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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全球

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提出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分“三

步走”， 确定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

“四梁八柱”。

请来上海市体育局规划产业（法规）

处负责人为记者解读，从 2015年开始就

第一次提出“建设全球体育城市” 的概

念，到如今明确提出：到 2050年，全面建

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三十而立”的这

新三十年目标背后， 是上海独具一格的

体育发展之路。

三个“小目标”

《纲要》提出，到 2025 年，体育实现

全领域、全方位高质量发展，市民参与体

育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幅提升，基本建成

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全民健身普及率有

效扩大，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

到 45%以上，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平方米左右。

到 2035年，迈向更高水平全球著名

体育城市。 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

现现代化，体育发展水平进入全球前列。

体育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智能化全

面实现， 体育活动成为人人参与的

生活习惯和生活时尚，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达到 3平方米左右，

每万人拥有体育健身组织

35个。 体育产业成为经济

支柱性产业，建成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体育资源配

置中心。

到 2050 年， 全面

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

市，形成“一城一都四中

心”发展格局。 市民身体

素养和健康水平、体育综

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

领先。

在“一城一都四中心”的

发展格局中，“一城”是指，把上

海建设成人人运动、人人健康的活

力之城；“一都”指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

体育赛事之都；“四个中心”是要打造辐射

全球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全球领先的体

育科技创新中心、国际知名的体育消费中

心和更具全球影响的体育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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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好发展

有场地、有组织、有想法，是实

现前两个“小目标”的前提。

首先是运动场地。 见缝插针打

造“处处可健身”的高品质运动空间

是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不断攀升

的前提。

放开赛、奋力跑，如今的上海，

已经打造出“双环、九廊”等市域线

性生态空间，兼顾马拉松、自行车等

群众性体育赛事， 构建城市绿道系

统。而回到你我身边，充分利用屋顶

加强土地集约复合利用， 充分利用

城市空地、闲置厂房、仓储用房、地

下室、建筑屋顶等“金角银边”，因地

制宜形成多样化、 无处不在的健身

休闲空间， 也让更多人能在屋顶挥

汗如雨，享受健身快乐。

在上海环球港的屋顶，小众运

动找到了自己的“家”———从类似

网球与壁球结合体的板式网球，到

传统观念中很少出现在中心城区

的马场，再到近年来在国内日益兴

起的攀岩，这些运动都在“屋顶唱

着歌”。 据悉，目前，全市共有上海

环球港、翔立方体育综合体、三邻

桥体育文化园、顽酷运动工厂等 12

家都市运动中心， 并计划到 2025

年力争实现全市 16 个区全覆盖，

同时试点在全市 26 个特色产业园

区中建设都市运动中心。

“晒运动”“晒健康”，“天天想健

身”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是市民健康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学生体

能教育，从小培养健身兴趣，养成

健身习惯，让体育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

想运动还需要

会运动，而上海目前

遍布全市、市民身边

的体育社会组织将

提供全民健身专

业指导。

据悉， 目前

上海有 1000 多

个体育社会组织，

每万人拥有 22.2

个体育组织。 未来，

这些体育社会组织

还将推广主动健康管

理模式， 指导市民健康

吃、科学练、防慢病、治未

病。定期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和

健康评价公益服务活动，完善国民

体质监测数据库， 为市民量身定制

健身方案。落实学校体育教育，促进

青少年体育素养提升， 让每位青少

年掌握 2项以上运动技能。

    双十一到了， 一年一度买

买买的剁手时间又来了。今年，

你在体育消费上花了多少钱？

体育消费是全球著名体

育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着力

推动体育消费创新升级，拓展

体育消费体验，形成体育消费

热点，是加快建成国际知名体

育消费中心的关键之一。

上海市体育局规划产业

（法规） 处负责人给记者讲了

两个例子。一个是他前往德国

考察时的感触，在德国安联球

场，从进门第一刻，浓郁的足

球氛围就能让人产生消费冲

动———和偶像一样的外套，带

着 LOGO 的餐具， 都是参观

者的心头好。

另一个就发生在身边。今

年上半年，疫情袭来，体育产

业遭遇冲击。作为上海知名水

上运动中心，美帆俱乐部亦受

波及。 在淀山湖边搭设帐篷以及野餐区

域，美帆俱乐部创新求变，打造全新体育

生活方式。逐渐形成热度的人流也反哺俱

乐部经营，更让不少对帆船运动一无所知

的市民在这里与水上运动有了亲密接触。

开发更多舒适、融合、智慧的消费场

景也是促进体育消费的重点之一。嵌入文

旅科等元素，推动体育特色小镇、体育主

题公园等消费场景创新升级。推动夜间体

育、假日体育、房车露营等新业态、新模式

发展同样也是体育消费的未来趋势。

这几天，四叶草里，体育的舞台大有

可为。 本届进博会的一大亮点，是首次设

置了体育用品及赛事专区。 展览面积

7300 平方米，吸纳国际知名体育赛事、体

育品牌、体育科技企业参展，首次参展企

业占比超过 90%。

有宏愿，有政策，有决心，当大多数的

市民都乐意为体育买单，上海形成国际知

名体育消费中心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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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长三角

赛事是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建设的核心要素。《纲要》中，明

确提出未来将“充分发挥长三

角三省一市各自比较优势，共

同申办举办顶级国际综合性赛

事和国际单项赛事。 ”

对此，上海体育学院运动与

健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

任黄海燕认为，《上海全球著名体

育城市建设纲要》的推进落实，包

括“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建造打

造，未来始终需放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去理解

和考量。

长三角一体化办国际大赛

其实早有先例，办赛方式也有两

种模式：一种是长三角城市大家

携手，一起办赛，共同组织；还有

一种是，赛事虽然在一个地方，但

可以发挥赛事辐射效应，在长三

角形成联动。

以刚刚落幕的英雄联盟全

球总决赛（S10）为例，在整个比

赛周期，长三角观众往来频繁、

赛事辐射效应明显。 记者采访

中发现，赛事举办的一个月间，

周末来上海感受赛事气氛已成

为苏浙两省观赛粉丝的“固定

项目”。

不仅有上海、南京和杭州等

长三角主要城市， 还包括苏州、

宁波等地（市）级城市均举办了

大量大型体育赛事。这些宝贵的

大型赛事举办经验积累为长三

角大型体育赛事一体化发展奠

定了基础。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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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在运动

中心体验滑雪

■ 市民在嘉定足球公园踢球

本版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