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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实现大城市社区群众体育成效有了空前的良好条件，但由于空间和管理条件的制约，

这种理论上的可能却没有变成现实。改善这种情况的做法有，建设多层体育楼房，鼓励人们发明因地制宜

的体育项目，细化对社区建设计划的审批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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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社区群众体育成效具备了更好的条件 

讲求群众体育质量是社会管理的一个永恒主题，因为

其与人均寿命、健康状态、医疗开支、人的整体生活品质

以及社会形态是否优良等息息相关，近年来，我国人民生

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为提高城市社区群众体育成效提

供了很好的条件。例如，人均收入大幅度增加了，生育率

没有增加，使得有工资、养老金以及劳动所得的人，需要

用自己的收入来赡养他人的系数且没有明显增加，于是体

育用品的购买力得到了大大增强。有食物构成中，肉、蛋、

奶的比例越来越高，体育锻炼体力、精力和需求相应提高，

家用电器普及度更高，功能更加广泛强大，使人们有了更

多的时间锻炼。国家实施九年义务教育，而实际上大城市

已普及高中教育近 30 年，大学大规模的扩招也已经 20

年，手机、互联网的普及，使人们的实际文化水平有了很

大的提高，从而对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实施的科学性，对

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地位关系的认识，都有了提高。这都

使人们对体育活动的成效有了更高的要求。 

人种和自然条件与我国十分相近的日本，在世界卫生

组织进行的各国人均寿命排名中，多年为第一名，同时人

均需要医生比例之小也在世界前列，卫生管理运作水平、

国民生活品质长期得到联合国表彰。日本在六十年代普及

了小汽车和家用电器，在七十年代普及了高中教育，高等

教育实现了大众化，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人均收入，贫富

差距系数，一直居世界前列。目前，我国国情同日本的差

距已越来越小，接近的速度越来越快，可以说，我国的明

天在逻辑上可以是日本的今天，只不过需要一定的前提，

其中之一是群众体育的成效。 

多年来，日本非常重视群众体育的成效，人均体育场

地达 19 平方米，法定每所学校必须有一座体育馆，以学

生能全天候锻炼的前提下，平均约 2400 人就有一座体育

馆和一座综合运动场。日本体育人口之比位居发达国家前

列，并且开展的项目尽量切合实际，日本群众的体育场地

大部分就近居民区。多年来，我国同日本这方面的差距是

巨大的，例如，人均体育场地，2019年只有 2.08平方米，

即使实现计划，到 2025 年也不过是 2.5 平方米，体育人

口只有 30.5%，不到日本的一半等。[1] 

2  城市社区群体体育成效不尽如人意的原因 

九十年代以后，我国大城市形成了一片片个个独立的

住宅社区，这些社区具有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的良好条件，

首先是人口高度集中，仅一幢高层楼房就住有几百人是常

态，整个社区住宅楼距离很近，全社区人口常达几万人，

群众体育活动讲求随众性、方便性，大城市社区具备这些

特性；其次，这些社区很多是将干扰居民安静生活的元素

隔离开，例如，许多社区建有隔离院墙，使街道车辆，无

法将其作为公共道路穿越。许多社区只设很少的出入通道，

外人非经许可不得入内；最后是多有一般性的生活服务设

施，如日用品方便店等，但没有除此以外的其他服务和生

产设施，这使得社区居民一般的小生活需求完全可以在社

区内得到解决，但较大的事，则必须离开社区去闹市区才

能办理。于是，人们在退休、下班、放学回到社区后，要

做一般生活小事很容易，而要做除此以外的大事又较难，

于是只能在家或社区内看电视、看书报以及进行文体娱乐

活动。我国国民看书读报率很低，2019年，成年人均纸质

图书阅读量只有 4.65本，平均一天 19.69分钟，而在先进

国家，这一数据均在十几本以上，数字化阅读率虽然有

79.3%，但多是碎片式，并且知识含量很低。[3]由于社区建

设图纸中，必须有图书馆才得批准，社区一般有一处图书

馆备用房，但许多社区并不使其成为图书馆事实。于是，

人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打麻将、唱歌拉乐器以及开展体

育活动等。这给保证群众体育的成效，提供了时间条件。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教育发展研究(3)2021, 4 
ISSN:2661-3573(Print); 2661-3581(0nline) 

 -83-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但在这样良好的物质和时间条件下，大城市社区群众

体育的成效并不理想，究其原因，首先是场地数量远远不

够，2009 年，我国居民社区内体育场地人均只有 0.006

平方米，[4]虽然现在许多地方有了改善，但据笔者观察和

调查，在柳州和南宁等大城市，许多小区人均公共体育场

地按狭义算不到 0.1平方米，即使是按广义算，也不超过

0.3 平方米。狭义，即指纯体育场地，例如，给人跳广场

舞等的广场、球场以及游泳池等。广义，即加上理论上可

以给人慢走的楼间道路等，实际上，由于社区是高层楼房，

人口密度高，车流和人流过密，道路宽度不够大，人们在

上面作锻炼性的慢走，因和他人互为影响，比率不高，跑

步等其他项目实践率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其次是管理不佳，体育项目配比以及收费场地和不收费

场地配比严重不合理。按科学和公理，体育场地应该分为三

种，第一种是高标准的竞技场馆，第二种是收费性的场地，

第三种是免费场地，其呈宝塔形态，即第三种为最大的基座，

第二层是第二种，顶尖这层是第一种，占比最小。在美国等

发达国家，社区内的体育场地，一般是免费的，因为这样才

能保证穷人也能利用，第二种场地由于是收费，设备较贵、

新且复杂，一般不在社区而是在公共街区，由私人投资运营，

供经济能力强又有需求的人使用，第三种一般人使用较少。

而在柳州和许多大城市的社区，却是人人可免费使用的场

地，例如，供小学生嬉戏，老人跳舞的广场也不敢完全没有，

但很少。本来可以免费使用的篮球场、排球场以及羽毛球场

却建设在屋内，以能收取使用费。游泳池因为换水、雇佣安

全员需要成本，收费情有可原，而供人们免费踢足球，掷飞

碟的草地，则几乎不曾见到，如果说没有土地，那为什么却

有土地建设非常小众，收费很高的网球场？ 

形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开发商在建设社区时，

是从商业利益考虑，虽然囿于政策强制，不得不建设一定

的体育场地，但尽量是选择能收费的项目，在对同一项目

如篮球场，可进行收费不收费的选择时，选择可收费。这

样，社区投入使用后，物业管理才获得经济收益，有的物

业管理本来就是隶属于开发商，即使不是，开发商卖给物

业公司也能挣到高价。而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对社区体育

场地的建设和使用，只是在审查社区建设设计时进行管

控，而在体育场地是多少、何项目以及在那里等抽象层面，

进行一次性大致审查，并没有强制规定不收费的占多少。

而有关人员由于多是建筑专业，不是体育专业或商业专

业，加上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收费和不收费场地的

配比这种非建筑安全的细致内容。也基于这一原因，事后

也没有对体育场地收费现象进行有效监督，社区居民由于

这不是像下岗、失业等一样的大事，也不会上访闹事，便

使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商轻易钻了漏洞。 

3  解决办法 

（1）建设多层楼房。这是在有限的土地面积内，扩

大体育场地面积最现实、迅捷的办法，在美国的大学，有

许多多层体育楼，在柳州、南宁等许多城市，民间人士已

开始实施这种做法，即在多层楼房里面建设体育场地出

租，例如，乒乓球、羽毛球、篮球、人造草皮的足球场以

及游泳池等。（2）组织科研人员和奖励人们发明新体育项

目。例如，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国民可以自由改变城市后，

居民密集度高，体育活动场地少，成了北京市突出的形态，

北京社区的老太太因此发明了气排球运动，由于其场地

少、运动量不太大、不易受伤、所需成本低微以及健身和

娱乐效果好的特点，几年内就风靡全国，在柳州是人们开

展率最高的运动项目之一。（3）对在社区内建设商业性健

身房，在税收等方面可以实行优惠。（4）要求有关建设审

批监督部门，强制社区开发商，在体育场地的建设中，免

费群众体育场地必须占到额定比例，必须建设历史事实证

明免费使用率很高的设施，如标准篮球场，其可兼作排球、

羽毛球场以及普通广场等，奖励建设草地小足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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