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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圈层结构下的城市体育设施精准配置
与规划思路
——以长沙市为例

孙思敏，丁国胜，阳国万，王睿曈，程志萍

[摘　要]顺应数字化转型发展趋势，以促进体育设施与体育服务精准配置、推送，提升全民健身运动的科学性为宗旨，在
长沙市构建“15 分钟生活圈 +15 分钟运动圈”的双圈层体育设施专项规划结构体系，促进人—地—设施协调统一，从创新设
施配置单元、优化服务评估方式、匹配多元健身诉求、实现动态跟踪配置等方面建立起更加精准、集成和智能的全民健身运
动设施配建技术范式，以期为城市其他公共设施配置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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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e Configuration and Planning of Urban Sports Facilities Based on the Double-circle 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Changsha/SUN Simin, DING Guosheng, YANG Guowan, WANG Ruitong, CHENG Zhiping
[Abstract] To promote the precise configuration and service of sports facilities and enhanc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national 
fitness sports, a double circle(15min life circle and 15min sports circle) sports planning structure is proposed for Changsha, which 
promotes the harmonization of people-place-facility, and tries to establish a precise, integrated and intelligent technical paradigm 
for the allocation of national fitness sports facilities in terms of innovating facility allocation units, optimizing service evaluation 
methods, matching multiple fitness demands, and realizing dynamic tracking configuration,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other public 
facility configurations in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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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社区体育设施配置的规划建设目标与方向，注重
就近供给和大力培养体育人口 [2]，综合考虑设施的选
址、规模、内容，使其既服务于比赛，又兼顾引导
社区居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满足人们的休闲活
动需求以及提升设施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形成了以
体育设施为中心的社会化健身网络 [3]，并借助新的技
术手段动态更新设施类型，完善设施配套 [4]。

1　城市体育设施发展的问题

1.1　城市体育设施发展概况
大众体育运动在国外十分普遍，欧美等发达国家

的体育场馆现代化水平较高，其公共体育设施已经得
到普及 [1]。同时，这些发达国家在公共体育设施的建
设布局过程中，根据本国不同时期的体育需求实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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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体育设施专项规划经历了设
施布点引导和用地法定落实两个主要发
展阶段，对城乡空间要素的统筹作用日
益凸显 [5]。然而，我国当前的体育设施
专项规划更关注宏观规划布局与标准制
定，大多是围绕配建等级、配置规模、
人均指标、服务半径等展开编制的。目
前已有许多学者使用大数据分析方法来
优化体育设施配置。例如：蒙可斌 [6] 从
供给方面思考体育设施的优化配置方
法；侯英姿等 [7] 基于 POI数据分析天津
市体育设施的空间格局，提出体育设施
对交通和餐饮设施有空间依附性；蔚芳
等 [8] 提出了基于 2SFCA法的杭州市体
育活力空间可达性评价方法，通过完善
规划标准，改善供给与需求不平衡地区
的公共体育活力空间现状；刘晓天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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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目前鲜少有研究从人
的需求出发探讨“以人为本”的体育设
施规划策略 [10]。

1.2　我国城市体育设施发展的强
不适应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体育设施发展主要

面临以下强不适应问题。
(1) 体育设施配建与运动人口分布

在空间上存在错位。我国的体育设施专
项规划由体育局牵头组织编制，体育用
地规划以行政分区、规划人口总量为依
据，无法获得具体的人口分布信息，导
致体育设施配置与人口分布存在空间错
位。同时，体育设施专项规划仅考虑体
育用地规划及体育用地上的设施配建，
对城市其他用地上的体育设施配建疏于
研究。
(2)体育设施配置不能精准对接服务

人口的运动需求。各类体育活动场地建
设和体育器材的购置都是按照统一的标
准进行的，没有考虑区域人群的年龄、
性别、运动习惯、身体状况等，无法精

准对接运动人群的需求，难以实现体育
设施的差异化配置。
(3)体育设施未能结合周边的要素进

行配置，无法实现效能最大化。传统的
体育设施专项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忽视了
城市周边的要素，未能在追求现代体育
运动社会功能效益的基础上，实现体育
设施整体效能最大化。
综上可知，要促进体育产业全面、

融合、创新发展，就需要在实现体育设
施公正配置、全面覆盖的基础上 [11]，消
除体育设施供给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强不
适应性，精细化、灵活性地考虑各个城
市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个体之间的差
异性，为不同居民或健身群体量身定制
设施配置方案 [12]，以激发广大群众参与
体育活动的热情。基于此，本文尝试探
索人—地—设施协调统一的体育设施配置
方式，以高效利用城市存量用地，精准
对接运动人口的体育服务需求，推动我
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2　双圈层结构的概念内涵及其
引导下的城市体育设施配置内容

2.1　概念内涵
双圈层结构以圈层结构理论为基础，

由“15分钟生活圈”和“15分钟运动圈”
构成。“15分钟生活圈”指居民步行
15分钟可满足其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的
居住区范围，该圈层内包含体育健身等
多种居住配套功能，是未来社区建设的
基础，也是打造健康社区的基本单元[13]。
本文基于“15分钟生活圈”，从人的尺
度和运动需求出发，在一定的物质条件
约束下寻找空间与健身之间的最佳匹配
路径 [14]，挖掘体育产业潜能，鼓励特色
体育产业的发展，致力于实现多元体育
服务的动态、精准推送。“15分钟运动圈”
范围为车行15分钟可达的常住人口为
25万～ 35万的片区，一般由若干个联
系紧密、体育服务类型相似的“15分钟

生活圈”构成，服务半径约为4 km，且
区域内至少有一处街道级以上的独立占
地的体育用地，是营造体育健身氛围、
指导掌握健身基础内容的功能单元。在
“15分钟运动圈”内应结合独立体育用
地及其体育场馆配置健康督导站，并以
健康督导站为中心统筹社区体育设施规
划建设。

2.2　双圈层结构下的城市体育
设施配置内容
双圈层结构下的体育设施配置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15分钟生活圈”为基本单元，

以服务大众健身、培育运动人口为目标，
重点关注社区级体育设施的配置，根据
社区现状情况与基础条件等，划分基础
型、提质型、特色型等3种不同类型的
生活圈，并对不同类型生活圈内的特色
体育设施种类选择以及各年龄段人群偏
好的体育设施的配建内容等进行引导。
(2)以“15分钟运动圈”为基本单元，

以服务体育赛事、提升体育技能为目标，
重点针对“15分钟运动圈”内的省(市)、
区 (县 )、街道 (镇 )等 3个层级的体育
用地及其设施进行规划管控；根据规划
人口数量对“15分钟运动圈”内的体育
设施配置总量等进行宏观把控；结合体
育用地合理布局健康督导站，为大众体
育设施建设提供专业指导。

3　双圈层结构下的体育设施规划
思路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双圈层结
构下的体育设施规划思路。
一是基于“以人为本”的体育设施

双圈层结构及体育设施的布局，优化体
育设施的配置，精准推送体育服务。打
破传统规划设计以行政界线、人口规模
为主要配置依据的规划模式，基于人口
分布的手机信令数据与城市体育设施P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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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体育设施专项规划的法定地位；
2021年，笔者的团队率先在长沙市探索
“以人为本”的体育设施精准与动态配
置范式，并构建智慧体育平台，尝试以“专
项法定+平台管控”的方式提高体育设
施配置的科学性与经济性。
根据长沙市第七次全国体育场地普

查的结果，提取长沙市市域范围内体育
设施建设的相关数据，利用传统规划手
法，分区域对长沙市现状人口、现状体
育用地、现状人均体育用地面积、现状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等进行分析，对标规
划总人口和人均体育用地、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得出体育设施缺口。结果显示，
长沙市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87 m2，
虽距离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图1　体育设施精准与动态配置研究思路与技术框架图

点布局，利用GIS 分析明确设施配置
聚集区与人口集中活动区的中心，并以
该中心为出发点依据步行模拟路径形成
“15分钟生活圈”[15]。在划分“15分
钟生活圈”的基础上，构建以提供全面
均衡的城市体育公共服务、全民健康监
测与运动指导为基本目的的“15分钟运
动圈”。同时，利用大数据对体育设施
与运动人口体育数据进行跟踪复核，为
后续体育设施与体育服务的精准配置和
动态更新提供支持。
二是基于大数据应用技术的现状和

规划的体育设施布局，构建体育设施与
城市体育环境、运动人口及其运动类型
关系的评估体系。首先，分析城市人口
结构，以及城市健身人群的总量、性别、
年龄、分布位置与密度、身体状况、健
身方式与习惯等基础数据，进行运动人
口分布和体育设施利用率的空间耦合性
与需求匹配度分析。其次，评估规划的
体育设施与城市运动人口健身需求的匹
配度，结合城市周边运动环境与运动条
件，有针对性地配置地域性的体育设施。
三是围绕城市及其不同区域双圈层

结构下的体育设施发展目标与特色条件，
制定基础型、提质型、特色型体育设施
配置标准，指导体育设施的多元化、差
异化配置。根据大数据在城市体育设施
规划建设领域的应用情况，结合城市运
动风险评估和国民身体健康监测与运动
需求分析，以集约节约城市用地、精准
对接市民体育健身需求为宗旨，优化组
合与配置体育用地上的体育设施 (含场
馆 )类型，并有效引导体育设施在城市
其他用地上的合理配置。
四是根据城市体育事业全面、融合、

创新发展的要求，在实现双圈层结构下
的体育设施精准配置的基础上，研发智
慧体育规划管理平台，进一步实现对体
育设施调配的动态监管。该平台通过城
市人口画像聚焦多元运动需求，以城市
空间发展数据、体育设施现状与规划指

标等相关数据为支撑，以实现规划全周
期管理为目标 [16]，以构建包括领导驾驶
舱、“一张图”应用、规划审查、规划
监管、分析评估在内的信息化应用体系，
从而实现体育设施的智慧化规划管理与
动态配置。见图1。

4　长沙市体育设施优化配建规划
实践

长沙市于2010—2015年完成独立
体育用地与非独立体育设施规划体系的
构建与标准的制定 [17-18]，为形成适宜长
沙城市发展与经济条件的体育设施配置
打下了坚实基础。2016—2020 年，长
沙市完成了体育设施法定化工作，大大

基于运动需求的双圈层结构刚弹性
体育设施精准与动态配建指南

体育设施精准与动态配建应用模块

基于大数据应用的长沙市体育设施专项规划及其体育设施精准与动态配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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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沙市“15 分钟运动圈”划定结果示意图 

路径。以设施等级判定设施服务半径的
方式不可取，除去大型赛事，体育设施
日常服务能力与设施等级缺乏直接关系，
反而与场所环境、交通条件、设施效益
等息息相关。通过加权归一化公式，构
建公共体育设施吸引力评估模型，将设
施按吸引力大小分为高、较高、一般、
低等4个等级，并分别对应1 500 m、
1 200 m、800 m、500 m的服务半径。同时，
利用ArcMap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首
先通过缓冲分析工具对所有公共体育设
施进行对应的服务半径缓冲区处理，其
次将缓冲区边界与人口数据进行叠加，
分析不同吸引力的体育设施对应的服务
人口的类型、设施覆盖状况与整体水平
(图 4)。
(3)优化基于不同人群健身偏好与运

动能力的评估路径。从国家体育总局发
布的《全民健身指南》来看，不同年龄

2.5 m2 的目标尚有差距，但略高于全国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86 m2)；根据设
施等级粗略划分不同的服务半径，利用
GIS对现状体育设施服务覆盖率及城市
人口分布进行耦合性分析，得出以下两
个结论：长沙市建成区内体育设施覆盖
水平为71.5%，可以服务90.6%的人口；
体育设施与人口的整体耦合性较好，服
务覆盖水平较高。然而，利用双圈层结
构下的体育设施配置精准评估范式进行
分析后发现，长沙市体育设施错配现象
普遍存在。

4.1　创建双圈层结构下的体育
设施规划结构，细化体育设施精细
评估模型
(1)划定双圈层结构下的体育设施配

置基础单元。基于普适性和科学性划定
“15分钟生活圈”(图 2)，原则上每个

生活圈单元居住人口在2万～4万；每
个生活圈单元面积大于1 km2 且尽量不
跨越各类行政辖区界线；不跨越城市主
干路、快速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
根据城市相关规划、生活设施POI分布
等进行修正。在“15分钟生活圈”的基
础上，通过泰森多边形聚合分类，将长
沙市都市区内的居住用地与独立占地的
街道级以上的公共体育设施进行连接，
并划分“15分钟运动圈”(图 3)，原则
上每个“15分钟运动圈”单元通过合并
相邻生活圈得到，每个“15分钟运动圈”
单元至少有一个街道级以上独立占地的
综合性公共体育设施，每个“15分钟运
动圈”单元面积约为15 km2且不跨越区
县界线。最终，将长沙市都市区划分为
449个“15分钟生活圈”和112个“15
分钟运动圈”。
(2)优化体育设施日常服务能力评估

“15分钟生活圈”
“15分钟运动圈”

图例

原始社区边界 
  617 个单元 

自动生成 

初步划定“15分钟生活圈” 
1 016个单元 

合并外围街道，
平滑边界 

初步修正“15分钟生活圈” 
676 个单元 

根据相关规划
再次人工校核，
裁剪山体 

二次校核“15分钟生活圈” 最终划定的“15分钟生活圈” 
449 个单元 

划分城区生活圈 、
乡镇生活  

城区生活圈
图例

 

乡镇生活圈 

图 4　“15 分钟生活圈”内公共体育设施总体服务水平示意图

图例
图例

1 500 m
1 200 m
800 m
500 m

≥ 2.5 m2

＜ 2.5 m2

0( 无体育设施 )

体育设施服务半径示意图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示意图

图 2　长沙市“15 分钟生活圈”划定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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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按照长沙市“七普”中各类体育
设施的场地个数、场地面积排名，以及
体育设施的普及度、覆盖率、差异性和
服务对象等，将长沙市各类体育设施划
分为基础型、提质型和特色型等3大类，
将体育设施数据与“15分钟生活圈”进

图7 　长沙市上班族与体育设施匹配情况 (左 )及其双圈层分析 (右 )图

图 6　长沙市青少年与体育设施匹配情况 (左 )及其双圈层分析 (右 )图  

图 5　长沙市儿童与体育设施匹配情况 (左 )及其双圈层分析 (右 )图

图例

低 中 高

适宜儿童的体育设施 (点 )
适宜儿童的体育设施服务范围

儿童人口密度

图例
儿童人口覆盖比例

0(无覆盖或设施与人口完全错配 )
覆盖 60%以下
覆盖60%以上
覆盖100%(全覆盖 )

图例

低 中 高

适宜青少年的体育设施 (点 )
适宜青少年的体育设施服务范围

青少年人口密度

图例
青少年人口覆盖比例

0(无覆盖或设施与人口完全错配 )
覆盖 60%以下
覆盖60%以上
覆盖100%(全覆盖 )

图例

低 中 高

适宜上班族的体育设施 (点 )
适宜上班族的体育设施服务范围

上班族人口密度

图例
上班族人口覆盖比例

0(无覆盖或设施与人口完全错配 )
覆盖 60%以下
覆盖60%以上
覆盖100%(全覆盖 )

段人群对运动的方式和要求不尽相同。
因此，规划综合考虑各年龄段人群的运
动喜好、身体状况、活动范围等，结合
体育锻炼情况抽调结果，从手机信令数据
中提取出儿童(根据适孕人群分布结合中
小学数据推算)、青少年、中青年、老年
人的相关信息，对应的活动范围上限分别
为 500 m、1 500 m、1 200 m 和 500 m。
在此基础上，规划分类统计现状体育设
施点的类型、数量和面积等，按适合的
年龄档对各类体育设施进行归类，将不
同年龄段人群与其适合的体育设施进行
对应，计算不同年龄段人群活动范围内
适合其使用的体育设施的人均场地面积
和服务水平，并进一步针对性地分析体
育设施与年龄结构是否匹配(图5～图8)。
最终，通过加权分析得出长沙市双

圈层结构下的体育设施综合评价(图9)。
结果显示，长沙市仅有57%的体育设施
能满足市民日常运动健身需求。其中：
36个“15分钟生活圈”的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到2.5 m2，与“15分钟生活圈”
内各年龄段人口的运动需求基本匹配；
220个“15分钟生活圈”的体育设施数
量充足，但存在个别年龄段人口的体育
诉求无法响应的问题；104个“15分钟
生活圈”的运动人口与体育设施错配的
矛盾较为突出，需要根据不同年龄人群
的需求调整体育设施的配置；89个“15
分钟生活圈”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尚不
达标，需予以重点关注。从适用对象来看，
长沙市体育设施基本可以满足青少年的
健身需求，适合中青年人的体育设施是
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适合儿童的体
育运动场地较少；适宜老年人的体育场
地的空间错配现象较为严重。出现上述
情况的原因如下：一是重举办体育赛事
的体育用地规划建设，轻服务于大众日
常锻炼的体育场地配建；二是体育场地
的配建由各类主体承担，体育部门难以
有效监管与引导 [19]；三是设施往往是提
前配置的，未能与周边使用人群及其需

求形成有效的动态双向反馈机制。
    

4.2　精准配置双圈层结构下的体育
设施
(1)引导不同圈层内不同类型的体育

设施配建。规划结合国家、省、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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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叠加分析。同时，结合长沙市各区的
体育发展特色与潜在发展方向，以及局
部区域场地条件、运动人口需求等，进
一步推进不同圈层下的体育设施的精准
配置。规划建议在全市构建359个基础
型生活圈，该生活圈内的体育设施建设
现状条件一般，尚处在建设初期，规划
条件与场地先天优势不突出，适合建设
普适性较强、大众化的基础型体育设施；
构建58个提质型生活圈，该类生活圈多
集中在中心城区，其基础体育设施建设
比较完善，可基本满足居民的日常体育
锻炼需求，体育设施建设将逐步由增量
新建转换为存量提升，建议根据圈内人
口年龄结构进一步精准对接不同人群的
运动健身需求；构建32个特色型生活圈，
该类生活圈不仅包括具有特殊地形地貌
或者已经开发了特色体育设施的区域，
还包括生活圈周边的体育特色小镇，建
议在该圈层开展特色体育活动。
(2) 创新健康督导站配置标准与选

址。规划根据长沙市国民健康督导站的
规划布局，按照测试器材、健身场地等
方面的标准，逐步建立省级、市级、区
级、街道级 (结合“15分钟运动圈”设
置)等4级国民健康督导站网络。此外，
在划定112个“15分钟运动圈”的基础上，
结合体育设施专项规划，规划115个健
康督导站，原则上健康督导站结合体育
用地配置 (图 10)。
(3)反馈专项规划，落实调整建议。

分区县对长沙市所有“15分钟运动圈”
及“15分钟生活圈”进行编号，将体育
设施精准配置的要求与内容反馈至《长
沙市体育设施专项规划》，对长沙市内
各区体育发展特色和体育设施建设情况、
双圈层结构下的体育设施配置方向与配
建内容进行落地性引导。

4.3　智慧体育规划管理平台建设
与体育设施的动态配置技术
根据规划研究成果构建智慧体育规

图9　长沙市双圈层结构下的体育设施综合
评价示意图

 图 10 　长沙市健康督导站配置示意图

图8　 长沙市老年人与体育设施匹配情况 (左 )及其双圈层分析 (右 )图

图例

低 中 高

适宜老年人的体育设施 (点 )
适宜老年人的体育设施服务范围

老年人人口密度

图例
老年人口覆盖比例

0(无覆盖或设施与人口完全错配 )
覆盖 60%以下
覆盖60%以上
覆盖100%(全覆盖 )

图例
差
较差
较好
好

图例
健康督导站
“15分钟生活圈”
“15分钟运动圈”

划管理平台 [20]，以及包括领导驾驶舱、
“一张图”应用、规划审查、规划监管、
分析评估在内的信息化应用体系，助力
规划动态维护的全流程、全周期管控 [21]

( 图 11)。其中：领导驾驶舱模块面向全
局管控层面，汇聚长沙市体育用地与设

施分布情况、体育设施规划业务审批情
况、专题评估(含现状人口画像及运动需
求)等方面的核心信息，为相关部门的决
策提供支持；“一张图”应用模块为体
育规划管理与设施动态配置提供统一、
动态的数据底板；规划审查模块承担体

图11　 智慧体育规划管理平台建设思路示意图

体育现状、规划信
息查得准、看得清

体育规划信息管理

体育用地信息查看

体育设施分布查询

体育专项规划审查

规划成果审查

规划成果质检

规划实施监管

长沙市智慧体育规划管理平台

规划调整管理

规划变更留痕

专题分析评估

体育设施均等性

体育设施 15 分钟覆盖率

体育用地、设施
一体化管理

上下位规划高效
协同衔接

体育设施布局
科学合理 ……

高效
治理

业务
支撑

平台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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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设施规划成果的审查与管理功能，通
过建立规划审查结构化规则，自动对图
文一致性、指标符合性、空间一致性、
规划冲突等内容进行检查，生成审查报
告，实现对审查的各阶段规划编制成果
的全流程管理和利用；规划监管模块主
要负责体育设施规划专项报批管理，承
担了规划报批全流程管理、历史审批记
录全过程留痕等功能，为全市体育设施
规划的报批管理工作提供支撑；分析评
估模块面向全市体育用地与设施的分析
要求，构建指标模型进行深度评估与研
判，并将评估结果以地图的方式进行可
视化呈现，从而为体育规划管理与设施
动态配置工作提供决策支撑。

5　结束语

双圈层结构下的体育设施的配建旨
在创新公共设施精准、动态配置的技术，
确保公共设施资源能被更多的居民有效
利用。本文结合人口分布将体育设施配
置标准和类型细化至生活圈尺度，明确
不同年龄段、不同人口规模区域的体育
设施配置标准与内容，基于“15分钟运
动圈”建立健康督导站，为居民提供运
动咨询与专业指导 [22]，并建立智慧体育
规划管理平台，形成体育设施规划、建
设与管理的智能化监管体系，以推动体
育设施从“政府供给型”向“居民需求型”
转变 [23]，多角度破解人口与设施错配的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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