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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体育公共服务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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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专家访谈法、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对长沙市的体育公共服务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并针对存在的问
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加强社区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多渠道体育公共服务融资体制；改革体育指导员的培训、管理制

度，提升数量与质量；建立健全的市民体育健身竞赛制度并加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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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社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是当地政府部门应该履行
的重要职能，公共服务质量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当地政治文

明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其中，体育公共服务又是公共

服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何提高我国体育公共服务

水平的质量，是我国落实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时代要求的

一个实践环节。本文以落实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时代要

求为出发点，对长沙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现状进行

调查研究，为从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视角看长沙市政府如何

落实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时代要求提供参考和借鉴。

１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对长沙市辖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

区、望城区共６区的健身场地设施服务、健身专业指导服
务、健身组织服务、体育活动项目服务４个方面的具体内
容进行调查研究。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通过网络，查阅“体育公共服务”相关资料文献３０余
篇；通过湖南年鉴和湖南省体育局网站、长沙市体育局网

站对２００１年后湖南省和长沙市制定的有关群众体育的规
章制度和群体工作重要事件进行了认真的阅读与整理。

１．２．２　专家访谈法
对湖南省体育局群体处的主要负责人和长沙市体育

局群体以及长沙市辖区的文体局负责人进行专访。对活

跃在社区的部分知名健身指导员进行专访。

１．２．３　问卷调查法
在制定问卷的过程中，为了保证调查问卷的科学性

与有效性，进行了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ｒ＝０．８３８。本
研究共发放问卷 １２００份（每个市辖区 ２００份），回收

１０８６份，回收率９０．５％，有效率１００％。

２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２．１　长沙市体育健身场地服务的调查与分析

调查显示，长沙市有健身会所２６９家（只包括有营业执
照且在市体育局备案的），正式注册会员有２万多名［１］（如表

１）；公园、广场、健身路径、部分学校等非盈利性体育健身场
地共有１７４８片（块）［２］（如表２）；在公园和广场锻炼的人数
所占的比重最大，其次是小区的健身路径（如表３）。
表１　长沙市健身会所式（盈利性）体育健身场地情况

地区 场地数量／家 会员人数／人

芙蓉区 ６４ ５２４３
天心区 ３７ ２３１４
岳麓区 ３４ ３４２３
开福区 ５０ ４２３５
雨花区 ６４ ４６５２
望城区 ２０ ２４５６
合计 ２６９ ２２３２３

表２　长沙市公园、学校等（非盈利性）体育健身场地服务
情况

地区 场地数量／片（块）

芙蓉区 ３００
天心区 ３４２
岳麓区 ２５２
开福区 ３７３
雨花区 ２６６
望城区 ２１５
合计 １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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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长沙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场所的调查情况

场地性质 人数／人 百分比／％

小区附近的空地 ２０１ １８．５１

公园、广场 ４５３ ４１．７２

小区的健身路径 ２３７ ２１．８２

单位的体育场所 １０２ ９．３９

收费的体育会所 ９３ ８．５６

２０００年，长沙市首先免费开放烈士公园，作为市民们
健身和娱乐的场所，随后市委、市政府决定，２００９年６月１
日起，对长沙市区的７个收费公园全部实行免票入园，这
一举措深得民心。近年来，长沙新建并逐渐开放了省政

府景观轴、杜甫江阁、滨江公园、麓谷公园、青竹湖休闲公

园、月湖公园、仙姑岭公园、园林生态园等８个大型公园。
新建黑麋峰、石燕湖、莲花岭、乌山、谷山等 ８个森林公
园。城市公园总数达到２２个，社区公园、小游园达到２３２
个。湘江、浏阳河、捞刀河、沩水河、靳江河、龙王港两岸

防洪大堤内修好了风光带［３］。锻炼场地在逐渐增加。

２．２　长沙市健身专业指导服务与健身组织服务的调查
与分析

调查显示，长沙市社区居民中７７．６％的体育锻炼者
无专门的指导者指导，还有６７．２％的健身爱好者锻炼时
没有制定相应的锻炼计划，处于盲目、随大流的状态（如

表４）；只有１６２０％的居民是通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区
居委会等相关的政府组织来进行锻炼（如表５）；近６个月
以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区居委会等相关的政府组织的

文体活动较少、且没有规律性，没有规模，有６０％以上的
居民根本没有参加这种活动，达不到全民参与的服务范

围（如表６）。
表４　长沙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指导与锻炼计划调查表

选项 锻炼时有无人指导／％ 锻炼时有无锻炼计划／％

有 ２２．４ ３２．８

无 ７７．６ ６７．２

表５　长沙市社区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组织情况调查表

组织形式 参加人数／人 百分比／％

社区组织 １７６ １６．２０

民间自发组织 ２１４ １９．７１

个人进行 ６４５ ５９．３９

其它 ５１ ４．７０

表６　长沙市社区居民参加由政府组织的体育活动调查
情况表

参加次数（近６个

月）

参加区居委会组

织 的 体 育 锻 炼

活动／％

参加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组织的体

育锻炼活动／％

０次 ６１．３４ ６４．２３
１～２次 ２４．００ ２１．３２
３～４次 １０．５４ ８．２１
４次以上 ４．１２ ６．２４

２．３　长沙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项目及时间的调查与
分析

调查显示，长沙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项目主要集中

在舞蹈、武术和跑步三类，占８０．４８％（如表７），锻炼时间
主要集中在１小时以内，占６３．１７％（如表８）。

表７　长沙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项目调查

体育锻炼项目 人数／人 百分比／％

跑步类 ２２５ ２０．７２

武术类 ２８７ ２６．４３

球类 １２３ １１．３３

舞蹈类 ３６２ ３３．３３

其它 ８９ ８．１９

表８　长沙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间调查

锻炼时间 人数／人 百分比／％

０．５小时以下 ２３４ ２１．５５

０．５～１小时 ４５２ ４１．６２

１～１．５小时 １８８ １７．３１

１．５～２小时 １３８ １２．７１

２小时以上 ７４ ６．８１

３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从２００９年开始，长沙市政府率先在全国启动了政府

购买体育服务，并免费向长沙市中小学生开放体育场馆

（游泳馆）活动。据长沙市体育局介绍，截至 ２０１３年 ９
月，在免费开放的５年时间里，有近１５０万人次的中小学
生享受到了这样的服务，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称赞，为全国

体育公共服务的建设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线。２０１１年１１
月，《长沙市全民健身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立法听证，

这些措施显示，长沙市政府正在积极地落实社区体育公

共服务体系。但在建设的过程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

３．１　存在的问题
３．１．１　健身场地、器材严重不足

长沙总人口数量为６４０多万，仅长沙市区人口数量就
达２３０多万，仅靠非盈利性体育健身场地１７４８片（块）和
２６９家盈利性健身会所难以满足市民健身的需求。
３．１．２　健身指导员严重缺乏

长沙市社区居民中７７．６％的体育锻炼者无专门的指
导者指导，还有６７．２％健身爱好者锻炼时没有制定相应
的锻炼计划，处于盲目、随大流的状态，不懂科学健身。

到２０１２年止，长沙市体育局拥有注册的社会指导员８５００
名，访谈结果显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校或体育院校

的学生，真正到基层指导健身的人不多。

３．１．３　政府组织的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较少
长沙市的区文化活动中心、区居委会等相关的政府

组织的文体活动较少、且没有规律性，没有规模，有６０％
以上的居民根本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达不到全民参与

的服务范围。

２０１



第１期 李良明，等：长沙市体育公共服务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３．２　对　策
３．２．１　加强社区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多渠道体育

公共服务融资体制

加强社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筹集建设

资金。首先，政府要加大对体育公共服务的投入。资料

显示，发达国家和地区要基本满足体育公共服务要求，政

府财政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应占政府当年公共财政支出的

１％。欧洲有不少的国家甚至立法规定体育公共服务的
投入不得少于公共财政支出的１％［４］，长沙市的体育公共

服务的投入与这一比例有一定的距离，必须调整公共财

政预算，让体育公共服务的投入进入市政府的公共财政

预算，逐渐提高投入并尽量接近这一比例。其次，充分调

动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和赢利性服务机构在社区体育

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在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丰富的地区

和行业应该优先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政府资源发挥补

充性作用［５］。鼓励社会捐赠、赞助来弥补政府财政投入

的不足，以保证有充足的经费来开展和组织社区体育公

共服务活动［６］。

３．２．２　改革体育指导员的培训、管理制度，提升数量与
质量

中国文明城市评选对体育指导员配备的基本要求为

１０００名市民应配备１名社会体育指导员［７－８］。长沙市现

有注册的社会指导员８５００名，每１０００人配备有１．３名
左右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似乎超过了国家标准；但这其中

有部分是高校的学生，由于毕业后工作或其他的原因离

开长沙，实际到基层指导的人员不足８５００名。体育局和
各区文体局应根据每个区的特点每年在区内组织社会体

育指导员的培训，让社会体育指导员“来源于区服务在

区”，还要注重原有社区体育指导员的继续教育，要根据

健身项目的流行趋势不断地更新指导员的技能，在数量

不断上升的同时保证技能不断提升，满足越来越多健身

人群的需要。社区相应的管理部门应建立社会体育指导

员工作绩效评价与激励奖励机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

体育指导员的队伍中来。

３．２．３　建立健全的市民体育健身竞赛制度，并加强宣传
２０１１年，长沙市开始筹划首届全民健身节，组织部门

将各种时尚的、娱乐的元素融入到体育活动中，让全民健

身节变成一场体育盛宴，让民众通过体育活动，享受到体

育的乐趣。２０１１年开始，长沙市举行的广场健身舞大赛，
从社区海选到总决赛，至今已有上万人参与到活动中［９］。

这些举措说明，市政府已经重视建立一套健全的体育活

动竞赛制度，社区有关的组织部门也应该积极组织有规

律性、且有一定规模的体育健身竞赛活动，可以考虑区与

区的联动、互动，使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其中，使不同的社

区居民之间能进行体育活动经验交流及信息共享；另外，

还要加强长沙社区体育健身指导的宣传服务，通过宣传

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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