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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全运会体育场馆建设与创新运营
张乐强

西安石油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第 14届全奥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该体育馆建筑面积为 52万平方米，建设投资金额为 79亿元。

根据赛事需求，体育馆主要建设了三个部分，包括核心区、配套区和市政基础设施，不仅交通便利，且景观优美，有很大的开发

潜力。在全运会结束后，该体育馆可以成为西安市核心区域，通过现代化的建设和市场化的运营，可以充分发挥体育馆的各项资

源优势，全民健身、健康生活、体育娱乐等需求，为当地体育、文化等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场地。本文对赛后全运会体育场馆

建设进行分析，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创新运营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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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4th National Olympic Games was held in Xi'an Olympic Sports Center, Shaanxi Province. The stadium has a building area

of 520000 square meters and a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of 7.9 billion yuan.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event, the stadium is mainly

constructed in three parts, including the core area, the supporting area and the municipal infrastructure. It has not only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but also beautiful scenery, which has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After the National Games, the gymnasium can become the

core area of Xi'an. Through modern construction and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it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various resources

of the gymnasium,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fitness, healthy life and sports entertainment, and provide a good ven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ports, culture and other indust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venues for the National Games after the games,

and puts forward innovative means of oper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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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届全运会举办都要建设专门的赛事场馆，不仅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还会耗费许多时间。如果全运会赛后体育馆没有

得到充分的利用，会造成资源和资金的浪费。所以，在赛事结

束后，应该根据需求进行体育馆建设，并且采取创新性的运营

方式。以西安市举办的第 14届全运会来说，场馆建设投入大

量资金资源，根据西安市近几年举办各种大型赛事的经验，建

设了符合全运会需求且可以持续发展的体育场馆。为了在赛后

充分开发和利用体育场馆，我国出台了许多扶持政策。在赛后

建设和运营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政策优势，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借鉴其他大型体育馆的建设经验，采用多元化的运营模

式，深入挖掘体育馆的运用价值，提升体育馆的建设和运营效

益。

1 赛后全运会体育场馆建设与运营现状

以西安奥体中心项目为例，对赛后全运会体育馆建设与运

营现状进行分析。该体育馆位于国际港务区，由“一场两馆”

组成，即一个主场馆和两个副场馆（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

整体空间布局和当地空间战略布局有密切关系，主要划分为三

个区域，根据当地市政规划，沣渭新区的结构布局会采用“一

城、两带、三镇、四区”的形式[1]。其中，奥林匹克小镇的建

设尤为重要。在全运会结束后，该地管委会将建立专业的体育

资产运营管理公式，采用市场化的管理经营模式，逐步构建国

际化大都市体育中心，为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居民体育运动、

体育娱乐等公共活动提供空间。

1.1赛后利用

奥体中心为满足全运会需求，不仅建筑规格符合标准，且

具备各种先进的器材，赛后主要用于各类赛事活动、专业训练、

大型比赛。为确保场馆内的人员安全，专业场地不会对外开放。

例如，水深达到 6m的专业游泳馆不面向社会开放，只为专业

游泳队员训练提供[2]。周边建筑根据城市空间格局构建，充分

展现了区位优势，同时利用便利的交通，使体育馆辐射更多居

民人口。该区域人口密度较大，场馆采用由点及面的辐射方式，

使区域内的居民有了更好的健身场地，有助于居民健身意识的

增强。在全运会结束后，采用统筹细化的发展规划方式，将建

设“东部体育特色小镇”作为建设目标，发挥体育馆的场地以

及设施优势，对当地体育事业、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大

的带动作用。与此同时，深入探索旅游、文化等产业，通过融

合其他产业，增加体育馆的功能性，提升体育馆利用价值，尽

可能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1.2建设资金

作为全运会主会场，当地政府通常会无偿提供体育馆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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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由陕西省财政部门和西安市财政部门共同规划出资。

在实际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引入大量社会资本，采用 PPP建设

模式，广泛筹集建设资金。从资金投入的情况看，社会投入和

政府投入比例相同。在建设初期，改变了融资方，不再采用政

府单独投资的方式，而是采用社会团体合作投资建设的方式，

创新性地运用了市场化融资模式，使体育馆可以进行市场化的

运作。目前来看，体育馆运营面临很多挑战，为保障体育场馆

利用率，就要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为后续经营提供更多资

金支持。

1.3经营管理

在场馆规划阶段，着重对场馆的功能、地理位置进行分析，

为赛后运营和利用提供便利，使场馆在赛后有更好的利用率，

可以自主营收。可以通过地铁到达场馆，14号线可以直达，2、

3、4号线都可以通过换乘到达。便捷的交通使场馆可以收获更

多客流。在建造前，采用多元化的设计方案，充分发挥地理、

科技、交通等优势，同时结合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可以提供全

民健身、展览服务、赛事活动、对外租赁等服务，满足各类使

用需求，确保场馆的经营效益。

2 全运会体育场馆所在地居民需求分析

为了提升体育场馆的利用率，使体育场馆的建设与运营更

加合理，需要了解居民需求，然后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设计具

体的建设与运营方案。

2.1体育消费需求

调查显示，如果采用免费、非正规场所、转播收看三种方

式观看居民喜爱的体育活动，则有 36%的居民选择免费观看的

方式；64%的居民愿意付费观看。不仅如此，愿意在非正规场

所观看或锻炼的居民仅占 23%，可见大部分居民更愿意选择正

规场所观看比赛或进行锻炼；在观看渠道方面，34%的居民选

择转播，66%的居民愿意现场观看。可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升，人们对现场观看体育赛事、在正规场所进行体育活动的需

求更高。

2.2交通出行需求

通过调查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居民不去现场观看比赛是

因为交通不便，约占 38%；此外还有 27%的居民认为现场门票

消费过高。有一些居民虽然选择现场观看，但因为距离较远，

难以看清比赛情况，所以更倾向直播或转播。少量居民出于其

他原因。可见，交通的便利性是影响居民是否到场馆参与活动

的主要原因，也是建设和运营的主要内容。

2.3功能服务需求

调查显示，当地居民普遍支持体育场馆在赛后对社会开

放，可以利用场馆举办大规模赛事、演唱会等活动。39%的居

民接受合理收费；27%居民接受在场馆中观看或参与大型体育

赛事；24%的居民倾向于开展文艺活动；10%的居民选择免费

开放。可见，居民普遍认可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同时也认可场

馆利用自身资源和设施优势开展商业活动。

3 赛后全运会体育场馆建设与运营策略

3.1改革体育场馆管理体制

在全运会体育场馆建设与运营方面，为了提升体育场馆的

利用率，应该转变传统的观念，全面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结合西安市奥体中心赛后建设与运营经验，应该坚持自主经营

和自负盈亏的原则，结合自身优势拓展各类经营项目，包括文

艺演出、体育培训、企业招商等等，强化场地独立运营能力，

采用市场化、企业化的管理模式，为居民提供综合性服务，提

升场馆运营效率，使其可以获得更多经济收益[3]。应该减少政

府部门的干预，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详细划分职责界限，确

保大型赛事顺利举办的同时，也要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支

付各类费用，使场馆可以自负盈亏。与此同时，应该强化经营

和服务意识，转变传统被动、消极的经营思想，应该建立积极、

主动的服务模式。可以构建企业化的激励机制和绩效工资体

系，提升场馆经营人员、服务人员、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使场馆建设与经营既可以满足社会效益，也能够深入市场，挖

掘更多商业机会，获取更多经济效益，实现“以馆养馆”。

3.2提升体育场馆经营能力

在体育馆赛后的建设经营中，可以结合国内外优秀的经营

案例，分析体育馆的资源优势，创新经营项目，拓展经营种类，

从单一的训练服务、全民健身，逐步发展到休闲娱乐、餐饮购

物、文化表演等多种服务功能的复合型经营模式[4]。结合现代

居民的需求，采用多元化的营销策略，以体育赛事、大众健身

为主，通过核心项目和主要活动招商引资，促进培训、会展、

赛事等资源的相互融合，吸引更多人流量。尤其要加强品牌赛

事活动的建设，打造赛事主场文化[5]。例如，可以建设主场队

伍，建设品牌文化，筹备可以彰显场馆特色的体育活动，吸引

赞助商投资体育赛事，积极申请国家级、省级、市级等不同等

级的赛事活动，提升场馆知名度。

3.3建设体育场馆运营团队

为了提升运营水平，还需要建设优秀的运营团队。首先，

应该培养专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如果体育场馆缺少专业的经营

管理人才，则很难实现运营方式的创新，场馆内的各项资源得

不到充分的利用。所以，要加强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根据建设

与运营目标构建专业化的团队。一方面，应该鼓励运营团队学

习国内外优秀的大规模体育场馆运营经验，可以到现场规模学

习，同时开展专业的培训方式，不断强化运营团队的专业实力；

另一方面，可以选聘更多优秀的管理人才，采用面向社会公开

招考、公开招聘的方式，获取更多有能力、有经验、有技术的

专业经营管理人才；其次，可以引进第三方单位[6]。在专业机

构的辅助下，深入开发场馆资源，构建更加完善的经营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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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使场馆的区位布局更加合理，同时进行市场调研，根据市

场需求、结合场馆优势，制定创新性的经营方案；最后，激发

职工创造性，提升职工的服务意识。为此，不仅要加强教育培

训，还要建立完善的奖惩和考核机制，做好职工的管理和激励

工作，使职工可以主动创新、认真完成各项经营工作。

4 结语

综上所述，为满足全运会赛事需求，体育场馆会投入大量

资金、资源进行建设。在全运会结束后，如果场馆得不到充分

有效地利用，则会造成大量资金和资源的浪费。所以，要加强

赛后体育场馆的建设与运用。需要采用创新性的建设与运营方

式，结合场馆自身优势和当地居民需求，不仅要改革管理体制、

提升经营能力，还要培养优秀的经营团队，使场馆经营模式、

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提升场馆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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