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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体育场馆是供给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重要物质载体，其空间活力是衡量场馆

运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对湖北省160个公共体育场馆的空间活

力进行测量评价和空间特征分析；对不同类型、级别、运营主体的场馆空间活力进行比较分

析；引入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别从宏观尺度和微观尺度探究周边建

成环境和场馆内部因素对场馆空间活力的影响。研究表明：1）湖北省公共体育场馆空间活

力存在空间分异特征，场馆资源与空间活力之间存在错位现象；2）场馆空间活力呈现出省

级高于市级、县级，体育馆、游泳馆高于体育场、全民健身中心，事业单位运营场馆高于公司

企业运营场馆的特征；3）场馆空间活力受到建成环境因素中人口密度、路网密度的正向影

响，受经济密度负向影响，与场馆的固定座位数、场地面积、接待人次、体育赛事数量存在显

著相关。研究建议：优化场馆空间布局，融入城市整体规划；加强硬件条件建设，提升场馆

服务环境；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助推场馆高效利用；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协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平衡、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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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sports venues serve as crucial material carriers for providing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s, and their spatial vitalit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assess the level of venu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spatial vitality of 160 venues in Hubei Province was measured, 

evaluated and analyzed by GIS spatial analysis. The spatial vitality of venues of different types, 

levels, and operating entitie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s were introduc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surrounding built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factors on the venues spatial vitality from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respectively.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1) There are spatial differ‐

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patial vitality of venues in Hubei Province, with a mismatch 

between venue resources and spatial vitality; 2) the spatial vitality of the venues shows charac‐

teristics th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s higher than municipal level and county level, the gymnasi‐

ums and swimming pools are higher than stadiums, and national fitness centers, venues operat‐

ed by public institutions demonstrate higher vitality compared to those managed by corporate 

enterprises; 3) the spatial vitality of the venues is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population density 

and road network density amo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 negatively affected by economic 

density, an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number of fixed seat, venue area, visitor reception, 

and the number of sports events. The study suggests to optimize the spatial layout of venues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overall urban planning; strengthen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n‐

hance the service environments of venues; improve the level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pro‐

mote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venues; promote equ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for regional coordi‐

nated development; coordinate social benefits and economic benefits, achieve a balanced and 

win-wi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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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场馆（以下简称“场馆”）作为城市公共空间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体育场地设施供给不足一直是困扰人民群众

“健身去哪儿”的难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

见》，提出要优化资源布局，扩大服务供给。而我国仍存

在场馆资源闲置、利用率偏低等问题（陈元欣，2022）。扩

大增量之余，盘活现有场馆存量，还需提升场馆空间

活力。

“空间活力”是一个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领域的概念，

用于描述城市（吴莞姝 等，2022）、社区（王勇 等，2018）、

城市公园（罗桑扎西 等，2019）、商业综合体（罗桑扎西 

等，2019）、滑雪场（方琰 等，2023）等不同空间场景的活跃

程度、吸引力和活力水平，用来表征空间的人群密度、使

用效能及其经济社会活动的活跃性。众多学者对其内涵

与特征进行解释（表 1），主要围绕人群、空间和行为活动

3 个基本要素展开。人群被认为是空间活力的核心与源

泉，空间是活力的物质载体，而人群在空间中的行为活动

则是空间活力的集中体现（曹钟茗 等，2022）。场馆空间

活力是指场馆促使人群停留时长和访问频率最大化的能

力，其内涵是场馆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居民体育锻炼需求

得到有效满足、运营商经营利润得到合理实现，而外在表

征是人群在场馆内的密集程度。鉴于空间活力可以通过

人群密集程度测量（李少英 等，2023；梅桢悦，2020；单瑞

琦 等，2021），本研究使用场馆核心区单位面积的年接待

人次表征体育场馆空间活力。

国内学者从经济效益（周良君 等，2011）、公共服务水

平（陈元欣 等，2022）、顾客满意度（耿宝权，2012）、居民获

得感（陈元欣 等，2020）等视角对场馆运营管理水平开展

了评价研究，在体育场馆科学化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空间活力作为衡量体育场馆实际利用率的有效途径，是

评价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水平的重要维度，目前鲜见针对

该问题进行的研究。研究场馆空间活力特征及其影响机

制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场馆空间潜力，激发空间活力，提高

场馆使用的效率，为解决场馆资源闲置、利用率不高等问

题提供实践指引。此外，揭示场馆的高需求区域和低利

用区域能够为优化体育资源配置、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水

平提供科学依据。

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体育实体的融合发展，

为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在体育领域中的应用奠定了

基础（王子朴 等，2022）。本研究以湖北省为例，基于数据

驱动决策理念和跨学科研究策略，综合利用场馆传感器

收集的客流量大数据、夜间灯光等遥感数据和问卷调查

数据，在宏观层面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模型分析场馆

周边建成环境对其空间活力的影响和强度，在微观层面

运用地理探测器探讨场馆空间活力与场馆内部因素之间

的关系。最后，根据场馆的空间活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提出场馆空间活力提升与优化的具体策略。

1 研究设计

1.1　变量选择　

为确保选取的因素和指标具有科学依据和合理性，

通过文献资料调查梳理并确定影响场馆空间活力的宏观

和微观影响因素。

1.1.1　影响体育场馆空间活力的宏观因素　

已有研究认为，人口（仲崇超，2014）、经济（王欢，2021）、

交通（王西波 等，2008）、城市化（曾建明，2013）、生态环境

（沈朝阳，2013）会影响体育场馆选址和空间布局，科学的

体育场馆选址可以提高其使用效率和空间活力（黄凤娟 

等，2010；唐雅冰，2017）。因此，本研究选取人口密度、经

济密度、路网密度、城市化水平、海拔高度、空气温度 6个指

标作为场馆空间活力值宏观影响因素的候选变量（表 2）。

1）人口密度：人口的分布情况影响着体育场馆建成

后的使用效率（王欢，2021），人口集中意味着更大的市场

和用户基础，可能提升场馆的空间活力。2）经济密度：经

表1　 空间活力的内涵解释

Table 1　 Connotations of Spatial Vitality 

内涵解释

人的活跃程度决定了城市是否具有活力；人在物质空间的互动衍生出城市的多样化，而城市多元化是城市活力的来源

活力是衡量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指标，城市空间具有承载活力的能力，而人能够激发活力的生成

有活力的空间是能够给人提供有多种功能、用途、选择的活动空间

人群的行为活动是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源泉，是一切的基础和起点

人的聚集与生活是空间活力的原始动力

人在物质空间的行为活动是城市活力的表现，且空间活力能真实反映使用者对空间的满意程度

文献来源

Jacobs，1961

Lynch，1984

Bentley et al.，1985

扬·盖尔，1992

蒋涤非，2007

汪海 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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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达程度越高的地区，居民体育锻炼参与意愿（王富百

慧 等，2016）和行为水平越高，有利于提高场馆空间活力。

3）路网密度：交通区位是影响大型体育场馆成功建设运

营的重要因素（汪奋强 等，2021），便捷的交通能够增加场

馆的客流量，提升场馆空间活力。4）城市化水平：城市化

进程伴随着人口集聚和经济繁荣，人口集聚能够提升场

馆的使用率，经济增长也增强了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意

愿和能力，从而共同提升场馆的空间活力。夜间灯光亮

度与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王晗 等，2022），

故通过夜间灯光值衡量城市化水平。5）海拔高度：高海

拔地区的低温和低氧环境会降低人的身体活动水平（Ber‐

nard et al.，2021），从而影响场馆的空间活力。6）空气温

度：适宜的气温有利于增加休闲娱乐活动或体育运动参

与（秦淑洁 等，2023），增强居民前往体育场馆的意愿，提

升场馆的客流量和空间活力。

1.1.2　影响体育场馆空间活力的微观因素　

体育场馆利用率会受到硬件条件（雷厉，2001）、运营

管理（黄鄢铃子 等，2019）、开放水平（李冬梅 等，2023）等

因素的影响，而空间利用率则会影响场所空间活力（唐雅

冰，2017）。本研究从硬件条件、运营管理、开放水平等

3 个维度选取了 8 个指标作为场馆空间活力微观影响因

素的候选变量（表 3）。

1）硬件条件：硬件条件是体育场馆的经济和物质基

础（雷厉，2001）。本研究选取投资总额、固定座位数、场

地面积 3 个指标表征硬件条件维度。投资总额反映场馆

的整体质量、设施和服务，较高的投资水平意味着更好的

硬件条件和更专业的服务，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流量；

固定座位数代表了场馆的规模和容纳能力，座位数多的

场馆能够举办大型活动，吸引更多的观众；场地面积决定

了场馆整体的规模和开发潜力，更大的场地面积意味着

有更多的体育设施和空间可供居民使用，从而提升场馆

空间活力。2）运营管理：体育场馆的运营管理模式会影

响场馆资源的利用率（岳勇斌，2023），场馆的接待人次、

体育赛事数量、体育培训人次反映了场馆运营管理效能，

故选取这 3 个指标表征运营管理维度。接待人次是场馆

空间活力的直接反映，接待人次越多，意味着场馆空间活

力越高；体育赛事数量越多，场馆的客流量越大，从而提

升场馆的空间活力；体育培训人次可以提升场馆客流量，

促进场馆空间活力的增强。3）开放水平：推动场馆向市

民开放可有效改善体育场馆利用率低的现状（李冬梅 等，

2023），本研究选用免费签约中小学教学点数量和免费签

约社会体育组织数量表征场馆开放水平。对中小学和社

会体育组织开放场地能够确保场馆拥有持续、稳定的客

流量，从而提高场馆的空间活力。

1.2　数据来源和提取方法　

场馆空间活力数据来源于湖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

内部数据、国家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空间活力的测

量方法具有多样性，单瑞琦等（2021）通过单位面积的活

跃人口数量评估商城的空间活力，梅桢悦（2021）通过单

位面积内非必要性活动总人数衡量街道夜间活力值，李

少英等（2023）通过计算用户密度与景区面积的比值衡量

旅游景区空间活力。参考上述空间活力的量化方法，通

过单位面积人口数量表征场馆的空间活力，计算公式为：

Vi =
∑Pi

Si

（1）

式中，Vi 为场馆 i 空间活力，Pi 为场馆 i 年度客流量总

人次/人，Si 为场馆 i核心区面积/m2。

宏观影响因素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国际科学数据

镜像网站、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国家地球系统科

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和 OpenStreetMap（https：//www.openstreetmap.org）。将湖北

省 160 家场馆的经纬度坐标（WGS-1984）分别投影到高程

栅格图层、气温栅格图层、夜间灯光栅格图层、人口密度栅

格图层、经济密度栅格图层、路网密度栅格图层中，然后提

取对应的栅格数据，生成各个场馆的宏观影响因素数据。

微观影响因素数据来源于湖北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

内部数据、国家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将场馆的投资

总额、固定座位数、场地面积、接待人次、体育赛事数量、

体育培训人次、免费签约中小学教学点数量、免费签约社

会体育组织数量数据导入 Arc GIS10.8 软件，利用自然断

表2　 场馆空间活力的宏观影响因素

Table 2　 Macro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enue Spatial Vitality 

指标

人口密度

经济密度

路网密度

城市化水平

海拔高度

空气温度

符号

Pop

Gdp

Trans

City

Dem

Temp

计算方法

各栅格内人口密度值

各栅格内GDP密度值

各栅格内道路长度值

各栅格内夜间灯光值

各栅格内高程值

各栅格内年均气温值

参考依据

吴宇彤 等，2023

吴宇彤 等，2023

吴健生 等，2022

王晗 等，2022

张秋梦 等，2023

徐勇 等，2022

预期影响

＋

＋

＋

＋

-

＋

注：＋.正向影响，-.负向影响；下同。

表3　 场馆空间活力微观影响因素

Table 3　 Microcosmic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enue Spatial Vitality 

维度

硬件条件

运营管理

开放水平

指标

投资总额/万元

固定座位数/个

场地面积/m2

接待人次/人

体育赛事数量/场

体育培训人次/人

免费签约中小学教学点数量/个

免费签约社会体育组织数量/个

符号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预期影响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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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法将连续型变量转换为地理探测器可以识别运算的五

分类变量，构成场馆空间活力的微观影响因素体系。

1.3　数据分析方法　

1.3.1　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OLS 是一种经典的回归分析方法，通过最小化回归

模型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之间的平方差得到回归系数的

最优估计，计算公式为：

Y = β0 +  β1 X1 + β2 X2 + ⋯ + βk Xk + ε （2）

式中，Y 为因变量；X1，X2，⋯，Xk 为自变量；β0 为截距

项，β1，β2，…，βk 为回归系数；ε为误差项，代表实际观测值

与模型预测值之间的差异。

1.3.2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　

GWR 是线性回归模型的扩展，其主要区别在于将变

量的空间特征纳入模型，从局部的视角研究变量间的空

间非稳定性。其回归系数 β i 可以随着要素的空间位置 i

不断变化，从而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随空间位置

的变化情况，计算公式为：

yi = β0 (ui，vi ) +∑
k = 1

n

βk (ui，vi )xik + ε i （3）

式中，(ui，vi ) 代表第 i 个样本空间单元的地理坐标；

βk (ui，vi )代表样本空间单元 i的第 k个回归系数；yi 表示第

i 个场馆空间活力数值；xik 表示第 k 个影响因素在空间单

元 (ui，vi ) 处的观测值，在本研究中，k 分别表示人口、经

济、交通、城市化、海拔和气温等可能影响场馆空间活力

的要素；n 表示影响因素的个数；ε i 为残差项，服从正态分

布，残差越小，说明回归方程拟合度越高。

1.3.3　MGWR　

MGWR 是一种空间统计建模方法，可用于探索空间

数据中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考虑空间异质性。

使用MGWR模型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随空间位置

的变化情况，计算公式为：

yi =∑j = 1

k βbwj (ui，vi )xij + ε i （4）

式中，yi 表示因变量；(ui，vi )表示第 i 个样本空间单元

的地理坐标；xij 表示第 j个自变量；bwj表示第 j个变量回归

系数使用的带宽（bandwidth）；βbwj 表示在位置 (ui，vi )处第 j

个参数的估计量；ε i 表示误差项。在本研究中，j分别表示

地形、气温、城市化、人口、经济、交通等可能影响场馆空间

活力的要素；k表示影响因素的个数（沈体雁 等，2019）。

1.3.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检验变量在空间分布

上的耦合性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选用地理

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功能分析各因子对场馆空间活力的

影响强度，计算公式为：

q = 1 -
∑h = 1

l Nhσ
2
h

Nσ2
= 1 -

SSW
SST

（5）

SSW =∑h = 1

l Nh σ
2
h SST = Nσ2 （6）

式中，q表示探测值，h=1，2，3⋯，l表示自变量 X的分

区，Nh 表示 h区的单元数，N表示全区的单元数，SSW为层

内方差之和，SST 为全区总方差。q 的取值范围为［0，1］，

q 越大代表因变量受自变量的影响越强，反之则越弱（王

劲峰 等，2017）。

1.3.5　均值-标准差法　

均值-标准差法是利用数据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进行

分级分类的统计方法（陈松林 等，2009），运用该方法分别

以 M-SD、M、M＋SD 3 个节点将场馆活力强度与场馆资

源划分为低值、中值、次高值、高值 4个等级。依据区域内

场馆数量越多，活力越强的假设，采用叠置分析方法对空

间单元的场馆数量与活力等级的组合进行匹配度分析。

2 场馆空间活力分析

2.1　场馆空间活力的空间分布特征　

2.1.1　不同类型场馆空间活力分布特征　

利用自然断点法将不同类型场馆（体育场、体育馆、游

泳馆、全民健身中心）的空间活力划分为 5 个等级：高、较

高、中等、较低和低。不同类型场馆的空间活力在不同地

区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一些特定场馆表现出非常高

的空间活力，而其他大多数场馆则维持在较低的活力水

平。从实践经验来看，这种分布可能源于以下原因；1）地

理位置的优越性，如洪山体育中心体育馆、洪山文体中心

体育馆等位于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的场馆更易

吸引体育参与者和观众；2）体育场地设施的先进性，如孝

感游泳馆、武汉体育中心体育馆等拥有现代化体育场地

设施的场馆，可为居民提供更好的运动参与体验，从而吸

引更多的人流量；3）文体活动的多样性，如广水市体育活

动中心体育馆、来凤县新体育馆等举办了多种多样的体

育赛事和文化活动，提升了场馆的受欢迎度和空间活力。

2.1.2　不同区域场馆空间活力分布特征　

在场馆数量空间分布特征方面，场馆主要集中在武

汉市、宜昌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场馆数量均高于

18个；其次是黄冈市（17个）、十堰市（15个）、襄阳市（14个），

其余各市（自治州、林区）拥有的场馆数量均在 10 个及以

下，这反映了公共体育服务资源空间分布不够均衡。

在场馆空间活力分布特征方面，场馆活力强度在空

间分布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场馆活力强度值较大的市（自

治州、林区）为武汉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宜昌市，

均高于 1 015.07，而场馆活力强度值较小的市（自治州、林

区）为神农架林区、仙桃市和鄂州市，场馆空间活力值低

于 117.08，其中鄂州市仅为 2.32，这说明场馆的空间活力

强度存在空间异质性。

在场馆数量与空间活力强度匹配状况方面，结合均

值-标准差法与叠置分析，对场馆数量及空间活力值分别

进行分类，叠置得到市（自治州、林区）场馆数量与活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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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匹配状况，因不存在不匹配和次不匹配情况，故得到匹

配和次匹配 2 种模式。湖北省东部的武汉市、鄂州市、黄

冈市、黄石市，中部的荆门市、荆州市、天门市、仙桃市，西

部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神农架林区场馆数

据与其空间活力值为匹配模式，说明场馆数量与空间活

力值存在一定的关联。而襄阳市、十堰市、咸宁市、孝感

市、随州市为次匹配模式。次匹配模式分为两种情况，一

种表现为场馆数量多而空间活力较低，如襄阳市、十堰

市，另一种表现为场馆数量有限而活力较高，如咸宁市、

孝感市、随州市。前者反映场馆空间利用率不足，后者反

映场馆资源供给不足，需要提高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总

体来看，各市（自治州、林区）场馆资源与空间活力之间整

体匹配程度较好，但部分地区存在错位现象。

2.2　场馆空间活力的比较分析　

2.2.1　不同级别场馆空间活力比较分析　

省级场馆空间活力的均值、中位数、上四分位数和下

四分位数均远高于市级和县级场馆，说明省级场馆的空间

活力值整体较高（图 1）。从宏观因素看，省级场馆主要位

于武汉市，所在区域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外部环境有利于

提高场馆空间活力值；市级和县级场馆可能位于经济水平

和人口密度较为一般的区域，这些因素可能导致空间活力

值较低。从微观因素看，省级场馆具有场地面积大、服务

标准高和功能多样化的特点，可以承办更多的文体活动，

因此空间活力值较高；市级和县级场馆规模较小，功能较

为单一，主要满足本地区的需求，因此空间活力值较低。

2.2.2　不同类型场馆空间活力比较分析　

体育馆空间活力的中位数、均值、上四分位数和下四

分位数均高于其他 3 类场馆（图 2），体育馆由于具备良好

的室内环境和功能多样性，能够承办各类体育赛事、文化

演出活动，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和人流量，因此具有更高

的空间活力值。游泳馆的均值、中位数、上四分位数和下

四分位数位列第二，这可能与游泳馆具有较高的休闲娱

乐和运动健身价值有关，其空间活力较高。全民健身中

心和体育场相较于体育馆、游泳馆拥有更大的核心区面

积，可能造成空间活力相对较低。整体来看，体育馆和游

泳馆的整体空间活力值高于全民健身中心和体育场。

2.2.3　不同性质场馆空间活力比较分析　

事业单位运营场馆空间活力的中位数与公司企业运

营场馆相近，但均值、上四分位数和下四分位数均高于公

司企业运营的场馆（图 3），表明由事业单位运营的场馆空

间活力值在整体上略高于公司企业运营的场馆。一方

面，事业单位运营的场馆在场地环境、运营管理等方面可

能更有优势，能够提供更多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具有

更高的人流量，从而导致空间活力值较高。另一方面，在

体育场馆经营权改革的背景下，由私营企业负责运营的

场馆存在过度商业化、公共体育服务不完善、服务定价不

合理等问题（邓涵，2019），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削弱了场

馆的空间活力。

图1　 不同级别场馆空间活力值小提琴图

Figure 1.　 Violin Plot of the Spatial Vitality Value of Venues at 

Different Levels

图2　 不同类型场馆空间活力值小提琴图

Figure 2.　 Violin Plot of Spatial Vitality Valu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Venues

图3　 不同运营单位场馆空间活力值小提琴图

Figure 3.　 Violin Plot of the Spatial Vitality Values of Venues of 

Different Operating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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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馆空间活力影响因素分析

3.1　宏观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表4），所有解释变量VIF值均小于7，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MGWR 模型 R2和调整 R2均高于

OLS 模型和 GWR 模型，且 AICc 准则值下降明显，说明

MGWR 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能够更好地解释场馆空间

活力影响因素。考虑到仅 OLS 模型能够反映各指标系数

的显著性，选取 OLS 模型和 MGWR 模型探究湖北省场馆

空间活力宏观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

3.1.1　人口因素　

人口密度对场馆空间活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

0.01），表明人口密度越大，人们对体育健身的需求越高。

随着社会对健康和休闲的重视，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人群的

比例不断提高，体育场馆使用频率和客流量随之增加，场

馆的空间活力得到提升。从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来看，

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呈现出中部高、东西部低的空间分异

模式，对场馆空间活力的正向影响从湖北省中部（0.266～

0.273）向东西两侧（0.229～0.238）递减，高值区域主要集中

在襄阳市、宜昌市、荆门市和荆州市，低值区域主要集中在

咸宁市、黄石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神农架林区。

提示，湖北中部地区场馆的空间活力更容易受到人口密度

的影响，未来进行场馆规划选址时应着重考虑人口因素。

3.1.2　交通因素　

交通因素对场馆空间活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P＜0.05），

这表明交通的便利性和可达性对提升场馆的空间活力起

到了积极作用。场馆可达性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时间成

本和经济成本，有利于提高活动效率，扩大活动半径（邓

涛涛 等，2019），从而激活更多市民的体育参与热情，提升

场馆的空间活力。同时，高密度路网也促进了场馆周边

商业和服务设施的发展，形成了繁荣的体育消费环境，进

一步增强了场馆的空间活力。从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来看，路网密度的回归系数呈现出东西向空间分异模式，

对场馆空间活力的正向影响自东（0.139～0.150）向西

（0.094～0.103）逐渐递减，高值区域主要集中在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神农架林区、十堰市和襄阳市，低值区主

要集中在武汉市、鄂州市、荆州市、咸宁市和黄石市。进

一步分析发现，武汉市的场馆主要分布在武汉经济技术

开发区、武汉东湖高新区等三环以外地区，黄石市奥体中

心远离城市中心。交通因素对湖北西部地区体育场馆的

空间活力值影响更大，提示该区域未来进行场馆规划选

址时应注重交通的便捷性。

3.1.3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场馆空间活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P＜0.05），

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场馆的空间活力相对

较低。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王欢，2021）及经验不同。

这可能是由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的场馆拥有更

多发展优势，但发展优势与场馆高效利用之间存在很多

中介变量。经济发达区域的工作节奏往往更快，居民可

能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体育活动时间则相应减少（肖红 

等，2022），进而影响场馆的空间活力。此外，经济较发达

的区域通常拥有丰富的商业设施，居民的休闲娱乐选择

更为多样，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场馆的吸引力。

从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来看，经济因素的回归系数呈

现出东西向空间分异格局，对场馆的负向影响自东

（-0.218～-0.214）向西（-0.234～-0.230）递减，经济因素对

场馆空间活力负向作用的高值区位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神农架林区、十堰市和宜昌市，低值区位于武汉市、

鄂州市、咸宁市、黄石市、黄冈市和孝感市。

3.2　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地理探测器进一步分析场馆空间活力的微观影

响因素。如表 5所示，仅有固定座位数、场地面积、接待人

次、体育赛事数量的影响达到显著性水平，是场馆空间活

力的重要驱动因素。

表4　 OLS、GWR和MGWR模型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OLS， GWR and MGWR Models Analysis 

指标

Pop

Gdp

Trans

City

Dem

Temp

AICc

R2

调整R2

OLS模型

系数

0.300***

-0.191**

0.174**

-0.078

0.152

0.186

413.953    

0.129

0.091

P

0.000

0.041

0.052

0.463

0.401

0.307

VIF

1.259

1.379

1.262

1.808

5.221

5.296

GWR模型

系数最小值

0.247

-0.319

0.072

-0.327

-1.224

-0.471

412.092   

0.211

0.137

系数中值

0.345

-0.199

0.179

-0.090

0.066

0.072

系数最大值

0.376

-0.106

0.246

0.113

0.358

0.368

MGWR模型

系数最小值

0.340

-0.135

0.157

-0.320

-0.149

-0.460

408.508   

0.245

0.168

系数中值

0.349

-0.130

0.172

-0.176

0.110

0.089

系数最大值

0.364

-0.126

0.198

0.079

0.240

0.441

bw

145

145

145

124

124

57

注：AICc越小，模型拟合优度越高。*P＜0.1，**P＜0.05，***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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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固定座位数　

固定座位数对场馆空间活力有显著影响（P＜0.01），

提示场馆座位容量在吸引观众和维持高客流量方面具有

关键作用。座位数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场馆能够容纳更多

观众，这不仅直接提升了场馆的客流量，也增强了场馆承

办大型活动和赛事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场馆的

空间活力。

3.2.2　场地面积　

场地面积对场馆空间活力有显著影响（P＜0.05），场

馆的空间尺度与人流吸引、活力提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尤其是在城市核心区，场地面积的增加及其免费或

低收费开放策略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场馆的公共服务

功能，吸引了更多市民前往，从而有效提升了场馆的空间

活力。

3.2.3　接待人次　

接待人次对场馆空间活力有显著影响（P＜0.01），人

流密度与场馆的空间活力呈正相关关系，核心区接待的

人次越多，场馆的空间活力也越高。这可能是因为核心

区通常拥有更为发达的交通网络、更丰富的商业设施和

更高的人口密度，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吸引了大量人流，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了场馆的客流量和空间活力。

3.2.4　体育赛事数量　

体育赛事数量对场馆空间活力有显著影响（P＜0.1），

体育赛事吸引大量体育爱好者前往场馆观看竞赛表演，

进而提升场馆的空间活力。体育赛事活动本身作为一种

重要的公共服务和文化活动，能够吸引更多本地居民的

参与，形成稳定的客流来源，对于提升场馆使用率和空间

活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4 研究结论

空间活力作为评价场馆运营管理水平的新视角，提

供了评估体育场馆实际利用率的新指标。以往对体育场

馆运营管理水平的评价研究更多侧重于财务收入、设施

使用率以及用户满意度等方面，引入“空间活力”可以更

有效地反映场馆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综合

以上研究结果，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区位选址是体育场馆空间活力的前提条件。研究

结果表明，场馆周边的建成环境对其空间活力有重要影

响，其中，人口因素和交通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人

口密度影响场馆潜在的用户基数和体育活动参与率，路

网密度影响公众到访场馆的便捷程度，人口密集且交通便

利的区域为场馆创造了高度活跃的互动环境。可见，场

馆选址的区位条件是其空间活力差异性的重要动力机制。

2）硬件条件是体育场馆空间活力的基础保障。研究

结果表明，场馆的空间活力与其固定座位数和场地面积

显著相关。固定座位数直接反映其能够容纳观众的数

量，场馆面积则决定了场馆能够提供的服务范围和活动

类型。场馆的固定座位数和场地面积作为场馆重要的硬

件条件，是其空间活力的物质基础，具备充足座位和广阔

空间的场馆能够更好地满足公众的多元化体育需求，提

高场馆的使用频率和空间活力。

3）运营管理是体育场馆空间活力的动力源泉。从实

证结果来看，场馆空间活力与接待人次和体育赛事数量存

在显著关联性。接待人次反映了场馆对于公众的吸引力，

这与团队的运营管理水平存在一定联系，高效的赛事运

营水平能够提高场馆的客流量和空间活力。可见，场馆

的高效运营管理是提升其空间活力的动力源泉，通过创

新管理方式和提升服务水平可以激发场馆的潜在活力。

4）不同区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有待均衡发展。研究

结果表明，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场馆表现出更高的活力。

由于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公共体育服务资源

分配存在较大差距（戴健 等，2015），以及欠发达地区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资源的有限性，场馆成为居民参与全民健

身活动的核心场所，承载了相对更多的体育锻炼参与者，

从而呈现出比经济发达地区更高的空间活力。这一现象

从侧面揭示了体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也突显了公

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紧迫性。

5）经营权改革需要协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证

研究表明，在体育场馆经营权改革的背景下，由企业运营

的场馆的空间活力整体低于由事业单位运营的场馆。这

一现象揭示了场馆运营主体性质转变所带来的影响。随

着越来越多原由事业单位运营的场馆转由企业负责运

营，后者在管理过程中倾向于优先考虑经济收益（陈元欣 

等，2022），而相对忽视了场馆作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

源的社会价值。

5 政策建议

1）优化场馆空间布局，融入城市整体规划。人口密

集和交通便利的区位条件为场馆提供了良好的运营基础

和发展空间，能够显著提升场馆的空间活力和经济社会

效益。建议充分发挥人口“定位器”的功能，场馆布局应

以人口规模大、密度高、有积极增长趋势的区域为首选，

对于人口密集但场馆不足的区域，通过扩建、改造或新建

场馆，增加体育设施供给，提升公共体育服务的公益性、

可及性和实用性；加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与场馆的衔接，

表5　 场馆微观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Analysis of Microcosmic Influence Factors 

指标

X1

X2

X3

X4

q

0.030

0.115***

0.077**

0.215***

P

0.359

0.000

0.014

0.002

指标

X5

X6

X7

X8

q

0.065*

0.042

0.014

0.023

P

0.068

0.710

0.747

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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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考虑与城市主干道、公共交通枢纽相邻近的选址地

点，促进市民通过多种交通方式便捷进入场馆，从而提升

场馆空间活力；促进场馆与城市建成环境的有机融合，将

场馆建设纳入城市更新和社区改造计划，促进场馆与住

宅、商业和文化等功能区相结合，增强场馆综合吸引力和

空间活力。

2）加强硬件条件建设，优化场馆服务环境。加强场

馆硬件条件的建设，不仅是提升场馆空间活力的关键，也

是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的必要条件。建议兼顾体

育赛事需求和赛后场馆综合利用，合理设计固定场地设

施和可拆装场地设施，提升场馆座位和场馆空间的灵活

性，使之能够适应不同类型的体育赛事和活动；建立场馆

设施维护和更新的长效机制，确保场馆的照明、音响、新

风系统等硬件条件始终保持在良好状态，完善场馆的停

车、餐饮服务、休息区等配套服务设施，提高受众的体验

感和场馆的吸引力；鼓励场馆采用可变换空间设计，提升

多功能使用能力，使其能够举办多种体育赛事、文化活动

和社区活动，满足公众的多元化需求，提高场馆的空间活

力；根据场馆自身能力践行“全龄友好”理念，增设少年儿

童运动娱乐专区，配套相应体育运动设施，推进场馆硬件

设施适老化改造，提升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便捷性和

安全性，营造无障碍体育环境，为残疾人参与全民健身运

动提供便利。

3）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助推场馆高效利用。场馆的

空间活力与接待人次和举办的体育赛事数量紧密相关，

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场馆团队有效的运营管理。建议

深化场馆经营权改革，破解运营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公开

招标等方式引入专业化的运营团队，提高运营效率和服

务质量；积极搭建公共体育服务平台，整合运动员、教练

员、体育教师及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各类社会资源，为群众

健身提供指导，鼓励体育社会组织、社会培训机构利用场

馆开展体育赛事、体育培训等各类活动；加强场馆信息化

建设，提升智慧化水平，并根据市场需求提供多样化、个

性化的服务，提高场馆管理效率和用户体验；鼓励场馆根

据运营实际需要，充分利用闲置空间，依照国家有关标准

和规范，合理开展适用性改造，完善场地和服务设施。

4）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面临区域供给不均衡的挑战，场馆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尤为凸显。建议将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

务均等化的目标制度化、法制化，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在

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不断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场馆的政策、财政支持力度；以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完善公共体育服务财政制度，积极

争取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场馆

建设，以及增加对场馆运营维护资金的投入；通过用地保

障、税费减免、财政转移支付等形式，鼓励、支持、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欠发达地区的场馆建设运营，拓展公共体育

服务供给渠道；对于场馆数量有限但空间活力较高的地

区，应加大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倾斜力度，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体育需求。

5）协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平衡共赢。实现

场馆的可持续运营仅依靠财政投入是不够的，需要通过

市场化运营实现盈亏平衡以确保场馆长远发展，处理好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建议建立包含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综合绩效考核机制，评估和监督场馆的

运营效果，确保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发挥补贴资

金、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的引导作用，以鼓励企业在兼顾

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提升社会效益；广泛拓展市场资

源，积极承办大型演艺、节庆、会议和会展等活动，实现场

馆与文化、旅游等服务产业融合，形成场馆与其他产业的

联动活力；加强对场馆运营商的指导和监管，通过完善委

托合同条款、制定公共体育服务标准、优化场馆财政补助

政策等措施，促进场馆实现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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