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上海市体育场地主要数据表

指标名称 数量/计算单位
一、综合指标
人均汇总体育场地面积 2.6平方米
汇总体育场地数量 59702个
汇总体育场地面积 6471.93万平方米
二、基础大项场地
田径场地 1583个
游泳场地 1101个
三、球类运动场地
足球场地 2157片
篮球场地 7529/8163个/片
排球场地 638个
乒乓球场地 3660个
羽毛球场地 1297/5440个/片
网球场地 1632/1829个/片
四、冰雪运动场地
滑冰场地 22个
滑雪场地 9个
五、体育健身场地
全民健身路径 18509个
健身房 6511个
健身步道 5034/2891.72个/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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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上海市体育场地数据出炉

持续“加法”，超前破题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在众多网球爱好者的心里，5月
份的劳动节和10月份的国庆节正形
成一种美妙的联动效应：国庆节时去
旗忠网球中心看 ATP1000 上海大师
赛，劳动节时则是自己带上拍子到旗
忠参赛。5月1日至4日，上海第二届
业余网球公开赛暨2024旗忠森林网
球节热闹举行，为网球爱好者们提供
了一个心仪的过节选项。

“能在举办大师赛的场地上打球，
虽然我们是业余爱好者，却也在这个
假期里过了一把当‘大师’的瘾，很有
纪念意义。而且，因为家里不止我一
个人来参赛，所以这次参赛也变得有
几分像是家庭活动了。”网球爱好者何

钊参加的是成人团体赛，而他的侄子
则是青少年组的选手，如此一来加上
到现场观赛和加油的亲友团，真就有
了一点家庭活动日的感觉。

此次赛事共有四个比赛日，设成
人团体赛、青少年男女单打等项目，吸
引到20多支队伍约250余名成人业
余选手，以及280多名青少年选手同
场竞技，总计进行了400多场比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的青少
年赛事已升级为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
排名系列赛（简称“CTJ”比赛）B600 级
赛事。

不少专业人士都觉得，上海网球
运动的发展正迎来一个美好时代。“去
年ATP上海大师赛升级回归，金字塔
尖的职业网球赛事年复一年，奠定了

这座城市网球的基调。时隔29周年，
上海选手张之臻在杭州亚运会男单夺
冠，多项职业赛事中取得历史性突破，
体现了网球运动厚积薄发的规律。金
字塔基，上海的网球人口增长迅速，青
少年、女性、中老年群体正在蓬勃发
展。”上海市网球协会副会长李耀分享
道。

值得一说的是，本项赛事还是新
诞生的上海网球超级联赛的第一站比
赛。上海网球超级联赛旨在以网球为
载体，丰富群众性赛事供给，普及推广
网球运动。该联赛不仅是一个竞技赛
事，更是16个区网球协会融合发展的
重要桥梁，为的是能更好地共同推动
上海网球的一体化发展，为广大网球
爱好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体验。

在旗忠过把“大师”瘾 业余网球迎来假日热度

市民运动会
自由搏击赛走进商场

5月 2日，2024年上海市第四届
市民运动会徐汇市民体育节上海自由
搏击业余公开赛在绿地缤纷城天光中
庭火热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全市的
225名自由搏击爱好者踊跃参与，他
们在这里一展身手，共同为市民带来
了一场视觉与激情的盛宴。

比赛现场，除了紧张激烈的自由
搏击对决外，还穿插了精彩的泰拳表
演，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场充满力量与
美学的视觉盛宴。泰拳表演者以其独
特的技艺和坚韧的精神风貌，赢得了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将体育
竞技与商业活动完美结合，成功地将
比赛场地引入繁华的商场之中。这不
仅为参赛选手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展示
舞台，也为商场带来了更多的人气和
活力。观众在欣赏比赛的同时，也能
在商场内享受到丰富的购物和娱乐体
验，实现了体育与商业的互利共赢。

市民运动会
匹克球巡回赛走进杨浦商圈

5月5日，上海第四届市民运动会
中国匹克球巡回赛-CPC200（上海站）
在位于杨浦核心商圈地带的五角场万
达广场落下帷幕。为期两天的赛事汇
聚全国十余个城市的120名选手。

本次比赛采用中国网球协会颁布
的最新《中国匹克球运动竞赛规则》，
赛事同时被纳入中国网球协会积分体
系，作为中国匹克球巡回赛-CPC200
的上海站赛事面向所有符合年龄要求
的匹克球爱好者开放报名，其中不乏
孟璐茜子、张宝树这样的知名网球、棒
球选手前来“跨界”交流，展现运动风
采。

本次市民运动会正值“五一”小长
假和上海“五五购物节”，主办单位因
势利导、因需制宜，将比赛置入热闹商
圈，向市民开放观赛和实操体验的机
会，让潮流活力、观赏性强的专业赛事
活动进一步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营造
良好的节日氛围，拉动人气，共同助推
假日经济。

■短讯

就在劳动节假期前，
2023年上海市体育场地
数据新鲜出炉，新数据显
示，本市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已增至 2.60 平方米。
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在
2021年曾印发过《关于
推进全民健身工程加强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意
见》，其中提到“至2025
年，本市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将达到2.60平方米左
右”。与目标时间相比，
如今上海的进度无疑又
超前了。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申城的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得如何
了，未来又该如何持续发力？想要在
这一民生大事上更好地破题，“毛估
估”显然是不够的，还得靠过硬的科学
数据来作为指引。新发布的2023年
上海市体育场地数据便是这样一盏明
灯。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根据《全
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制度》和《上海市
可利用体育场地统计调查制度》的相
关标准，上海各类体育场地有59702
个，体育场地面积6471.93万平方米，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60平方米。其
中，符合国家统计标准的体育场地
54501个，体育场地面积5973.68万平
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40平方米；
上海市可利用体育场地5201个，可利
用体育场地面积498.25万平方米，人
均可利用体育场地面积0.20平方米。

再往细节处看，在符合国家统计
标准的54501个体育场地中，基础大
项、球类运动、冰雪运动、体育健身等

方面均有发展。
先说基础大项场地。截至2023

年末，上海田径场地1583个，场地面
积605.06万平方米。其中，田径场176
个，占比11.12%；小运动场1361个，占
比85.98%；其他田径场地46个，占比
2.91%。全市游泳场地1101个，场地面
积143.35万平方米。其中，室外游泳
池 210 个，占比 19.07%；室内游泳馆
889 个，占比 80.74%；天然游泳场 2
个，占比0.18%。

再看球类运动场地。截至去年年
末，上海球类运动场地18113个，场地
面积3323.84万平方米。其中，足球、
篮球、排球“三大球”场地共10324个，
占比 57.00%；乒乓球、羽毛球、网球

“ 三 小 球 ”场 地 共 6589 个 ，占 比
36.38%；其他球类运动场地1200个，
占比6.63%。

全市足球场地2157片，场地面积
590.08万平方米，每万人拥有足球场
地0.87片。其中，11人制足球场地386

片，占比17.90%；七人制足球场地809
片，占比37.51%；五人制足球场地960
片，占比44.51%；沙滩足球场2片，占
比 0.09%。全市篮球场地 7529 个
（8163 片），场地面积 441.25 万平方
米。其中，室外篮球场4911个，占比
65.23%；室外三人制篮球场1553个，
占 比 20.63% ；室 内 篮 球 馆 1065 个
（1699片），占比14.15%。全市排球场
地638个，场地面积27.53万平方米。
其 中 ，室 外 排 球 场 542 个 ，占 比
84.95% ；室 内 排 球 馆 66 个 ，占 比
10.34% ；沙 滩 排 球 场 30 个 ，占 比
4.70%。

上海乒乓球场地3660个，场地面
积44.40万平方米。其中，室内乒乓球
馆3567个，占比97.46%；室外乒乓球
场93个，占比2.54%。全市羽毛球场
地 1297 个（5440 片），场地面积 71.55
万平方米。其中，室内羽毛球馆781
个（4924片），占比60.22%；室外羽毛
球场516个，占比39.78%。全市网球

场地 1632 个（1829 片），场地面积
103.09万平方米。其中：室外网球场
1517个，占比92.95%；室内网球馆115
个（312片），占比7.05%。

作为中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
进”中的桥头堡，上海一直在积极推动
运动发展。至2023年末，本市冰雪运
动场地 31 个，场地面积 4.13 万平方
米。其中，滑冰场地 22 个，占比
70.97%；滑雪场地9个，占比29.03%。

最后,要讲到的便是体育健身场
地。在年复一年的积极建设和更新
下，至去年年末，上海全民健身路径
18509个，场地面积85.76万平方米；健
身房6511个，场地面积194.29万平方
米；健身步道5034个，长度2891.72公
里。

由 2012 年末的 1.67 平方米，到
2023年末的2.60平方米，上海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持续增加。在寸土寸金的
现实条件下，所有的“加法”着实都来
之不易。

超预期完成目标“人均面积”增至2.6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