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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申城体育公园

市民将有更多健身新场景

建设“体育新空间”

2021 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规划》中第一次提出

“体育新空间”的概念：“推动建设体
育新空间，创造体育消费新场景，打
造一批地域特色鲜明、服务功能完
善、经济效益良好的体育服务综合
体”。什么是“体育新空间”？参与
《规划》起草的上海体育学院教授黄
海燕表示，体育公园就是一种“体育

新空间”。
滨水绿地建起体育公园、废旧码

头改造成体育园区……近年来，体育
公园作为全民健身的新载体，广受人
们欢迎。作为一种新型健身空间，体
育公园将体育健身与自然生态融为一
体，既集合了各类运动场地设施，又方
便了群众就近参与体育锻炼，有效解
决了群众“健身去哪儿”等问题，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高。

在建设体育公园方面，上海有着
不少的经验，例如由原本的上海体育

场改建而成的徐家汇体育公园。徐家
汇体育公园占地面积近36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区域内包含上
海体育场、上海体育馆、上海游泳馆，
以及率先投入试运营的徐家汇体育公
园综合馆“万体汇”。据了解，目前徐
家汇体育公园体育馆、游泳馆、综合馆
和体育场室外区域实体建筑已基本完
工，有氧公园和部分绿化场景初具雏
形，上海体育场部分区域和23号线地
铁区域现正按计划推进建设施工。其
中，上海体育场、上海体育馆、上海游

泳馆主体结构施工均已完工，近期将
逐步面向市民开放试运营。

经过改造，徐家汇体育公园正逐
渐成为市民身边体育锻炼的新空间，
比起改造前的上海体育场，体育公园
的运动场景更为丰富，加上后期还会
有更多休闲+消费的设施开发，提供
给市民更多体育锻炼之外的附加体
验。

因地制宜是法宝

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各区将

建设至少一座占地4万平方米以上的
体育公园。对于上海来说，除了徐家
汇体育公园这种大型的改造工程，要
新建超过4万平方米以上的体育公园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于
用地基本饱和的中心城区，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如何破局完成体育公园的建设，
其实之前不少案例已经提供了思路。

例如前不久位于长宁区的新虹桥
中心花园完成形象提升，在延安西路
与娄山关路交叉口的高架桥下，改造
了约2万平方米的公共空间。不仅公
园入口从“九曲十八弯”变为开放式通
道，还改造和新开辟了总计六片体育
场，在3000平方米的空间里打造了四
个篮球场、两个足球场，让这一桥下方
寸之地变为以球类运动为主题的城市
新空间。

上海中心城区寸土寸金，闲置空
间的挖掘、更新与利用始终吸引各方
关注。2018年，长宁区启动桥下空间
更新，此后相继涌现了古北路桥、凯旋
路桥、中环北虹立交等多个桥下空间
改造案例，从休憩设施、游乐场到户外
球场均有涉猎。

此外宝山北上海滨江沿岸将新增
的一占地面约15000平方米的邮轮甲
板公园。通过文旅+消费新业态导入
城市客流。公园建成后，将进一步带
动宝山滨江地区的整体性功能调整，
逐渐实现从“产业滨江”到“生活休闲
滨江”的转变。

因地制宜，挖掘城市的金边银角，
就是打造体育公园这类体育新空间的

“上海经验”。

清华教授、头部企业、跨国公司齐聚徐汇

携手开启百亿级体育产业蓝图
清华大学教授、头部企业、跨国公司、

权威机构……一批体育产业大咖齐聚徐
汇！2月10日，2023年徐汇区体育消费季
启动仪式暨智“汇”体“谈”第三届徐汇区
体育产业发展峰会在上海西岸美高梅酒
店西岸厅举行。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丁荣

启动2023年徐汇区体育消费季、
发布《徐汇区关于深入推进国家体育
消费试点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公布
年度加快体育产业发展资金扶持项
目，徐汇区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一张
宏伟蓝图正在徐徐展开。本次启动仪
式也意味着徐汇区成为2023年全市
范围内最早启动体育消费主题活动的
城区。户外体育消费活动、体育用品
展览、知名体育产品发布……在未来
的几个月里，徐汇区将通过政府搭台、
企业参与，为市民带来一道道“体育大
餐”，共同推动体育消费再上新台阶。

启动仪式上，徐汇区发布了《徐汇
区关于深入推进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
市建设的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聚焦
11项主要任务和四项保障措施，政策
含金量高、针对性强、支持力度大，并
明确提出了“到2025年，全区体育产
业总规模超过400亿元，人均体育消
费支出达到5000元，新增体育场地设

施面积16万平方米”的发展目标。该
项政策的发布，体现出了徐汇体育努
力推进以更高的标准，谋划体育产业
发展；以更实的举措，推进体育场地建
设；以更优的服务，推动体育企业集
聚；以更好的赛事，引领健康生活方
式。

2020年，在上海久事体育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发起之下，徐汇
体育产业联盟应运而生，联盟逐年扩
容，汇聚了越来越多上海头部体育企
业和机构。今年，联盟成员总数达到
了20家。2020年起，徐汇区就从文化
发展专项资金中，专门设立了“加快体
育产业发展资金”，每年都来鼓励优秀
的体育赛事活动，支持体育企业与组
织。过去两年里，每年都有十余家企
业的项目获得了资金扶持。而这一次
发布的2022年度加快体育产业发展
资金扶持项目再一次给到徐汇区内的
多家企业实实在在的帮助。

政策发布振奋人心
产业联盟再度扩容

徐汇体育产业发展的蓝图上汇聚
着国内顶尖的专家智库，帮助体育企
业大开眼界、打开脑洞。

发布会上，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作主题为《多
维创新，促进体育消费》的主旨发言。
2021年上海市徐汇区居民人均体育
消费达到了4254.8元，位列华东地区
首位，在较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组城市
中排名第一。2021年上海市徐汇区
居民体育实物型消费比例33.14%，全
国40个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实物型消
费平均值62.34%；2021年上海市徐汇

区居民体育服务型消费比例66.86%，
全国40个体育消费试点城市服务型
消费平均值37.66%。分析这两组数
据，王雪莉做出专业解读：“体育服务
业与体育制造业占体育产业的比重可
以看出体育产业消费的成熟度，服务
性占比越高，发展潜力越大，因此徐汇
的体育产业已经十分成熟。”苏州的赛
事带动产业、深圳的体育展会经济、张
家口的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福建三
明的体育运动康养……王雪莉还分享
了一系列国内的体育产业发展成功案
例，为参会企业提供经验模式参考。

见证徐汇体育产业发展的蓝图，
听取国内顶尖体育产业专家的权威解
读，让与会的体育企业和机构代表都
倍感振奋。在随后的智“汇”体“谈”徐
汇区体育产业发展峰会上，各家结合
自身企业现状，或分享经验，或提出问
题，深入探讨了优化产品服务、促进消
费升级、新产业探索与布局等方面的
话题，引场共鸣。

发布政策、专家指导、企业互动，
近300多位各方代表济济一堂，整场
活动足足进行了三个小时，大家依然
意犹未尽，活动结束后继续在会场彼
此交流。上海市飞镖运动协会通过办
赛，成功吸引了上海爱镖体育科技有
限公司落户徐汇。这家国内顶尖的飞
镖企业将把赛事中心、研发中心搬到
徐汇滨江，未来将围绕青少年培训、体
育赛事进行发展。

政府搭台，产业唱戏；政策指引，
资金扶持；专家献策，企业畅言，徐汇
体育的人气正在快速集聚，体育产业
的流量迅速攀升。徐汇区体育局局长
张缨表示：“组建产业联盟，发起行业
研讨，发布扶持资金，构建消费场景，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多元的平台，切实
服务好体育企业和机构，帮助企业获
得更好的发展，为整个上海的体育产
业发展做出徐汇的贡献！”

业界翘楚碰撞思维
共筑产业发展未来

聚焦产业发展方向
学界大咖传经送宝

为加快上海市体育公园规划建设，促进体绿深度融合发展，拓展全民健身新空间，提升全民健身服务
水平，近日，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体育局、上海市绿化市容局、上海市规划资源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了
《上海市推进体育公园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逐步形成分布
较为均衡、服务覆盖面广、体绿深度融合，兼具普惠性和特色化、运行可持续的体育公园体系，为广大市民
提供更多优质便捷的全民健身空间和服务。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上海市民的身边已经悄悄新添了
不少各具特色的体育公园，上海在建设体育公园方面又有怎样的“上海心得”呢？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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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虹桥中心花园 ▲甲板公园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