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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篇文章在调查研究我国高校体育场馆运营及管理现状的基础上，

对高校体育场馆管理与运营过程中提出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积极探索出

符合现在我国高校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发展需要的模式， 合理开发利用高
校体育场馆设施这些健身资源，在给高校带来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满足

社会体育需要，为全民健身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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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大都为成年人，因此高校体育场馆的体育设施也为
成人体育设施，且高校的体育设置都按照全校学生的体育需求而
建设，其设施的建设相对于社区及其他中小学来说较为齐全。这
些较为齐全的设施能够服务于高校的体育教学与训练以及全校
师生的课余锻炼。高校的体育资源并不是所有时间都有师生进行
应用，造成了很多冗余和空闲。随着高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
体育场馆与周边社区之间的资源共享的趋势越来越大。学校的体
育场馆设施不仅能够帮助周边社区的居民健身达到一定的好处，
还能为学校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同时周边居民健身行动的开
启，还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健身行动的进行。本文通过我国高校
体育场馆开放的必然需求，体育场馆发展的现状及问题及如何提
高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等方面，对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进行分
析。 

1 我国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必然条件 
1.1 高校体育场馆的使用情况介绍 
通过全国体育场馆普查，到 2018 年 10 月，我国现有体育场

馆 110 多万个，其中教育系统体育场馆有 75 万多个，为全国体
育场馆总数的 68.3%，高等院校的场馆有 3.5 万多个，占全国体
育场馆总数的 3.2%。 

高校的体育场馆，主要用于高校的体育教学及学生的体育锻
炼。通过实际调查了解到，当前我国高校的体育场馆的使用存在
一定的特殊性。在每年的学期末及寒暑假约有 5 个月时间是闲置
的。十月一，五月一等小长假，大部分学生都回家或外出旅游，
致使学校的体育场馆的使用率也较低。晚上的校园体育场馆的使
用率较高，但早上和周六日体育场馆的使用率较低。因此，学校
的体育场馆的利用主要是周一至周五的体育课和周一至周五的
晚上，周六、日及寒、暑假等假期学校的体育场馆利用率较低，
适合全面面向周边居民开放。 

1.2 周边社区的体育场馆的需求 
当前我国高校的占地面积较大，人数较多，良好的教育资源

很容易带动周边社区的发展。周边社区人群的密集程度较高，且
很少有较为健全的体育配套设施，因此一般小区的配套设施是很
难满足人们体育运动锻炼需求的。高校的体育场馆教学配套设
置，完全符合周边居民的需求，也能够有效提高周边居民的生命
生活质量。很多高校校园的暴走，火爆的羽毛球、篮球场馆为全
民健身起到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对于周边居民来说，高校体育
场馆的开放，为他们提供了愉快的体育运动殿堂。 

2 高校体育场馆运营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当前我国高校体育场馆运营的现状 
正常我国高校体育场馆的建设都是由国家财政进行拨款的，

承担着培养大学生全面发展的任务。但除了国家财政拨款建设
外，体育场馆还存在后期的场地维护的大量资金的空缺，后期的
场馆的维护不可能全部通过国家拨款来完成，因此。只靠国家投
入而不产出的这种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是不可能有利于体育场
馆的存在和发展的。因此当前我国高校的体育场馆，必须走市场
化运营管理的道路，用体育场馆来创造经济效益，才能满足体育
场馆的维护资金的需求。通过调查，当前我国高校的体育场馆一
半以上已经走上运营管理的道路。 

2.2 当前我国高校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存在的问题 
但是存在运营管理关键薄弱，只靠羽毛球、网球等场地收费

这种单调的模式进行运营，其经济收益并不是很大。各大高校的

体育场馆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且管理制度都不完善，并且缺乏
专业的管理人才，体育场馆的管理基本是领导一句话，体育教师
或外聘的一些看馆的大爷大妈进行管理。也有一部分高校在积极
地进行运营，但由于接待消费群体的同时处理不好与学校教学的
关系，常常出现接待时间与教学时间相冲突，导致与学校教学口
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学校取消了体育场馆的对外开放，造成了资
源的浪费。 

3 高校体育场馆有效运营管理的建议 
3.1 招募管理人才促进高校体育场馆运营管理。 
高校的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应该注重利用高校的资源。充

分利用体育管理、体育竞赛及业务能力强的高校体育教师队伍或
更好的管理人才。有效地对体育场馆的出租运营，竞赛运营，培
训运营等多方面拓宽渠道，打造高品质的市场需求，为体育场馆
开拓更多的运营项目，更好地为场馆的发展服务。 

3.2 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促进高校场馆有效运营。 
管理制度是场馆长期有效发展的有利保障，能够有效地保障

场馆合理有效的进行运营。如收费标准、入馆要求及协调高校体
育课程与盈利收入的外来人员的关系等多种管理运营保障，能够
有效地促进场馆发展。 

3.3 增强创新意识存进高校体育场馆市场化发展 
对于高校体育场馆的发展，应该不断的根据社会发展的形式

及需求进行体育场馆运营模式与项目的创新，使体育场馆的发展
符合社会的需求。 

4 结论：我国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成为其生存与发展的必
然趋势，但其运营管理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体育
管理人才聘用，场馆管理制度的完善及市场运营的开发。 

5.建议：国家出台有效的高校体育场馆开放制度的法律法
规，以及高校管理注重等方式来促进高校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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