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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公众不断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和国家体育强国战略的背景,体育城市建设的相关研究高

度重视中小城市发展的体育城市创建路径。基于此,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理论分析法,对城市更新理论

和体育城市创建理论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梳理,分析中小城市创建体育城市存在的问题,提出需求导向

型和问题导向型的城市体育空间规划建议和全龄友好型社区体育空间规划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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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growing demand of the public for sports fitness and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sports power strategy,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sports city construction needs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the path of 

sports city creation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renewal theory and sports city creation theory through 

literature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citie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puts forward demand-oriented and problem-oriented urban sports space 

planning suggestions and sports space planning paths for all-age friendly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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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更新,指对城市已建成区域的空间形态和功能用途进

行整合与再利用[1],包括重塑城市形象,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城

市居民生活、工作、游憩的质量[2]。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首次提出了“城市更新”这一概念,2021年度《政府工作报告》

和《“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我国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同年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了第一批城市更新试点城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城市更新正式上升为国家战

略[3]。 

体育,指以身体锻炼或动作练习为手段而进行的某种规

则化和组织化的活动,是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全面发展的重要

事业与文化现象。体育城市是现代城市有机体与体育事业多

层次耦合的结果,也是城市与体育互相借力的发展模式。体育

城市创建不仅为城市更新行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提升城市

文化软实力,还在全球城市综合吸引力竞争中扮演着独具魅

力的角色。 

当前,城市政府将体育作为城市更新行动目标的案例鲜有
[4]且大多集中在省会级别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不仅导致不同地

区体育城市创建实践中同质化现象明显,还导致中小城市缺乏

因地制宜[5]的理念。因此,通过梳理体育城市理念和城市更新内

涵,聚焦中小城市现状,提出发展路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 城市更新与体育城市的耦合关系 

1.1内涵耦合：跨领域交流 

“耦合”一词最早源于物理学,指两个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

的一个量度,也表示两个子系统(或类)之间的关联程度。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及全民健身理念的深化,群众对城市体育空间布

局、健身锻炼、体育设施的要求逐步提高。“城市体育化”和“体

育城市化”的关联耦合变得明显。一方面,体育作为一项具有重

大影响力的公共事件和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产业,不仅是增进

社会沟通的媒介也是现代人类生活积极的行为实践,在重塑城

市形象、带动城市转型、提高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等方面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城市更新行动目标的层级来看,

城市更新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底线保障型城市更新,它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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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亟待解决的基本民生问题。二是品质提升型城市更新,目标

点是城市功能完善,包括城市体育服务配套设施完善、城市公共

空间品质提升等。第三类是特色需求型城市更新,从自身城市特

色和国家发展战略出发,优化空间结构,促进创新发展,提升城

市的文化软实力。因此不难看出,体育城市的创建与品质提升型

城市更新行动不谋而合。 

1.2模式耦合：体育更新城市 

目前的主流城市规划与发展模式有四类：大型基础公共设

施引导模式(SOD)、生态环境引导模式(EOD)、公共交通导向模

式(TOD)和规划理性预期引导模式(AOD)。不同于这些,成都在

2021年10月的成都绿道运动生活主题研讨会报告中,首次提出

了新型SOD(Sports-Oriented-Development)模式,即体育引领

城市更新。这种模式以公共服务为导向,是对城市空间的发展和

延伸,以体育服务设施建设作为城市更新支点,为城市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选择。耦合关系具体体现在城市的经

济发展和更新工作为体育事业提供劳动力和生产要素,其发展

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体育的发展；同时,体育的发展为城市社会

提供了更多工作机会,带来了投资和相关人才,也提升了城市影

响力与竞争力和公众生活幸福度。  

1.3行为耦合：城市体育空间 

当前城市更新中的存量规划正在从“大规划”逐渐转变到

“小织补”,一大批未被充分利用的“剩余空间”得到再利用、

重激活。废旧厂区大片的空地,城市高架桥下杂乱无章的空地,

还有城市高层建筑上的空地,这些在城市中当前发展阶段还没

有被充分利用的,并且也没有明确功能定义的空间,都是城市更

新行动的主要目标对象。面对城市发展这个规模宏大、目标多

元的综合项目,合理规划的体育空间[6]可以帮助城市实现特定

目标、解决实际问题,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驱动力。另一方面,

体育是城市现代性的表征,体育融于城市生活实质上是体育与

城市共生关系的具体展现[7]。 

2 中小城市创建体育城市的路径 

2.1依托城市更新,确立体育城市理念 

体育正在成为城市更新的助推力,不同于大型城市的发展

战略和目标,中小城市虽然存在经济发展缓慢,产业基础薄弱,

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问题,但其城市体量较小,体育发展空间

大[8],这些都有助于中小城市在体育城市创建的过程中实现弯

道超车。体育城市创建首先要实现体育赋能城市,体育融入城

市。依托城市更新,基于城市现状,找准城市定位,通过城市体检

行动[9],利用大数据等高新技术手段,对城市发展基础条件、资

源条件等多方面进行定位[10],判定体育城市发展的优势与不

足。其次,要确立体育城市理念,这种理念是一种城市文化现象

的具象化表达,体育活动与城市文化、空间和理念存在关联[11]

体现为有形的体育活动依附于无形的城市文化载体上,从而形

成城市体育文化。体育城市理念的确立将城市更新的价值观念

从资本城市向人民城市转变。过去的城市更新更多关注于拥有

较高经济价值类项目,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与本能,如今

将体育作为城市发展和更新的重要板块,使城市的发展回归文

化、健康、经济多领域协同的方向上。 

2.2合理规划城市体育空间 

城市公共空间包括交通、商业、医疗、生态、体育等几大

类型,城市体育空间是指以体育健身为核心要义的城市内部开

放空间,也是居民参加公共活动、展现自我魅力、满足社交需求、

享受体育氛围的开放性场所。 

2.2.1需求导向的体育空间规划路径 

对于很多人来说,体育活动是重要的日常生活片段,场地和

空间是能否顺利进行体育活动最大的制约因素。对于城市来说,

公共体育空间不仅是体育活动的载体,也是对外宣传的名片。当

前体育消费正在呈现出不断上涨的态势。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消

费群体更愿意将传统的物质消费转向追求身体和精神健康的体

育消费,与此相匹配的城市体育空间需求势必会增多。城市体育

空间规划对于推动体育城市建设的内涵有三方面。首先,推动城

市体育空间营造。大型体育场馆是一个城市最主要也是最集中

的公共体育空间,作为城市体育服务功能的重要载体[12],具有

带动周边地区的空间优化和品牌塑造的功能,是丰富城市体育

空间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手段。第二,城市体育空间应当与城市

环境结合,以体育活动因素作为先决条件,并用相关景观设计作

为辅助。分散的小型体育场地也是城市体育空间的重要部分,

这些类似于公园一样的体育用地自然地融入城市生活中,使公

众参与体育运动变得方便。通过不破坏城市宏观空间秩序的小

规模、微更新行动,建设小规模体育空间,例如社区体育中心、

健身广场等。还有一些城市尚未被利用的“剩余空间”例如街

角、桥下空间等,这些空间虽不适宜用作商业或休闲用地,但却

非常适宜建造小型五人制足球场或乒乓球场。最后,体育空间与

城市设计融合的结果不是单一的体育产品,而是能够诱导后续

开发,推动城市结构有机更新的组成部分。盘活利用好城市体育

空间,既是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的推动力,也是基于中小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2.2.2问题导向的体育空间规划路径 

全国绝大部分中小城市都已建成市区级综合体育场馆(奥

体中心)、全民健身中心等大规模多功能体育空间。从国家体育

总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上看虽达到了《“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

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GB50442(征求意见稿)》要求的人

均体育用地面积指标,但实际效果却不乐观。对于中小城市来说,

主要的交通方式为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因此在规划公共体育

场馆时应按照生活圈和健身圈的布局[13],结合城市人口分布特

点构建“15分钟运动圈”。在城市体育空间规划中,可以结合手

机定位数据、地图关键词搜索数据,公交车乘车数据等大数据,

对相关统计区域内的公众体育健身需求进行研判,合理规划体

育场地周围的公共交通站点,增强体育场馆的可达性,避免体育

场馆“无人问津”的现象。此外,还要加大市区级大型体育场馆

的开放程度,定期举办公益性体育竞赛,开展免费的体育健身训

练指导课程,吸引人群从而提高场地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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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微观层面来看,不少城市的社区级小型体育场地的

缺失明显,尤其在老旧小区中现象突出,室外体育用地不足、体

育设施老化、缺乏维护。社区作为城市居民生活的最后一公里,

也是创建体育城市的基础平台,结合城市更新,实现公共体育资

源均衡化供给。因此,应当在社区居民5分钟生活圈范围内配置

所需的公共体育活动场和设施,以减少出行时间,提高居民参与

体育健身的意愿。此外还可通过“容积率奖励机制”,鼓励开发

商提供一定面积的社区公共空间和公益性设施用于体育活动,

调动社会力量改善社区环境 

2.3落实全民健身体育规划,打造全龄友好型体育城市 

体育健身是一项全民、全龄段的活动,建设体育城市不仅要

考虑空间布局,还要考虑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生理机能特征和个

性化健身需求。根据民政部官方统计,中国人口60岁以上人群已

超2.9亿人,并且随着经济发展,外出务工人员往大城市聚集,人

口老龄化的现象在中小城市尤为明显。因此,对于中小城市来说,

实现体育城市建设和全龄友好城市协调发展,公共体育空间的

适老化、适幼化是规划时重点考虑的问题。新建的公共体育场

馆要配备老年人和儿童的专属活动场所,已建成的体育场馆则

可采用补齐或增设的手段。从出行方式上看,老年人群体和儿童

群体的身体机能较弱,存在出行频率低、活动半径较小的问题,

不适宜长距离交通往返,因此适合老年人和儿童的体育活动场

地规划应放在社区活动中心或社区体育公园上,以“5分钟生活

圈”或步行300米半径覆盖区域为宜。活动形式上,老年人和儿

童的日常活动具有行动范围小,活动地点相对固定,日常生活中

参与体育活动类型相对单一的特征。可以在社区范围内规划老

年“邻里”公共空间,通过社区内部微更新的技术手段发掘可改

造或闲置空间,合理灵活配置公共服务设施资源,并针对老年人

群提供健康知识普及和体育健身预防慢性疾病的相关适老化健

身器材和场地,如门球场、健身步行道等。通过这类多人参与的

体育活动,既符合老年人的身体条件,又满足其社会交往的需

求。针对儿童群体的微更新行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儿童活动场

地“规模小、数量少”的“有无问题”,设置连续、安全的儿童

步行或骑行路径。场地内可以配置小型投篮器、足球门、秋千、

跷跷板等活动强度低,趣味性强的亲子一体化健身器材,从而形

成充满活力、全龄友好的体育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结语 

体育城市建设是体育与城市更新的有机结合,是顺应城市

发展规律,满足人民发展需求的重要途径。中小城市是中国城市

最主要的群体,其体育城市创建对于中国体育事业全面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体育与城市本体的互动是正面和良性的,可以说,

体育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物质基础,城市的更新需要体育的助

力。城市更新需要重点关注体育因素,通过体育的方式拓宽城市

更新路径,转变城市的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激发城市发展

活力。体育在城市更新中需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通过构建完

善的公共体育空间和高水平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满足公众日益

提高的体育运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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