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问题的提出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

府转型是我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这就要求政府以

“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的新发展观为老百姓提供健

全、完善、优质的公共服务产品 [1]。在加快完善公共

服务建设的背景下，如何正确合理规划体育设施为

民服务，已成为制约社会和地区发展亟待解决的重

要问题。但由于我国体育设施建设规划及其相关

法律比较滞后，加上缺少统一的文件指引，致使各

地区体育设施建设整体性、实效性差，体育设施在

建设、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文章通过

调研了解安徽省体育设施布局现状，找出存在问

题，结合安徽省实际情况提出优化体育设施的建

议，以期更好的为安徽省体育产业发展服务。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安徽省体育设施布局作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查阅网站与期刊，了解与体育设施相关的文献

资料，并对其进行逻辑分析与梳理，为本研究奠定

理论基础。

1.2.2问卷调查法

设计、发放《安徽省体育设施布局现状研究调

查问卷》，对抽取的安徽省居民发放问卷900 份，回

收有效问卷 786份，有效率 87.3%，并对其效度和信

度进行检验(r 分别为 0.88 和 0.91)。

1.2.3 访谈法

设计《安徽省体育设施布局现状研究访谈提

纲》，对安徽省体育局工作人员、居委会和普通居民

进行走访调研，了解普通居民对体育设施的需求情

况。

1.2.4 数理统计法

运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回收的调查问卷进

行统计处理。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安徽省体育设施布局现状

2.1.1场地数量和类型分布

安徽省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工作于2015

年1月圆满完成任务，本次普查调查范围除铁路、部

队系统以外的全部体育场地。调查结果显示：安徽

省共有体育场地 53 189 个，其中，室内体育场地

4 209个，占总数的7.9％，室外体育场地48 980个，

占总数的92.1％[2]。可见，安徽省室内体育场地数量

严重不足。

安徽省在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中共普查

到62种主要体育场地类型，场地数量46 716个，占

87.83%；其他类体育场地6 473个，占12.17%。篮球

场、全民健身路径、乒乓球场、小运动场和乒乓球房

（馆）在62种主要体育场地类型中排名靠前，共计

38 950个，占73.23% [2]（表1）。
表1 安徽省场地数量排名靠前的场地类型情况

2.1.2场地面积和人均占有情况

安徽省总用地面积9 268.73万m2，其中，室内体

育场地面积166.65万m2，室外体育场地面积6764.81

万m2，占总场地面积97.6％[2]。在普查到的62种体

育场地类型中面积排名靠前的分别是小运动场、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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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场、田径场、高尔夫球场和体育场等（表2）。按

照 2013 年末安徽省总人口 6 030 万人计算，平均

每万人约拥有体育场地8.82个，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1.15 m2 [2]。可见，安徽省人均场地用地面积也相

对不足。调研发现安徽省市民从事体育活动的主

要场所是室外运动场、室外健身器材、健身路径、室

内外游泳池、公园、多功能健身中心、健身活动广

场、其他，分别占62%、58%、42%、35%、26%、21%、

19%、6%（表3）。
表2 安徽省场地面积排名靠前的场地类型情况

表3 大众从事体育活动的场所调查

2.1.3场地开放情况

安徽省可向社会开放的体育场地数量为30 933

个，占总场地数的58％，占地面积为2 595.24万m2，

占总占地面积28％。场地面积为2 495.32万m2，占

总场地面积的36％（表4）。
表4 2013年安徽省体育场地对外开放情况

2.1.4大众对体育设施的需求情况

通过调查了解到安徽省大众对体育设施的需

求多元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增加体育设

施项目及健身活动场所、降低收费标准、设施的合

理布局、项目设施的设置等（表5）。从表6调查得

知：27%的市民对现有的体育设施布局“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有：设施数量紧缺、锻炼项目

少、收费标准高、设施交通不方便、缺少专人指导

等（表7）。
表5 大众对体育设施的需求情况

表6 大众对体育设施布局的满意度调查

2.1.5体育设施建设资金和行业归属管理状况

2.1.5.1安徽省投入体育设施建设资金情况

一个地区的体育设施建设情况可以用资金的

投入方式来分析，因为资金的投入形式决定了其政

府支持和市场配置的份额，由此也可以判断出一个

地区体育设施建设的市场化程度[3]。

通过调研了解到安徽省体育设施的建设资金

主要是靠单位自筹，占到所有体育设施的62%。其

次是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和体育彩票基金两种方式，

分别占到全部体育设施的18%和17%。其他资金投

入还有来自社会捐赠和外商投资等渠道，占全部体

育设施的4%。

2.1.5.2体育设施行业归属状况

安徽省体育设施大致可以划分为教育系统、体

育系统和其他系统三大部分，其中教育系统又可划

分为高等院校、中专中技和中小学三类。根据安徽

省体育局统计数据，安徽省全部体育设施中，教育

系统体育设施的数量最大，达到了 32 580个，占总

体数量的 61.25%，其他系统19 774个，占体育设施

总量的 37.18%，而体育系统的体育设施仅有835

个，占1.57%[2]（表 8）。中小学拥有的体育设施数量

居教育系统之首。
表8 安徽省各系统体育场地数量及面积情况

2.2安徽省体育实施布局存在问题

2.2.1安徽省现有的体育设施数量不能够充分满足

大众的健身需求

体育设施的数量，是人们坚持健身的重要保

障，场地不足，是制约人们健身活动的主要因素，安

徽省现有的体育设施数量还不能达到充分满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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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健身需求，严重影响着人们参与健身的积极

性。

2.2.2安徽省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程度制约着大众的

健身欲望

安徽省完全对外开放的设施不多，使得人们缺

少锻炼健身场地。即使有对外开放的场地，但是出

于自身的发展和场地维护的需要，会根据自己的标

准收取费用。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壮年人群由

于家庭、工作、时间等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开放时间

的限制，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极少；真正有体育需

求是50岁以上中老年人，这部分人群尽管有参加体

育锻炼的时间和意愿，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体育消

费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健身的积极

性。

2.2.3安徽省体育设施类型及项目分布有待改进

安徽省经济实力与发达地区相比属于经济欠

发达地区，体育设施布局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在

场馆建设方面也无法达到规划标准。目前安徽省

各地区体育场地主要是小运动场、篮球场、田径场

等，而一些奥运、全运或有群众基础的健身项目相

对匮乏。

2.2.4安徽省体育设施地域发展不平衡

通过调查发现安徽省体育设施发展存在一定

的地域差异，合肥地区较其他城市相对较好，由于

合肥市是安徽省省会，也是高校的聚集地，无论是

经济还是地理位置比其他城市均有优势，体育设施

发展相对较好，但是安徽的其他地区体育设施发展

就相对落后。

2.3促进安徽省体育设施布局优化的新举措

2.3.1增加体育设施数量，丰富体育设施类型，满足

城市发展需要

一个地区体育设施的数量多少是有专门规定

的。不管一个地区体育设施先进与否，政府花费

资金多少，必须要确保体育设施数量满足当地的

发展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以及人们对“金钱难买健康”思想的普遍

认可，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

高，踊跃加入健身活动队列，由此，引来的体育设

施数量不足与体育健身人群过多的矛盾正在加

剧。增加体育设施数量，丰富体育设施类型，满足

城市发展需要是当前急需要做的工作。

2.3.2开发多功能体育设施，满足不同人群与项目需求

随着现代体育事业和城市的快速发展，在体育

设施开发和建设时，要注重统筹体育设施的类型、

数量和功能等方面，开发体育设施多元化功能。体

育设施布局首先应该满足体育健身、体育训练和体

育比赛的需要，另外还应该满足、娱乐、休闲、集会、

办公等功能的需要。安徽省经济发展较落后，资源

相对匮乏，目前安徽省体育设施还没有达到多功能

的利用，所以对设施的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严

重制约了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如果根据多种需

求建设多功能的体育设施，不但可以充分利用现有

的资源，而且可以节约成本，满足多种需求。

2.3.3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探索新型的运营管理模

式，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管理

体育设施的运营与管理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

情，如果体育设施管理模式不科学，就会引发一系

列的问题。比如开放时管理运营不合理，体育设

施受损会严重形成安全隐患；体育设施对外开放

时间不公开透明，导致居民锻炼有冲突；体育设施

管理人员水平层次低，就无法提供居民满意的需

求服务。要想体育设施运营管理顺畅，投资主体

显得尤为重要。在体育设施投资模式发展的过程

中，投资主体不断发生着变化，由政府唯一投资主

体逐步发展为由社会力量组成的多种投资组合

体。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城市体育设施建设投资结

构模式的发展趋势，改革政府管理体制、精简政府

管理职能是今后体育设施建设的必由之路，使社会

各个投资主体实现“投有所得”将会被各地政府倍

加关注[4]。

2.3.4 因地制宜，注重区域个性化发展

由于经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方

面的差异，政府要鼓励各地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

情况，结合本土特色，发展符合当地需求的个性化

体育设施。例如地理优势独特的地区，如安徽黄山

可以休闲娱乐活动为主题打造健身步道，集健身、

休闲、观光于一体；民俗独特的地区，如安庆可在发

挥民俗文化上，发展当地体育设施。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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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Animation Qualified Personnel's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XIA Li-wei
(University of Chengdu, Chengdu，Sichuan 610106)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nimation majo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e reason in summary is: there is a huge gap between the training and market

demand. The reasons for the lack of effici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pecifications; the number of instructors and the structures are unreasonable; the cooperation is not deep enough; the

specialty constructions and investments are not enough. For the basic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tion talents’

education, the strategy of higher level animation education of talents should be: taking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s

the core content; taking the cooperative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he "double qualified" teachers are

the core elemen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resources are the keys to support, we should enhance

students’innova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s as the important symbols.

Key words: animation, major; practical talents; talents strategy



plane fixed-point photograph analytic method, to reveal the women's weightlifting technique sequential rules. The

main conclusions: ① The five stage time ratio were 33.3%, 13%, 11.2%, 19.6% and 22.9%,which were extensor

barbell, extend knee lift barbell, maximum force, inertial up, steady descent barbell;② Athletes always hope the bell

center is close to the body center of gravity vertical better, "hook" bending degree as small as possible . ③ And bell,

knee lift fluid and its maximum force three stages barbell vertical speed is increasing.

Key words: women's weightlifting; snatch technology; kinematics; scheduling

（上接第130页）

Study on Sports Facilities Layout in Anhui Province

WANG Mei-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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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questionnaire，interview，mathematical

statistics, etc to research the situation of sports facilities layout in Anhui Province, analyze the problems of the layout

of the sports facilities and put forward the layout strategy of sports facilities and expect to put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to the sports facilities of Anhui Province, and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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