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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研究目的院对上海市和台北市市民运动中心建设规划的比较袁找出两地运动中心

建设规划的异同袁加强两地相互了解尧相互学习袁优势互补遥 采用文献资料法袁对比分析法对

上海市市民健身中心和台北市市民运动中心建设规划进行对比分析遥 结果表明院上海市市

民健身中心的建设启动时间比台北市市民运动中心晚袁但规划建设场馆更多袁建设规划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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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aims to find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construction planning of sports cen-

ters for citizens in Shanghai and Taipei so as 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and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Using literature consultation method and comparison analysis method, the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 analysis of construction planning of sports centers for citizens in Shanghai and Taipei.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sports centers for citizens in Shanghai started later than those in Taipei but boast

more planned venues and shorter construction planning periods, while sports centers for citizens in Taipei

have a wider variety of sports fields, more complete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bette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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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2014 年 10 月颁布的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渊下简称叶意见曳冤中指出袁要加

快政府职能转变袁进一步简政放权袁并将全民健身上升为

国家战略袁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尧朝阳产业培育扶持袁
破除行业壁垒尧扫清政策障碍遥 叶意见曳中的要点包括院到
2025 年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 平方米袁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达到 5 亿曰加快推进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

脱钩袁将适合由体育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

项袁交由体育社会组织承担曰在城市社区建设 15 分钟健身

圈袁新建社区的体育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遥 在乡镇尧行政

村实现公共体育健身设施 100%全覆盖等遥 在叶意见曳提出

的改革任务中袁丰富市场供给 ,建设一批便民利民的中小

型体育设施和强化引导公共体育建设等袁为中国大陆地区

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指明了方向遥
上海市是中国大陆地区比较早进行市民健身中心规

划建设的城市袁也是在中国大陆首创室内公共体育健身场

所渊例如百姓健身房冤的城市遥市民健身中心的建设将极大

地满足上海市民对于运动健身的需求袁为上海市实施国家

制定的全民健身战略提供了了良好的硬件设施遥台北市的

市民运动中心是台湾地区首创的政府出资兴建的以民众

运动休闲为主体的室内公共运动场所袁 该类场所的兴建袁
为市民的运动休闲提供了更好的去处袁广受台北市民的好

评遥其成功的经验使得台湾地区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在整

个台湾地区推广市民运动中心的建设遥两地所建设的这种

公共运动场所袁在建设的性质尧时间和规划上有诸多相似

点遥本文对上海市与台北市市民运动中心的建设规划进行

多方面比较袁 比较两地在运动健身场馆建设规划的异同袁
总结两地的建设规划经验袁为今后上海市民健身中心的建

设规划提供借鉴遥

以上海市已经建成的市民健身中心尧正在规划建设中

的市民健身中心和台北市已经建成的市民运动中心作为

研究对象袁借鉴有关公共体育场馆建设规划理论袁通过比

较尧演绎尧逻辑推理等方法进行分析袁从而得出相关的研究

结论遥

通过查阅中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相关文献尧书刊及

网络资料袁收集中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关于社会公共体

育服务方面的法规政策资料袁对内容进行筛选尧分析尧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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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提炼遥

通过比较上海市市民健身中心和台北市市民运动中

心建设规划的现状袁比较上海市与台北市社会体育公共服

务场所和设施的异同与不足袁为上海市市民健身中心的建

设规划提供可参考的思路遥

叶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曳落实在体育方面袁明确提出了野发展服务市民健康的体

育事业和体育产业袁增强市民体质袁提升竞技体育水平袁建
设体育强市冶的奋斗目标遥 冶

大力发展体育事业袁是坚持以人为本尧推动科学发展尧
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任务袁 可以提高广大市民的健康素

质袁弘扬集体主义尧爱国主义和上海城市精神袁增强民族向

心力尧经济生产力尧城市影响力和社会凝聚力袁对拉动经济

增长袁推进对外交往和合作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袁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遥
公共体育设施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遥大力

推进全市体育设施规划和建设是上海市体育事业和体育

产业发展野十二五冶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曰是增强城市功

能袁改善城市服务袁提升城市品质的需要曰是加强基础建

设袁满足市民需求袁建设体育强市的需求遥
上海市从 1997 年开始建设的社区健身苑渊点冤尧社区

公共运动场以及后来建设的社区健身步道尧社区百姓健身

房尧百姓游泳池等社区健身场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上海

市多元化尧多层次发展的社区公共体育健身设施遥 但是上

海市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仍存在着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结

构性失衡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袁其体育运

动场地设施的建设与市民需求仍有较大差距袁特别缺乏区

域性综合型全民健身体育设施的有效供给袁中心城区体育

场地面积增长受限遥 因此袁未来的公共体育设施布局得到

调整和完善袁需要让全民健身中心走入社区遥 并且要注重

提高现有公共体育场地 渊包括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体育场

地冤开放利用率袁提升公共体育设施面向复合型群体袁在差

异性时间段提供多样性公共体育服务内容的能力遥
新规划建设的市民健身活动中心袁设有室内外场地和

多功能综合体育馆遥 通过社区尧街道和乡镇层面的体育设

施建设袁可以填补市级大型场馆与小区健身苑点之间的空

白地带遥 该规划将让公共体育设施的分层更合理袁与上海

土地规划局的合作也可使得体育设施与城市建设更好地

融合遥

根据台湾地区体育委员会综合计划处渊2000 年冤的统

计袁台湾地区人民平均体能状态低于东亚邻近各国家和地

区渊中国香港尧日本冤的平均值袁男女性平均寿命也较日

本尧中国澳门低 5 岁遥 而根据台湾地区政府规划局的研究

提出袁 全台每 10 000 人所分配到的公园绿地面积为 1.5

hm2曰此外袁台北市政府规划处的研究也显示袁台北市市民

每人可享有公园与绿地面积为 4.80 m2曰因此袁台北市的

运动和休闲空间袁无论从质与量的角度而言袁均属严重不

足袁所以无法方便台北市市民就近运动袁以培养其良好的

运动习惯遥而原本利用附近学校运动设施供居民使用的政

策袁受到学校管理因素的影响而不便开展袁并且无法充分

满足台北市市民不同的使用时间需求袁也容易造成台北市

民使用与学校管理方面的矛盾遥
近年来袁台湾地区社会已逐渐摆脱以劳力组合为生产

基本结构的生活型态袁正朝以高科技尧资本密集生产方式

的生活型态改变遥科技发展的结果袁使生产结构改变尧人口

结构趋向老龄化袁休闲时间与居民收入增加袁在有钱有时

间的情形下袁台湾人民日益重视对闲暇时间的运用尧健康

的促进和生活质量的提升遥
鉴于以上原因袁台北市内各分区内计划建立专供社区

居民运动休闲的空间袁让台北市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前往使用袁并且设计符合各年龄层使用的运动与休憩活动

和设备袁可使台北市市民得以全家共同参与运动遥 不仅增

强身心健康袁更可以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遥

随着上海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健康意识的日益

提高袁全民健身已经成为与广大市民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

民生问题袁也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遥 为贯

彻落实 叶全民健身条例曳尧叶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规划

渊2012-2020冤曳尧叶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1-2015 年)曳
和叶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野十二五冶规划曳等一系列上位

规划袁并依据国务院在 2014 年 10 月份颁布的叶关于加快

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中提出的完善公

共体育设施的任务袁各级政府要结合城镇化发展统筹规划

体育设施建设袁合理布点布局袁重点建设一批便民利民的

中小型体育场馆尧公众健身活动中心尧户外多功能球场尧健
身步道等场地设施遥 盘活存量资源袁改造旧厂房尧仓库尧老
旧商业设施等用于体育健身遥 鼓励社会力量建设小型化尧
多样化的活动场馆和健身设施袁政府可以以购买服务等方

式予以支持遥
在叶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规划渊2012-2020冤曳中重

点提出的野30 分钟体育生活圈建设冶袁要以市尧区体育中心

为骨干袁以街道渊乡镇冤中型市民健身中心为枢纽袁以社区

渊行政村冤小型市民健身中心为重点袁以社区健身苑点渊农
民健身工程冤为基础袁以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向社会开放的

体育设施尧社会经营性健身场所渊俱乐部冤尧公园绿地体育

设施尧晨晚健身广场等为补充袁形成体育设施网络袁逐步实

现城乡公共体育设施均等化遥由此也可以看出上海市政府

对于市民健身中心建设的重视程度遥

台北市为了挤身国际建康城市之列袁使运动成为生活的

一部分袁鼓励市民养成运动的良好习惯袁达到野身尧心尧灵冶
三重健康的目标袁 计划在 12 行政区兴建市民运动中心的

概念袁目的是要培养民众运动的习惯与兴趣袁这类台湾地

上海市与台北市市民运动中心建设规划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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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首例由政府出资兴建的综合型运动休闲场馆袁 在硬件设

施的部份袁内部规划附有游泳池尧韵律教室尧篮球场尧羽毛球

场尧健身中心尧室内高尔夫球等场地袁并可依各行政区的地

理环境与人文特色袁打造属于当地民众运动休闲的空间遥
台北市民运动中心的建立最早是马英九在竞选台北

市长时提出的一个施政措施袁后于 2002 年写入了叶台北市

政府体育白皮书渊2002冤曳遥依据该规划袁台北市民运动中心

设立目的在于改善运动与休闲空间的严重不足袁培养台北

市民良好运动习惯及增进交流互动关系袁并提供台北市民

运动尧学习尧举办各项艺文活动尧展览及集会场所袁其兼具

社会福利尧身心障碍福利尧公益活动等功能遥
台北市政府认为终生学习和社区融合或社区总体营

造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遥 由于台北市规划建筑用地较

少袁所以市民运动中心除了要达成培养台北市市民终生运

动的目标外袁社区生涯学习尧促进交流活动及丰富文艺生

活也是重要目标遥所以台北市政府希望未来能建立更多的

市民运动中心以提供台北市民运动与生涯学习场所袁同时

举办更多的艺文活动或展览尧集会来丰富台北市市民生活

内容袁提高生活品质遥

上海市与台北市两地对市民运动健身中心的建设都是

基于该地区当前市民身体素质状况和公共体育设施的建

设现状做出的长远规划遥不同之处在于上海的市民健身中

心更侧重于服务全民健身这个中国大陆地区战略和中国

大陆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野十二五冶规划袁以满足上海

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规划遥并且这样一个规划以地区战略

的形式出现并写入了政府工作内容中袁体现了上海市要完

善本地区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和切实要为提高本市居民身

体健康的决心遥而台北市民运动中心的建设不仅在于为市

民提供良好的运动健身场所袁培养市民的运动习惯袁更侧

重于增加台北市市民运动休闲空间袁提供一个良好社区生

活活动环境袁丰富市民生活内容遥 但本质上这个运动中心

的建设是服务于台北市长政绩的工程袁 该规划没有持续

性袁受台北市长换届选举影响大遥

上海市市民健身中心规划期限是 2013 年至 2020 年遥
规划立足于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长远发展袁根据城

市性质尧发展目标尧市域城镇布局特点对市民健身中心进

行总体布局袁并对建设进程尧运营模式和发展方向做出轮

廓性安排遥该规划期限衔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袁近期至 2015 年袁远期至 2020 年遥

2004 年袁时任台北市市长马英九表示袁要在 2007 年底

之前在台北市每个行政区都建立一座市民运动中心遥但实

际上从 2002 年建成运营的台北市第一座市民运动中

心要要要中山运动中心袁 到 2010 年台北市 野一区一运动中

心冶 计划中最后一座运动中心要要要文山运动中心建成袁前
后历时 8 年遥

台北市由于长期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建设的

影响袁在社会公共体育设施服务这方面规划建设较早遥 但

由于该规划只是台北市长的施政内容袁规划的完成前后经

历了两任市长袁 且两任市长对该规划的重视程度不同袁两
任市长的政府财政预算存在差异袁所以导致最终未按预期

时间完工袁这也体现出台湾地区政府政策的不稳地性遥 上

海市由于受到中国大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的影

响袁规划建设的时间比台湾地区稍晚遥 中国大陆地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摆脱计划经济的体质袁 实施改革开放

的国家战略袁各种西方先进的公共服务理念与社会管理体

系逐渐地被引进到遥 上海市的规划方案较详细袁并且充分

利用已有的体育场所进行建设袁结合已有的大型体育场和

微型的社区健身苑点袁该市民健身中心只是对上海市公共

体育设施规划的补充遥 该规划已是法令性的文件袁受政府

换届影响较小遥

上海市民健身中心规划范围为上海市行政辖区袁总面

积 6 340 km2遥 依据 叶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规划

渊2012-2020冤曳 中对于区级公共体育设施的布局院野规划每

个区设置一处以上区级体育中心袁规划服务人口 50~70 万袁
包括体育场尧 体育馆和游泳馆等公共体育设施遥 到 2020

年袁全市范围内布局区级体育中心 17 处以上遥同时根据全

市的需求和区县体育发展特色袁规划布局专项体育设施遥冶

台北市自 2002 年开始建设第一座中山区市民运动中

心开始到袁2010 年完成最后一座文山市民运动中心的建设袁
台北市在其 12 个行政区中都建设了一座市民运动中心遥

上海市与台北市对于该运动健身中心的建设布局袁都
是以在每个行政区至少建设一座综合性的体育中心遥

上海市民健身中心建设本着由易到难的原则袁先布局

上海市中环附近的建设袁因为这些地区地价较便宜袁可开

发空间充足袁建设成本低袁建设难度小遥而后再向上海市区

市中心逐渐建设袁并充分利用已有的体育场馆或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等项目袁 最后再建设上海市外环及其较偏远地

区袁最终达到基本覆盖全市居民的效果遥 外环及偏远地区

占地面积大袁人口分布散袁需要建设场馆的周期最长遥上海

市群众体育设施的布局思路是为每个市民提供均等的参

与体育锻炼的机会袁 使每个市民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尧兴
趣和需求参加体育活动袁体育生活化袁生活体育化袁以此为

指导思想袁初步建立与上海城市发展水平相协调的覆盖城

乡尧组织完善尧设施齐全尧活动丰富尧指导有力尧基本满足

广大市民体育健身需求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遥
台北市市民运动中心只需在各个行政区建设一座运

动中心即可袁 其原因是台北市行辖区总体面积比上海市

小袁各行政区的居民人数也较上海少袁所服务的人群小遥台
北市政府把市民运动中心规划为该行政区域市民进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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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尧休闲的活动中心袁因为台北市的商业性健身房发展良

好袁场所众多袁政府在每区只建立一个市民运动中心作为

一个综合性的市民活动场所即可遥

上海市市民健身中心是上海市体育局提出的 野30 分

钟体育生活圈冶结构体系中以街道渊乡镇冤为主的体育设施

核心层袁设计服务半径为市区步行不超过 15 min袁距离约

1～ 1.5 km袁郊区骑行时间不超过 30 min袁距离约 5 km遥 按

照此辐射半径标准袁市区市民健身中心的辐射区域面积以

3～ 7 km2 为宜袁郊区市民健身中心的辐射区域面积不超过

70 km2遥 同时还应兼顾以下原则院渊1冤 应符合上海市城市

规划和体育设施布局要求袁实现社会效益尧经济效益和环

境效益的统一曰渊2冤应邻近大型居住区尧就业集聚区袁便于

居民就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曰渊3冤 全面规划远尧 近期建设

项目袁一次规划尧逐步实施袁并为可能的改建和发展留有余

地曰渊4冤应满足运动项目的安全尧防护等使用要求曰渊5冤宜
单独选址建设袁如因条件限制袁也可以相对分散布点建设袁
但必须满足市民健身中心的使用功能和规模标准曰渊6冤应
便于利用供水尧排水尧供电尧供热等市政基础设施遥

台北市市民运动中心以提供市民便利休闲运动为目

标袁是台北市市民进行健康锻炼的福利场所袁所以其选址

紧邻居民区遥 并且考虑到台湾省遭遇自然灾害的可能性袁
重视建筑安全袁要能抵抗一定的自然灾害袁特别体现在以

下 4 方面院渊1冤社区化院以方便社区居民使用袁促进日常交

流为主要目的曰渊2冤永续化院考虑安全尧防灾尧保健尧便利尧
舒适以达永续使用的目标曰渊3冤环保化院考虑省能源尧高效

率尧低噪音尧符合环保需求曰渊4冤安全化院遇紧急情况袁能提

供救灾避难场所袁健全当地救灾系统遥

上海市与台北市两地运动健身中心的选址都贴近居

民区袁最大限度地方便居民就近使用袁且两地都考虑到环

保方面的因素使该运动健身中心的建立给当地环境造成

的影响减小到最少遥 但上海市的健身中心留有发展余地袁
未来可以进行运动场地与设施方面的扩建袁并且充分利用

周围的市政基础设施袁减少建设成本遥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袁公共体育设施的空间布局要

达到以下目标院强调野以人为本冶的原则袁以满足城乡居民

多层次的体育需求袁提供每位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机会为

基本目标曰建设全市野30 分钟体育生活圈冶袁建立符合上海

市城市总体规划袁层次分明尧布局合理的全市体育设施布

局体系曰全面提升上海体育整体实力和在国内尧国际体坛

的竞争力袁形成与上海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体育发展水平

和发展环境袁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

力的国际体育强市遥
而台北市市民运动中心在规划上因考虑到自然灾害

等因素袁会更加注重场馆选址和建筑的安全性袁在紧急情

况下可充当避难场所袁完善当地救灾系统遥

市民健身中心基本建设内容包括室内外体育健身场

地尧附属用房和配套设施遥附属用房和设施包括服务台尧更
衣淋浴室尧体质监测室尧培训教室尧医务室尧管理室尧卫生

间尧库房等遥如果用地条件允许袁可以将若干个室内外综合

运动场地组合袁共用附属用房和设施遥 根据建设规模分为

小型尧中型市民健身中心遥
小型市民健身中心的基本要求有院渊1冤 依据人口规模

和服务半径等合理布局袁每 5～ 8 万人设一个曰渊2冤每个小

型市民健身中心项目建筑面积为 5000 平方米左右曰渊3冤至
少能够长期对外开展 5 个体育运动项目曰渊4冤 室内卫生尧
环境噪声尧各类公共信息图形尧符号尧标志应符合相关国家

标准的要求遥
中型市民健身中心的基本要求有院渊1冤 依据人口规模

和服务半径等合理布局袁 每 8～ 12 万人设一个曰渊2冤 每个

中型市民健身中心项目建筑面积为 10 000 m2 左右曰渊3冤
至少能够长期对外开展 7 个体育运动项目曰渊4冤 室内卫

生尧环境噪声尧各类公共信息图形尧符号尧标志应符合相关

国家标准的要求遥
附属设施及服务方面袁包括以下内容院渊1冤健身指导院

市民健身中心应配备一定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袁负责开

放期间为市民科学体育健身提供指导服务袁并组织尧指导

辖区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健身活动袁定期与体育项目

协会尧社团组织联合开展体育活动曰渊2冤体质测试院市民健

身中心应设置体质健康监测指导室袁 应设有独立房间袁配
备有适量的体质测试仪器袁有专人尧定期尧免费为周边群众

开展体质健康检测服务曰渊3冤 体育培训院 市民健身中心应

设置培训教室袁应设置有专门用于开展体育培训活动的教

室袁有桌椅尧电脑尧投影等培训设备曰渊4冤其他服务设施院市
民健身中心应设置独立尧统一的前台接待区袁在配置方面

应注意配有明显的野市民健身中心冶标志袁有场所简介遥 应

备有常规急救药品袁并摆放于明显位置遥 应配有日期和时

间显示装置遥应设有顾客意见箱遥应设置商品区袁提供运动

用品尧器材销售服务袁提供饮品销售服务袁商品陈列美观尧
明码标价尧质量可靠袁与整体氛围相协调遥 应设置卫生间袁
根据运动项目需要设置更衣室尧储物柜等遥

台北市市民运动中心建设大致包括温水游泳池尧综合

活动中心尧各类运动场地尧健康咨询室和其它附属设施袁并
可依据各行政区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特色袁打造属于当地居

民的运动休闲空间遥 市民运动中心内设施皆为室内设施袁
不受气候影响遥 且设施考虑多元使用功能袁 结合运动尧文
艺尧休闲尧娱乐尧展览及集会等袁包括男女浴室尧25 m× 15

m 温水游泳池尧水疗池尧儿童及幼儿池尧社区教室尧会议

室尧羽毛球场尧舞蹈教室尧健身房尧综合球场兼大型艺文表

演等展览场等袁适合大众化的使用袁其可提供的设施种类

不但多于学校或公园绿地袁较一般的民营健身俱乐部多样

化遥 台北市政府对市民运动中心有以下项远景规划院渊1冤
结合民间力量续建各区市民运动中心曰渊2冤 规划办理运动

上海市与台北市市民运动中心建设规划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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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尧健康系列活动尧协助市民获取正确运动知识及技能曰
渊3冤 加强营运管理袁 协助辅导成立运动社团或俱乐部袁增
加社区运动人口曰渊4冤 开办高龄运动教室袁 免费提供高龄

市民生涯学习曰渊5冤开办各种早尧中尧晚搬运动教室袁提供

上班族妇女参与曰渊6冤 结合运动团体袁 加强规划亲子育乐

营袁以让亲子共同参与运动曰渊7冤规划实施家庭优待票袁鼓
励妇女携家人参与运动曰渊8冤规划青少年极限运动区曰渊9冤
增设青少年街舞设施及活动场地曰渊10冤开办各种身心障碍

运动教室袁以培养运动兴趣与习惯遥

上海市与台北市的体育健身中心都注重多样化服务

建设袁不仅含有各类运动训练场地袁还配有相关配套的附

属设施和服务袁以满足全体市民的不同需求遥 不同之处在

于上海市市民健身中心包括室内外体育健身场地袁根据中

心规模的大小还分了中型与小型的市民健身中心袁其建设

的规模大小要视其建设面积和服务人数而定遥而台北市市

民活动中心则只包括室内运动场地袁但是台北每个区的市

民运动中心各有其特色遥 例如信义运动中心游泳区有暖

气袁适合怕冷的人群曰内湖运动中心拥有全亚洲第二高难

度的户外攀岩场曰南港区拥有 5 m 深的潜水体验池曰万华

区有漆弹场曰文山区有空气枪练习室等遥除此之外袁台北市

市民运动中心兼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部分功能袁时常会

举办一些文化袁民政交流活动遥 多项设施考虑行动不便者

及特殊市民的方便使用袁体现场馆的人性化遥 表 1 列出的

是上海市与台北市市民运动中心建设内容的比较遥

综上比较尧分析可以看到袁尽管上海市和台北市的市

民运动中心建设规划在规划依据尧规划范围尧规划期限尧选
址原则和建设内容有诸多不同之处袁但两地政府对于本市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均非常重视袁对于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公

共运动健身场所袁培养市民的健身意识袁提高市民总体身

体健康水平的施政理念是一致的遥
上海市市民健身中心建设起步较晚袁规划详细袁建设

的场馆更多袁但是建设周期短遥 台北市市民运动中心的建

设场地项目更加多样化袁 且具有本地居民的文化特色袁有
利于吸引当地市民前去健身袁且场馆设施考虑到行动不便

人的使用袁更具人性化遥 此外台北市市民运动中心的建设

规划理念是在一个行政管辖区只建设一座大型的综合性

的市民运动中心袁兼具举办各项文娱活动的功能袁并且在

特殊情况下还能充当紧急避难场所袁这种一个建筑多用途

能性的规划袁可以避免该类设施的重复建设袁节省政府在

财政方面的投入袁这是上海市政府值得学习的地方遥 但是

台北市的野一区一运动中心冶计划因受到市长换届等因素

的影响袁致使总的建设周期超出了预期时间袁这体型上海

市相关政府需要注意规划的执行力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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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上海市与台北市市民运动中心场地建设比较

 主要室外场地 主要室内场地 附属设备及服务 

上海市 田径跑道、篮球场、足球场、门球场、

网球场 

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

健身房 

体质测试、健身指导、体育培训、清洗淋浴、商品售

卖、医疗急救 

台北市  室内温水游泳池、体适能中心、

音律教室、综合球场、桌球场 

儿童游乐园、棋艺/阅览室、地下停车场、社区教室、

会议室、餐厅、运动上海防护室、商品售卖、健康监

测咨询站、哺乳室 

 资料来源院叶上海市市民健身中心建设规划说明曳尧台北市叶国民运动中心规划参考准则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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