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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全过程工作机制探索
——以广东省社区体育公园为例

□　刘晓天，刘利雄，唐晓璇，许　刚

[ 摘　要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 ) 的通知》提出：到 2025 年，县 ( 市、区 )、乡镇 ( 街道 )、行政村 ( 社区 )
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在此背景下，广东省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社区体育公园的政府文件与标准
指引，并进行了实践探索。文章探析了广东省社区体育公园的“规划—选址—设计—建设 -—管理—运营”全过程实施工作机制，
提出了结合存量建设用地挖潜与土地复合利用的均衡布局规划方式，并基于场地功能综合化、场地空间效益最大化的场地设
计方法及部门联动的建设主体模式，探索引入企业参与的全过程工程建设与管理运营，以期为其他城市的实践提供建设指引。
[ 关键词 ] 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全过程实施工作机制；社区体育公园；广东省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1)24-0061-06　[ 中图分类号 ]TU984　[ 文献标识码 ]B
[ 引文格式 ] 刘晓天，刘利雄，唐晓璇，等．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全过程工作机制探索——以广东省社区体育公园为例 [J]．
规划师，2021(24)：61-66．

A Study of the Whole-process Working Mechanism of Community Fitness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Community Sports Parks in Guangdong Province/Liu Xiaotian, Liu Lixiong, Tang Xiaoxuan, Xu Gang
[Abstract]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ot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National Fitness Plan (2021-2025), 
three-level public fitness facilities and 15-minutes community fitness circles shall cover the county (city, district), township (street) 
and administrative village (community) by 2025. Given the above situation, a series of government documents,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have been formulat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experiences of whole-process practice have been gained. Combined 
with practic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whole-process mechanism of "planning, site selection, desig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community sports park, puts forward the balanced layout planning mode of tapping the potential of stock construction 
land and compound land use, and site design method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d compound use of site functions, maximizing 
site space benefits, and department linkage construction model, explores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peration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provides construction guidanc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other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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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2021 年 8 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 ) 的通知》发布，提出到 2025 年将实现

县 ( 市、区 )、乡镇 ( 街道 )、行政村 ( 社区 ) 三级公共
健身设施和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全覆盖，加大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供给等。2014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
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把全民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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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 ～ 2020 年国家
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以深入实
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建设健康中国和
体育强国。然而，各地在落实全民健身
战略的过程中，在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方
面普遍存在用地难、资金难、落实责任
主体难的“三难”问题，健身设施补短
板的任务仍然较重。

在这一背景下，亟需拓展建设贴近
社区、方便可达的社区健身场地设施。
社区体育公园指以体育锻炼为主要功能，
兼有社区公园文化休闲一般功能，具有
一定环境品质且向居民开放的公益性公
共空间，是具有代表性的社区健身场地
设施之一。在关于社区体育公园研究方
面，叶郁研究了体育公园的模式演变和
空间系统；潘裕娟等人对社区体育公园
的建设做了初步探索；刘骏等人结合重
庆的社区体育公园建设实践，探索了社
区体育公园的场地选址问题；徐勇等人
对社区体育公园中的人群使用效果进行
了研究。在实践方面，广东省是较早开
展社区体育公园建设实践的省份之一，
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府文件与标准指引，
积累了全过程的实践经验。本文结合《广
东省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指引 ( 第二
版 )》( 以下简称《指引》)、广东省《社
区体育公园建设标准》( 以下简称《标准》)
的编制与实践经验，探索了社区体育公园
的“规划—选址—设计—建设—管理—运
营”全过程实施工作机制，以期为其他地
区的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提供参考。

1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意义与
存在的问题

1.1 新时代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的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生活水平
得到显著改善与提升后，人民群众对运
动健身、休闲游憩、邻里交流等的需求
也日益强烈。因此，建设社区健身场地
设施的意义重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①在健康中国、全民健身战略背景
下，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迎来重大机遇；
②在新型城镇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需求的背景下，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带
来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关键契机；③在
新型城镇化要求提升城市品质的背景下，
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为“城市双修”、
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规划实践提供
了针灸式改造、多元共治的创新方向。总
而言之，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已成为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深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升城市品
质的重要抓手 ( 图 1)。

1.2 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存在的
问题

在宏观层面，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存
在布局缺乏统筹、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
问题，具体表现为：①中大型场馆多、
社区场地少；②布局不合理，部分体育
场地距离居住社区较远、交通不便，服

务半径与15分钟健身圈的要求相距甚远，
尤其是老城区作为较早的城市建成区，
用地权属、建设情况复杂，人口高度集中，
社区健身设施供给存在明显短板；③社
区健身场地设施与大型体育场馆、城市
绿道和碧道、各类公园等场地缺乏统一
规划，难以形成联动效应，虽然学校内
的体育设施较多、质量较好，但是向社
区开放程度低，不利于体育设施的充分利
用；④设施的品质参差不齐，不少场地存
在设施配套不全、配套趋同且缺乏特色、
建设标准不统一且缺乏管养、活动复合
性利用程度低等问题。

在实施层面，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建
设普遍存在用地难、资金难、落实责任
主体难的“三难”问题：①选址用地难。
由于缺乏系统性布局，城市新增建设用
地少，尤其是老城区土地资源稀缺，可利
用地不多。②资金来源难。社区健身场地
设施建设主要以政府推动为主，建设资金
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资金，缺乏社会资
金来源，政府的财政压力较大。③落实责
任主体难。工作机制的不成熟严重妨碍了
社区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一方面，以
政府为主的管理运营模式单一、专业性
不足；另一方面，政府内部各部门管理
权责不明确，且部门之间缺乏横向沟通，
建设实施缓慢、后期运维机制极不完善，
同时地方管护缺乏政策引导与支持，后
续发展动力不足。

2全民健身背景下社区健身场地设施
建设工作思路

(1) 统筹全民健身与人居环境系列工
作。

社区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要与国家
总体工作部署和人居环境品质提升工作
相结合，并加强与城市公共空间、各类
公共服务设施、各级公共绿地建设及城
市存量空间更新行动等的统筹联动，最
大化地提高设施建设的综合效益。

图 1  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与城市品质提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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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善顶层设计，建立全过程实施
工作机制。

探索符合现行工程建设的顶层设计，
建立地方“规划—选址—设计—建设—运
营—管理”全过程实施工作机制，从全
过程视角为落实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提供行动框架。

(3) 推进社区健身场地均衡布局与服
务均等化。

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民
健身设施补短板等需求出发，编制专项规
划、引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布局结构的优
化及制定配套用地规划，统筹公共服务供
给，保障社区级健身场地的可用空间。

(4) 弹性用地、精细设计、多方参与
保障落地与运维。

强化规划建设与管理运营过程中创
新理念的应用，如“居住生活圈”理念等，
通过弹性利用城镇存量用地、创新选址
方式，使场地设计精细化、场地功能综
合化，采用多方参与的建设运营模式、
引入企业运营的全过程工程咨询等措施，
从多个环节解决项目落地难、品质不高、
运维难持续等问题。此外，在全民健身
背景下社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须结合实
践逐步建立系统的实施路径。

3广东省社区体育公园全过程实施
工作实践

在国家全民健身、健康中国战略与
体育强省、政府工作报告等政策提出的
构建社区健身圈的要求下，广东省陆续
发布了《指引》和《标准》，明确了包
含规划选址、场地设计、建设管理运营
三大环节的社区体育公园全过程实施工
作机制。广东省自 2013 年正式启动社区
体育公园建设工作以来，截至 2020 年建
成社区体育公园达 2 716 个，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达 2.39 m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省社区体育公园建成后，政府在其中
开展了丰富的活动，社区体育公园设施得

到了较好的利用。同时，广东省对社区体
育公园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居民对社
区体育公园整体评价满意度达 97.14%。

3.1 规划选址
3.1.1 扩展多元用地，创新用地选址
方式

广东省社区体育公园的场地规划及

选址遵循综合利用、均衡布局、影响控制、
安全选址、公众参与和统筹建设6个原则，
并考虑到社区体育公园逐步建设的实际
需要，鼓励各市、县编制社区体育公园
专项规划，将专项规划中与选址的相关
内容纳入各市、县、镇国土空间规划的
详细规划中。

在具体规划中，为解决服务供给不

规模指标 大型社区体育公园 中型社区体育公园 小型社区体育公园

用地规模 /m2 ≥ 6 000 ≥ 1 500，<6 000 ≥ 400，<1 500
服务人口 / 人 50 000 ～ 100 000 15 000 ～ 25 000 5 000 ～ 12 000
建议服务半径 /m 800 ～ 1 000 500 300

表 1  广东省社区体育公园分类场地规模控制指标

主体 规划建设权责 运营管理权责

市建设和
管理领导
工作小组

统筹协调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
的各项工作

统筹协调社区体育公园运营管理的各项工作

政府相关
部门

体育部门：协同自然资源、文旅、
住建、园林部门，编制社区体
育公园建设的总体规划，采购、
安装体育健身设施及规范标识设
置。发改部门：负责立项和核定
投资规模。自然资源部门：负责
规划及用地的审查及报批；将社
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纳入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中，保障用地供应。
财政部门：落实计划投资，统筹
调配及监管项目的建设和管理资
金。住建部门或项目建设单位：
负责社区体育公园的项目设计、
编制预算及施工招标

体育部门：负责各类体育设施维护标准制定及日
常巡查监管；加强对各社区体育公园组织体育活
动的指导。文旅部门：制定文化活动的文明公约，
联合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共同开展文
化活动。住建、城管部门：负责市政设施维护标
准制定及日常巡查监管。园林部门：负责园林绿
化管养标准的制定及日常巡查监管。财政部门：
统筹协调社区体育公园运营资金，加强社会资本
引入指引。科技、经信部门：加强社区体育公园
智慧化、数字化运营指导，完善运营信息服务平
台

区级政府 — 对区级社区体育公园管理主体单位实施指导和监
管

街道 ( 镇 ) 结合居民意愿，初步确定选址 对街道 ( 镇 ) 级、社区级社区公园管理主体单位
实施指导和监管

运营主体
单位

— 对社区体育公园内市政基础设施 ( 道路、绿化、
照明、公厕等 ) 按标准实行专业维护管理；建立
健全社区体育公园日常运营的各项规章制度；明
确各社区体育公园具体运营管理人员；保持环境
整洁，植物生长正常，绿化符合观赏要求；指导
公众科学参与锻炼，文明使用设施器材；协调处
理各类纠纷及突发事件，维护社区体育公园公共
秩序；加强安全运营，建立健全文体场所及设施
器材检测和维修的快速反应机制，确保设施器材
完备、安全及运行良好；设置与环境协调的公园
名称、简易图示、文明标识及服务指引牌等

表 2  广东省社区体育公园各主体规划建设、运营管理主要责权划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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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编制社区
体育公园
布局规划

编制社区体育公园专项布局规划等相
关规划，将社区体育公园布局规划纳
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

省、市自然资源
部门、住建部门、
体育和文旅部门

省、市环保部门、水务
部门、园林部门，片区
管理机构

规划、用
地的审查
和报批

审批片区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与各
公园用地规划许可，保障项目建设用
地供给

市自然资源部门 市住建部门、环保部门、
水务部门、园林部门、
片区管理机构

公园项目
建设审批、
统筹

牵头负责社区体育公园设计施工方案
审查与报批，完善联合审图机制，制
定简化施工指引，制定评估评价实施
细则，保障项目建设品质与效率

市住建部门、城
管部门

市自然资源部门、环保
部门、水务部门、园林
部门，片区管理机构

资金落实
与统筹

落实计划投资，统筹调配及监管项目
的建设和管理资金，保障资金使用绩
效

省、市财政部门、
住建部门、体育
和文旅部门

省、市、各片区政府，
片区管理机构

建立一体
化信息平
台

依托省、市工程建设项目信息系统，
建立社区体育公园一体化项目库信息
平台，并建立健全覆盖建设单位、工
程勘测、设计、施工、监理等各类企
业和注册执业人员的信用信息体系，
落实各主体责任

省、市发改部门 省、市政务部门、自然
资源部门、住建部门

完善审批
管理体系

在国家和地方现有审批管理信息平台
的基础上，优化社区体育公园建设项
目联合审批系统功能和应用，完善审
批“一套机制”“一个窗口”

省、市政务部门 省、市发改部门、财政
部门、住建部门、自然
资源部门、工信部门

完善相关
法规制度
文件

起草与改革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制定、
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文件

省、市发改部门、
住建部门等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

省、市法制部门

制定并实
施配套制
度和培训
方案

制定并实施配套制度和培训方案，明
确对审批部门的工作要求及培训对
象、培训方式等，指导下级机关做好
下放事项的承接工作

省、市住建部门 各有关部门，各片区政
府

制定宣传
方案

各有关部门、各片区政府通过多种形
式及时宣传报道建设工作进度情况与
新的政策措施，加强舆论引导，做好
公众咨询、广泛征集企业和公众意见
等工作

省、市住建部门 各有关部门，各片区政
府

表 3  广东省推进社区体育公园建设实施工作任务分解建议

注：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明确任务完成时限、增加分解任务。

平衡、城镇存量用地紧张的问题，在场
地选址中融入“从独立占地扩展到附属
场地”“从闲置用地扩展到闲置空间”“从
单一功能场地扩展到多功能场地”“从
规则场地扩展到不规则场地”等新理念，
创新性地增加“以附属场地的形式”建
设社区体育公园，鼓励挖潜存量建设用
地。在遵循不改变土地权属、不改变土
地性质、不征用土地的“三不”原则及
安全可行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有或规
划中的体育场地、公园、社区内部活动

场地及屋顶、高架桥底等城市立体空间，
通过置入体育器材及场地、完善配套设
施、提升环境质量等方式进行社区体育
公园建设，实现土地的复合利用。同时，
鼓励探索利用学校、机关单位等其他类
别附属场地进行灵活选址。

此外，对散布在社区周边零零碎碎、
大小不一、利用率不高或垃圾乱堆的边
角地、插花地、街头绿地及其他未利用
地等进行清理和改造，并根据场地的区
位、面积、地形和现状设施等条件因地

制宜地建设社区体育公园；以促进全民
健身为目的，不过分追求体育锻炼场地
尺寸的规范性，建设一批不规则足球场、
笼式足球场、足球墙和网球墙等非标准、
不规则的体育场地。
3.1.2 融入居住生活圈理念，对场地
进行分类和规模控制以实现均衡布局

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  50180—2018) 中关于 15 分钟生活圈
居住区、10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5 分钟
生活圈居住区三级居住区配套设施的规
划建设控制要求，结合社区体育公园的
总体建设目标、场地设施构成与组合规
律，广东省将社区体育公园按建设规模
划分为大型社区体育公园、中型社区体
育公园、小型社区体育公园 3 种类型，
其步行服务半径和服务人口对接《城市
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中各级居住区的控制规模，以实现社区
健身场地设施的均衡布局 ( 表 1)。
3.1.3 选址过程保证充分的公众参与

为建设居民真正想要的社区体育公
园，在选址过程中，需制定运动设施“菜
单”让社区居民进行投票，“菜单”包
含了尺寸灵活的篮球、足球、羽毛球、
门球、广场舞场地、儿童乐园和健身器
材等类型多样的运动设施，将得票最高
的前三项运动设施定为必建内容，排名
在第四及以后的运动设施则由政府根据
全区社区体育公园情况进行统筹考虑。
在社区体育公园施工过程中，现场设有
公园平面图展示区并留有设计和施工单
位的联系方式，若收到居民意见，设计
和施工单位将会协商解决办法，禁止采
取教条式的“零变更”方案做法。

3.2 场地设计
3.2.1 综合化场地功能，最大化场地
服务能力

基于场地功能综合化与复合使用的
要求，广东省社区体育公园以群众性体
育健身为主要功能，兼具社区公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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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休憩交往等一般功能。由此，《指
引》提出了体育健身设施、文化休闲设施、
配套服务设施、绿化与环境设施四大类
场地功能要素，并分别明确了设施设置
要求及分项设计指引，以实现场地空间
效益的最大化。
3.2.2 完善场地设施布局模式，精细化
场地设计

广东省社区体育公园建设基于《标
准》与《指引》中的场地功能与面积要求，
确定场地与相应设施的选择指引，并根
据相关技术标准对一般场地与特殊场地
的各类功能要素进行布局，针对不同规
模和功能构成的社区体育公园，分别对其
内部各类场地设施的组合方式提出相应的
典型布局模式，包括一般场地中的小型、
中型、大型场地和特殊场地中的高架桥底、
屋顶场地的用地功能布局与环境意向，并
形成精细化的场地设计指引 ( 图 2)。

3.3 建设管理运营模式
3.3.1 部门联动，明确主体权责

结合国内外先进经验与本省实际，
广东省社区体育公园实践采用了“政府
主导、部门协作，市场参与”的工作机制。
在实际建设管理运营中，强化部门联动
的建设主体模式，明确各主体在规划建
设、运营管理中的主要责权 ( 表 2，表 3)，
以保证工作任务分解清晰，减少横向沟
通障碍，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与持续运行。
3.3.2 企业参与下差异化工作模式

广东省积极探索引入企业参与社区
体育公园的全过程工程建设与管理运营，
在运营与管理工作中将社区体育公园分
为中小型和综合型 ( 大型 ) 两大类型，并
分别采用委托或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
业的运营管理机构等差异化的运营管理
工作模式，以适配多元的场地设施特征
与大众需求，为企业参与提供更有激励
性的环境。在建设资金方面，可接受社
会资本捐赠或由社会资本全额承担建设
费用，并拓展资金来源 ( 表 4)。同时，

图 2  高架桥底社区体育公园典型用地布局示意

图 3   广东省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与管理运营流程指引

街道 ( 镇 ) 结合居民意愿，初定选址

自然资源、体育、住建、园林等有关职能
部门实地查勘，研究确定选址可行性

自然资源部门核查选址地块的土地权属等
情况，政府负责协调有关矛盾

对初步确定的选址进行公示，征求街道
( 镇 )、周边居民等相关利益方意见

将确定的选址纳入建设专项规划，政府依
据规划明确各选址建设计划

体育部门协同自然资源、文旅、住建、园林部门
负责社区体育公园建设专项规划的编制、审查和
报批；
发改部门负责项目立项和核定投资规模；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选址用地审核、规划审批；
财政部门负责落实计划投资，统筹调配建设资金
及资金监管

街道 ( 镇 ) 负责本辖区社区体育公园的日常管理
工作；
体育部门负责体育健身设施的后期维护，建立体
育健身场所及设施使用情况的报送反应和巡查检
测机制，进行组织体育活动的指导；
住建、城管、园林部门制定市政基础设施管养、
园容卫生管理的标准及检查验收制度；
公安、民政、交通、环保、文旅、卫生、宣传、科技、
经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推进社区体育公
园建设和管理工作

住建部门或项目建设单位负责项目设计、编制预
算及施工招标；
体育部门负责规范社区体育公园标识及体育健身
设施的采购、安装

委托专业设计机构，对近期拟建的选址进
行方案设计

设计方案公示，征求选址邻近区域居民等
相关利益方意见

根据公示意见确定设计方案，政府组织实施

场地投入使用，按照本指引有关要求进行
管理

结合居民使用情况，强化维护，保障正常、
持续运行

可通过引入企业运营等方式，解决因实
施主体权责不清、专业化不足导致的社
区体育公园前期推进难、后期运营管理
难、建设品质不高等问题。

3.3.3 社区自治下建立长效发展机制
在多方参与建设管理运营的框架下，

强化公益导向与长效发展。一方面，结
合公园运营需求，组织丰富的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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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园的综合社会效益及服务供给水
平。另一方面，倡导社区居民共用共管，
加快构建社区自治机制，并通过新媒体
信息平台，拓宽公众表达需求与检验政
策绩效的渠道，激励与强化社会监督，
真正建立长效的运维、发展机制和全过
程工作机制 ( 图 3)。

4结语

补齐社区健身场地设施短板是落实
全民健身、实现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全覆
盖目标的重要任务之一。广东省在国家、
省级政策要求及全省系统行动的顶层设
计框架下，探索了社区体育公园的“规划—
选址—设计—建设—管理—运营”全过程
实施工作机制，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践。
具体措施包括结合存量建设用地挖潜与
土地复合利用的均衡布局规划方式，基
于场地功能综合化、场地空间效益最大
化的场地设计方法，以及部门联动的建
设主体模式，探索引入企业参与的全过
程工程建设与管理运营，为加大社区健
身场地设施供给形成了地方可操作的建
设指引与实施路径。在未来的规划与建
设实践中，广东省还需深化完善社区健
身场地设施布局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
衔接，进一步探索企业等社会资本参与
机制、社区场地设施长效运维机制的优
化策略，结合设计手法的更新换代，拓
展多元空间的复合利用方式，为补齐全
民健身服务供给短板提供更多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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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特征 运营模式 运营资金来源

用以满足大众运动需
求 的 社 区 体 育 公 园
( 小型、中型 )

公益性、免费，设施
配套大众化

政府主导，可通过委
托或政府购买服务确
定运营管理主体

以地方财政为主，可
接受社会资本捐赠

综合型社区体育公园
( 大型 )

高品质、规模大、功
能综合、配套服务多
样化、运营成本高

在政府指导下，引入
专业的运营管理机构

社会资本全额承担或
部分承担，地方财政
扶持

表 4  广东省社区体育公园差异化运营管理模式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