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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已成共识,百姓健身房是温州首创并在浙江全省推

广的全民健身品牌工程,具有鲜明的公益属性,是体育社会化改革的 “探路先锋”,是 “放管服”改

革的 “体育实践”。温州市百姓健身房建设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然

而,其也存在场地建设质量不高、场地器材闲置普遍、工作人员素养参差不齐以及智慧管理平台不够

优化等问题。为此,需要聚焦品牌塑造,通过差异化发展提升其竞争力;聚焦社区治理,通过嵌入式

发展使其更好地融入社区;聚焦以人为本,通过内涵式发展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聚焦创新驱动,通

过智慧化发展提高其服务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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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出台的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到

2035年全面建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系统谋划,是推动

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纲领性文

件。《意见》在 “打造绿色便捷的全民健身新载

体”部分强调,要 “支持社会力量建设 ‘百姓健

身房’”[1],标志着百姓健身房这一应运于改革、
发端于温州、铺展在浙江的全民健身创新品牌,
已经成为中央层面鼓励支持的重点工程。因此,
梳理 “百姓健身房”在浙江大地的建设背景与历

程,总结建设经验,了解现实困境,明晰其发展

方向,对于更广泛、更有效地为全民健身事业作

出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1 百姓健身房建设的时代背景与价值

旨归

1.1 时代背景

1.1.1 体育社会化改革的 “探路先锋”
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体育改革是其重要组

成部分。近年来,我国体育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

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管理体制机制、体育发展方

式等方面存在的顽瘴痼疾严重制约体育事业健康

有序发展。自2017年开始,体育系统大力推动

多领域改革,以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在群众体育

领域,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导向是使原有的

“依靠体育部门办体育”变为 “依靠全社会力量

办体育”,即体育社会化改革。这一改革旨在充

分利用社会力量推动全民健身工作,满足广大群

众多样化的健身需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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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启动社会力量

办体育改革试点工作,与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署

《国家体育总局
 

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在温州市开

展社会力量办体育试点框架协议》。在接下来的

3年中,温州市基于市场化经验和民营经济基

础,以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为目标,从体制机

制变革入手,采取一系列行动,有效激发各类社

会资本向体育事业流动的活力与动力,取得了显

著的改革成果。其中,百姓健身房是温州市社会

力量办体育改革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其是 “由政

府主导、依托社会力量合办,具备对群众公益

(低收)开放的公共室内场馆型自助健身房。”[3]

在群众身边的体育场馆空间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1.1.2 “放管服”改革的 “体育实践”
所谓 “放管服”改革,就是政府将大量不该

管的事项交给市场或社会,把生产经营和投资自

主权还给企业,工作重点和更多行政资源从以审

批发证为主转向创新宏观调控、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和提供公共服务[4]。其内在机理与百姓健身房

建设发展的基本指导理念 “政府出补贴、市场来

运营、社团来指导”相承相通。
在该理念指引下,温州市体育行政部门积极

主动与第三方力量开展合作,将百姓健身房的日

常运营工作最大限度地交予市场主体,同时寻求

专业体育社团或有关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

作为服务承接方。在百姓健身房治理的角色网络

中,政府是 “指导者”“服务者”和 “监督者”,
而非 “包办者”。这既实现了经营管理权下放,
又没有 “一放了之”,通过切实行动落实了 “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的要求。

百姓健身房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产物,是多元主体共同开展公共体育服

务生产、供给、管理、组织、保障等工作的共享

健身空间,其根本目标是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

的公共体育产品及服务。因此,可以说百姓健身

房是温州市以社会力量办体育改革试点为契机,
以增加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为指向的 “放管服”改

革的本土实践。

1.2 价值旨归

1.2.1 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物质文化

需要相比,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更丰富、层次更

多样、追求更高远。良好的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

既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物质

文化需要的必需支撑,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

社会的全面进步十分重要。体育锻炼是实现健康

促进最直接、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因

此,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要。
百姓健身房以 “人民性”为根本属性,以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体育”为指导思想,聚焦人

民群众健身需求的卡点、堵点、痛点,旨在破解

就近健身、科学健身、良性运营等难题,为老百

姓提供更为便利的健身场所、更加科学的健身指

导、更加丰富的健身活动以及更趋公益的定价模

式,从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等层面,全方位满足

人民的健身需求、健康需求。百姓健身房的建设

和发展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开展提供了新思

路、新路径、新模式,极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满足感、获得感。

1.2.2 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公共体育服务是指公共组织为满足公共体育

需要而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混合物品[5],是满足人

民体育健康需求、提高人民身体素养、保障公众

基本体育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依托。
百姓健身房作为全民健身的载体,具有鲜明的公

共属性和公益价值。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是全民健

身事业发展和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重要保

障。《意见》明确提出了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工作原则,即 “覆盖全民,公

益导向”,强调要 “扩大公益性和基础性服务供

给,提高参与度,增强可及性,推动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覆盖全民、服务全民、造福全民。”[1]

当前,我国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发展面临

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不优、区域与城乡间

发展不协调等多元困境,基础性、普惠性公共体

育服务供给领域的需求导向不够明确,供需矛盾

仍待破解。其中,健身场地空间、器材设备等优

质基础设施缺口是制约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因素,“健身去哪儿”已经成为全民健身

的 “卡脖子”问题。百姓健身房建设聚焦公共体

育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供给主体上,形成

了以政府为主导,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合作发

力的多元主体格局;在供给产品上,既包含体育

场馆和运动器械等有形产品,又包括健身指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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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竞赛活动服务、体育信息服务、体质监测服

务以及社区体育文化等无形产品。同时,百姓健

身房聚焦供给产品品质提升,立足多样化、智能

化、互联化、科学化,将健身服务与数字科技、
大数据等紧密融合,强化优质供给,扩大有效供

给,是提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的新

引擎。

2 百姓健身房的建设历程与基本原则

2.1 建设历程

2017年9月,温州在全市范围分类试点50
家百姓健身房,并随后出台了 《温州市百姓健身

房管理办法 (试行)》 《温州市百姓健身房管理

办法》 《温州市百姓健身房星级评定办法 (试
行)》等相关政策,发布了全国首个百姓健身房

地方标准 《百姓健身房建设与服务规范》,逐步

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百姓健身房建设运营标

准化体系。

2020年3月,浙江省体育局发布 《关于进

一步推进百姓健身房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要

“实现全省所有县 (市、区)全覆盖,形成布局

合理、运营高效、覆盖城乡的浙江百姓健身房服

务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低免、便捷、优质

的室内健身服务”[6],从布局、申报、器材配置、
运营管理、安全保障等方面对百姓健身房建设作

出明确规划,并配套出台 《浙江省百姓健身房建

设指导标准 (试行)》,成为了全省各地建设百

姓健身房的基本遵循。年末,浙江省以温州为样

板,统一品牌 (名称)、标准、标识,新建1
 

015
家百姓健身房,实现了全省90个县 (市、区)
百姓健身房全覆盖目标[7],百姓健身房建设也被

列入当年浙江省十大民生实事。

2020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推进 “百姓健身房”建设的提案》的答复

函,表示将对照已有的相关标准,制定 “百姓健

身房”场地、器材、运营等方面的指导标准,并

对全国推广建设 “百姓健身房”等问题进行研究

论证[8]。2021年3月, 《浙江省体育改革发展

“十四五”规划》颁布,提出将在未来5年打造

城市社区 “10分钟健身圈”,新增3
 

000个百姓

健身房[9]。此后,浙江省内各地纷纷响应,从温

州到杭州、宁波、台州、湖州,百姓健身房如雨

后春笋一般 “挂牌上线”,从 “温州样本”化为

“浙江名片”,并逐步向全国推广。截至2021年

底,温州市累计建成百姓健身房303个[10],浙

江省全省已建成百姓健身房1
 

901个[11]。

2.2 基本原则

百姓健身房的建设质量和服务效益的关键在

于锚定的方向和遵循的原则。温州市的百姓健身

房之所以在浙江全省获得推广,并得到中央和国

家有关部门肯定向全国普及,主要得益于其在建

设、管理、运营等方面探索、坚持并不断拓展深

化的五条基本原则。
第一条原则是坚持自愿申报,力求 “合理

性”。温州市的百姓健身房申报工作是由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以及乡镇 (街道)、社区 (村)、
居民 (业主)委员会等根据自身需求自愿发起

的,选址建议也由其自主提出,以确保精准对接

群众需求,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在申报材料经审

核通过后,体育行政部门将给予相应的财政资金

保障和业务支持。同时,百姓健身房坚持属地管

理、基层负责,日常运营、管理及服务保障等工

作 “下沉”基层,由其所在乡镇 (街道)、社区

(村居)或第三方单位负责开展。
第二条原则是坚持 “三个亲民”,力求 “可

及性”。距离亲民:百姓健身房建设用地实现了

对社区空余房产、城市拆后空间、村文化活动场

地和村委会驻所等 “金角银边”的充分利用,每

个健身房服务半径一般不大于1.5
 

km,服务常

住人口一般不少于5
 

000人[12],最大程度便利群

众。价格亲民:温州市超过60%的百姓健身房

均免费向公众开放,其余均实行低收费开放,市

民通用年卡不超过365元,人均收费不超过1
元/天。服务亲民:百姓健身房采取就地就近的

项目化模式招募工作人员与专业指导人员,体育

健身类社团和群众志愿者亦是主要来源群体。
第三条原则是坚持结对共建,力求 “专业

性”。为了解决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服务供给与群

众健身需求之间缺乏精准对接的问题,温州市体

育局试点遴选了6家实力雄厚且服务意愿迫切的

协会为市民提供免费课程,并在全市范围内积极

动员和引导体育社会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群体

参与百姓健身房运营,为群众常态化提供操舞

类、体能类、民族传统体育类等十余个类别的公

益教学训练课程,有效提高了群众健身运动的专

业性、科学性。
第四条原则是坚持标准引领,力求 “规范

性”。自2018年起温州市发挥首创精神,陆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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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出台各类制度文件,从申请、建造、运营、管

理、维护等各方面设定了明确的标准要求,搭建

起了温州市百姓健身房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的框

架,推动了全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普

惠化、便捷化进程,并为百姓健身房的普及推广

和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五条原则是坚持科技赋能,力求 “现代

性”。随着百姓健身房的发展,温州市将百姓健

身房的数字化、智能化摆在重要位置,设计推出

“城市百姓健身房”微信小程序,实现注册登记、
地图搜索与导航、运动数据统计、健康管理、健

身知识科普、健身设备报修、课程与教练预约等

“一站式”服务,并努力提高健身器材设备的科

技含量。截至2021年年底,温州市已有13家百

姓健身房实现数字化运营[11]。

3 百姓健身房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2022年笔者实地走访调研了位于温州3个

县 (市、区)的9家百姓健身房,访谈了市县两

级体育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社区工作人员、村

两委负责人、第三方运营单位负责人、健身群众

等共24名相关人员。根据调研结果及有关资料

分析认为,在百姓健身房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

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存在场地建设质量短板。尽管百姓健身

房场地数量不断增加,但个别健身房存在 “为建

设而建设”的思想,相关工作仅停留在满足健身

房建设数量指标的最低要求上,在场地面积、功

能分区、器材配备等方面存在不足,对健身群众

的体验感和满意度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个别

百姓健身房未按要求设置操舞房和公共区域,
“百姓健身房”标志性标识未正确安装等。

二是场地器材闲置现象普遍。大部分百姓健

身房的场地和器材利用率较低。由于宣传推广力

度不足,传播范围和受众有限,群众对百姓健身

房的了解主要来源于邻里间的口耳相传。此外,
在农村地区,受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生活习惯

和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村民对百姓健身房普

遍缺乏了解,参与积极性不高,场地和器材无人

使用的情况更为突出。
三是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参差不齐。百姓健身

房的日常运营、管理及服务保障等工作主要由其

所在乡镇 (街道)、社区 (村居)或第三方单位

负责开展,驻健身房的工作人员也由主责单位选

派。虽然有的百姓健身房工作人员熟悉规章制

度、管理要求,甚至掌握场地器材使用方法等专

业健身知识,但也有个别工作人员存在对知识技

能了解不足的情况。
四是智慧管理平台尚需优化。调研发现,微

信小程序和 App的智能化功能存在一定缺陷,
存在功能模块不够完整、信息更新不够及时、服

务资源不够集约、反馈渠道不够畅通等问题。此

外,百姓健身房智慧管理平台的服务覆盖面有

限,未能充分考虑特殊人群对互联网技术的运用

能力。例如,老年群体对智能技术的运用能力相

对较弱,在场馆预约、智能门禁出入、智能健身

器材使用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

4 百姓健身房建设的发展方向

4.1 聚焦品牌塑造,差异化发展

品牌差异化策略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

需求,从而占有较多的细分市场,提升市场竞争

力[13]。百姓健身房既是具象的共享健身空间,
也是抽象的体育文化产品。在未来发展过程中,
有关部门、单位应强化品牌意识和创新思维,在

温州市和浙江省已有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经验

基础上,以提高百姓健身房的知名度、辨识度、
美誉度为主要目标,以加强政策规划、制度供

给、资源支持、监督检查和舆论宣传为主要路

径,进一步明确百姓健身房的职责使命、功能定

位、竞争优势、运行标准和保障要求,健全百姓

健身房准入机制、支持机制、评价机制、退出机

制,扶助建立百姓健身房自我造血机制,努力提

升百姓健身房的品牌价值、社会影响与吸引能

力,实现百姓健身房与其他健身空间特别是传统

式、营利性健身场所的差异化定位、差异化设

计、差异化布局、差异化发展,逐步打造布局合

理、特色鲜明、群众喜爱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新

“IP”,成为群众身边的体育生态圈的新亮点。

4.2 聚焦社区治理,嵌入式发展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神经末梢,
是国家治理与居民需求信息传递的桥梁,是链接

不同行为主体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推动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场域[14]。百姓健身

房作为社区治理格局中的一部分,具有以下重要

作用:百姓健身房在布局上立足于社区、在定位

上服务于社区,因此天然地内嵌于社区治理格

局;百姓健身房的顾客群体多为街坊邻居,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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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居民交流互动、增强社区居民治理意识的良好

平台;百姓健身房由政府、市场、社会等行为体

共同参与运行,这一多元主体协作互动模式与社

区治理的理想结构相契合。因此,在未来发展过

程中,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凸显百姓健身房

“为社区建设、由社区使用、靠社区管理”的基

本特点,充分发挥其在形成社区居民的情感基础

和群体认同、增进社区共同体意识、培育公民社

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更深层、更全面地嵌入社

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4.3 聚焦以人为本,内涵式发展

百姓健身房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矛

盾是发展规模与发展质量之间的矛盾。因此,百

姓健身房应该既重视建设,也重视使用,不能片

面追求赶热点和抢速度,而应该坚定地走内涵式

发展道路。内涵式发展是指以数量增长和规模扩

大的外延式发展为基础和前提,从事物的本质属

性出发的内在性发展模式[15]。百姓健身房要实

现内涵式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深入践行以人为本

的发展理念,有关部门和单位应该注重深入群

众、倾听群众意见,真正将群众意见作为健身房

选址布局、器材配备、开放时间设定、配套服务

供给等工作的最重要标准;注重群众健身安全保

障,配齐健身房日常管理人员,及时检修和更新

健身设备,采取更有力的措施,灵活招募和使用

专业健身指导力量;将百姓健身房与城市文化驿

站、社区文化家园、乡村文化礼堂等文化空间有

机融合起来,发挥体育的文化功能,打造群众身

边的文化阵地。

4.4 聚焦创新驱动,智慧化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快速

发展,人类正在进入一个 “人机物”三元融合的

智能互联时代[16]。科技创新和科技应用越来越

成为体育事业发展的时代要义,数字化转型和智

慧化发展也逐渐成为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因此,《“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推

进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创新 “互联网+体育”
和 “物联网+体育”模式,构建数字化全民健身

服务平台,创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模式[17]。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持续提高百姓健身房智慧

化运营的规模和能力,实现传统健身房与现代科

技的充分结合、促进实体体育经济与数字体育经

济的有机融合。在平台建设方面,应持续丰富集

成应用场景,提高运行稳定度、内容充实度、信

息准确度和用户反馈响应度。此外,在实体运行

方面,应结合实际情况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兴科技成果融入到器材设施和日常管理

服务行为中,以优化群众健身体验和提升场馆服

务效能。

5 结束语

温州市的百姓健身房是一项立足新时代之

“时”、顺应体育改革之 “势”、满足群众健身之

“需”的创新实践和民生工程。经过5年多的发

展,温州市百姓健身房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指导

政策、建设标准等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制持续优化,发展质量与服务效能逐步提高,有

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优化了公共体育服

务供给。面向新的发展阶段,温州市百姓健身房

需要找准发展方向、明确发展目标,通过差异化

发展、嵌入式发展、内涵式发展和智慧化发展,
成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

“示范样板”,为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作出新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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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has
 

become
 

a
 

consensus
 

that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system.
 

Citizen’s
 

gyms
 

are
 

a
 

national
 

fitness
 

brand
 

project
 

initiated
 

by
 

Wenzhou
 

and
 

promoted
 

in
 

Zhejiang
 

Province.
 

It
 

has
 

distinct
 

public
 

welfare
 

attributes.
 

It
 

is
 

the
 

“pioneer”
 

of
 

sports
 

socialization
 

reform
 

and
 

the
 

“sports
 

practice”
 

of
 

reforms
 

to
 

streamline
 

the
 

government,
 

dele-
gate

 

power,
 

and
 

improve
 

government
 

services.
 

The
 

construction
 

of
 

Wenzhou
 

citizen’s
 

gyms
 

can
 

meet
 

the
 

health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optimize
 

th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quality
 

of
 

site
 

construction,
 

widespread
 

idle
 

equipment,
 

une-
ven

 

quality
 

of
 

staff
 

and
 

insufficient
 

optimization
 

of
 

intelligent
 

management
 

platfor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brand
 

building
 

and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differentiated
 

develop-
ment;

 

focus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through
 

embedded
 

development
 

to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community;
 

focus
 

on
 

people-oriented,
 

through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to
 

meet
 

people’s
 

actual
 

needs;
 

focus
 

on
 

innovation-driven,
 

through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to
 

improve
 

its
 

servic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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