基

础性作用袁这难以满足市民的需求袁需要发挥政府的

基础作用和市场的调节作用遥
本次调查表明袁上海市市民对公共体育服务政策

的满意度为 5.607袁 对公共体育政策和公共体育服务

体制的满意度为 5.580袁 对公共体育服务组织的满意

度为 5.630袁基本处于野一般满意冶的水平渊表 6冤遥 现代

社会将体育视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遥 体育是

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袁体育事业发展

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

现遥 满足市民对公共体育服务的需要袁建立和逐步完

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袁是
保障人们的体育权利袁维护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重

要纽带遥
渊1冤市民对公共体育政策的满意度指数

本次调查显示袁 市民对体育服务政策法规执行

满意度指数最高袁为 0.4521袁而对野市民自身需求的表

达途径冶野政府对市民建议与意见的回应情况冶和野政
府对于市民意见的听取情况冶满意度指数最低袁只有

0.2153尧0.3345 和 0.3353袁均处于野不太满意冶的水平

渊表 4冤遥这说明了市民需要合适的途径表达对政策法

规等方面的意见袁 同时也表明了市民有较强烈的意

愿参与到政策法规以及公共体育服务的决策当中遥
渊2冤市民对公共体育服务体制的满意度指数

本次调查显示袁 市民对 野公共体育服务的制度

化冶野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化冶野公共体育服务的方

式冶野公共体育服务的规范性冶 的满意度相对比较接

近袁依次为 0.4242尧0.4236尧0.4227 和 0.4218袁都处于

野满意冶的水平渊表 4冤遥 这与近年来上海市大力推行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建设袁 推动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建设有很大的关系遥
渊3冤市民对公共体育服务组织的满意度指数

本次调查显示袁市民对野公共体育服务的政府机

构冶野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机构冶野公共体育服务社会

组织的社会化程度冶野公共体育服务社会组织的产业

化程度冶 的满意度相对比较一致袁 依次为 0.4258尧
0.4215尧0.4213 和 0.4203袁都处于野满意冶的水平渊表 4冤遥
这与近年来上海市大力推行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

设袁体育社会组织尧社团组织尧协会大力组织开展体

育服务有一定的关系遥
2.2.1.4 公共体育服务内容的满意度

近年来上海在体育公共服务领域进行了大胆的

探索袁 把全民健身和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纳入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袁 有效地提高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能力遥作为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要举措袁上海市从 2012

年提出野30 分钟体育生活圈冶到现在的野15 分钟体育

生活圈冶袁将体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尧工作尧学习袁
成为衣食住行以外的野第五基本生活要素冶袁促进市

民身体尧心理尧社会等多维的健康新型生活方式遥 上

海市实施 叶上海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暨 2013要2015

年建设规划曳袁 不断推进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袁完
善顶层设计袁开始突出服务的理念渊表 7冤遥

表 7 2013要2015 年上海市各类公共体育活动统计

注院- 表示本文未查到相关数据遥
资料来源院2014要2017 年上海体育年鉴遥

年度
市民运动会 体质监测服务

设置项目 比赛场次/场 参加人数/万人 区级体质监测中心/个 抽测人数/人 体质达标率/% 体质综合指数评分

2013 年 10 - 128.1 5 - - -

2014 年 - 3 810 148 4 11 900渊入户冤 - -

2015 年 50 5 245 238 - 42 400 97.1 107.91

2016 年 67 9 778 788.9 - 150 384 97.1/96.1渊中老年 / 青少年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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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不同收入和支出人群的满意度分析

不同月收入人群的满意度水平都处于野一般满

意冶袁存在差别但差别不大袁月收入为 5 500~7 000

元的人群满意度最高 袁均值为 5 . 787 袁月收入为

7 000~10 000 元的人群满意度最低袁 均值为 5.523遥

每月体育支出高的人群满意度也相对较高袁 每月体

育类支出在 1 000 元以上的人群满意度最高 袁为
5.852袁 每月体育类支出在 100 元以下的满意度最

低袁为 5.484渊表 9冤遥

务的满意度位列准则层的最高袁为 5.657渊表 6冤袁相对

而言对体育锻炼的服务满意度较低袁为 5.566遥
渊1冤公共体育锻炼服务的满意度指数

本研究中锻炼服务的内容包括了野开展日常性体

育活动冶野各类体育活动时机选择冶野节日体育活动服

务冶和野日常体育活动服务冶四方面袁调查显示袁市民对

体育锻炼服务的满意度指数处于 0.4126 和 0.4270 之

间袁接近野不太满意冶的上限袁说明上海在公共体育服

务体系的建设中对日常体育锻炼的服务欠缺渊表 4冤遥
渊2冤公共体育竞赛服务的满意度指数

本研究中在对竞赛服务内容的调查中设置了

野开展体育竞赛表演活动冶野体育竞赛表演活动时间

的选择冶野体育竞赛表演活动频度的选择冶和野体育

竞赛表演活动地点的选择冶四方面内容袁调查显示袁
市民对野开展体育竞赛表演活动冶的满意度指数最

高袁为 0.5232袁达到野比较满意冶的水平遥 自 2013 年

以来的野市民大联赛冶进一步推动了市民参加赛事

表演活动的积极性袁也激发了市民参与体育竞赛的

热情遥 而上海市民对其他三个选项的满意度水平处

在野不太满意冶 的水平袁 分别为 0.3856尧0.3872 和

0.3870渊表 4冤袁说明市民对体育竞赛表演活动的时

间安排尧频度设置以及地点选择上有意见遥要维持市

民的积极性袁体育竞赛服务在时间尧地点的选择上仍

需要多多听取市民的意见遥
渊3冤公共体育国民体质监测服务的满意度指数

本研究中对国民体质监测服务的调查包括了野体
质监测站人员的素质冶野体质监测站的数量冶野体质监

测开展次数冶和野体质监测涉及人群冶四方面内容袁调
查显示袁上海市民对体质监测服务的满意度指数处于

0.4191 到 0.4233 之间渊表 4冤袁接近野满意冶的水平遥
渊4冤公共体育信息服务的满意度指数

本研究中对信息服务的调查设置了 野体育信息

传达平台建设冶野各类体育信息传递频次冶野各类体育

信息传播途径冶和野各类体育信息传播方式冶四方面

内容袁调查显示袁上海市民对公共体育信息服务的满

意度处于野满意冶和野不太满意冶之间遥 在体育信息服

务中袁上海市民对野各类体育信息传播途径冶的满意

度指数最高袁为 0.4245曰对野各类体育信息传播方式冶
的满意度指数最低袁为 0.4147渊表 4冤遥 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进步袁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袁手机 APP 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袁 体育信息服务传播方式的创新也是公

共体育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2.2.2.1 不同性别和年龄人群的满意度分析

建立满意度指标体系和计算出满意度之后袁本
研究分析了满意度和受访者个人基本信息之间的关

系遥首先袁对于性别尧年龄和职业等变量袁由于选项设

置属于类别量表袁不具有任何数值意义袁因此不能直

接通过计算相关系数和回归分析来分析其与满意度

之间的关系遥本研究利用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尧
Kruskal-Wallis 检验等方法来检验这些因素对满意度

的影响遥
对性别袁 本研究使用 Kruskal-Wallis 检验来计

算遥 由于所得的 P 值为 1.833伊10-4袁可以认为性别对

于满意度有显著性的影响曰再利用 T 检验计算两个类

别数据均值的置信区间袁 其中女性的满意度均值的

95%置信区间为[5.695,5.925]曰男性的满意度均值的

95%置信区间为[5.329,5.606]袁由此可很明显地表现

出了女性相比于男性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满意度更高遥
各不同年龄人群的满意度的水平均处于 野一般

满意冶袁41~50 岁的人群满意度最高为 5.772袁见表 8遥
对 年 龄 进 行 Kolmogorov-Smirnov 检 验 袁P 值 为

7.389伊10-8袁 这证实了年龄对满意度有影响遥 从表 8

中袁可以看出袁61 岁及以上人群的满意度最低袁处于

野一般满意冶的下限袁其原因是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

未能考虑适合老年人的内容和方式袁 相应的体育组

织尧活动以及赛事也较少遥
表 8 不同性别和年龄人群的满意度均值

性别 年龄 / 岁

男性 女性 18~22 23~30 31~40 41~50 51~60 61 及以上

满意度 5.468 5.810 5.457 5.307 5.650 5.772 5.670 5.084

排序 2 1 4 5 3 1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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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不同月收入和每月体育支出人群的满意度均值

2.2.2.3 不同教育水平和职业的人群的满意度分析

不同教育水平人群的满意度水平均处于 野一般

满意冶袁本科学历的人群满意度最高袁均值为 5.840袁
硕士及以上学历人群的满意度最低袁 均值为 5.207遥
学历高的人群对公共体育服务有着更高的需求袁一
般来说需求高的人袁 其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期望值也

越高遥
不同职业人群的满意度水平均处于 野一般满

意冶袁自由职业者满意度最高 5.772袁个体工商户的满

意度最低 5.434袁见表 10遥 对职业进行 Kolmogorov-

Smirnov 检验袁并没有发现不同的职业对于满意度的

显著性影响遥
表 10 教育水平和职业人群的满意度均值

2.2.2.4 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袁年龄尧月收入尧每月体育支出与

满意度之间有比较强的相关关系渊表 11冤遥 本研究利

用回归分析检验和计算各变量对满意度的影响袁由
于性别是一个二元变量袁 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特殊的

顺序变量袁本研究对性别也进行了分析遥本研究发现

可能无法使用回归分析直接得到结果袁 因此使用了

其他方法探索其中的关系遥
2.2.2.5 满意度的路径分析

路径分析渊path analysis冤是一种将观察变量间的

关系以模型化的方式进行分析的统计技术袁使用这

表 11 相关性分析

一分析方法袁可以检验和计算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袁
以及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具体路径遥 通过计算变

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袁 本研究发现每月体育支出和月

收入有关系袁月收入与性别尧年龄有关系遥 因此本研

究根据这两个规律给出模型假设袁 并进行路径分析

检验渊表 12冤遥
表 12 路径分析结果

路径分析表明了一个影响的过程院 年龄和性别

对月收入有显著的影响袁 而月收入显著地影响了每

月体育支出曰 每月体育支出和性别又显著地影响了

满意度袁 但月收入对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并不是十分

显著渊图 1冤遥

图 1 变量和满意度的关系

2.2.2.6 上海市不同区域的满意度分析

本次调查覆盖了上海市 17 个区袁分为 8 个主城

区袁9 个郊区遥 在 8 个主城区中徐汇区人群的满意度

最高袁均值为 6.398袁达到野比较满意冶的水平袁普陀区

最低袁均值为 5.175袁处于野一般满意冶的水平曰郊区中

嘉定区人群的满意度最高袁均值为 6.118袁处于野比较

满意冶的水平袁奉贤区最低袁均值为 5.277袁处于野一般

满意冶 的水平 渊表 13冤遥 对不同的区域袁 进行 Kol-

mogorov- Smirnov 检验袁P 值为 9.934伊10-3袁因此可以

发现不同区域人群的满意度有显著的差异遥

月收入 / 元 满意度 排序 每月体育支出 / 元 满意度 排序

＜2 000 5.376 5 ＜100 5.484 4

2 000~2 500 5.485 4 100~500 5.665 3

2 500~4 000 5.706 2 500~1 000 5.775 2

4 000~5 500 5.529 6 ＞1 000 5.852 1

5 500~7 000 5.787 1

7 000~10 000 5.523 7

＞10 000 5.582 3

教育水平 满意度 排序 职业 满意度 排序

中学或中专 5.531 3 公务员 5.444 4

大专 5.724 2 企业管理人员 5.651 3

本科 5.840 1 职员 5.701 2

硕士及以上 5.207 4 个体工商户 5.434 7

学生 5.436 6

自由职业者 5.772 1

离尧退休人员 5.436 5

参数估计值 P 值

截距 5.0110 ＜2伊10-16

年龄 0.0404 0.3082

月收入 0.0431 0.1245

性别渊女冤 0.3759 3.49伊10-5

每月体育支出 0.1078 0.0315

参数估计值 P 值

满意度要年龄 0.040 0.304

满意度要月收入 0.043 0.118

满意度要性别 0.376 0.000

满意度要每月体育支出 0.108 0.030

每月体育支出要月收入 0.120 0.000

月收入要性别 -0.303 0.030

月收入要年龄 0.761 0.000

性别

年龄

收入 体育支出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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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区 满意度 排序 郊区 满意度 排序

徐汇区 6.398 1 嘉定区 6.118 1

杨浦区 5.717 2 青浦区 5.798 2

黄浦区 5.560 3 宝山区 5.718 3

长宁区 5.447 4 松江区 5.607 4

静安区 5.402 5 闵行区 5.604 5

虹口区 5.369 6 金山区 5.597 6

闸北区渊新静安冤 5.253 7 浦东新区 5.542 7

普陀区 5.175 8 崇明区 5.531 8

奉贤区 5.277 9

上海市民对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研究

表 13 不同区域的满意度均值

渊1冤上海市民对上海市公共体育服务的服务体

系的总体满意度为 5.583袁处于野一般满意冶和野比较

满意冶之间袁对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的满意度高于公共

体育服务内容和公共体育服务硬件设施的满意度袁
其中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和体育健身指导是市民满意

度最低的两大部分遥
渊2冤上海市民对百姓健身房覆盖率和健身步道

标识尧选址的满意度指数相对较高袁但是对健身步道

的维护满意度指数是最低的曰 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

素质的满意度指数很高袁 但对其服务的次数和质量

的满意度指数较低遥
渊3冤市民对体育服务政策法规执行的满意度指数

最高袁而对市民意愿的表达尧政府对市民意见的听取

和回复的满意度指数较低曰 对公共体育服务的制度

化尧社会化尧规范性等的满意度指数较高曰市民对公共

体育服务的政府机构尧社会机构尧社会化程度和产业

化程度的满意度指数等都处于野不太满意冶水平遥
渊4冤市民对开展体育竞赛表演活动的满意度指

数最高袁而对体育竞赛表演活动的时间尧地点的选择

和频度设置上满意度指数较低曰 对国民体质监测的

满意度指数水平接近野满意冶的水平曰市民对公共体

育信息服务传播途径满意度指数最高袁 对传播方式

的满意度指数最低遥
渊5冤上海市民中女性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满意度

高于男性遥 不同年龄的人群袁满意度均处于野一般满

意冶水平袁61 岁及以上的人群满意度最低袁处于野一
般满意冶的下限袁其原因是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中未

能考虑适合老年人的内容和方式袁相应的体育组织尧
活动以及赛事也较少袁 因此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

建设中应更多地关爱老年人遥

渊6冤相关性分析表明上海市民年龄尧月收入尧每
月体育支出与满意度之间有比较强的相关关系袁路
径分析表明年龄和性别对月收入有显著的影响袁而
月收入显著地影响了每月体育支出袁 每月体育支出

又显著地影响了满意度袁 月收入对满意度的直接影

响并不是十分显著遥
渊7冤上海市 17 个区中袁徐汇区和嘉定区居民分

别是主城区与郊区中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满意度均值

最高袁处于野比较满意冶的水平袁其他区域居民则处在

野一般满意冶的水平袁其中奉贤区和普陀区居民分别

是郊区和主城区中满意度均值最低的遥

渊1冤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工程和上海市公

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袁 建立公共体育服

务体系的质量标准迫在眉睫袁 应以标准来规范硬件

设施和服务内容袁提升政府职能效率袁实现公共体育

服务标准化袁明确公共服务体系的范围标准尧资源配

置尧管理运行尧供给方式尧评估办法等有关内容袁规范

和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的建设与管理水平袁 从而提高

公众满意度遥
渊2冤近年来上海加快了公共体育场地和设施的

建设力度袁野百姓工程冶 受到了上海市民的欢迎袁野百
姓健身房冶野健身步道冶的便捷尧实用使其成为上海市

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场所袁 但是大多数 野健身步

道冶的设计采用的是一条跑道的宽度袁在居民运动高

峰期进行锻炼时难免会显得拥挤袁因此袁在今后健身

步道的建设中应对此予以考虑袁适当加宽步道袁避免

拥挤和伤害事故的发生遥 野百姓健身房冶的建设要考

虑市民对热门运动项目的需求袁 特别是中青年人群

的要求遥
渊3冤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袁保障其最基本的生存

和发展权利袁是政府的基本职责遥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的建设要紧紧围绕着全体市民的需求袁 体育场馆与

设施尧体育指导服务尧体育信息获得尧体育竞赛活动

等的提供应该是无差别的尧稳定的尧公平的袁因此在

进行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时必须倾听市民的基本

体育需求袁应通过热线电话尧网络咨询尧服务信箱等

多种渠道袁实现野政务公开冶袁建立倾听民声的工作机

制袁使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符合市民的需求袁有
效地解决供需矛盾袁 有效提升公共体育服务内容选

择和制定的科学性尧民主性尧有效性和合理性袁从而

提高市民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遥
渊4冤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实施中袁虽然上海市的体

育健身场地设施已有所改善袁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袁但

46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19年 第 40卷 第 3期

仍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袁在公共体育建设资源渊如土

地资源冤稀缺情况下袁可考虑采用共享体育的形式袁
构建体育场地数据共享大平台袁 完善基本公共体育

设施网络袁形成覆盖全市尧统筹利用的融合大系统袁
提升现有各类公共体育设施的利用率以及管理尧运
营尧服务的水平袁强化公共体育服务的保障袁努力提

升市民的获得感尧公平感和满意度遥
渊5冤上海市近年来不断进行改革袁推动和完善群

众体育赛事活动袁野市民大联赛冶等系列赛事袁深入人

心袁但是市民对赛事时间和地点的选择还不满意袁认
为赛事的频度设置上与市民的需求也存在差异袁针
对此问题袁建议将野市民大联赛冶重心下移袁构建以市

级赛事为引领尧区级赛事为主导尧社区赛事为载体的

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袁培养市民运动习惯袁展现市

民团结奋发尧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袁突出活动特色袁
营造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遥 在继续加强野大联赛冶的
运行机制要要要政府购买服务的同时袁 积极引导机关

事业单位尧社会组织承办各类赛事活动袁加大对各体

育项目协会的扶持力度袁 通过体育项目协会的服务

不断提高市民的运动技能和运动习惯袁 使市民具备

良好的体育素质袁扩大全民健身运动的参与面遥
渊6冤随着老龄化社会进程的日益加快袁老年人对

公共体育服务设施的需求日益上升袁 并逐渐成为人

们关注的热点遥 然而在本次调查中发现袁61 岁及以

上人群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满意度非常低袁 说明上海

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中缺少对老年人需求的考

量袁包括硬件设施和服务方面遥建议政府财政部门加

大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袁 包括适合

老年人使用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袁 为老年人提供体

育指导袁促进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袁提升其生活的满意

度和幸福感遥政府一方面要转变投资方式袁改变公共

设施单一的投资主体袁 吸引社会资金和社会组织的

参与袁另一方面尽快开展政府购买服务袁解决老年人

参与体育锻炼的服务难题袁 进一步满足老龄化社会

的需求遥

渊7冤利用各类渠道袁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袁
营造有利于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良好氛围遥 应

充分利用媒体资源袁增加宣传舆论工作投入袁提高群

众对公共体育服务和全民健身的知晓率和参与率遥
使市民野想健身冶袁增强其体育意识袁能够主动利用公

共体育服务并进一步向身边人宣传区域内的公共体

育服务遥

揖注 1铱本研究问卷的数据收集尧整理是由上海财经大学暑

期社会实践小组成员胡逸尘尧胡致远尧李亚兰尧罗方愉尧金
怡扬尧张瑜等协助完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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