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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视域下区域全民健身发展的路径探究
——以西安市长安区西部大学城为例

王　超　金开荣　翟军辉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全民健身发展中的新旧问题无益于健康中国的建设，

针对群众健身难的问题。本文从供给侧即政府供给角度，选取高

校密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西安市长安区西部大学城为案例。剖析

该地供给侧视角下全民健身的影响因素，并运用文献资料法、数

理统计法、问卷调查法对这些因素进行调查和研究，并针对现状

进行讨论和分析，对存在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并以此为案例推动

当地全民健身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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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全民健身的健康发展

提供了重要机遇，目前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中存在诸多矛盾和难题，

突出表现在结构方面，主要是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改革旨在解决

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从政府供给角度即提供和保证供给、

调整结构、提高质量、促进融合的角度来调整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

而西安市是西部发展的龙头城市，拥有数量多、类型齐质量高的

高校资源。而在大学资源聚集的地方有三座大学城，在三座大学

城中，西部大学城的规模最大，西部大学城选址于西安市长安区

的郭社，并分为南区、北区、西区、建筑面积达 25 平方千米，经

过时间的发展，已经有 20 余所高校建成并且入驻，并且成为我国

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大学城聚集区。对此地居民健身情况进行调

查分析与研究，并针现状，存在对问题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并提

出解决办法。以此为案例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一、供给侧视域下的制约全民健身活动因素的概述

2015 年习总书记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提出了供给侧结

构改革的重要指示。供给侧改革又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

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实施结构优化、解放生产力、增加有效

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创新。面人们健身日益高涨，健身

人群增加，供给侧改革在全民健身发展的资源配置中起重要作用。

[2] 而据有关研究表明：影响人们健身的因素有内因和外因。内因

即锻炼者个人角度，外因即外部条件供给角度。其中内因包括：

兴趣、经济、意愿、观念、时间、工作。外因包括天气、风俗习惯、

场地面积、场地类型、社会指导员、健身监测仪器、有无同伴。

而供给侧视域下影响人们健身的因素主要是外因，即政府供给的

角度 ，即从保证供给、调整结构、提高质量、促进融合等方面入手。

去除自然因素，供给侧视域下制约全面健身的主要因素有：场地

面积、场地类型、社区指导员、和智能监测仪四个方面。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西安市长安区西部大学城全供给侧视域下全民健身发展的

因素为研究对象，并结和体育局有关数据加以利用并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

研读有关供给侧改革、全民健身发展的有关问题的文献资料，

查找西安市长安区西部大学城有关资料，并通过中国知网、进行

查找记录和分析，并归纳和总结。

2. 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研究的要求和任务需要，选取西安市长安区人口密集、

高校密集的四个广场（长安广场、时代广场、樱花广场、区政府

广场），并通过随机走访的方式发放问卷 250 份，其中有效问卷

为 204 份，有效度为 81.6%。

3. 实地考察法

通过实地考察的方法直接有效的考察西安市长安区体育场地

的实际情况。

三、西部大学城全面健身的供给侧现状

（一）西部大学城体育场地面积

据西安市长安区政府网站显示，西安市市长安区拥有 37 所高

校，而西部大学城有 20 余所高校，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公里，常

驻人口 30 万。拥有高校资源丰富。而高校体育馆是保证体育教学、

课外体育活动和业余体育训练的重要场所。是学校教学条件的有

机组成条件之一。而根据《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规定：

高等学校的占有标准和学校体育场地建设标准进行规划。可见西

安市长安区高校资源丰富，体育场地面积资源丰富。

（二）西安市长安区场地类型

而据陕西体育局编制的西安市长安区场地资源表数据显示，

长安区的健身场地数量是 2153 个，其中室内体育馆有 30 个，室

外体育馆有 2123 个，体育场 15 个，田径场 3 个，体育馆 5 个，

游泳馆 6 个，健身器械 7822 个，相比西安市其他几个区的中场地

数量，有较大的优势，场地资源个数最多，场地类型资源丰富。

（三）西安市长安区体育社会指导员的供给情况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向广大群众传授健身知识、组织全民健身

活动、全民健身活动的指导者。如表三所示，据西安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2019 年发布的《西安市全运惠民工程实施细则》表明，

社会体育指导人数突破 2.4 万人，占全省的 24%，经常锻炼的人

数达到 500 万，而 2020 年的全运会即将召开，群众的健身需求

也逐渐增加。健身意识逐渐增强。在 2019 年西安市 1500 人的培

训分解表中，西安市长安区培训人数为 80 人，社会体育指导员

人数较少。

（四）西安市长安区体质监测器供给

为了更好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有效促进更好运动，需

要严格掌握居民体质健康情况及其发展和变化做相应的了解。而

体质健康监测仪可以关注被试者身体状况，达到合理监测，有效

预防的目的。随着我国老龄化、信息化、工业化信息过快，学生

体质逐渐下降、人们亚健康人数逐渐增多，人们体质状况尚未得

到有效监测。根据上面情况，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体质健康监测

报告，据有关研究表明，体质监测器收集的信息不够真实有效，

很多体质监测器存在故障的现象。而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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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大学城未安装监测人们健康的体质健康监测仪。

四、 讨论与分析

（一）场地面积的讨论

1. 场地面积的讨论

据国务院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指出，到 2013 年人

均场地面积达到 2.5 平方米。据 2013 年底发布的《陕西省第六次

体育场地普查公报数据》显示，截至到 2013 年陕西省场地数量为

40103 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数量的 2.37%；以同年末陕西省人口数

量来看，人均场地面积为 1.47 平方米。而 2019 年 12 月西安市体

育局发布的《西安市全运惠民工程实施细则》中提出了：到 2021

年人均体育场地达到 2 平方米以上，相比美国人均场地面积为 16

平方米，日本人均场地为 19 平方米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场地问题是制约全民健身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方面西

安市长安区西部大学城的场地资源占比是长安各个区最多的，一

方面人们仍觉得供给不足，原因是西安市长安区高校占有大量场

地资源。在对陕西省高等院校系统体育场地对外开放情况调查中，

有 664 个场地不对外开放，部分时间开放有 308 个，全天开放有

355 个，据有关调查显示，西安市高校体育场地大部分都对外开放，

大多为无偿开放，开放水平处于全国中等的位置，但是开放对象

仅局限于在校职工和学生，未能正真实现意义上的向社会开放。

有关数据表明：高校体育设施，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还是学生户

外运动的面积均未超过国家教委规定的要求。由此可见，西安市

长安区西部大学城的高校占地面积大。拥有的体育场地面积大，

但并未得到有效利用。

2. 高校开放场地实际辐射距离的对比分析的讨论

体育场地辐射距离是指一个场地，实际能覆盖人们可接受范

围内的健身区域，辐射距离受当地居民的实际情况：如兴趣爱好、

经济条件、个人观念、地域文化、场地设施条件等的影响。

根据 2015 年 11 月 23 日版《人民日报》报道国家体育总局发

布的《2014 年全民健身状况调查公报》，此调查公报的调查结果

显示：人们选择就近进行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最大，其中 20 岁以

上参加锻炼的人群中有 59.2% 的人选择在 1000 米范围内锻炼，选

择 1000-2000 米的人群为 23.4%，而剩下的 10% 均未超过 2000 米。

由此可见，人们锻炼的实际可接受范围为 1000 米，而笔者通过实

地调查发现，西安市长安区居民参与调查的居民 67% 接受最远的

距离为 1200 米。针对西安市长安区西部大学城高校资源丰富，但

实际开放有限的问题。笔者以一个高校的占地面积为一个点，选

取西部大学城的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等学校为基点。在高德地

图上以比例尺为 1 ∶ 500 的地图。绘制以 1.2 公里为辐射半径绘图，

覆盖的阴影面积为高校的实际辐射距离。得到的结果比实际大约

1.4 倍。

（二）场地类型的讨论

锻炼项目是为了强身祛病，娱乐身心及提高运动运动技术水

平而采取各项活动和内容的总称，通常也叫运动项目和技术手段，

是人们长期在社会活动所形成的内容。而西安市长安区西部大学

城拥有类型全的场地设施资源。

在对西安市长安区西部大学城实际锻炼项目调查中，有 5%

的人选择游泳，40% 的人选择跑步，10% 的人选择广场舞，30%

的人选择球类运动（羽毛球、乒乓球、篮球、足球、排球）15%

的人选择健身器械。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健身主要方式为跑步和球

类。据西安市体育局发布的《2017 年西安市居民健身调查报告中》

指出，人们最爱去的健身场所是公园和广场。人们最喜爱的运动

是健步走，但跑步、自行车、球类运动、游泳和健身器械占的比

例很大，据笔者实际走访西安市长安区发现，西安市长安区广场

以露天水泥地为主，广场面积较大，可以进行健步走、跑步、广

场舞，但球类运动、游泳运动无法进行，据调查报告显示人们的

需求项目的球类运动无法满足。因此实际的场地类型无法满足人

们多样化的健身需求。

（三）体育社会指导员的讨论

自 1993 年 12 月 4 日原国家体委颁布了《社会体育指导员技

术等级制度》，体育社区指导员在我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研究表明：西安市经常参加晨晚练的人数多达 29 万人，他们对

科学指导锻炼的需求越来越大，而西安社区指导员年龄呈老龄化

趋势、存在经费不足、场地设施简陋和管理不完善的问题。而在

笔者实际走访调查期间，发现体育社区指导员并没有发挥较大的

作用，应此体育社区指导员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指导居民健身，

形成科学的锻炼习惯，树立健康的意识。

（四）体质监测器材问题的讨论

健身监测仪器可以监测到人们身高体重，肢体形态，身体结

构和机能等，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逐渐增强，通过体质分析报告

可以直接清晰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促进健康和推动全民健

身的重要手段。据《亚健康蓝皮书（2018 年）的数据。我国慢性

疾病患者约有 3 亿人左右，其中 65 岁以下人群慢性病负担占总负

担的 50%。笔者通过实际调研发现，体质健康监测仪器并未落到

发挥作用。部分体质监测器存在破损，在活动过程中编造数据，

造成居民体质监测情况尚未落实。

五、供给侧视域下西安市长安区全民健身发展的策略暨路径

全民健身的发展存在诸多的问题，但从供给侧视域下有许多

解决方法：如开放高校场地资源，促进校地资源不断融合；调整

广场场地类型结构，丰富广场场地资源；提升社区指导员的工作

热情，并加大社区指导员扶持力度；通过多种方式增强人们对体

质的关注度，并保证体质健康仪器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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