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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
!一" 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 !"" 指数为 #$%

分###满意

“健身环境”发展指数为 !"分———满意
“运动参与”发展指数为 !#分———满意
“体质健康”发展指数为 !$分———满意
与 $%&'年相比，$%&# 年“'%% 指数”略有提

升，其中“健身环境”发展指数略有下降，“运动参
与”发展指数有所提升，“体质健康”发展指数略有
提升（图 &）。$%&# 年全市各区县“'%% 指数”的最
高分和最低分的差距为 ## 分，与 $%&' 年（分差为
($分）相比降低了 $)*%+，区县的差异化程度逐年
缩小。

!二"$健身环境%发展指数为 &$分&&&满意

$%&#年上海市“健身环境”发展指数为 !"分，
处于绿色的“满意”区域（见图 &）。评估结果表明，
“政府主导”、“财政经费投入”、“场地设施建设”和
“市民满意度”四个二级指标均位于“满意”区域，其
中“财政经费投入”、“场地设施建设”和“市民满意
度”较 $%&'年皆略有下降（图 $）。

$%&#年，市、区两级政府在全民健身事业方面
的日常工作经费投入总额达到 '$'',*)万元，人均
全民健身日常工作经费为 &#*&元。截止 $%&#年底，
本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

$，较 $%&'年增
长 %*%$-

$。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率为 !#*'+。抽
样调查结果显示，市民对于健身环境的总体满意度
达到 !"*#+。

!三"$运动参与%发展指数为 &'分&&&满意

$%&#年上海市“运动参与”发展指数为 !#分，
处于绿色的“满意”区域（见图 &）。评估结果表明，
“健身组织与团队发展”和“科学健身指导”指标处
于“满意”区域（图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提升至“比较满意”。

$%&#年.本市共举办全民健身活动和赛事 (",'

场（次），参与人数超过 &,&万人。在民政部门注册
的各级各类社会体育组织 )"&个，在街镇和学校登
记的 &%人以上的体育健身团队 '"(!#支，其中学
生体育社团为 !"!&支，社区健身团队为 $,&%'支，
平均每万人拥有 &"*"支体育健身团队。全市社会体
育指导员总数达到 ##,'# 名，占常住人口的
&*)#!。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年上海市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 #%*#+。
!四"$体质健康%发展指数为 &#分&&&满意

$%&#年上海市“体质健康”发展指数为 !$分，
处于绿色的“满意”区域（见图 &）。评估结果表明，
“体质测试服务网络”、“体质达标率”略有提升，“运
动干预”略有下降。

$%&#年，全市共有 &%' 个社区市民体质监测
站（队）常年向社会开放，覆盖全市街镇的
#)*"+；新建 # 个区级市民体质监测中心，实现全
市区县全覆盖；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国民体质监
测，完成幼儿、成年人、老年人 #$#%% 人的监测计
划任务。当年本市各级体质监测中心、站（队）共
为 &"'(!! 名市民提供体质测试服务，受测市民
体质达标率为 )(*!+。

2014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公告

结论
!一"主要成果

!"#$!%年上海市全民健身总体发展情况令人满

意!"健身环境#$"运动参与%和"体质健康%三个分

项指数的差异缩小! 区县发展指数的差距逐年缩

小!市民满意度较高&

#&市$区两级政府重视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将基本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列为区域体育工作的

核心任务!政府对全民健身事业的投入逐年增长!部

分区县公共体育服务信息化工作取得一定成果&

'&市民参与体育健身呈现出需求多样化$运动

项目专项化和参与形式团队化的发展特征! 体育健

身团队增长迅速!市民体质状况继续保持良好水平&

!二"工作瓶颈

!&各类体育场地面积和数量增长较慢!现有体

育场地的类型和布局不能充分满足市民多样化$专

项化的健身需求&

#&科学健身指导不足!社会体育指导员活跃程度

不高!体质测试在科学健身中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

'&体育公共服务普遍依赖于政府提供!社会化市

场化程度较低!公共体育服务的信息化水平不高&

!三"发展对策

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的若干意见(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 的陆续出

台!以及本市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

作要求的进一步推进!今后一段时间本市全民健身

事业需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实现工作机制的改

革与完善上实现新的突破&

!&市$区两级相关政府部门必须落实'上海市公

共体育设施布局规划)#$!#(#$#$*(!切实保障体育

用地和建设资金& 同时借助研制新一轮体育事业和

区域社会事业规划的契机!重点解决制约本市全民

健身发展的瓶颈问题&

#&加快厘清政府$社会$市场权责!实现全民健身

事业从政府独轮驱动向+政府$社会$市场%三轮驱动

转变!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承接公共体育服务$参与体

育场地设施建设$推广健身培训和组织赛事活动等&

'& 加强科学健身知识宣传!推广体质测试与健

身指导相结合,落实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制和相关

配套保障措施! 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作用,依

托+互联网)%!创新服务模式!加快市$区两级公共

体育服务信息化综合平台建设步伐&

%" 大力发展健身技能和运动项目培训!推广运

动技能的业余等级制! 引导市民健身向多元化$专

项化方向发展&

分项结果分析
!一"健身环境

%(政策保障'

$%&#年，市政府批准《上海市公共体育设施布
局规划（$%&$/$%$%）》；市体育局制定实施《上海市
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上海市社会
体育指导员管理试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各区县
体育行政部门均制定了本区域基本公共体育服务
建设实施方案，加大投入建设信息化服务平台，嘉
定、杨浦、静安、长宁等区都推出了健身场馆预定平
台，闵行区建成社区公共体育设施信息化管理平
台，普陀区建成智慧体育信息平台，为市民健身提
供了便捷的查询和预订服务。

#(财政经费投入'

$%&#年，市、区两级政府加大了对全民健身工
作的投入，人均全民健身日常工作经费为 &#*&元
（图 #）。$%&#年，上海市各区县人均全民健身日均
日常工作经费较为不平衡。

!(场地设施建设'

$%&#年，本市新增体育场地面积 #(,%)"*!-

$，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

$。当年全市新建成百
姓健身步道 (' 条，新增步道面积 )%&)'*&-

$；建成
百姓健身房 $&个，超额完成市政府实事工程任务。
此外，本市还新建了 '"$个社区健身苑点、'&个社
区公共运动场、(个百姓游泳池。崇明县试点建设自
行车绿道，率先完成 $'公里陈家镇自行车绿道示
范段建设。

据 $%&#年公布的《上海市第六次全国体育场
地普查数据公报》，体育场地数量排名前 &%位的体
育场地依次是健身苑点、篮球场（馆）、乒乓球馆、棋
牌房、健身步道、健身房（馆）、小运动场、室外网球
场、台球房、游泳馆（图 "）&。据对市民的调查显示，
市民喜爱并急需的体育场地类型排名前 &%位的分

别为健身步道、健身苑点、羽毛球馆、游泳馆、乒乓
球馆、健身房（馆）、综合性体育场、多功能体育馆、
篮球场（馆）、舞蹈房（图 (）$。目前本市市民对体育
场地设施的需求与实际体育场地设施供给状况存
在一定差异。

$%&#年，本市中小学校总数达到 &"&#所，较上
年增加 ,)所，向社会开放体育场地的学校为 &$,,

所（$%&'年为 &$#'所），占中小学校总数的 !#*'+，
在学校总数增加的情况下，开放率略有下降。目前
学校场地开放的时段、时长和场地类型与市民的需
求仍有一定的差距，同时中心城区学校体育场地的
教学区域分隔和灯光改造工程的实施难度较大。开
放过程中，少数市民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情况时
有发生，个别市民还将宠物带入校园，给学校卫生
管理造成较大压力。

$%&#年本市游泳场所执行《经营性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管理实施办法》有关要求，当年全市共有 "($

家游泳场所依法取得经营许可证，占全市游泳场所
总量的 )%*%+。自 (月 $%日至 )月 &%日为游泳场
所夏季开放阶段，全市共累计开放 &)&$"'场，接待
泳客 (,"万人次，游泳场所卫生合格率为 )&*#+。

'(健身环境满意度'

市民对健身环境的总体满意度为 !"*#+，其中
“场地设施环境卫生”和“性价比”满意度最高，“设施
满足需求状况”和“管理水平”的满意度较低。

调查显示，被访者近一年经常使用体育场地类
型中选择最高的为社区体育场地，比例为 ()*$+。对
各类体育场地的分项满意度排序进行比较发现，社
区体育场地的满意度最高，有 (项满意度指数均列
第一；经营性健身会所在“设施维修状况”满意度上
排名第一。

)二*运动参与

+(健身活动状况'

$%&#年，在本市举办 (",'场全民健身活动和

赛事，参与人数达到 $%%人以上的占到 $&*#+。
其中 $%&#年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共举办各类

赛事 '!&%场，吸引了近 &#!万名市民参赛。大联赛
项目设置从 $%&'年的 &&个增至 '!个，承办协会
从 &$个扩增至 ''个。大联赛中比赛场次最多的乒
乓球赛达 #(&场；参加人数最多的项目则是路跑，
共有近 $,万人参赛；单项赛事参加人数最多的是
$%&# 上海坐标城市定向挑战赛的参赛人数达到
&%%,%人。

,(健身组织与团队发展'

截止到 $%&#年底，全市共有各级各类社会体
育组织 )"&个，其中市级体育协会 !!个、体育基金
会 $个、区级体育协会 $(,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个、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个和其他社会体
育组织 $#(个。

全市共有在册体育健身团队 '"(!#支，较 $%&'

年的 $'!&'支增长了 ''*'+。在健身团队开展的锻
炼项目中，排名前 &%位的分别是健身操舞（含踏板
操等）、排舞、广播操、太极拳（剑）、健身气功、乒乓
球、木兰拳（剑、扇）、体育舞蹈、秧歌（含海派秧歌）、
羽毛球。中青年人群中最受欢迎的球类和路跑类社
团或俱乐部，因组织形式较为松散，尚未纳入政府
统计序列。

!(科学健身指导'

全市社会体育指导员总数为 ##,'#名，其中国
家级 &)#名，一级 (#!名，二级 ,$"$名，三级 '((#%

名。目前，有 &#(""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活跃在社区
体育健身团队中，占社会体育指导员总数的 '$*!+。
本市全年共举办健身指导培训和讲座 '),' 场，惠
及市民近 '#*)万人次。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

$%&#年上海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
为 #%*#+，与上年基本持平。健步走、路跑、羽毛球、
篮球、广场舞（含交谊舞）、乒乓球成为上海市居民

最经常参加的体育锻炼项目。
-三.体质健康

+(体质测试服务网络'

$%&#年第四次国民体质监测中，全市共完成
#'#($名幼儿、成年人、老年人的体质监测数据的采
集，其中徐汇、浦东、杨浦、松江、嘉定和奉贤等六个
区作为国家监测片，按要求向国家上报 ,$%%人的
监测数据。

本市体质测试服务网络信息化服务水平提升，
已全面实现各监测中心、站（队）与“上海市民体质
数据库”的实时数据上报和传递。“体质密码”手机
011在第四次国民体质监测中发挥积极作用，使广
大受测市民能第一时间下载监测数据，了解监测结
果，获取运动处方及科学健身知识等信息。

,(体质研究和运动干预'

$%&#年，本市共有 &&个区开展了改善体质、慢
病防治的运动干预，合计干预人数 )&",人。在针对
慢病防治的多项运动干预中，得到了卫生部门的积
极支持和配合。市教委实施青少年体质干预 (,%((

人，制定了《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
施办法》。

!(体质达标'

据 $%&#年各市民体质监测中心、社区市民体
质监测站（队）年度服务数据，及第四次国民体质监
测数据，受测市民体质达标率为 )(*!+，保持良好水
平。据 $%&#年市教委公布的《$%&'年上海市中小学
生2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3测试结果公告》，本市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综合评价达标率为 )'*!+，其中
小学为 )#*%+，初中为 )'*'+，高中为 )#*#+。

!数据来源于 '上海市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

查数据公报(

#数据来源于 '#*!%年上海市民体育场地需求

状况调查分析报告(

图 + #*!%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三项指数)单位-分*

图 , #*!%年上海市+健身环境%发展指数指标水平 图 ! #*!%年上海市+运动参与%发展指数指标水平

图 ' 上海市人均全民健身日常

工作经费比较分析)单位-元*

图 $上海市体育场地类型现状图)单位-个*

图 / 上海市市民对体育场地的需求

)样本总量-+'%,-人*

前言
为客观评估上海市及各区县政府部门全民健身

工作效果!市体育局制定了'#*!%年上海市全民健身

发展 '**指数评估办法()简称+'**指数%*!上海体育

学院作为第三方承担了+'**指数%评估工作& 评估周

期为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年+'**指数%共有 '%个量化指标!有 ,个

客观指标由市体育局和市教委直接填报!#%个客观

指标则由街镇$区县体育局和区县教育局分别申报!

另有 %个主观感受指标由上海体育学院通过对市民

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获取& 此外!还从'上海市第六次

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和'#*!%年上海市民体

育场地需求状况调查分析报告(和 #*!%年上海市国

民体质监测结果中抽取部分公共数据&+'**指数%所

涉及的+人均%计算基数均为上海市常住人口数&

! !上海市体育局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