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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公共体育场地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

肖 虹

体育场地不仅是发展体育事业的物质基础，也是政府建立整个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基础，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提升

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当前新形势下，如何抢抓好“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所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

强力推进体育场地建设、充分盘活和开发现有资源，破解体育场地设施严重不足的发展瓶颈显得非常重要。十八大以来，随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改善民生保障的深入推进，贵阳市体育场地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贵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市民健

身中心等一批大中型体育场馆设施的建成使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市在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上的供需矛盾，为发展竞技体育、

开展全民健身和推动体育产业提供了硬件保障和更多选择。而各级体育部门也更加重视体育场地的建设发展，全市体育场地的

类型不断扩展，数量不断上升，更为显著的是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不断增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一、贵阳市体育场地规模及现状

体育场地是增强人民体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和提高竞技水平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政府提供社会公共体育服务的

必备硬件条件，是为了满足运动训练、竞赛活动及大众体育消费需要而专门修建的各类运动场所的总称。主要包括对社会公众

开放并提供各类服务的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等专业运动场地(馆），体育教学训练所需的田径场、风雨操场及其他各类室内

外场地，以及开展群众体育健身活动所需的体育俱乐部、健身房、体操房和其他简易健身娱乐场地等。

（一）全市体育场地整体数量及分布现状

根据贵州省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显示，贵阳市体育场地数量为 4106 个，其中主要场地为 3384 个，占全省场

地总量的 10.52%。总场地面积为 437.88万 m
2
,占全省场地面积总量的 16.15%。贵阳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1.15m

2
。目前，贵阳

市主要体育场馆 3384个，在全市的分布如表 1所示。

表 1贵阳市体育场地区县分布一览表

区域 场地数量 数量占比 场地面积（万㎡) 面积占比

云岩区 600 17.73% 57.55 13.14%

南明区 314 9.28% 53.17 12.14%

乌当区 532 15.72% 54.93 12.54%

白云区 175 5.17% 20.13 4.60%

花溪区 452 13.36% 44.82 10.24%

开阳区 372 10.99% 50.6 11.56%

修文区 292 8.63% 73.08 16.69%

息烽区 263 7.77% 18.79 4.29%

清镇市 384 11.35% 64.81 14.80%

总计 3384 100% 437.8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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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所示，可推断出贵阳市在体育场地建设方面的基本特征：全市各类体育场地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过程均受到经济发

展、文化特点、行政区域和政策制定等因素的影响。

（二）贵阳市体育场地主要结构分析

根据贵阳市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分析，全市体育场地主要结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主要集中在传统化、大众化的健身运动项目上。数量位于前十位的体育场地为：篮球场、乒乓球场、小运动场、羽毛

球场、室外网球场、排球场、田径场、健身房、室外游泳池、足球场。其中，数量最多的为篮球场（馆），共有 1800个，占体

育场地总数的 43.84%。

二是半数以上的体育场地集中在教育系统。全市教育系统的体育场（馆）有 2309个，占体育场地总量的 56.23%，其中又以

篮球场、乒乓球场为最多。民间投资和各单位投资兴建的体育场地达 1676 个，占体育场地总量的 40.82%;其中篮球场、羽毛球

场和健身房所占比例较大。体育系统有 114个，占体育场地总量的 2.78%，为体育场地中占有量最低的。

三是与省会城市相匹配、能举办高水平赛事的场地设施不多。贵阳市范围内具备一定赛事举办能力的场馆共 20个。其中大

型体育场 1个，中型体育场 1个，小型体育场 11个；中型体育馆 1个，小型体育馆 5个。能举办国家级以上的竞技比赛场地 6

个，而能举办国际级竞技比赛的体育场馆仅有 2个。贵阳市能举办高水平竞技比赛的体育场地设施严重匮乏。

（三）责阳市体育场地现状分析

2003年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时贵阳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0.89m
2
，经历十年的发展，在 2013年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

查时贵阳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已达到 1.15m
2
,由此不难看出贵阳市十年来体育场地建设发展较快，整体水平有大幅提升。

一是借贵州省承办“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契机，省、市、区三级政府都将体育场馆建设纳入重点建设内

容，新建和改造了一大批体育场馆和设施。如贵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一期）、贵阳市市民健身中心、贵州省全民健身馆、清

镇训练基地等。

表 2贵阳市具备一定赛事举办能力的体育场馆一览表

场馆规模
占地面积

(m2)

座位数

(座）
承办过的赛事

贵阳市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
大型 537160 53636

少数民族运动会、亚冠联赛、中超联赛、

足协杯

贵州新体育场 中型 7326 20000 少数民族运动会

贵州省体育馆 中型 20000 5966
中国拳击公开赛、少数民族运动会、0^六

篮球联赛 赛季前赛

贵阳一中综合馆 小型 12831 2900 中国拳去公开赛

六广门体育场 小型 16620 5000 少数民族运动会

贵州理工大学田径场 小型 14363 3000

贵阳学院体育场 小型 21160 4400 少数民族运动会

贵阳学院体育馆 小型 5000 2880 少数民族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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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北校区体育

中心体育馆
小型 13500 2800 少数民族运动会

贵州大学北校区体育

中心体育场
小型 21826 2500

少数民族运动会、首届全国高校校园定向

越野赛

贵州大学南校区体育

中心体育场
小型 18000 2600

白云职校田径运动场 小型 46707 15000

南方汇通田径场 小型 18700 2500
贵州业余足球联盟联赛、加油中国冠军联

赛、贵阳 网络足球赛

息烽县体育场 小型 22586 4800

开阳县体育馆 小型 16000 2500 贵州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_

开阳县体育场 小型 25000 4500

电建二公司体育场 小型 18056 3500

清镇发电厂体育场 小型 18056 3500

贵州省清镇体育训练

基地
户外 2700 第四十一届世界田径越野锦标赛

贵州省水上运动中心 水上 1873 少数民族运动会

二是大专院校和中小学及民办学校为满足办学需要、改善教学环境和教学质量，新建或改扩建了一大批高标准场馆。跑道

大多为塑胶跑道，运动场大多为人工草坪或者天然草坪。如贵阳学院体育场馆、贵州大学体育场馆、贵阳一中体育场馆、贵阳

九中体育场馆等。

三是一批大型企事业单位为满足员工健身和企业发展需求，新建了一批体育场地。如贵阳南方电网健身中心、金阳健身中

心、植物园网球场等场地设施。

四是大量社会资本注入体育产业，建设了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体育设施。如小车河湿地公园体育馆和游泳馆、保利温泉游

泳池等，还有不少社会投入的游泳池、乒乓房、健身房等体育设施。但是，目前贵阳市社会经营性体育设施普遍存在场地规模

小、吸纳能力差和收费高的问题，并不能真正满足群众的健身需求，更不能代替政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职能。

五是市级专项资金和体育彩票公益金修建了多个健身路径设施和户外健身活动点。据统计，截至 2013年底全市共建有健身

路径 475条，其中，云岩、南明两个中心城区基本上形成了全覆盖的健身网络。

二、贵阳市体育场地发展存在的问题

社会发展程度决定体育发展程度。从经济方面来看，贵阳市近年来持续增长的经济水平，为全市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奠定了

物质基础。各级政府加大对体育场地的建设力度，建设经费投入也在不断地提高，这让贵阳市的体育场地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

了一个显著的提升。但是，从贵阳市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来看，虽然我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15m
2
比 2003年第五次全

国体育场地普查时增长 0.4m
2
,但仍远远低于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46m

2
的标准。部分中西部省会城市的体育场地面积人均指

数也高于贵阳市。由此可见，贵阳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资源仍然显著落后。

（一）场地发展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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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表明，贵阳市体育场地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其中，云岩、南明、乌当区的体育场地明

显多于其他区(市）县，但云岩、南明两个中心城区 53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居住的常住人口就约 200万人,健身场地供需矛盾非常

突出。其他区(市)县的体育场地设施就更为匮乏。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中提出的“县县都

有公共体育场”的目标以及《贵阳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1—2015） 》的相关要求，大部分区（市、县）的体育场地状况明

显不符合要求。

（二）场地量少质差

贵阳市体育场地设施不仅总量少，而且大多数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的场地设施。以六广门健身区域为例，六广门是贵

阳市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布局相对较完善的，但大部分场馆都档次不高、设施陈旧，且接纳能力有限。已规划建设的贵阳奥林

匹克体育中心距离市中心城区较远，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发挥的体育服务功能也较有限。

（三）群众受益场地少

目前我市属于体育部门和社会力量建设的对外开放的公共体育设施约占总量的 43.6%，而多达 56.23%的体育设施分布在贵

阳市各大、中、小学校。虽然部分学校已陆续开放体育设施，但开放的总体情况并不理想，很多学校出于各种顾虑而未能对外

开放或有诸多限制，客观上造成了公共体育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四）场地设施结构不合理

贵阳市位列前十的体育场地中，室外体育场地占据绝大部分，为 3883 个，是体育场地总数的 94.57%，室内体育场地仅有

223个，占体育场地总数的 5.43%。室外体育场会受到风、雨、温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室内体育场地的缺失会极大限制群众

健身活动的开展。而贵阳市所有体育场地中篮球场地数量共 1800 个，占体育场地总数的 43.84%,健身活动项目类别单一化。作

为群众参与热情较高的游泳、羽毛球等项目场地较少，不利于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三、贵阳市体育场地设施的发展对策

通过调研分析，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大健康理念的传播，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健身需求也在显著增长。近

日，贵阳市颁发了《贵阳市群众体育工作实施计划（2017—2020年）》，明确提出到 2020年，我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1.8m
2
,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的 38%，每周参加 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达 200万。由此可见，贵阳市将面临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和相对短缺的场地资源之间的严重矛盾，而规划建设和科学利用好体育场地设施是解决这一主要

矛盾的内在要求。

（一）加大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并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土地规划

加大贵阳奥体中心二期场馆、贵阳网球中心等一批大型场馆的建设力度。重点建设一批便民利民的中小型体育场馆、公众

健身活动中心、户外多功能球场、健身步道等场地设施；推动各区（市、县）规划建设"一场一馆一中心"，即一个体育场一个

体育馆一个健身中心，并在新建、改建和扩建居民住宅区的公建配套中规划建设相应的文体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

使用；在居民集中居住区，适当规划建设健身广场和健身路径，配置健身器械，让居民健身就近就便。

（二）提高盘活现有场地设施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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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体育场地设施的使用效率和服务水平，是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的关键，可在运营机制上尝试多种管理办法，最大限

度地盘活现有的场地资源。如公共体育场地可考虑实行区域性、时段性和针对性的收费制度。免费健身针对最低端的消费人群，

只提供最基本的体育服务保障；其他中高端的体育健身，由健身人群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埋单，这样不仅能增加场馆经营收入，

也能真正促进健身场馆使用率的提高。

（三）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体育场地建设及管理

体育及相关部门研究出台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引进社会资金的相关政策和措施，鼓励社会民间资本参与或投入场馆建设和

经营管理。民间资本投入的社会类体育场地虽然不能成为公共体育服务的主体，但却是政府提供社会体育服务的有益补充，它

们能让市民在选择体育服务需求上更丰富、更多元化。

（四）积极加快场地设施改造和更新的步伐

随着贵阳市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贵阳市与国内、国际上的高级别体育组织的交流合作也得到促进发展。近年来，贵阳市

成功举办了“2015年第 41届国际田联世界越野锦标赛”“中超足球联赛”和“贵阳 ITF国际网球赛”等一系列国内外大型赛事,

客观上对体育场地标准和配套设施水平的要求就越来越高。所以必须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按照现代体育的需要，更新和改造一

批现有体育场地设施，如六广门体育场、市体育训练馆等一批设施陈旧的运动场馆，以适应新时期体育事业的发展趋势。

（五）大力建设群众身边的健身场地

中心城区要兴建体育场地设施几乎已无地可用，可因地制宜地打造群众健身广场和健身步道。依托森林、绿地、山体、公

园等自然资源，规划建设健身步道、路径设施及户外运动等项目，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中心城区健身设施不够的供需矛盾。结合

贵阳市打造“体育生活化社区（乡镇）”与“15 分钟健身圈”的相关要求，在有条件的城市社区内建设文体活动中心，让市民

下楼就能简易健身。同时可加大对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力度，打造乡村文体活动点，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实现社会均等化。

（六）逐步向社会开放学校体育场地设施

学校体育教学场馆是最大的体育场地资源，但目前我市大部分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程度不够，制约了全民健身运动的

开展。因此，在现有条件下鼓励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无疑是弥补我市体育场地资源不足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可研究

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从市场环境、安全保障、经济补偿和学校内、外部管理等方面予以保障，充分发挥学校体育场馆的多重

功能,以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及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