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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模式下广东省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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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和逻辑分析法，对广东省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问题进行研究。在对

广东省政府购买的１８所高校体育场馆设施开放情况和群众体育锻炼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发现高校体

育场馆面向社会开放的过程中存在场馆设施资源不均衡、管理不完善、监督评估体系欠缺等问题。进

而从完善管理模式，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场馆建设，优化场馆资源；加强政府监管，完善评价体系三

个方面提出发展对策。旨在促进高校体育场馆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促进全民健身和提

高高校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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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随着人们对体育健身的需求越来越

强烈，社会大众多元化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与体

育设施资源分配不均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国

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十二五”规划》曾提出，

“大力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健全学校

等企事业单位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的管理制度”，

进一步明确了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对发展全民

健身的重要作用。２０１５年，在充分考虑到各地

方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广东省教育厅和体育局联

合发布了 《关于开展广东省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

开放示范单位创建活动的通知》 （粤教体函

［２０１５］１２６号），鼓励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

放，并且公布了中山大学等１８所高校作为示范

单位对社会开放［１］。高校公共体育服务作为政府

职能在高校领域的延伸，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

视。如何利用高校场馆体育场馆丰富的资源为全

民健身服务，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１　广东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的现状分析

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是在保证完成正常体育

教学任务、满足自身运动训练和课外体育活动的

前提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将高校体育场馆设施

等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和科学管理，向有体育锻炼

需求的社会大众提供有偿或无偿的社会性服务。

目的是减缓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与体育

设施不足、分配不均的矛盾，进一步提高高校体

育场馆资源的利用率，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可持

续发展［２］。

１．１　场馆设施总量

高校体育场馆设施是高校完成正常体育教学

与训练任务的基本保证，是发展体育运动的重要

条件，没有一定数量的体育场馆，体育运动就不

可能得到发展［３］。

通过对广东１８所高校体育场馆设施的调查

研究发现 （表１）：各个高校体育设施配置比较

齐全的是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及田径场等传

统体育项目设施，场地总量相对充足。这些场地

设施成本低，且能容纳大量的社会大众进行体育

锻炼，使用效率和适用度比较高。体育馆和游泳

池的数量相对较少。这些场地设施投资和维护成

本高，管理难度大，风险系数比较高，多为一些

单科类院校或者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高校所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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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说明的是，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由于

受风力、光线等因素的影响，大都设在体育馆

内，受场馆数量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体育馆多的

高校这些体育设施也相对多一些。网球运动作为

近些年来新兴的体育项目，也受到了很多高校的

重视，增加了很多网球场地设施，但受占地面积

和建设成本的影响，普及性还不是很高，场地资

源相对稀缺。

目前，从体育设施总量和资源配置方面来

看，除了体育馆和游泳池以外，其他场地设施的

数量基本能满足日常高校体育教学和社会大众进

行体育锻炼的需要，具备了社会化的基本条件。

表１　广东高校体育场馆设施总量状况

场馆设施 数量

体育馆 １３

田径场 ２２

篮球场 １６１

排球场 ４６

足球场 ３１

网球场 ５８

羽毛球场 ７３

乒乓球场 ５２

游泳池 ７

１．２　开放形式

高校体育场馆的开放形式对其社会化效果

有重要影响，开放形式的选择主要与体育场馆

的配套设施、规模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有

关。调查发现：广东高校体育场馆的开放形式

包括无偿开放、有偿开放、无偿与有偿结合三

种形式。无偿与有偿结合的开放形式占比最

高，为７２．２２％。这种开放形式便于高校对体

育场馆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有序管理。其中，

这种形式中实行有偿开放的体育设施主要是室

外的网球场、天然草皮足球场及游泳池等，这

些场地需要的配套设施较多，人力物力投入也

比较大。有３所高校选择了无偿开放的形式，

占了１６．６７％，主要是室外的田径场、篮球场、

排球场等体育设施。这类体育设施受社会大众

欢迎程度高、利用率高、设施不易损坏且维护

成本低，便于更多的社会大众进行体育锻炼，

社会化程度较高。只有２所高校选择了有偿开

放形式，主要是室内的篮球场、羽毛球场、乒

乓球场、网球场和游泳池等。这类的体育设施

相对完善，但建设成本和维护费用高，且需要

专门的管理人员；此外，有偿开放的另一个原

因就是控制参与人数，做到有序开放，减轻场

馆设施负荷。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有偿开放会

收取一定的费用，但由于政府购买模式下的补

贴，收费标准还是远远低于社会体育场馆；且

收入主要用于场馆的维护和体育设施的更新等

方面，目的是使体育场馆设施持续的、更大程

度的社会化。

１．３　管理状况分析

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的程度和效果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管理方式，管理是体育设施社会化的核

心，只有对高校体育资源进行科学和规范的管

理，才能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４］。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２所高校 （１１．１１％）

有专职管理人员，其他高校的管理人员以临时工

和兼职学生为主，且人员配备也不够完整。这部

分管理者学历低，缺乏专业的管理知识和体育场

馆管理工作经验，整体管理水平不高，不能对高

校体育场馆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受传统管理观

念的影响，目前广东高校体育场馆的经营管理大

部分都是由相关的体育部门负责，只有３所高校

（１６．６７％）有专门的场馆管理中心。管理模式单

一，经营理念落后，经营方式以场地出租为主，

没有市场竞争意识，管理体系不健全，不能很好

地发挥高校体育场馆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严

重制约了体育场馆的社会化。

高校体育场馆社会效益发挥的好坏取决于

是否有规范健全的管理制度，这是管理目标实

现的依托［５］。在实地考察过程中发现，只有８

所高校有比较规范的规章制度，占４４．４４％。

其他高校的规章制度都不完善，对体育设施的

使用要求、开放时间和注意事项等方面都没做

具体的说明，且可行性不高，不利于大众体育

活动规范有序的开展。安全问题是高校体育场

馆社会化过程中管理的重点问题，主要包括体

育设施使用的安全和人身安全。调查显示，只

有３３．３３％的高校制定了相关的安全管理制度。

在走访相关体育部门负责人时了解到，在高校

体育场馆社会化的过程中，安全隐患是他们最

担心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管理人员有限，对体

育设施的安全管理不到位，存在对体育锻炼人

群造成人身伤害的可能；另一方面，因进入校

园进行体育锻炼的社会人员数量众多、结构复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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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管理难度增加，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校

体育场馆社会化的开展［６］。

２　大众参与体育锻炼状况分析

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过程中，场馆设施的资

源配置、开放项目和开放时间的安排等，都要以

大众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为此，笔者在每所高

校随机抽取１０名体育锻炼人员，就大众参与锻

炼的时间、项目、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调查。

２．１　参与时间

对外开放的时间安排是衡量高校体育场馆社

会化效果的重要标准，也是体育场馆使用效率的

重要体现。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高校的体育场

馆开放时间主要集中在晚上和双休日，分别占高

校总数的８８．８７％和７７．７８％。通过走访相关体

育部门负责人了解到，这主要是依据课堂教学时

间和人们作息习惯来安排的。周一至周五的白天

时间主要用来满足体育教学，如果选择这个时间

对外开放，势必会对教学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晚上和双休日也是人们闲暇和参与体育锻炼比较

集中的时候 （表２），选择这样的时间开放，既

符合教学常规，不会对体育教学和竞赛训练造成

影响，又能把体育场馆设施的利用率最大化，这

也与高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前提是保证日常的

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相符，具有较强的针对

性。可见，高校体育场馆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对

开放时间的安排还是比较合理的，基本上能够满

足社会大众进行体育锻炼的需求。

表２　大众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

时间 人数 ％

早上 ５３ ２９．４４

上午 ２６ １４．４４

下午 ３１ １７．２２

晚上 １３７ ７６．１１

双休日 １２７ ７０．５６

２．２　参与项目

调查显示 （表３），在高校进行体育锻炼的

人群选择跑步和小球类项目的人最多，分别占

７０．５６％和５８．３３％。高校校园环境相对清静，

田径场等场地设施能容纳的人数多，运动氛围

也浓，且跑步相对简单实惠，所以参与的人群

多一些。小球类项目是青中年人群所喜欢的运

动项目，运动强度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调

整，能缓解和释放工作压力，趣味性也比较

强。篮球、足球、游泳等项目比较受青年人喜

爱，这些项目运动强度比较大，有的还有一定

的对抗性。健 美操和舞 蹈类占 的比例最 少

（１７．２２％），这类项目多为女性群体所喜欢。

从大众参与锻炼的体育项目来看，高校的体育

设施能够有效缓解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资源

不足与社会大众健身需求日益增加之间的矛

盾，对加快高校体育资源与社会共享的进程、

促进全民健身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表３　大众参与体育锻炼的项目

锻炼项目 人数 ％

小球（乒羽网） １０５ ５８．３３

跑步 １２７ ７０．５６

篮球 ８３ ４６．１１

足球 ７０ ３８．８９

游泳 ６２ ３４．４４

健美操、舞蹈 ３１ １７．２２

２．３　大众选择高校体育场馆进行锻炼的影响因

素分析

调查显示 （表４），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地

理位置因素排在第一位，占８４．４４％。广东省体

育局公布的１８所对外开放的高校中，大部分高

校所处的位置是离生活区比较近的，交通方便，

所以高校就成了大众进行体育锻炼的首选场所。

其次，相比社区体育场所，高校体育场馆资源丰

富，设施完善，配置合理；场馆种类多，大众的

运动项目选择面也更广。同时，校园环境安全优

雅，运动氛围也浓厚。此外，高校中的体育教师

大都是具有体育专业背景的高学历人才，他们在

教学、训练和健身等方面都具备很强的专业知识

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为大众体育技术的学

习、体育设施的使用、科学健身方法的掌握提供

一定的帮助和引导，对提高大众健身效果和锻炼

的积极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表４　大众选择高校体育场馆锻炼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人数 ％

地理位置 １５２ ８４．４４

场馆设施资源 １４１ ７８．３３

锻炼氛围 １１６ ６４．４４

专业指导服务 ８７ ４８．３３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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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任何事物都需要经历一个发展壮大的成长过

程，高校体育场馆的社会化也是如此。目前广东

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还处于起步和尝试阶段，虽

然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作为保障，但是监

督管理、评估机制等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３．１　缺乏完善的管理模式和统一的管理制度

高校体育场馆资源丰富，设施齐全，要想把

这些体育设施资源更好地服务社会大众，先进的

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尤为重要。调查发现，各高

校虽然都有相关的管理措施，但是管理模式单

一，缺乏可行性和实用性；没有成立专门的场馆

管理部门和配备专业的管理人员，岗位分工不明

确，专业的管理知识和管理经验欠缺。制订科学

严格的规章制度，让场馆对社会开放有章可循，

是顺利实现场馆开放目标的基本要求［７］。目前很

多高校还没有建立完善、规范的规章制度来实行

统一管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管理方面的混乱，

导致管理空白和职能交叉，不仅管理效率低，还

容易引发矛盾和纠纷，阻碍高校体育场馆的社会

化进程。

３．２　场馆设施资源分布不均衡

高校体育场馆设施都是参照学校规模和学生

数量来建设和配备的，其数量和配置情况是体育

场馆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对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群进行调查时发现，更多的人倾向于有

偿开放形式的室内场馆项目，如乒乓球、羽毛

球、篮球、游泳等。这些项目不受天气影响，且

管理和服务水平都比较高，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较

少。但这些场馆资源大部分集中在一些重点高校

或省直属高校，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高校体育场馆的社会化进程，影响了大众对

体育项目的选择和参与。

３．３　缺乏监督评估机制

政府通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方式使高校体

育场馆设施对社会开放，目的是解决社会大众参

加锻炼时场馆设施资源的匮乏问题，所以高校体

育场馆社会化的效果主要是通过参加锻炼人群的

满意度来衡量的。但调查发现，由于政府部门对

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的过程和结果缺乏监督管

理，部分高校没有按照 《通知》中的要求去执

行，反而对场馆设施的开放时间和开放项目等方

面进行限制，影响了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的

效果。

４　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过程中的发展

对策

４．１　完善管理模式，健全管理制度

高校要根据自身场馆资源的实际情况，成立

专门的管理中心，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管理人

员，对体育场馆设施进行科学专业的管理。在满

足学校体育教学、训练的前提下，科学设计管理

模式，合理规划开放时间和项目设置，保障体育

设施正常使用，提高场馆的利用率。同时，要健

全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的制定要切实可行，尤其

是开放项目、岗位分工、责任划分等方面更要规

范、详细、明确，保证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有序

进行。

４．２　加大场馆建设投入，合理优化场馆资源

目前，广东高校室内场馆设施严重匮乏，但

越来越多的群众倾向于室内场馆的运动项目，所

以加大室内场馆的建设力度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

键。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建设性价比比较高的中小

型体育场馆，按照教学标准和大众锻炼的项目需

求，对体育场馆进行合理布局和开发利用，提高

体育场馆的容纳率。同时，对一些利用率比较低

的场馆设施进行改造，优化场馆的功能，提高利

用率，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需求。

４．３　加强政府监管，完善评价体系

完善的监督管理和评估机制是高校体育场馆

社会化质量和效率的保障，能够实现政府购买持

续稳定的发展［８］。政府部门要加强对高校体育场

馆社会化的监督管理力度，尤其对财政拨款的有

效利用情况、社会大众对体育场馆社会化的满意

度等要加强调查和监管。其次，要组织成立专业

的评审委员会，设计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评价

指标，对高校体育场馆设施的社会化效果进行客

观公正的评价，评价结果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

参考［９］。最后，对在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有创新工作做法、形成先进管理模式和产生显著

社会效益的高校，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以形成

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的良性循环［１０］。

５　结语

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它

能够有效缓解大众日益增长的锻炼需求与场地资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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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匮乏之间的矛盾，对推动全民健身、建设健康

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高校应从实际出发，严格

按照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在保障正常体育教学

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对社会开放；社会化过程中

要正确处理好管理、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从社会

大众的实际锻炼需求出发，合理配置场地设施资

源，提高体育场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保证

高校体育场馆社会化健康有序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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