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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调研和实地考察等方法，结合卫星地图搜索，对长沙市所辖６个城区的网球场馆进行统计与分析。
研究表明，长沙市现有网球场馆１１９片，呈不均衡分布状态，绝大部分场馆归属学校、政府及企事业单位，且大多为室外
硬地，其空间布局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近６成的网球场馆采用委托管理的形式，这对发展长沙市网球运动项目具有积
极作用。针对长沙市网球场馆在空间布局和运营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旨在为发展长沙网球

运动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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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长沙市所辖６个城区的网球场馆的空间布局特征及其运营模式为研究对象。为此，采用了文献

资料、实地考察、卫星地图搜索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长沙市网球场地设施的空间布局特征分析
２．１．１　网球场地设施布局的总体概况

通过对《湖南·长沙·网球场馆指南［２０１４年第１版］》的统计［１］，结合长沙市６个城区的卫星扫
描发现：长沙市共包括室内、室外网球场１１９片，其中，室内场地１０片（其中包括风雨室内硬地５片），室
外场地１０９片。
２．１．２　网球场地设施所在区域分析

调查表明，长沙市网球场地主要集中于校园和机关事业单位，其所占比例超过了全市网球场的一半

以上；其余为数不多的网球场分别分布于宾馆、厂矿和公园（见表１）。但１１９片网球场地中有近三成的
并不对外开放，只供内部人员使用。

表１　网球场地设施分布区域情况一览表

种类 校园 居住小区 政府及机关事业单位 宾馆饭店 公园 厂矿

室内网球场 ４ ０ ６ ０ ０ ０

室外网球场 ３２ ２５ ２８ １１ ４ ９

合计 ３６ ２５ ３４ １１ 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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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网球场地设施级别分布
根据白宏舟对网球场馆设施的级别界定，当前国内网球场馆设施主要分为高、中、低档三个档

次［２］。调查显示，长沙市的高档网球场主要集中于政府及机关事业单位和居住小区内；校园、小区、宾

馆及厂矿的一部分场地属于中档场所；而公园及一部分校园的网球场所则相应配套设施比较简陋，有些

甚至地面已经开裂，属于低档层次（见表２）。
表２　网球场地档次分类情况一览表

种类 主要设施 收费标准／（元／小时） 比例／％

高档 休息室、信息中心、观众席、沐浴间、更衣室及多媒体控制室和采访会客室等 １００以上 ６

中档 沐浴室、更衣室、看台、保健按摩室、商品零售服务以及穿线等维修服务 ５０～１００ １９

低档 商品零售服务，小部分配套灯光 １５～５０ ７５

２．１．４　网球场地的性质分布
网球场地按地面的性质可分为室内外硬地、草地和红土三大类［３］，结合中国国情，我国还存在部分

砂地网球场。调查发现（见图１），长沙市的网球场中，硬地１１６片，砂地２片，草地１片。过于单一的网
球场地性质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网球运动的开展。

图１　长沙市网球场地性质分类图

２．２　长沙市网球场的运营模型分析
２．２．１　网球场馆经济成分组成分布情况分析

如图２所示，长沙市网球场地中，国有成分占５７％、集体所有成分占３５％、股份所有制占８％。这说
明隶属于学校、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公园的网球场馆大多由国家或政府行政部门投资建设，这些场馆的

经济成分属于公有经济成分，这是长沙市网球场馆设施的主要成分。

图２　长沙市网球场馆经济成分组成图

２．２．２　网球场馆的运营管理方式
调查表明，当前长沙市网球场馆的运营管理方式有单位委托管理（５３．６％）、私人承包（１８．２％）、企

业自行管理（１４．１％）和合作经营（１４．１％）４种方式。其中，单位委托管理为主要运营模式，广泛存在
于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居住小区内，这些网球场馆除提供学校教学、机关事业单位（如体育局）正常训练

外，均对附近居民有偿开放，网球场馆在这种经营模式下，得以有效运营，既为相关部门和相关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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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经济效益，也为广大居民提供了便利的锻炼场所。

２．２．３　网球场馆的开放情况分析
调查表明，长沙市的１１９片网球场馆中，２２片场地是有针对性免费开放的，如宾馆网球场，只有入

住之后，凭房卡方能进入进行锻炼。另外，７５片网球场馆采取了有偿开放的方式进行经营，而隶属于企
业、工厂、部分学校的２２片场地则只供单位内部人员作用。
２．２．４　网球场馆的收费标准

表２表明，环境较好的高档网球场馆的收费标准为１００元／小时以上，中档网球场馆的收费标准为
５０～１００元／小时，而环境一般的低档网球场馆的收费则为１５～５０元／小时。有研究表明，长沙市城区
居民体育消费的平均水平为３５０元／月［４－５］，而此标准大多只能选择１５～５０元／小时的低档网球场馆进
行网球运动。

２．３　长沙市网球场地设施在空间布局与运营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２．３．１　场地少且利用率不高，配套设施不齐全

长沙市主城区网球场馆数量远远低于上海、深圳、成都、武汉等城市，且网球场馆所在区位分布不

均，全市的１１９片场馆中，岳麓区拥有３７片场地，而望城区则只有１０片。另外，２２片没有对外开放的场
馆制约了长沙市进一步普及网球运动。

２．３．２　网球场地空间布局不合理，档次发展不均
长沙市网球场在布局上基本位于学校、机关事业单位，学校虽然能满足一定量的网球消费者，但毕

竟属于半开放性质的网球场，在满足教学与训练后需要合理开发和利用，属于限制性对外开放。机关事

业单位区位网球场地设施因涉及政府机密和影响办公条件等因素，不适合对外开放，但却占据了总场地

的近３０％，很大程度上缩水了网球场地总覆盖区域，影响着网球运动的均衡发展。
２．３．３　缺乏网球氛围，市民参与度不高

由于各种因素限制，长沙市的网球运动开展水平在全国处于落后状态，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对网球运

动普及与发展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导致在长沙市的全民健身体系中，网球这一极具健身与交流的运动项

目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２．３．４　运营模式结构较为单一，融资渠道有待拓宽
与国外诸多公共网球场馆相比，我国网球场馆多为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所有，受管理体制限制，

网球场的运营体制较为单一，导致网球场馆的开放利用率不高，上午网球场冷清无人，而下午或周末则

人满为患。

２．３．５　网球爱好者受自身时间与地域限制
网球爱好者一般有固定的球友，他们基本上提前约好时间、地点再去打网球。另外，收入较高的群

体由于工作繁忙、闲暇时间不固定等原因，一般参与网球运动的时间跳跃性，属于不确定人群。而低收

入者，以学生以及刚参加工作的人群较多，他们则由于经济原因参与网球运动次数比较少。这些情况使

得网球运动者的自主性选择与相互交流相对缩小。

２．３．６　大规模体育赛事较少，市场刺激不够
每一次大型赛事的举办势必对当地该项运动项目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６］。如中国网球公

开赛，为北京市民提供了网球锻炼的物质条件；武汉网球公开赛帮助新建拥有１．５万坐席的大型网球
馆，并新建了几十片室外硬地网球场，这些硬件设施的完善，必将武汉的网球运动提升到一个空前空间。

长沙虽然是湖南的省会城市，但近年来一直没有承办过国际国内的大型网球赛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网球场馆建设和网球运动氛围的营造。

２．４　对策
２．４．１　合理规划布局，完善空间分布

首先，体育行政部门应站在一个较高的平台，对各区的网球场馆建设进行合理规划，大力新建网球

场馆。尤其是在各个区的交界处多建场馆，从而达到相邻的两个区或三个区能够共享这些场馆设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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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高网球场馆的使用率；其次，拓宽场地设施的综合利用率，如在篮球场的周边加上外网，将篮球场进

行改造，可以发展为简易网球场，进而提升场地设施的综合利用率；最后，大力发展“快易网球”，快易网

球是从国外引进而来，专门针对青少年儿童和网球初学者而创设的，其场地可用羽毛球场地替代，而

“减压球”也为初学者快速入门提供了条件。

２．４．２　完善运营体制，全方位发展网球运动
首先，政府部门将网球场馆交由网球俱乐部托管，由于网球俱乐部具有一定的专业经验，对于管理

网球场馆和发展网球运动具有先天优势；其次，通过打折或免费等优惠手段，提升周内或上午这一时间

段的使用效率，相关俱乐部可以每周定期选择某个上午的一个时间段，免费开放网球场馆，并提供专业

的教练对参与者进行培训与指导，以达到增进网球人口的目标；最后，最大限度使用互联网络的强大功

能，建设一个区域的网球场馆使用情况展示平台，居民可以通过网络随时发现附近网球场的使用情况，

从而达到有效健身的效果。

２．４．３　承办大型赛事，营造网球发展氛围
基于当前长沙市的网球硬件和软件条件，承办国际一流网球赛事的机会微乎其微，但相关部门可以

考虑承办国内大型网球赛事或青少年网球赛事，这些赛事的不断承办，势必对发展长沙市的网球场地设

施和营造网球运动氛围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３　结论
１）长沙市的网球场馆共有１１９片，且存在分布不均衡现象；运营模式主要为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建设

下的委托第三方进行管理和维护的模式。

２）当前长沙市网球场馆在空间布局和运营模式上仍存在如下问题：场地少且利用率不高，配套设
施不齐全；网球场地空间布局不合理，档次发展不均；缺乏网球氛围，市民参与度不高；运营模式结构较

为单一，融资渠道有待拓宽；网球爱好者受自身时间与地域限制；大规模体育赛事较少，市场刺激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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