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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几年，我国场馆建设发展迅猛，

成就巨大。这期间经历了一届奥运会、两届亚运会、两届亚冬会

和七届、第八届省运会，我国竞技型大型综合运动会的体育设

施，无论是场馆数量、建筑规模、建筑标准、设备水平、新技术

和新材料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有相当部分已进入

国际先进行列，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为我国体育运动的进一步发

展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我国竞技型场馆建设已在全国初步形成网络，虽然还不完

备，存在许多不足，但场馆建设从整体上看似已进入一个新的发

展时期。首先，场馆建设重点需要适时转移，以人为本，大力发

展群众体育设施，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其二，大型综合性

体育设施的建设应步入理性发展阶段，达到可持续发展；其三，

竞技型体育设施的设计理念需要及时更新。

下面仅就这些涉及可持续性发展问题谈些个人看法，与大家

探讨。

1   场馆建设重点

近一、二十年，我国场馆建设发展之快已是有目共睹，但

是重比赛场馆、轻群体设施现象也随处可见，两者发展失衡比较

明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西德为振兴体育运动制订有黄金计

划，日本也制订过类似的发展计划，其核心是保障人民健康，重

点是建设群众体育设施。

竞技设施与群众设施的建设是体育运动普及与提高相互促

进与制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群众体育如果得不到

足够的场地和设施的支持，不仅会对人民群众的健康产生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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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也会使竞技体育失去群众基础，反过来制约竞技体育的进一

步发展，整个体育运动事业也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道理浅显，人人皆知，但在建设中却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

原因较多，但可能主要与下述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改革开放之

初，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发挥举国之力办几件大事尚可，而对广

阔的群众体育设施无力顾及，只能令其自寻出路，因陋就简。但

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经济大有改观，有了兼顾群体设施

建设的条件，但遗憾的是场馆建设重点未能得到及时调整。二是

我国场馆建设出现了新的刺激因素，被当作提升城市文明、彰显

政绩、提高城市知名度的形象工程。于是，近十多年高标准、大

规模的竞技型场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一线大城市到二、三

线大中城市卷起一股建设热潮，这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

花费几亿甚至几十亿元巨额投资兴建的大型体育中心，所寄

予的过多、过高的期望未必都会得到实现，反而危害到体育运动

本身的发展，现在似应到了冷静思考、认真总结得失的时候了。

场馆建设重点及时转移到群众体育设施上来，应是新形势下的明

智之举。为社区建设各种健身设施，建立众多的体育俱乐部，为

群众缔造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将是更好、更具魅力的形象工

程，会得到群众的欢迎。

2  场馆建设掌控    

竞技体育设施还会在一些省市有所建设和发展，但是应有科

学的策划和适当的掌控。奥运会及某些重要的洲际运动会如亚运

会，有较大的政治和经济诱惑力，但举办城市是赚是赔还有待实

事求是地分析总结。我们还应该从举办机遇角度做些分析。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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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届奥运会情况看，轮到一国再次或第三次举办奥运会的机

遇相当稀少，一般要经过大约40年轮回期。大型场馆经受四十几

年虚位以待的考验，不仅要付出巨额维护费用，而且场馆的机能

寿命也很难延续到三四十年，而场馆进行较大的更新改造又将是

一笔较大的投资。一国等待40多年，有幸再次举办奥运会，也未

必还在同一城市，因此有些奥运场馆可能一生只有一次机遇。至

于洲际运动会有可能在20年左右再获得一次机遇。

近些年，全国各地主要是围绕争办全运会和省运会进行场

馆建设，做些分析研究更具现实意义。目前全国已有十几个省市

（约占全国1/3）已建成大型体育中心，其举办全运会、城运会等

的轮回周期平均已达到20年以上。省运会由1/3地市举办（约5~6

个地市），其轮回周期也达到了20年。显然，从技术经济角度

看，全国各省都争办全运会、各省的地市级城市都争办省运会将

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场馆的机能寿命一般维持在20年已是相当不错，再长则要经

受较大的更新改造，付出代价更高。因此，全运会、省运会体育

中心建设似已进入需要控制的新阶段，避免重复建设，减少资源

浪费，以利于场馆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大型场馆建设的控制指标，有待讨论研究，但控制建设则势

在必行。

3  场馆设计理念

竞技性大型体育场馆在我国仍会有所兴建，因而及时总结历

史经验，关注发展趋势，让场馆建设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第八届全运会上海8万人体育场 第九届全运会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场

第十届全运会江苏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第十一届全运会山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第十二届全运会沈阳五里河体育中心主体育场

我国大型场馆设计，近十多年开始关注赛后利用问题，并有

许多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还有些场馆为适应社会需要的发

展变化和提高使用效率，进行了较大的改造。有的比较成功，有

的未能取得预想效果，这些也是值得研究总结的。

大型、特大型体育场馆在一次盛大赛事中一展辉煌，过后不

久即陷入冷清局面，处于几十年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这种情况

在国内、国外都不少见。这种场面在默默地呼唤人们给予关注，

改变现状，减少无形浪费，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较多，其中考虑不周、决策片面者不占

少数，而后期设计已无力改变前期决策。从设计角度来看，则是

对大型体育场馆使用要求忽高忽低的特点认识不足。事实证明，

用常规的静态思维对待动态要求难以奏效，只能用动态的思维模

式和设计方法去应对。例如，悉尼奥运会主体育场、卡尔加里冬

奥会麦克马洪体育场就是以动态的思维和设计方法采用大量临时

座席应变观众席大幅增减的需要。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主体育场

设计毅然突破常规思维模式，将2/3观众席做成临时座席，奥运过

后，即可变成一两万人的社区体育场，不仅减少了投资，也避免

了长期巨额维护费用的开支。几十年后如有需要，则可租赁临时

座席满足新的大型赛事需要。

场馆改造设计同样不宜用静态思维模式从一种不适应使用

要求状态中解脱出来，又转入另一种不久也将不适用的静态功

能模式，只有改变设计理念，从静态思维转向动态思维，才是

可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